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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理论与热点话题碰撞，

让理论宣讲一触即燃—

由两名“高考网红”

引出的成才观话题

“今天讲课前，我们先看一段视频
和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

课堂上，中士杨洪梅点开网上发布
的去年北京市高考文科状元熊轩昂接
受采访的录像，和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
推送的河北农村男孩庞众望以裸分 684
被清华大学录取的故事。

开场白聊起当下热点话题，让台下
官兵忘记了这是一堂理论宣讲课。
“两份资料的主人公，分别成长在

差异较大的家庭，但都因为高考备受关
注，成为大家眼中的‘骄子’。”大家的参
与热情被瞬间激发。杨洪梅随即抛出
话题：“那么，寒门到底能不能出贵子？”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认为寒

门出贵子的难度会越来越大。”一名战
士率先发言。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如果说寒门

难出贵子，那为什么像庞众望这样出生
在农村贫困家庭、却以高分考上名牌大
学的寒门学子屡见不鲜？家庭环境会
带来一些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个
人的努力……”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让理论宣讲的
课堂摇身一变成了辩论台。
“不是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吗？”下

士曾蓝花说：“互联网进军营后，官兵们
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多元，社会热点和
官兵关切的话题会第一时间引发大家
的关注和思考，把理论观点蕴藏于热点
话题之中，能让理论的导入方式不那么
生硬和突兀，也更容易激发大家的兴
趣，人人都想表达见解，参与度自然就
高，效果就好。”

现场讨论进入白热化，官兵们不知
不觉间进入了十九大精神人才观的理
论宣讲中，并且是一种主动参与的、如
饥似渴的状态。

见时机成熟，杨洪梅正式宣讲：“人
才有高下，知物由学。习主席强调，梦
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身处
日新月异新时代，我们必须更加自觉地
加强学习，不断增强本领……”

课堂在杨洪梅的娓娓道来中逐渐安
静下来。她边切换课件边讲：“习主席关
于实现梦想和成就事业靠学习和本领的
精辟论述，就是我们今天讨论成才条件
的答案。正如讨论中有的战友提到，能

否成才的决定因素不在出生环境的贫
富，而在后天的努力程度。十九大报告
提出要‘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
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
良好局面，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
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这为我们青
年官兵通过自身努力成才提供了良好的
大环境。”

话锋一转，杨洪梅又列举了去年连队
9名战友考上军校的故事，分析了他们的
家庭环境、学习情况等。一堂课在阵阵掌
声中结束，很多官兵还觉得意犹未尽。
“其实，激发官兵们的兴趣只是一个

开端。”杨洪梅说，“最终目的还是引导大
家自觉参与到理论学习中，内心主动接
纳理论，并与理论真实‘对话’起来。”

用 基 层 官 兵 的 视 角 分

析，用兵言兵语讲述，让理论

变得可亲可近—

“工程师”比喻折射

出的强军思想

教导员密莉伟与官兵们交流时了
解到，不少官兵对专业岗位变换、素质
要求提升有一些个人想法。他决定从
部队调整改革后营级单位的变化切入，
安排一次理论宣讲。于是，他向指挥通
信连的理论小教员发出了邀请。

下士郝伟彤受邀讲课。她提前在

LED 显示屏上打上了一个表达方式陈
旧老套的授课题目。

这是一个一看就不接地气的题
目。果不其然，不少战士进入宣讲课
堂，瞟了一眼题目，便耷拉下脑袋，全然
一副“你讲你的，我想我的”的样子。

郝伟彤的课在大家情绪比较低沉
的情况下开始了。随着屏幕上切换出
一张漂亮楼房的图片，郝伟彤抛出问
题：“哪位战友能告诉我，修建一栋楼房
需要哪些工种？”
“泥瓦匠”“水电工”“搬运工”“装修

队”……不一会功夫，大家便给出了近
10种答案。
“完成一栋房子的修建，需要近 10

个工种协力配合。如果这些工种彼此
推进的进度不一，就会导致房屋修建工
期拖延。”郝伟彤对照改革前后营级单
位结构编成对比图讲道：“如果把某一
兵种比作建房工种，那完成一次作战任
务就像是修建一座房子。以前营级单
位兵力配置比较单一，完成一次作战任
务往往需要多个兄弟单位协同。演习
场上因协同不力贻误战机的情况，并不
少见。”

