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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403班的一节班队课，提起英雄陈
祥榕，孩子们都敬佩不已。有的孩子感动于陈
祥榕从不喊苦喊累，一心驻守边疆；有的表
示，陈祥榕直至牺牲都保持着保护营长的姿
势，令人动容；有的对陈祥榕墓碑前摆满的橘
子记忆犹新，这说明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保家
卫国的人，这里面有一种双向奔赴的情感。

“我以前就想过，自己未来到底要从事
怎样的工作。是警察，是医生，还是老师？自从
我了解了陈祥榕的故事，成为了‘祥榕中队’
的一员后，我坚定了我的理想，我想当一名军
人，一名能保护家人、保护国家的解放军。”周
芊宁同学在谈理想时，双眼闪闪发光。

“陈祥榕的故事让我感受到了军人的伟
大，所以我想进一步了解我国的军事力量，
看到火箭发动机的时候非常震撼，我为祖国
发达的科技水平感到自豪，向舍身取义的军
人致敬！”王浩奇同学说。

“我很佩服陈祥榕舍身取义的精神。”

“我们是‘祥榕中队’的成员，要行得

正、坐得端，要对得起自己所属的中队！”

10 月 16 日，宁波市中原小学 403 班

的孩子们正在热烈地讨论陈祥榕的英雄

事迹。今年5月，这个班正式成为了“祥榕

中队”，常常会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开展

学习英雄精神的班队活动。

“祥榕中队”是该校继创立“林茂成

英雄中队”后，成立的第二个英雄中队。

接下来，该校除了一年级之外的每个班

级，都将以一个英雄的名字命名，让学生

们在英雄精神的鼓舞下，成为更好的人。
中原小学的学生参加国防主题研学。

班队课上，学生们讲述“我眼中的英雄”。

中原小学的学生给边防战士写信。

很多人的内心深处，有一个自己
崇拜的英雄，这个英雄甚至会陪伴人
的一生。现代脑科学发现：人脑中有一
种镜像神经元的细胞，能像镜子一样
去辨认、模仿对象的动作意义。榜样的
力量是无穷的，它能春风化雨、润物无
声，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达到自我完
善。

有人说：“要了解一个民族，就要
看他们崇拜的英雄是谁。”小时候，父
亲是一座山，为我们遮风挡雨，父亲是
我们的英雄；后来我们长大，父亲却变
矮小了，因为我们要成为英雄，为身边
的人遮风挡雨。

宁波市中原小学是一所以国防教
育为特色的“红色基因”学校。学校充
分挖掘红色历史资源，以每个班级中
队都由一个英雄名字来命名的形式，
开展沉浸式、主题式红色文化浸润，引
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汲取前行力量。

如何克服新时代学生对英雄的
“隔代感”，是开展红色教育首先要解
决的问题。学校选择一位年轻的烈士
陈祥榕为榜样，部队官兵们也把在高
原升起过的国旗和亲笔回信寄到学
校，一来一往间，军民之间最淳朴、真
挚的情感得以联结。今年暑假，中原小
学的两名学生前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第六研究院和西安工业大学，参观火
箭零部件加工厂，了解我国航天航空
事业的发展。他们说：“陈祥榕的故事
让我感受到了军人的伟大，所以我想
进一步地了解我国的军事力量，看到
火箭发动机的时候真的非常震撼，我
为祖国发达的科技水平感到自豪。”

如何克服新时代学生学习英雄的
“恐高症”，是深化红色教育需要解决
的主要问题。学校通过云端技术，千里
连线驻训喀喇昆仑高原的某团官兵，
让边疆官兵与莘莘学子的心紧紧相
连，将爱国拥军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
的心间。

宁波市中原小学的“班级中队以
英雄名字命名”的创新举措，让学生拥
有积极向上的心态，勇于拼搏的劲头，
争做新时代的强者。

宁波市中原小学是一所有“红色基因”
的学校。学校以国防教育为特色，不断探索
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方式，在校内外营造浓
厚的国防教育宣传氛围。

“如今的学校国防教育，早已不仅仅是
‘军训’的概念了，而是基于‘全员德育、全科
课程’理念的国防教育体系。”该校党支部副
书记钱珺说。

钱珺介绍，学校通过与各学科进行主题
融合，建构国防教育课程。小学语文教材中，
有很多与国防有关的文章和素材。老师把这
些内容梳理出来，将国防教育渗透进去，把
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的动力建立在了建设祖
国、强大国家的基点上。学校还进行“纵向”
连接，建设校史馆，让学生通过沉浸式参观，
感知学校发展，体会流淌在这方土地上的红
色血脉；“横向”连接方面，则与祖国大地上
的军队、军团等相关单位共建，成立“英雄中
队”，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和平来之不易，感受
国防力量的重要。

今年，学校先后成立了“林茂成英雄中
队”和“祥榕中队”。由于和学校特色高度贴
合，再加上这两个中队的学生精神风貌都有
了一定提升，学校决定将这份“榜样的力量”
延续下去，将二至六年级的15个中队，都以
英雄的名字命名。

“我们计划在明年年底前，完成这件
事。”该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陈骁表示，之所
以要再花费一年多的时间，是因为想实打实
地把英雄故事宣扬起来，把英雄的精神传承
下去，而不是简单形式化地命名，“比如，祥
榕中队的少先队员通过云端技术，千里连线
驻训喀喇昆仑高原的某团官兵，让边疆官兵
与莘莘学子的心紧紧相连，将爱国拥军的种
子播撒在孩子们的心间。接下来，成立英雄
中队的工作也将贯穿到整个教学过程中。希
望孩子们不忘英雄精神，在缅怀英雄中，汲
取奋进的力量。”

“祥榕中队”成立于今年5月。为什么以
英雄命名这个中队呢？原来，今年3月，一位
中原小学的校友联系了该校老师，希望能以
一位烈士的名字命名一个中队。她叫孙嘉
怿，是宁波市海曙区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

孙嘉怿表示，从2008年开始，她就一直
走在关爱老兵、为烈士寻亲的路上。每次听
到烈士的故事，她总会大受震撼，也希望把
这种震撼和感动传递给孩子们。

孙嘉怿的提议得到了学校的大力支持，
也获得了新疆军区某团边防官兵们的回应。
小朋友们给边防官兵写信，还赠送了“祥榕
中队”的班旗，部队官兵们也将在高原升起
过的国旗和亲笔回信寄到学校。一来一往
间，部队和学校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孙嘉怿也把成立“祥榕中队”的事情告
诉了陈祥榕的家人，让他们知道，在浙江宁
波，有一所学校的一个班级，以陈祥榕的名
字命名。“他的家人们都表达了对学生的祝
福，希望孩子们长大后能为祖国作贡献。”孙
嘉怿说。

以英雄名字命名中队 以英雄事迹感染学生

沉浸式红色教育
入脑也入心

班队课上
同学们畅聊“眼中的英雄”

以英雄的名字命名
缘于一位校友的提议

以英雄名字命名中队
红色教育的创新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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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计划每个班级中队
都以英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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