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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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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军队院校调整改革深入推

进，一批新组建院校迎来了新编制体

制运行后的第一学年。如何培养教员

干部和学员对院校的归属感、认同感，

进而提升院校建设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无疑是新组建院校建设面临的现

实课题。着力抓好教员干部和学员的

归属感教育，是新组建院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重要内容。

从本质看，教员干部和学员的归属

感反映了他们对学校的心理认同和归

属需要。20世纪60年代，人本主义心理

学家马斯洛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理

论，指出归属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是主

导人们精神生活的优势需要。归属感

教育在学校教育中无疑显得现实而重

要，因为一旦教员干部和学员形成对学

校的归属感，他们就会充分意识到自己

是学校的一员，并且在言行上具有强烈

的认同感、自豪感和主人翁责任感。

从实践看，教员干部和学员的归

属感教育主要指向三个方面。一是培

育身份的归属感。通过教育引导，让

教员干部和学员既充分感受到学校带

给自己的光荣和自豪，更深刻意识到

自己对学校的责任和担当。二是培育

情感的归属感。心理学研究表明，人

既有付出情感的需要，更有获得情感

的需要。教员干部和学员在学校里付

出情感被接受和认可时，集体的情感

必然也会在他们的心里驻留。三是培

育精神的归属感。通过教育引导，让

教员干部和学员感觉到自己在学校里

生活得有目标、有意义，既有可以产生

思想共鸣的“知音”，也有可以给予精

神指引的“导师”，更有可以提升自己

修养的思想资源。

抓好归属感教育，首先要扎实抓

好师德师风建设。实践证明，教员干

部的一言一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

至决定学员的学习态度、对学校的认

同感。因此，学校要教育引导教员干

部把学员当成独立的、自主的个体看

待，将公平、包容、平等的理念体现到

教书育人、管理育人的每个环节，通过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具体实践，进

而增强学员对教员干部的折服感和美

誉度、对学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抓好归属感教育，需要有针对性

地开展教育活动。对于合并或转隶的

院校，可以组织教员干部和学员参观

新校的校史馆、了解新校的光荣传统

和辉煌历史。对于新组建院校，可以

组织教员干部和学员开展“我为学校

建设献一计”等活动，让他们充分体验

主人翁身份，增强对新校的认同。教

研室、学员队是学校教学、管理的基层

单位，应该充分发挥其凝聚功能，依托

各类活动，开展随机教育，引导教员干

部和学员为集体增光，增强他们的集

体荣誉感。教研室、学员队有了凝聚

力和向心力，学校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也就有了坚实基础和可靠保证。

加强归属感教育，需要发挥校园文

化的熏陶功能。校园文化对教员干部

和学员的心理、性格、行为有着深刻影

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价值取

向。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有着润物无

声的影响力，能够唤醒和激发教员干部

和学员对学校的深厚感情。新组建院

校可以通过以英雄人物命名营区道路、

以红色主题设计校园雕塑、为优秀干部

教员开辟展览橱窗等形式，努力让校园

的每堵墙壁和草木都会“说话”，进而在

校园内营造奋发进取、团结和谐的良好

氛围，使教员干部和学员在潜移默化中

达成对学校文化的共识和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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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史泰源、朱连锋报道：
“树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推进
重大技术创新、自主创新，加强军事人
才培养体系建设，建设创新型人民军
队……”11 月中旬，陆军工程大学石
家庄校区学员理论骨干登台宣讲党的
十九大精神，掀起了新一轮学习热潮。

连日来，该校区学员理论骨干在
政治教员的带领下，当起了“编外政治
教员”。他们结合学员思想动态和现
实问题精心备课，并通过领读报告、登
台宣讲、编排理论板报等多种形式，引
导学员深入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学
员理论骨干孙佳兴说：“我们的优势就
是能使理论更紧密地联系同学们的学
习和生活实际，能使宣讲更接地气。”

