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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这是‘飞夺泸定桥’环节，你
们需要一次性攀过13级云梯，并完成600米
跑步才算通过……”这是东北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阳光体育节中的一幕。

为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体验长征精神，
指引青年学生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磨炼坚
毅的品性，5月22日，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在学校阳光体育节中，巧妙地将长征精神
贯穿到各个项目中，让学生在个人项目与集
体项目共九项体育活动中共完成2500米接力
长跑。

根据比赛规则，每个班级的参赛选手都
从“瑞金出征”开始，依次完成“遵义会
议”“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
草地”四个障碍跑内容，在场边的其他非接
力跑学生集体完成“群策群力”相关活动，
最后登上高台，完成“三军会师”。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参赛选手们团结协作，经过了重重考
验，在“群策群力”的最后一个环节，高声
朗诵起了《七律·长征》。响遏行云的诗句跨
越了时间与空间上的距离，使学生们精神振
奋。此情此景，大家更读出了诗歌中的每一
个字透露出的艰辛与不易，更品味到共产党
人钢铁般的意志和乐观精神。

“翻雪山、过草地”是长征路上极为艰难
的一环。此次体育节中的此项目要求每班派
出四人完成两组300米的两人三足跑步，再
由另两人完成300米包含跨栏和匍匐前进的
障碍跑，最终冲向了“三军会师”的接力地
点。“我们通过互帮互助全部爬上了高台，胜
利地‘三军会师’啦！”参加完“三军会师”
项目后，三名参赛选手高声欢呼。

“有趣的活动背后，蕴藏着无限的深
意。”“长征精神照我行”阳光体育节结束
后，学生们纷纷表示，他们深刻体会到了长
征路上的困难重重，体会到革命先辈的艰辛
与不易，崇敬之情在心中油然而生，珍惜时
光，不负韶华。

（高靖淇 李林鹤）

将长征精神
融入体育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少年阶段是
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
导和栽培。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
是一部青少年培根铸魂的生动鲜活的
教 科 书 。 让 青 少 年 学 好 党 史 ，是 培 根
铸 魂 、有 效 抵 御 错 误 思 潮 的 侵 害 和 助
力个人成才的有效途径。欣喜的是，不
少学校将党史学习教育巧妙地融合在
生动活泼、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活动中，
收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

问题导向，使党史教育学习
目标更清晰

当今网络化时代，青少年面临越来
越复杂的社会环境，各种价值取向冲击
着全社会，精致利己主义和市场经济功
利主义四处蔓延，消遣娱乐和充满感官
刺激的“奶嘴”文化产品堆满青少年的
生活，让他们沉溺在享乐和安逸中，大
量占用他们的时间，让他们在不知不觉
中丧失思考能力。在此背景下，青少年
理想信念与价值观现状不容乐观，表现
出无心关心政治、无力关心人生观和价
值导向、淡漠国家与民族意识等现象。
这都迫切需要加强青少年党史教育，培
根铸魂，引导青少年建立理想信念、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问题导向，使党史教育由浅层学习向深
度学习转化

党史教育迫切需要由浅层学习向深度学习转
化。党史教育应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要根据学生实
际，以学生的现实问题为导向，精心设计一系列能
激发学生全身心积极参与的探究活动，引导学生进
行发现式探究学习，积极发现，大胆质疑，让学生
在思考中积累知识，在探究中解决问题，将学习
与 解 决 自 身 现 实 问 题 结 合 起 来 ， 将 学 生 的 “ 学
会”变成“会学”，使学生对党史有真实、全面、
深入的认识，进而为自己在未来投身建设美好国
家的伟大事业奠定思想基础，使学生“越来越全
面 了 解 党 、 越 来 越 自 觉 拥 护 党 ， 越 来 越 听 党 的
话，同时使学生自身具有担当意识”，从而实现党
史教育的深度学习。

创建“党史教育+德智体美劳”的育
人模式

如何引导青少年学党史、感党恩、促成长，
推动五育并举铸魂育人走实走深？需要教育工作
者创新教育方式。

将党史学习教育与立德树人结合起来。教育
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其核心要义就是要培养一
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立志为实现民族复
兴大业而奋斗终生的人才。而加强对青少年的党史
教育，则是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
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要充分发挥党史教育的育人
功能，把红色传统、红色记忆、红色基因牢牢植入青
少年的心灵，引导广大青少年在成长关键期形成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让青少年始终坚定信
心跟党走、奋力建功新时代。

将党史学习教育与学科教育结合起来。党史学

习教育与各学科教学结合起来。各个学科结合自身
学科特点，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合于各自学科中，活用
教学资源，采用多样化手段，将党史学习教育拓展延
伸，融入日常课堂教学，致力于挖掘和利用各学科教
材中蕴含的党史教育素材，让青少年在语文、数学、
道德与法治、历史等课堂中学习党史，学习党的创新
理论和奋斗历程，在感悟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中，收到
潜移默化的效果，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信仰之基。例
如，学物理时，可结合钱学森如何创立工程控制论的
故事，如何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主持近程、中程、远
程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为国家安全提供保
障，激励学生产生科技报国的理想信念。