看到不少战友把目光慢慢聚焦到
她这里，郝伟彤说：“我们再看调整改革
之后的新编制，在配置作战要素时，把
完成战斗任务的多种力量集合在一起，
这时营级指挥员就如同包揽多工种且
能独立建房的‘工程师’，作战效能就会
明显提升。”

一个既兼具兵味和生活味又恰到
好处的比喻，让刚刚还耷拉着脑袋的

官兵们频频点起头来。郝伟彤见时
机成熟，随即展开理论讲解：“十九大
报 告 阐 释 了 党 在 新 时 代 的 强 军 目
标。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面对编
制调整对能力素质提出的要求，我们
只有迎难而上，方能扛起强军兴军的
重任。”话音刚落，课堂上一阵如雷般
掌声响起。

一旁听课的密莉伟感慨：“理论宣
讲并不难，难就难在换位思考，以兵的
视角分析，用浅显生动的兵言兵语阐释
生涩的理论，正所谓‘一堂好的理论课
不仅专家学者能接受、听得懂，更要让
买菜大妈也听得懂’。”

中士齐珍珍结合自己 83场理论宣
讲的经历告诉记者：“要想让理论入耳
入心，就要对宣讲语言进行精炼化‘提
纯’、通俗化‘变脸’、形象化‘加工’，变
照本宣科为翻译理解，力求用生动的语
言、贴切的比喻阐述观点、析事明理，让
人感到可亲可近、可学可用。”

对理论学习进行“变脸”

和“加工”，给理论课注入美

的元素—

“高颜值”激发聆听

欲望

一个多月前，一堂人声物像美感十
足的理论学习体会交流课，不仅火遍了
全旅，还掀起了“学习十九大精神，争做
新时代尖兵”热潮。

那天，大礼堂里人头攒动，伴随着一
曲《最初的梦想》，主讲人、下士王婷优雅
地走上讲台，笔挺的军装彰显着女军人特
有的气质，场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为什么她那么受欢迎，战士给出的
回答有些意外：“这位教员形象和思想的
‘颜值’都很高啊！”

“这其实跟商品包装是一个道理。”
指导员吴文娇说，成功的商品包装能抓
住消费者的眼球，从而产生购买的冲
动。“同样，王婷的宣讲通过音乐、美术
等，在枯燥的理论课中注入美的元素，
营造出美好、轻松、愉悦的环境氛围，拉
近了宣讲人与听众的距离，让听众产生
聆听的欲望。”

说话间，一首轻音乐《Spring》悠扬
响起。现场安静下来，王婷的课开始了。
“当兵前，我像许多女大学生那样，

喜欢扎着马尾辫，手抱书籍，漫步在法
国梧桐掩映的校园里。慢慢地，不甘平
庸的我越来越拒绝这种平静的生活，便
萌生了参军的想法……”

伴随着王婷的话语，屏幕上缓缓地
切换她在校园生活的镜头，把大家一下
子带入到她天真烂漫的学生时代。
“初入军营的我，也像许多战友一

样，面对严苛的训练、枯燥的生活一度
产生抗拒。”王婷娓娓道来：“新兵连时，
品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深
刻感悟‘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
肤、空乏其身’的人生哲理，我的心灵受
到了震撼。我坚定了自己的目标，立志
做一名英姿飒爽的新时代女军人。”
“训练时，膝盖磕破了皮，血肉粘连

在一起，我为自己总是学不会感到困
惑。班长说要保持初生牛犊不怕虎的
劲头，不懂就学，不会就练，没有条件就
努力创造条件。这样的话语，坚定了我
克服困难的决心……”

就像故事讲述那般曲折，王婷的
情绪也在不停地波动，低落时双眉紧
皱、高亢时两眼有神，再加上充满真
情实感的语言，活像一场情景剧，感
染力十足。有战士不禁感慨：“听王
婷的课，就是一种美的享受，一次心
灵的洗礼。”
“这就像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听众