与时俱进的宣讲形式更能引发学
员共鸣。这些“编外政治教员”通过组
织开展“短演讲”“微讲座”“小论坛”等
理论学习活动，吸引其他学员积极参
与宣讲。同时，他们还结合个人特长，
创作“微视频”“微广播”“微小品”等作
品展示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成果，帮
助学员们更加深刻地领会新时代党的
强军思想，进一步坚定听党话、跟党走
的理想信念。

某学员旅政委曹磊介绍，学员理
论骨干充当“编外政治教员”、结合自
身学习感悟党的十九大精神，既促进
了学员自身成长、提高能力素养，又凸
显了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收到良
好效果。

陆军工程大学石家庄校区组织学员理论骨干宣讲十九大精神

“编外政治教员”活跃在身边

火箭军工程大学某学员旅

组织读书分享交流会

本报讯 吴应也、孟醒报道：为更
加深入地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近日，
火箭军工程大学某学员旅组织了读书
分享交流会。9名学员联系自身实际，
结合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分享了自
己的读书心得和收获感悟。据了解，
该旅注重让学员读在平时、学在课堂、
悟在点滴，激发学员学习理论热情。

陆军装甲兵学院蚌埠校区

扎实开展党员承诺践诺活动

本报讯 周剑、陈弘毅报道：11
月中旬，陆军装甲兵学院蚌埠校区学
员六队组织学员在许光达大将广场开
展“‘承诺践诺’砥砺前行”主题活动、
重温入党誓词及党员承诺践诺签名仪
式，在潜移默化中培植学员红色情怀、
坚定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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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粤北，寒意袭人。陆

军特种作战学院某训练基地内，

学员 7队正紧张上演一场跨昼

夜、高强度的“敌后”破袭综合演

练。20多小时的时间，隐蔽接

敌、水上渗透、翻越障碍、狙击猎

杀等8个课目连贯实施。

此次演练，不设预案和路线，

最大限度贴近实战。进入夜间，

气温骤降，学员们要忍受饥饿又

要对抗疲劳，同时，面对“蓝军”全

方位的阻击和袭扰，还要以冷静

的心理和坚强的意志，完成狙击

猎杀任务。依靠顽强的战斗作

风，各特战小队最终圆满完成破

袭任务。

昼夜鏖战砺精兵
■杨 凯 贾 乾

初冬的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南京校
区训练场上，近千名学员置身其中，或进
行通信技能训练，或进行战术课目演练，
或进行自行火炮驾驶训练，呈现出一派
火热的练兵景象。然而，几个月前，面对
近3000名学员的培训任务，师资力量短
缺、装备器材缺乏、场地设施有限，犹如
一个个“拦路虎”，让这里显得拥挤不堪。
“既然绕不过去，那就来一次激情

跨越！”几个月来，该校区上下各方齐努
力，一道道看似无法逾越的沟坎被慢慢
填平夯实。

培训员额是往年的近 3

倍，教学任务如何高效完成？

“模块化教学”走上讲台

教员办公大楼里，侦测教研室主任
王冰端坐在电脑前，时而眉头紧锁，时
而击键如飞——他正在修改完善专业
教学改革报告。

原来，炮兵侦测指挥专业作为基础
军事专业，几乎涉及所有教学对象。往
年只有20多个教学班次，今年却增加到
60多个。而教研室除去刚转业、军事援
外、部队代职、学习深造等人员，如今能
够全程在位、独当一面的骨干教员不足
20人，教员和学员比例高达 1∶150。如
果依然采用“小班化”教学模式，即使每
名教员连轴转，也很难完成教学任务。
“刚开学那段时间，几乎所有教员

都不知道这课到底咋上。大热的天，许
多教员在野外一站就是 6个课时，经常
累得直不起腰。”王冰一边感慨地回想，
一边指着教学改革报告说，经与其他专
业专家教授多次碰撞论证，“模块化教
学”这一崭新教学模式逐渐浮出了水
面，并在校区上下达成共识。

电脑上，笔者看到，炮兵侦测课程
被分成了炮兵侦察指挥、炮兵观测装备

操作使用等 5大教学模块 35个教学专
题。虽然教学总课时和实践课教学比
重大幅增加，但教的都是“干货”。教员
可以集中一天或多天时间，聚焦某个教
学专题对学员进行强化训练。
“这在某一时段效果可能明显，时