将党史学习教育与体育运动结合起来。让学生
在党史学习中有热度地“动”起来，站在学生的视角
上，以学生为主角的“党史教育+体育”的学生主动
式党史教育活动，让党史的红色教育从平面走向立
体，从课本教学走向学生运动，从课堂说教走向学生

的身心体验。比如，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体
育节，以学生的亲身参与亲身体验为突破口，结
合体育运动、艺术与美的形式，通过欢快趣味的
体育过程，培根铸魂、启智润心、强体担当，将红
色基因外化于行，内化于心，引导青年学子自觉
自发地喜欢党、热爱党，做党的红色基因传承
者，做国家使命担当者。

将党史学习教育与美育教育结合起来。青
少年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手工、美术、书法、音乐
等美育课程中，寓教于乐，通过学生喜闻乐见
的学习教育方式，不仅让学生融入式体验党的
百年光辉历史，而且让学生感受到文化艺术的
魅力，让更多学生懂党史、感党恩，点亮学生的
梦想，点燃学生的学习激情，努力成长为能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祖国建设、家乡
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党史学习教育与劳动教育结合起来。劳动教
育融入党史学习是“知行合一”的教育。以劳动教
育实践引导学生、参与农耕生产的学生，会体会
到当年南泥湾时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将党的精神谱系的重要内容渗透融入教育教学、
实践活动全过程，引导青少年着眼于坚定理想信
念、激励奋发有为，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不断提升
党史教育的实效性、增强学习的主动性。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航空大学教授）

用百年党史为少年儿童培根铸魂
杨承志

■教育漫评

“爸爸妈妈快快吃饭，我们今天晚上
要去学校过‘露营节’……”5月28日晚
饭后，安徽省阜南县玉泉小学五年级的
明明迫不及待地背起帐篷、被子等行囊，
从家出发，开启了前往学校六一“露营
节”的“行军路”。

到达学校后，孩子们几人一组、自己
动手，开始分工合作搭建帐篷。支起帐
杆、撑好帐篷、铺好防潮垫……一番操作
后，由 100 多顶大大小小的帐篷组成
的“军营”，揭开了学校十大好玩课程之
六一“露营节”的序幕。

帐篷内外的“红色课堂”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我爱
你春天蓬勃的秧苗，我爱你秋日金黄的
硕果……”帐篷搭建完毕后，孩子们相聚
在学校露天电子大屏前，齐唱了一首嘹
亮的《我爱你中国》。热场歌曲结束，大屏
幕上，随着红色电影《小兵张嘎》的开演，
现场的气氛顿时安静下来。

抗日战争故事片《小兵张嘎》，讲述了
小嘎子从一个活泼调皮的儿童成长为一
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战士的故事。当勇敢
机智、活泼淘气的张嘎子的形象出现在屏
幕上，孩子们都瞪着大大的眼睛，聚精会
神地跟着剧情进入抗日战争时期白洋淀
的历史场景里，感受在那个艰难困苦的环
境中，少年英雄张嘎子的成长故事。

“对于生活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孩子而言，露天电影是童年的夏夜无法
抹去的回忆，小兵张嘎、潘冬子等一系列
电影主人公成为我们那代人童年的英雄
榜样。”学校“露营节”活动负责人、阜南
县玉泉小学副校长王冬梅告诉记者，对
于今天这些习惯了电视、手机的孩子来
说，露天电影本身就是一个新奇的形式，
而集体观看《小兵张嘎》，对他们而言更
是鲜有的体验。所以，近两个小时的影
片，孩子们看得特别专注。影片结束后，
老师给孩子们布置了“帐篷里的课堂”作
业——分享《小兵张嘎》的观影感受，畅
谈如何做一名新时代的好少年。

“张嘎子和我们岁数差不多，他在困
难面前不低头，在危机面前不退缩，真佩
服他！”“我了解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
更加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和那个年代比，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好
多了，但这都是老一辈革命家用鲜血与
生命换来的，我们要好好珍惜、好好读书
……”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表达着兴
奋激动的心情，甚至有的男孩子模仿起
了影片中张嘎子的经典台词。

负责现场巡视的老师们也时不时钻
进孩子们的“军营”里，分享他们首次露
营的喜悦，也受邀为他们讲述红色故事。

“学习不止在课堂。孩子们由切身
的体验和感悟而得来的收获，是课堂上
不能代替的。如何让孩子们感知红色精
神？既要有意义，又要有趣味性，让孩
子们满腔热情地参与进来。”校园露营
节活动的总策划、阜南县玉泉小学校长
乔浩表示，当六一节与“建党100周

