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嘹亮军号响彻巍巍太行
——太原师范学院创新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纪实

□ 本报记者 李 鹏 □ 白明东 兰春燕

特别
策划

从2019年起，太原师范学院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作为
一项重要工程，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要求，成立“太行思政研究院”，想方设法解决“一体化”过程

中不同学段课程内容衔接不畅、教师协同不到位等“卡脖子”问题，深度挖掘、利用山西丰富的文化资源，创新设计“太
行思政”系列课程，为实现大中小全学段思政课“一体化”贡献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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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景秀丽的青岚湖畔，

江西省南昌县塔城乡中心小

学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

在教育的天空。近年来，作为

全县首个实现撤点并校的偏

远小规模学校，学校凭借“六

红”建设，即成立一个“红”组

织、打造一个“红”场地、组建

一支“红”队伍、学习一门“红”

课程、创新一项“红”评价、举

办一次“红”盛会，走出了一条

特色鲜明的国防教育之路，为

乡村教育注入了一股强劲的

红色力量。

红色组织：构建军事化管

理新范式。学校高度重视国

防教育，成立了以学校书记和

副书记为校长和政委的少年

军校组织机构，形成了由分管

德育工作的副校长、年级组

长、班主任组成的完整管理体

系。学校将传统的管理模式

创新性地转化为“营、连、排”

军事化管理模式，每个年级为

一个连，每个班级为一个排，

并创建了以战斗英雄名字命名的英雄中队。这一

创新举措不仅增强了学生的组织纪律性，更在学生

心中种下了红色基因的种子。

为了进一步提升军校的水平，学校聘请了退役

军人担任军校指导员，负责日常训练工作；还邀请

现役军官担任校外辅导员，定期来校进行国防教育

和军事技能培训。这一系列举措使学校的少年军

校模式日益成熟，成为学校的一大亮点。

红色场地：打造沉浸式教育场域。在“少年军

校”建设中，学校始终把活动场所建设作为重要抓

手。学校依托现有条件，对操场、教室、活动室进行

了有效改造和利用，将其打造成军校学员日常军事

技能训练、军事理论教学、革命传统教育活动的场

所。同时，学校建立国防教育长廊、铺设技能训练

场、设立少年军校活动室，为学生打造一个充满军

事元素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红色队伍：培育国防教育“先锋队”。为了培养

学生的爱国情怀和军事素养，学校组建了红领巾国

旗护卫队、红领巾鼓号队、红领巾讲解员等红色队

伍。这支红色队伍不仅成为学校国防教育的重要

力量，更在各类活动中展现了学生的精神风貌和爱

国情怀——无论在升旗仪式上还是在各类活动中，

都能看到他们英姿飒爽的身影。

红色课程：构建全学科育人体系。在“少年军

校进校园”活动中，学校开设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多

彩的“红色+”品质课程，将红色教育融入日常。

“红色+思政”课程。学校每周开设一节国防

理论室内课，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分年

级进行党团史、国防知识教育；每周开设一节军事

技能训练室外课，不同年级的学生学习不同的军

事技能。

“红色+活动”课程。学校通过清明祭英烈、讲

述英雄故事、唱军歌等活动，强化学生的爱国主义

意识；每月精选一首红歌在课间播放，各班每学期

选一首学生最喜欢的红歌作为班歌传唱；每年举办

一次红歌比赛。

“红色+研学”课程。学校组织学生到国防教育

基地、八一起义纪念馆等红色基地开展研学活动，

让学生亲身体验革命历史的艰辛和伟大。

“红色+日常”课程。学校将红色元素融入语

文、音乐、美术等学科，如诵读革命诗词、学唱军旅

歌曲、绘制“我心中的英雄”主题画作等，实现全学

科育人。同时，学校以《中小学生行为规范》为抓

手，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

红色评价：创新“军衔晋级”激励机制。为了全

面反映学生的素质教育是否达标，学校在实施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方面进行了创新。学校在一、二年级

无纸化测试中，创新性引入“军衔制”评价新体系，

通过设置相应的评价标准，用军衔晋升的方式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这一举措不仅让学生