间一长，学员会不会变得陌生甚至遗
忘？”面对笔者的疑惑，王冰解释说，模
块化教学主要偏重于学员技能强化训
练，在要素协同、野外驻训和战术综合
演练阶段，学员所学技能还会被强化。
而且，考核也由过去的结课即考变成学
期结束统一考核，迫使学员全面熟练掌
握专业技能。

一个好点子打开了一扇门。在侦测
专业教学训练场上，年过半百的副教授
姚国应正在组织学员进行决定目标点技
能训练。80余名学员不时举起望远镜
眺望远方，并紧张地进行图上作业。
“今天作业精度接近优秀。”下课

时，姚国应一句话差点“雷倒”了所有学
员：“晚上，继续，‘加餐’！”

装备器材难以满足教学

所需，学员如何练就精湛技能？

不让一个学员“挂空挡”

马占山综合训练场上，反坦克导弹
教研室教员朱敬举正在给学员讲授《反
坦克导弹兵器与操作》课程。朱敬举简
单讲授完具体操作要领后，学员们随即
被分成 5个小组，两个小组跑到导弹发
射车前开始操作训练，两个小组利用计
算机软件进行模拟操作训练，一个小组
则围在运输装填车前展开操作训练。
“一堂军事专业课还可以这么上？”

看着笔者疑惑的目光，朱敬举笑笑说：
“现有装备数量就这么多，采取这种教
学方式，既可以保证学员有充足的训练
时间，同时学员之间又可以互为教练，

提高课堂教学效益。”
装备器材是开展实践性教学的重

要保证。今年，为了推动课堂教学与部
队训练全面接轨，校区各军事专业实践
性教学比重大幅增加，而现有装备器材
和教学需求相距甚远。坐等机关配发、
从炮兵部队调剂、研制模拟器材……可
远水难解近渴，开班开训起步维艰。

在校区组织的一场“说课”活动中，
各个教研室领导走上讲台献计献策，许
多矛盾问题在一个个奇思妙想中被慢
慢消解。

装备教学中心，一堂《火炮操作与
使用》课正在进行，几门不同型号的火
炮被摆在了同一课堂，学员们在教员的
安排下，围在不同火炮旁边，迅速有序
地展开技能训练。

牵引火炮教研室副主任李臣明说，
目前校区只有 1门某型车载炮，而同时
展开教学的至少有 2个教学班，实装操
作时间很难保证。经过对比研究，新旧
火炮装备虽然型号不同、性能有别，但
基本原理相似，启用老装备教学并不影
响学员技能训练效果。

为此，他们把车载炮操作技能进行
细化分解，1个教学班以车载炮为主，其
他教学班则利用其他型号火炮替代，熟
练后再进行互换。教学示范班战士则临
时充当起“小教员”，成为一道独特风景。
“用老装备替代新装备，比使用模

拟器材训练来得真实，还能学会使用多
炮种。”学员们如是说。

炮兵部队力量编成全面

更新，教学咋能握着“旧船票”？

打好教学的有准备之仗

“教员，部队改革后，炮兵连编制火
炮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应该选择哪门
炮为基准炮？”课间，一名学员的提问让

教员“卡了壳”。
类似的尴尬现象不在少数。侦测

教研室主任王冰回忆起前不久到部队
调研时的一个情景：一名刚毕业学员采
取手工作业方式遂行观测侦察任务，虽
然作业结果正确，却遭到连长一通猛
批：“你的手再灵巧，能赶上雷达的速度
和精度吗？”
“目前，炮兵部队力量编成已经发

生全新变化。炮兵人才培养必须因时
而变，需要聚焦炮兵部队岗位能力需求
设置专业课程……”听着由陆军火力毁
伤专家、射击教研室教授王东亚主讲的
《从炮兵部队新编制谈炮兵人才培养》
报告，教员们猛然惊醒：炮兵部队已经
登上了新战船，专业教学咋能还握着
“旧船票”？

改革呼唤执令而行，更青睐先行一
步。9月中旬，校区专门召开临时党委
会进行专题议教议训，人才培养目标模
糊、课程设置界限不清、部分教学内容
陈旧等56个问题被逐一亮相过堂。

