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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样本

本子上“齐刷刷”，

脑袋里“白花花”

“漂亮”的教育笔记

为何遭遇尴尬？

“除了记录样式统一外，内容也一
模一样，有的战士连错别字也原封不
动，搬了上去。”去年，集团军宣传处
干事高旭调研基层政治教育开展情况
时，对几本“令人哭笑不得”的笔记
本记忆深刻。

原来，一个分队为了确保官兵笔
记记录规范，每次组织教育时，都会
先将授课提纲投影出来，然后要求官
兵一字不落地誊抄。那天，授课人一
时疏忽写错一个字，结果，连队有的
战士居然照着原样“复制”了下来。

高旭随机找来几名战士，询问起
近期教育课的大致内容。大家笔记记
得十分规范，回答提问却支支吾吾。

纸面上“齐刷刷”，脑袋里为何
“白花花”？

战士张居俊认为，现在不管大课
小课都要组织抄笔记，内容无非是教
案的各级标题，大家都是文字的搬运
工，把字“搬”完了，除了累得眼酸
手软，哪里还记得都抄了些什么东西？

中士时文盛曾担任过连队文书。
那时，每堂政治教育课的前一天，他
都有一个固定任务：整理第二天的笔
记抄写提纲。为确保格式规范、内容
统一，他将授课的标题、时间、地
点、授课人等排好版，每一行写什么
都规定得清清楚楚。“抄笔记已经成为
政治教育的‘套路’。”

教育授课，为何非要抄笔记？
“有时候确实是时间冲突，教育内

容安排不开，只好通过抄笔记来‘完
成’教育任务。”某旅炮兵营教导员陈
继伟有苦衷：上级要求的各种教育确实
太多，有时一些机关业务部门还会临时
安排教育内容，都要求落实，怎么办？
基层只好“真”抄笔记“假”上课。

查笔记往往是上级各种检查的重
要内容。不少官兵谈到，上级都是按
照实力数检查教育笔记，“就算是人休
假不在连队，笔记也必须要有”，少一
本、缺一课都不行。为此，营连有时
会专门安排时间，甚至牺牲休息时间
来组织抄笔记。赶上部队任务多或者
上级突击检查，有的单位还会连夜组
织补笔记。
“这些笔记看似漂漂亮亮，实际上

就是在走过场。”战士张伟从小就有做
笔记的习惯。他发现，随手将学习中
的所思、所想记在本上，能够帮助自
己更好地记忆和理解。然而，千篇一
律、毫无个性的笔记确实让人“累觉
不爱”。

张伟的想法不是个例。某合成旅
组织了一次问卷调查，69%的官兵认

为，政治教育笔记本已经成为应付检
查的工具，自己平常根本不会主动拿
出来，更别提翻看复习了。

如有雷同，绝非巧合

“千篇一律”的症结

何在

“既然上上下下都反对，为什么抄
笔记之风还是‘经久不衰’呢？”采访
中，有官兵谈到，“千篇一律”教育笔
记的幕后推手值得深究。

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宋博铭说，
不论是《基层建设纲要》还是《思想
政治教育大纲》，都没有对教育笔记本
进行明确规范。从我军的成长历程
看，政治教育笔记本是从最初的烟
盒、手抄本发展而来的，坚持开展政
治学习、记录政治笔记本身是我军的
优良传统。然而，由于便于官兵记
录、便于上级检查，教育笔记本逐渐
成为检查教育落实情况的重要依据，
反而成了官兵的负担。

某旅火力连指导员张学芳认为，
正是因为教育效果不易量化，上级检
查教育时便主要看是不是按计划上了
课，看是不是人员全部参加，看不到
教育笔记本就认为教育没落实，官兵
答不上问题就说教育没效果。

对此，作为宣传科科长的腾飞也

有自己的看法。他谈到，部队调整改
革后，小机关带大部队，每次检查政
治教育，即使“全科总动员”，也难做
到“跟班听课”全覆盖。相比较而
言，检查教育笔记在某种程度上就能
变虚为实，组织起来省时省力，也算
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组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似乎都各
有各的理，各有各的难。这样的难题
怎么破解？有人也尝试过做些改变。

针对“抄笔记”的问题，某旅修
理二连指导员闫鹏宇上任之初开始推
行“自主式笔记”，允许官兵在笔记本
上自由发挥。结果，没过多久就被迫
中止。“每次机关来检查，总是批评连
队笔记记录不规范，个别战士‘短斤
少两’。”

某旅火箭炮连指导员周龙也做过类
似的探索，却很快陷入了“一抓就死、
一放就散”的困境。他发现，个别战士
本身不爱做笔记，把“自主”当“自
由”，干脆就彻底不记了；有的战士还把
政治教育本当成了草稿本、涂鸦本。浅
尝辄止之后，他又重新恢复了“简单高
效”的抄笔记模式。