在学习上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和动力，也在无形中

培养了他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红色盛会：搭建成果展示舞台。每年，学校都

会以“童心向党，强国有我”为主题，举办一次“六

一”汇演暨国防教育展演活动；以“童心向党，梦想

起航”为主题，举办一次“元旦”汇演暨少年军校成

果展演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学生通过舞蹈、合唱、

朗诵等形式，展示他们在国防教育中的学习成果，

厚植爱国情怀。此外，学校还会开展一次军事技能

展示“家长开放日”活动，让家长近距离感受孩子在

军校中的成长和变化。

学校的少年军校工作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不

仅赢得了学生的喜爱和家长的认可，更在社会上引

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展望未来，学校将继续深

化“六红”建设，着力培养向善、向上、向美的青岚湖

畔红色娃，让“中国红”融入少先队员的血脉中，让

军魂滋润童心，让国防教育在青岚湖畔熠熠生辉。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南昌县塔城乡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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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滴、哒哒哒——滴滴滴、哒哒

哒——哒”。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8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嘹亮的

军号声又一次在山西省陵川县响起。抗

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这

座太行山中的小县城举办了 40多期号兵

训练班，培养出1700余名号兵。他们在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无数次吹响军号，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

故事——《陵川烈士英名录》记载的 2465

名烈士中，有 389 名是号兵。如今，听着

“陵川号兵”故事长大的学生再次吹响先

辈的军号，这让数百公里之外的太原师范

学院党委副书记赵怡意识到“捡到宝了”。

“这些陵川号兵的故事是中华民族宝

贵的精神财富，也是难能可贵的思政课资

源，我们必须善加利用。”在太原师范学院

“太行思政研究院”集中备课活动中，赵怡

提出：“每一个思政课资源都是‘不可再生

资源’。如果我们只是对这些资源做浅层

次的课程开发，让小学生、初中生、高中

生、大学生接触到的课程内容大同小异，

那无异于‘资源浪费’。”

为了避免“浪费资源”，“太行思政研

究院”的一线思政课教师循着军号声走进

巍巍太行，携手开启了一段思政课资源深

度开发之旅。

用一个游戏涵育红色情感

“小学段思政课的难点在于，课程内容

或教学方法容易陷入模式化、套路化——比

如用讲故事、看视频等方式让学生了解英

雄故事，这样的做法缺乏体验感和时代气

息，难以吸引新时代的学生。”团队成员张

碧含的教龄不算长，思考却很深刻。为了

贴合小学生思维特点，增强学生的“体验

感”，让红色的历史“可触摸、可感受”，她

把课堂搬进陵川县烈士陵园，并且设计了

一系列体验式课程。

在“红领巾探宝”游戏中，学生化身“红

色小号兵”，拆解封口处带有火漆印的4封

红色密信——“锤头镰刀照我心”任务卡指

引他们在纪念馆寻找党旗，讨论锤头与镰

刀如何象征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徽耀工

农心向党”任务卡让他们解码党徽结构，理

解“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的深刻内涵。当

学生在文物展柜前发现斑驳的军号实物

时，讲解员讲述起1940年陵川号兵张钱旺

中弹后仍用身体护住军号、吹响冲锋号的

故事，学生的指尖轻轻触碰展柜玻璃，眼中

满是对“人倒号不断”精神的震撼。

在“红色号角永相传”互动游戏中，现

场被布置成“战壕”，枪炮声背景音骤然响

起。第一小组的学生顶着“枪林弹雨”在

垫子上翻滚着吹号，第二小组的学生单膝

跪地模拟腿部受伤仍坚持吹响冲锋号的

战士，第三小组的学生蒙眼体验失明号兵

在战场上的勇毅果敢，第四小组的学生体

验翻越“山岭”完成军号接力的艰难。

课堂的尾声，学生在“红领巾传承”环

节吹响了军号。在军号声中，“听党指挥”

的信念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变得具象——

有的学生绘制军号平面图，标注出“号嘴、

管身、喇叭口”；有的用废旧材料设计制作

“未来军号”；有的给未来的自己写信，讲述

“今天学到的陵川号兵故事”，把信封进时

间胶囊告诉未来的自己“不要忘记今天的

感动”。这些带着温度的创作，说明陵川号

兵的故事已经真切走进了学生的内心。

“小学阶段侧重‘直观感知加趣味化

情感启蒙’的教学策略，这是学情所决定

的，所以我选择通过游戏化教学构建沉浸

式学习情境。学生的表现说明这一策略

是成功的。”张碧含给自己的表现打满分。

用一把军号具象红色精神

与此同时，陵川县第三中学八年级

学生眼中跃动着光芒。思政课堂上，教

师捧出一把军号，铜质号身在日光灯下

泛着暗沉的光泽，螺旋状的号管刻满岁

月磨蚀的纹路，吹口处还残留着细微的

齿痕。她对学生说：“这支军号是从山西

烽火抗战博物馆借来的红色革命文物。

接下来，我请大家摸一摸这历史的沉重，

讲一讲你的感受。”