然后，教员们兵分多路，全面收集
了解炮兵部队新的力量编成和作战训
练需求。战役战术教研室副主任闫耀
祖利用参加跨区基地化训练的机会，向
作战部队指挥员学习取经，广泛收集各
支参演部队的胜招败笔。返校后，他就
忙着整理炮兵部队的新战法、新训法，
炮兵部队演习对抗规则、交战细则、评
估标准等最新成果并悉数加入教案。

不仅如此，他还与教研室同事一
道，对照信息主导、精打要害、联合制胜
的体系作战思想，对《炮兵分队战术训
练课程》等 7门课程内容体系进行了全
面整合重塑。

一段时间下来，学员们惊奇地发
现，一批鲜活战例和典型案例成为“活
教材”，随机开展想定作业成了“家常便
饭”，指挥对抗演练更是让人在虚拟战
场空间过足了指挥打仗的瘾。

军校改革，先跨教改这道坎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南京校区深化教学改革的探索与思考

■周燕虎 谢伟昭 朱 珠

编者按：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担当新时代强军重任，对各院校来说，就是要
全面实现转型重塑、培育一流军事人才。然而，挑战与机遇总是相伴同行。尤其

当下，分流学员和转轨学员同时走进课堂，教学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使命催征，课比天大。人才培养事关军队建设全局，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南

京校区坚持主动作为，注重向内挖潜，边行进、边探索、边改革，用集思广益这把

“金钥匙”打开了一道道关卡。来自院校改革一线的报道

夜已深，刚刚备完课的马海民躺在
床上，习惯性地浏览手机上的信息。突
然，微信上一段人工智能武器袭击人类
的科幻小视频，让他猛地坐起来。“如果
敌对分子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策动袭击，
我们现有的指挥程序还管用吗？”

他立即披衣下床，重新回到书桌
前。一夜未眠，天亮时分，一份关于“统
筹推进传统安全领域和新型安全领域
军事斗争准备”的论文提要已见雏形。

马海民的这种职业敏感，来自真实战
场血与火的考验。1997年，时任中队长的
马海民带队执行任务，目睹了3名战友身
负重伤。从那一刻起，他就更加明白，把
问题考虑得复杂一些、把能力提升得更强
一些，战场上才能真正实现打赢。

成为武警指挥学院军事教员后，马
海民更是把求得打赢的职业敏感发挥到
极致。这些年，哪里有战斗，他就冲向哪

里，哪里最危险，备课书案就支在哪里。
2015年8月12日，天津港发生特大爆

炸事故，现场直径100米的大坑深不见底，
冒着噼里啪啦的爆燃声，马海民深入到核
心区50米的距离，是此役唯一一个考察核
心区的军队教员。事后，他围绕“参战力量
多、组织难度大、协同要求高，如何实现联
合指挥、如何进行兵力编组、如何推动军地
联动”等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

学院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为作战
部队培养、储备指挥人才。对此，马海
民认为，“中级指挥员上承指挥中枢，下
接任务分队，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训练
他们，不严厉不苛刻绝对不行！”去年，
学院组织中培学员带实兵开展红蓝对

抗，不料，刚要开打，马海民发现装甲车
机盖上蒙了标语条幅，他大发雷霆，三
步并作两步，上前一把扯去条幅，“敌人
顺手一提挡住车窗，看你抓不抓瞎！”今
年组织指挥所演习，马海民作为课题导
演，4天时间里，搜索、抓捕、营救等 11个
课目轮番上演，即使演练到午夜时分，
他仍然坚持对演习全程讲评点评，这番
“折腾”的功夫，让学员受益匪浅。

“实战化教学不在高谈阔论，而在
实在管用，眼里只应该有打赢！”马海民
对每一届学员都灌输着这样的观念，而
他所教授的军事指挥和战役战术知识，
在结业学员参与的作战行动中一次次
用实实在在的打赢印证着他的打赢观。

眼里只有“打赢”
——记武警指挥学院副教授马海民

█勾敬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