年”宏大的历史节点相遇，如何在孩子
们的心田里留下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
在他的创意下，经过教师们的一番头脑
风暴后，就诞生了这个帐篷内外的“红
色课堂”。

“让孩子们记住这个儿童节”

“这个杆子插不稳，是坏了吗？”“我
俩先扶着杆子，你系上中间的绳子，应该
就可以固定了，来试试。”孩子们商量着，
配合着，从固定支架到调整布幔，彼此交
流互助，友谊的帐篷很快就搭建起来了。

自己规划物品、自己动手搭帐篷，自
发组队夜间露营……搭帐篷看似简单，
但是真正动起手来却也是一件难事，不
仅需要团队合作，还要做各方面周全的
考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之前出去
玩，都是家长为我们搭好帐篷，今天完全
由自己操作，很有成就感。”将帐篷安装
完毕后，大多数孩子发出了这样的心声。
也正是这种特殊的体验，让孩子们联想
到了书本上学过的红军长征途中，翻雪
山、过草地的故事，也更加感受到是红军
战士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才换
来今天的幸福生活。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
原水畔战马鸣。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
……团结起，赴国难，破难关，夺回我河
山。”在随后举行的“篝火”晚会上，一首
反映抗联部队西征一路露宿的《露营之
歌》将“露营”的气氛推向高潮。而身着不
同民族服装的孩子们自发组织表演的节
目，则展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
族大团结的幸福画面。

深夜11点，操场上安静下来。伴随
着闪烁的繁星，帐篷内的孩子们也逐渐
进入了梦乡。老师和家长义工们围着操
场巡视，检查帐杆是否结实、为孩子们掖
掖被角……直到确认所有的孩子都安然
入梦，他们才分批去休息。

“陶行知先生曾说过，最好的教育是
润物细无声的。近500个孩子夜间露营
学校，对学校来说，确实顶着巨大压力。
但我们愿意给孩子们创设这样的机会，
希望他们长大后回忆起童年来，会记得
其中一个儿童节是这样度过的。”谈起校
园露营节的初衷，乔浩表示，《窗边的小
豆豆》一书中描写的巴学园里孩子们在
大礼堂露营的片段，让不少孩子心神向
往。他也一直期待给孩子们创设这样一
个机会。这段时间，天气良好，于是在教
育局领导的支持下，在全体教师的努力
下，在家长们的大力配合下，经过周密的
策划筹备，就诞生了这个特别的六一“露
营节”。

“校长再见”“老师再见”……第二天
一早，枕着满天星辰入睡、在晨光和鸟鸣
声中醒来的孩子们，幸福地和老师们挥
手再见。彻夜未眠的乔浩说，从孩子们灿
若夏花的小脸上，他觉得这个活动办得
很值得。

（阜南县玉泉小学教师张昊天对本
文亦有贡献）

当“露营节”遇上儿童节
本报记者 张惠娟

象征着革命圣地延安的宝塔山、记
载着北京市六一幼儿院革命历史的“马
背摇篮”，代表着中国最新航天科技成就
的火星探测车、中国空间站核心舱……
这些不同年代的“标志物”，通过一粒粒
的模块拼装起来，再经过编程互动等操
作，成为孩子们感知科技奥妙的载体。

5岁的小苗苗（化名）和其他两名
小伙伴一组围坐在“火星探测车”机器
人桌前，在家长的帮助下，将一块块色
彩鲜艳的模块组装起来，并与主题机器
人互动。“特别有意思，我的火星探测
车发现了水！”经过一番操作，小苗苗
将一块代表“水”的绿色模块放置在火
星探测车的传感器下，随着一声清脆的

“滴滴声”，一个绿色的“小水滴”出现
了，证明探测出了“水”。而另外一名
小朋友测试的红色模块，则提示探测到
了“沙漠”，这种和主题机器人的互
动，让孩子和家长都兴奋不已。

这是发生在北京市六一幼儿院科技
嘉年华暨六一亲子游戏大会“红色太空
之旅”主题现场的一幕。

“从马背摇篮到高铁，从宝塔山到
核心舱，这个跨越时空的创意组合让我
们眼前一亮，因为我们六一的孩子都知
道‘马背摇篮’的故事。”宝塔山主题
机器人游戏桌前，一位家长对记者说。
他表示，这次亲子游戏大会的项目很
多，但他们一来到这个主题厅，瞬间眼
前一亮，被老师们精心的创意与设计吸
引了。家长的讲述也引出六一幼儿院不
凡的历史——1946年11月，延安第二
保育院（北京市六一幼儿院的前身）全
体人员和136名幼儿，历经两年多的时
间，经过3300多华里的艰苦行军，从
延安转移至北京，途中幼儿无一伤亡，
自此保育院被誉为“马背摇篮”。所
以，“宝塔山”和“马背摇篮”的造
型，让孩子们产生了对幼儿院的亲切
感。而火星探测车、中国空间站核心舱
等造型，又让孩子了解到了当下中国科
技发展的最高水平，从过去，到现在；
从现在，又到畅想未来。