“初中段思政课的难点在于，崇高的

理想叙事与初中生青春期具象化、反叛性

思维之间的张力。破解之道不在于降低

理论高度，而在于用更贴近学生认知规律

的方式——以真实对抗虚无，以共情取代

灌输，以行动验证信念。”团队成员、太原

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思政课教师蔡思敏在

集体备课中建议设计一系列兼具思想性

与实践性的教学活动。

在“军号实物触摸与展馆探秘”教学

活动中，教师展示了从山西烽火抗战博

物 馆 借 来 的 真 军 号 ，邀 请 学 生 上 台 触

摸。“这把军号沉甸甸的，好像有一股力

量”“这是先烈用过的军号，感觉很神

圣”，学生触摸着军号，小声交流感受。

随后，教师播放了参观“王莽岭红色印记

展”的视频，聚焦“千名号兵出太行”展

区。看到视频中照片里那些与自己年龄

相仿的小战士，学生不禁发出疑问：“为

什么这么小的孩子要上战场？”在讨论

中，有学生结合展馆资料回答：“因为党

全心全意为人民，所以人民愿意响应党

的号召‘送孩子参军打鬼子’。”

在“陵川号兵故事再现”环节，学生化

身为当年的陵川号兵。7名学生依次上台，

以第一人称讲述号兵王麦义、韩春林等人

的故事——“我是陵川号兵王麦义，牺牲时

我21岁，为了给部队开路，我拼了”“我是陵

川号兵韩春林，军号就是我的武器，为了胜

利，我啥都不怕”……学生的讲述配合着

PPT上的历史图片和背景音乐，将大家带

回到 1943 年战火纷飞的太行山上。当讲

到号兵为了吹号，牙松了、嘴破了也不放弃

时，不少学生都露出了动容的神情。

本节课的高潮是学生与焦书文的对

话环节。焦书文是“陵川号兵”历史的挖

掘者和研究者，他为学生解答了“和平年

代为什么还要成立号兵培训班”的疑问：

“军号不仅是战场上的信号，更是‘听党指

挥、为民服务’的精神象征。现在恢复司

号制度，对于提高国防意识、传承红色精

神都有重要意义。”焦书文的讲解让学生

对号兵精神的时代价值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

课程尾声，学生李承旭扮演

的王麦义穿越时空来到课堂：

“孩子们，现在你们生活幸福

吗，能吃饱穿暖吗？”学生答

道：“如今咱们的家乡漫山遍

野种着连翘、党参，太行 1 号

旅游公路如银带绕山，王莽岭

景区游人如织，‘陵川号

兵’主题雕塑公园已经

落 成 …… 这 来 之 不

易的幸福生活是您

和您的战友用生命

换来的，我们永远

记得你们……”简

短的对话蕴含着

难以言喻的家国

情怀，感动了在场

每一个人。李承旭

回忆说：“上台扮演

王麦义的时候，我手

心全是汗。念到‘牺牲

时 21 岁’时我突然意识

到，原来英雄不只是课本里

的名字，他们像亲切的隔壁大

哥哥一样真实鲜活，为了让乡亲

吃饱饭，不惜拼上自己的性命。”