在享受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接纳了宣
讲的理论。”吴文娇分析，王婷通过把理
论融入到自己生活中的方式进行阐释，
让大家在聆听故事的时候一并接纳理
论，之后听众在遇到相似经历时就会自
动想起相关理论，“其实就是运用了故事
思维”。
“理论宣讲需要艺术。”吴文娇介

绍，为了增强授课的感染力，连队根据
每个人的性格喜好、技能优长，量身打
造最具特点的授课风格，从发音、动作、
场景等方面精心设计，目的就是要把理
论讲到战友的心里去。

版式设计：梁 晨

看，她们这样激活“思想味蕾”
—透视第75集团军某特战旅指挥通信连大学生女兵群体三堂理论宣讲课

■本报特约记者 张首伟 王 豪 记者 陈典宏

女兵们赴云南大学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并与师生交流学习体会。 李晓杰摄

22 岁，她们正青春。在最美的青春
年华，这群女兵从零开始，练狙击、攀岩
壁、越火障，甘做驰骋沙场的特种兵，用
一串串奋斗的足迹书写着自己的军旅
人生。

说得好，更要做得好。阔步走向新
时代，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品味这群女
特种兵在训练场上的传奇故事，我们从
中选取了几句源于她们原汁原味的军
旅箴言感悟，希望对青年官兵成长成才
起到启发和借鉴意义。

【箴言一】

“奋斗的眼泪是苦的，但

尝起来味道却是甜的”

对于兵之初的女兵们来说，当她们
遇见炮火硝烟，也有怕的时候。哭，是克
服恐惧的一种本能反应。

女兵文晓曼第一次练习倒挂滑降，

就被教练“踹”了下去。倒挂在空中，她
不敢睁开眼，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女兵陈露第一次练习“索降”课目，
患有恐高症的她，站到楼顶脑袋嗡嗡作
响，双腿打颤，眼泪直流。

然而，经历第一次失败，两人并不
甘心：文晓曼重新爬上楼顶，哭着又倒
挂滑降了第二次、第三次；陈露把自己
悬挂在空中，忍住眼泪，眼睛直勾勾地
往下看，直到完全克服恐高……当两人
能够用笑容代替眼泪的时候，她们也意
识到，“奋斗的眼泪是苦的，但尝起来味
道却是甜的”。

【成长启示】在青年官兵奋斗的道

路上，艰难险阻无处不在，却并不可怕。

只要拿出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决心，每跨

过一道沟壑就会填平一项短板，每攀上

一座险峰就能突破一个瓶颈，以此反

复，就能走向军旅人生的巅峰。

【箴言二】

“可怕的是，比你牛的人

比你还努力”

“我不要当花瓶,打碎过去,重塑

自身！”
那年，中澳联演第一天，联训队组

织搭档之间进行散打搏击交流。刚上
场,女兵谢小利就先发制人快拳出击,
没想到挨了一拳的搭档费利斯蒂安然
无恙。费利斯蒂调整身形,突然一记冲
拳,把谢小利砸得“满天星星”。

身材苗条,是谢小利的骄傲。可是，
当她遭遇训练搭档费利斯蒂的“打击”
后,就暗暗给自己定下了目标。

吃完晚饭，谢小利无意间发现费
利斯蒂利用休息时间进行训练，不禁
感叹：“可怕的是，比你牛的人比你还

努力。”
谢小利暗下决心：“不能就这样被

比下去！”攀岩训练,谢小利手上虽然已
经磨出血泡,被绳子割开,血肉模糊,但她
顾不上疼痛，咬牙坚持训练。最终成绩
与费利斯蒂不相上下。

集训结束,谢小利结结实实长了 8
斤肌肉，获得了“有灵魂”的奖牌。搭档
费利斯蒂敬佩地向她竖起大拇指！
【成长启示】总有人在你徘徊时先

行一步，总有人在你偷懒时加倍训练，

总有人在你抱怨时整装重发。优秀的

人，往往比我们更努力。

【箴言三】

“这些笔记本无法砌成高

墙，却能铸成信仰”

台上，女兵齐珍珍侃侃而谈；台下，
男兵们心服口服。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女兵宣讲团”
如期而至。作为宣讲团的骨干，齐珍珍
用朴素无华的语言、浅显易懂的道理，
让台下男兵们听得津津有味。