“科学改变世界，技术改变未来。
我们想通过教育机器人编程的游戏，来
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培养孩子们的空
间感知力，想象力与创造力。”现场负
责“红色太空之旅”活动项目的老师介
绍说：“今年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也是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里程碑
性的一年，我们将两者结合起来，以

‘红色太空之旅’为主题，将幼儿院历
史上的一些红色元素与当下中国的红色
科技元素融合在一起，通过孩子们喜欢
的形式，展示了一代代怀揣梦想的中国
人，从艰苦的革命年代走向属于我们的
星辰大海。”

在科学探索的户外体验区，丰富的
教具展示了神奇的力、电的奥秘、奇幻
空间、超强磁力等不同主题的科技活
动，让孩子们在参与体验中，感知科技
的神奇力量。

“毛主席吃自己种的菜”“生活中补
草鞋的朱总司令”“革命年代的陕北剪
纸”……在红色故事展区，孩子和家长
对红色故事听得津津有味。在盘根错节
的紫藤形成的巨大绿色屏障下，张贴了
一幅幅的红色故事展板，让这里成为亲
子活动的红色故事展区。志愿者老师结
合幼儿院的历史，指着展板上的一幅幅
图画，为前来参观的孩子和家长讲述红
色故事。“延安精神”，在一组组图画故
事中，变得近在咫尺，伸手可触。一位
家长说：“孩子们可喜欢听毛主席种
菜、朱德总司令补草鞋的故事了……”

参与完所有项目的孩子们，最后相
聚在“马背摇篮”群雕前，等待欣赏精
彩的腰鼓表演。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
陕北的腰鼓舞成为六一幼儿院代代相传
的品牌节目，也是每个六一娃都会跳的
舞蹈。一排仿制的陕北窑洞的围墙，一
组“马背摇篮”群雕，系着红色飘带的
鼓棒，在这群阳光灿烂的孩子们手中，
敲出了铿锵有力的“延安精神”，为此
次六一亲子游戏大会画上圆满句号。

创造游戏大会，自 1950 年起开
启，一直沿袭至今，成为六一幼儿院的
一项传统游戏。未来是由今天的少年儿
童开创的，如何在新时代注入新的游戏
元素？六一幼儿院现任院长曹雪梅表
示，这次游戏大会，通过新时代科技元
素的注入，既展现了幼儿院的红色革命
基因，也展示了我们对中国智造、科技
兴国的自信。幼儿院以亲子嘉年华的形
式，让全体师生及家长自主参与、体
验，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田里种下科技发
展的种子。

“六一幼儿院具有优良革命传统，革
命岁月赋予她鲜明的红色品格和深厚的
红色资源；新中国成立后，六一幼儿院
不忘红色根本、继承优良传统，不断积
聚红色资源、传扬‘马背摇篮’精神；
进入新时代，六一幼儿院更加重视革命
理想信念教育，不断探索传承红色基因
的新途径，谱写红色教育新篇章。”曹雪
梅表示，在红色教育方面，幼儿院依托
红色基因和得天独厚的红色历史文化资
源，开展了“我是六一娃、我从延安
来、我是中国人、我为中华骄傲”等系
列课程。通过一系列喜闻乐见的形式，
加深幼儿与教师对六一幼儿院红色之

“根”的理解，赋予孩子们独特的“红
色”气质，对幼儿的价值启蒙和思想培
育起到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使得红色
文化教育更具时代的感召力与吸引力。

童心向党 科技筑梦
本报记者 张惠娟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在六一国
际儿童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江苏
省淮安市新安小学的少
先队员们的回信中，希望
孩子们结合自身成长实
际学好党史，以英雄模范
人物为榜样，从小坚定听
党话、跟党走的决心，刻
苦学习，树立理想，砥砺
品格，增长本领，努力实
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当下，教育系统纷纷
掀起了党史学习教育的热
潮。今年的六一儿童节，不
少学校通过举行潜移默
化、寓教于乐的“童心向
党”红色主题活动，让孩子
们在亲身体验中，在心灵
深处注入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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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鼓表演腰鼓表演《《马背摇篮六一娃马背摇篮六一娃》》

师生观看露天电影师生观看露天电影《《小兵张嘎小兵张嘎》》 老师和家长志愿者守护夜间露营的孩子们老师和家长志愿者守护夜间露营的孩子们

““四渡赤水四渡赤水””

共击共击““同心鼓同心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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