“初中阶段侧重‘理论认知加实践体

验’的教学策略，这是学情所决定的，所以

我们选择通过情境演绎、实物体验、代际

对话等方式，让抽象的理论变得具体可

感。从学生反馈来看，这样的教学是有效

的。”团队成员、山西大学附属汾东学校思

政课教师董妮说。

课后，教师小心翼翼把那支珍贵的军

号收好。这支军号在不久后又出现在陵

川县第一中学的课堂上。

用一场辩论内化红色思想

“党的十九大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逐

步恢复了司号制度。有人认为这没有必

要，也有人认为很有必要。你支持哪种观

点，请大胆讲理由。”太原师范学院附属中

学思政课教师晋阳的提问点燃了课堂。

“高中段思政课的难点在于，厚重的

历史叙事与高中生抽象化、思辨性思维之

间存在鸿沟，传统的讲授式教学难以让学

生真正理解红色精神的时代价值，容易使

课堂陷入理论堆砌的困境。”晋阳深知，要

让陵川号兵的故事在高中生心中扎根，必

须搭建起历史与现实的桥梁，以思辨激活

认知，以实践深化感悟。

“课堂辩论会”环节，正反双方围绕

“数字时代是否需要恢复司号制度”展开

交锋。正方以“千名号兵出太行”的群众

基础为据，强调“听党指挥”的精神内核永

不过时；反方则以现代通信技术为切入

点，质疑传统号声的实战价值。晋阳适时

抛出问题：“当卫星定位系统失灵时，军号

是否仍是凝聚力量的精神象征？”学生结

合实际案例展开联想，逐渐意识到：军号

的本质不是物理信号，而是“人民战争”思

想的具象化表达。

而在“军号文物解码与历史溯源”课

堂上，晋阳将那支军号陈列于讲台中央，

铜号表面的弹痕与氧化痕迹在投影灯下

清晰可见。“这支军号见证过 1943 年太行

山区的烽火，号管里至今还‘藏’着三个历

史密码——战争动员机制、人民军队本

质、精神传承逻辑。”他引导学生分组观察

文物细节，结合课前收集的陵川号兵训练

班档案，分析“为何 1700 余名青年以号为

枪”。当学生发现档案中“13 岁号兵李二

牛”的记录时，不禁追问：“在生存都成问

题的年代，是什么力量让少年扛起军号？”

课程尾声，学生在“号声中的时代接

力”实践中各展所长。有人还原了1943年

的号兵训练场景；有人设计“现代版冲锋

号声效系统”；还有人撰写《致陵川号兵的

公开信》，在信中写道：“你们用号声唤醒

民族觉醒，我们将以代码守护国家安全。”

这些融合历史厚重感与时代创新性的作

品，印证着“陵川号兵”的精神已内化为学

生的价值认同。

“高中阶段的学生特点要求思政课教

师既要深挖历史逻辑，又要回应现实关

切。”课后，晋阳在整理学生的《红色精神

创新应用手册》时告诉记者，“你看，我的

学生现在能用区块链技术解读‘人民战

争’的去中心化特征，说明他们被我的课

‘点燃’了。”

用一次调研明辨红色真理

同样被点燃的还有太原师范学院的大

学生。在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课教师

李立、张枝叶的带领下，学生循着陵川军号

声走进太行深处。在陵川县盲人曲艺宣传

队的小院里，队员用钢板敲击出的简单旋

律却打动了 2024 级学生郭浩哲。他在实

践笔记中写道：“原以为表演陵川钢板书所

用钢板只是一种乐器，没想到这铁疙瘩里

藏着祖祖辈辈的热乎气——老艺人把钢板

当舌头，敲出的何止是旋律，更是‘以艺报

党’的滚烫初心。”

在抗日歌曲《太行山上》诞生地，学生

自发唱起“母亲教儿打东洋”；在锡崖沟挂

壁公路的崖壁前，学生读着当年《人民日

报》头版对眼前这条“奇迹”道路的报道，

从中读出了“坚持人民至上”的道理。

调研归来，李立引导学生从马克思主

义唯物史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民为

本”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民

观三个维度，探究“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始

终坚持人民至上”。

“‘实地调研+理论提升’的教学模式

突破传统，既呼应了大学阶段‘学理性与

逻辑性’的教学定位，又将理论落脚于

‘实践之果’，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创

新。”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李娟

告诉记者。

一声军号、几多故事，穿越烽火铁马

的历史尘烟，走进新时代大中小学的思政

课堂，贯通了全学段思政课程体系。这种

“小学种信仰之苗，大学结实践之果”的一

体化思政教学实践，是太原师范学院多年

来在推动“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课程建

设方面“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止于至善”

的成果。

2025年 6月，学校将多年实践汇总成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方案》，系统

性构建管理机制一体化、教学教研一体

化、队伍建设一体化、课程资源一体化的

支持体系，展现了“打破学段壁垒”“全程

育人”的核心思路，为推进大中小学思政

课一体化、提升铸魂育人提供了有效路

径。“未来，学校将继续探索，打造区域思

政课一体化的有效样本，为培养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支撑。”赵怡信

心满满。

太 原

师范学院“太行

思 政 研 究 院 ”师 生

在山西烽火抗战博物

馆参观国家一级文

物——军号

“太行

思政研究院”成

员触摸军号，感受

历史的厚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