从第一句话到最后一个章节，她用
最笨、最土的办法，坚持摘抄党的创新
理论。如今，她记了一大摞笔记本。
“这些笔记本无法砌成高墙，却能

铸成信仰。”去年，齐珍珍跟随连队一起
转隶到特战旅。转隶后，她成为全连最
早转型成功的“特战尖兵”之一。
【成长启示】信念看不见、摸不着，

却是军人的脊梁和支柱。齐珍珍留下的

一连串精武足迹说明，有信仰支撑的青

春更出彩。对于青年官兵来说，有了信

仰就有方向，有了方向就有行动，有了

行动就会有结果，而这一点一滴的结果

凝聚起来，就是我们共同的强军梦。

谈心，正在这样进行
—第75集团军某特战旅指挥通信连大学生女兵群体军旅箴言启示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马 飞 特约记者 张首伟

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进军营，

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新的时代

挑战。一堂精心准备数日的教育课对

官兵的感染力，有时可能还抵不过一

篇鸡汤网文。尽管一些基层政治工作

者尝试着运用新手段、新形式创新政

治理论教育的方式方法，但往往效果

并不明显。

“到底什么样的理论课既能受官

兵喜欢，又能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

这一问题不时萦绕在部队基层政治工

作者的心头。

对于困扰着基层政治教育者多年

的问题，恐怕也一时很难给出明确、具

体的答案。从第75集团军某特战旅

指挥通信连大学生女兵的这3堂理论

宣讲课里，我们听到了官兵们发自内

心的掌声、开心爽朗的笑声、真诚朴实

的心声。

这群女兵既没有科班出身的理论

功底，也没有长期实践的授课经验，她

们的课为什么能拨动大家的心弦？

回归到教育规律上或许能有所启

示。政治理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传播

党的科学理论、提升认识水平、启发理

性思考。但由于理论本身高于实际的

特点，如果讲不好往往会给听众以单调

枯燥、生涩难懂的感受。思想政治教育

以人为对象，根本在于撬动心灵、塑造

灵魂。在多元文化、多样价值、多维观

念交融交汇的今天，要把正确的思想观

点，从教育者的头脑植入官兵的头脑，

绝非照本宣科、强输硬灌能够实现，唯

“走心”入脑才能撬动官兵的心灵。

讲出心声才能赢得掌声。她们掌

握了听众的关切热点、理解能力和现场

体验，并有针对性地选择最佳授课题

材、表达方式和呈现形式，将教育者想

传递的理论思想巧妙融入其中，自然就

能很好地调动兴趣、引发参与、启发思

考。而许多课基层官兵听不进、也听不

懂的症结就在教育者脱离了受众这个

主体，一味地以自己理所当然的观念机

械灌输，效果自然难以理想。

一堂吸引人、打动人、启发人的理

论教育课，虽然难以给出具体可行的明

确标准，但听众的课堂反应，却是授课

成败的最好评判，就像3堂样本课里的

掌声、笑声，声声入耳。我们在极力追

求形式创新的同时，不妨回归到教育规

律上去思考，这样困扰基层教育者多年

的难题，或许就能找到答案。

讲
出
心
声
才
能
赢
得
掌
声

■
南
正
轩

记者调查

用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昔日长征路上，红军将士依托木炭锅灰、草纸树
叶、简易喇叭展开的宣传，生动形象接地气，战胜了
国民党用飞机漫天投撒的传单，赢得了一场不见硝
烟的“宣传战”。

如今，走在新长征路上，部队理论宣讲骨干如何
让党的十九大精神春风化雨般进入广大官兵心田，使
之鼓舞激励广大官兵为强军兴军奋斗，这是一个时代
课题。第 75集团军某特战旅指挥通信连大学生女兵

群体的理论宣讲课给人启示：从兵中来，到兵中去，用
官兵关注的热点话题，激活官兵的思想味蕾；用通俗
易懂的生活常识，阐释宏大深邃的道理，有效增强了
理论宣讲的针对性、生动性、实效性。

延伸阅读

锐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