不过，他仍然认为，这种“如有
雷同，绝非巧合”的抄笔记模式是不
可取的，是迫切需要变革的。

这种“迫切”很多官兵都深有感
触。某旅上士麻长庆说，这样一堂课下
来，笔记抄得是工工整整、密密麻麻，而
入脑入心的话却没有听进几句。甚至
有人调侃：宁跑五公里，不愿抄笔记。

排长朱贤成则认为：看似“标准
化”的笔记既费笔墨又浪费时间，教

育能停留在本子上，却未必能走入战
士心中。

教育贵在真诚，笔

记贵在走心

让战士的笔记本变

变样，目光不能局限在本

子上

如何纠治教育笔记中的形式主
义？在第 78集团军，部队上上下下进行
了各种探索。

某旅利用政治工作干部活动日时
机，组织探讨教育笔记应当如何“变
脸”。讨论中，大家逐渐认识到，好笔记
的标准不是格式规范、字迹工整，而是
要有真思考、真体会。

某合成旅在官兵中开展了“我最喜
爱这样做笔记”金点子征集，梳理百余
条意见建议，介绍了“走心式”笔记的记
录办法。针对官兵认知程度、文化水平
的差异，他们向官兵推荐了摘记法、图
示法、表格法、剪报法等多种笔记记录
方法，供官兵自由选择。

某旅排长赵晨曦平时喜欢创作一些
漫画，他就结合授课内容即兴创作，笔记
本经常被其他官兵借阅。战士张海亮喜
欢收集名言警句，他做笔记便摘录授课中
自己有共鸣的语句，并随手记下感想。翻
看这样的笔记，教导员于洋感到，“批阅笔
记不再是‘千篇一律’的苦差事，教育笔记
本成了与大家笔尖上谈心的新平台。”

只是单纯变换做笔记的形式还不

够。该集团军政治工作部领导认为，打
赢笔记本上的“战争”，目光不能局限在
本子上。“不跳出‘一说检查就翻本’的
惯性思维和习惯动作，再好的笔记记录
形式都会很快演变成新的形式主义。”

也有人感到，为笔记本减负，其实
也关系着科学确立政治教育乃至政治
工作评价标准的问题。政治工作是没
有独立任务的，你越是设置独立的、简
单粗放的评价标准，越可能陷入自我设
计、自我循环的误区和困局。

知易行难。如何有效评判人的思
想状态？如何证明政治教育效果？
新体制可能激增的工作量该怎样应
对……第 78集团军各部队从两个方面
展开了调整教育效果评估方式的尝
试。

一方面，引导各级将目光从笔记本
重新回归教育课堂。某旅重新研究调
整“跟班听课”制度，尝试推广基层互
检、机关抽检等方式，用实时的现场评
估取代翻看备课教案、抽查教育笔记的
老套路；某合成旅为营连配发录像器
材，各单位自行录制授课过程，并上传
至局域网上进行展评。

另一方面，他们还将目光由教育课
堂转向演训场，把教育效果评价与单位
整体建设、日常工作表现、大项任务完
成等情况相结合。官兵精神状态、训练
热情等多项指标均被纳入检查细则。
“上面刮什么风，下面就会下什么

雨。”某旅政委焦扬说，这些探索形成的
制度机制虽然不尽完美，但教育评估方
式的变革本身已经带来了诸多可喜变
化。各级在检查时不再搞“唯本本主
义”，官兵参加教育的热情高了，教育
对军事训练等工作的推动作用正逐渐
增强。

让 战 士 的 笔 记 本 变 变 样
——第78集团军破除“迎检式”教育笔记的调查与思考

■李本学 安 阳 本报特约记者 向 勇

7月27日，某合成旅驻训场，一堂政治教育

课结束，四级军士长刘喜华记满了又一个政治教

育笔记本。

当兵16年，他已记不清到底写满了多少个教

育笔记本，“每年几个，算下来也有好几十个了吧”。

不过，他总感觉能够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

笔记很少。因为，“那些与其说是做笔记，更像是

照着授课教案摘抄”。不管谁上课、讲什么内容，

谁听课、有什么收获，体现到教育笔记本上的都

是授课教案中的一二三级标题。

刘喜华坦言，自己和很多战友一样，教育笔

记写完了大多就撂到一边，除非上级来检查，否

则很少再碰。他有些不理解，为什么这些“写完

就不再碰的内容”，值得大家在紧张的训练工作

之余抄笔记、补笔记，应对得不堪重负。

刚刚用完的这个笔记本，有了一些变化。笔

记上的字迹不算工整，内容也略显杂乱，刘喜华

却颇有些“敝帚自珍”。他说，年初以来，上级不

再统一规范教育笔记，写啥记啥，写长写短，全凭

个人感受。

刘喜华没把这个本子和以往那些写满的笔

记本收在一起“压箱底”。他觉得，过去那些都是

写给别人看的，而这一本属于他自己。

在刘喜华眼中，这个本子上记着他真正的内心

感受、思想认知和心路历程，“值得随时翻一翻”。

对刘喜华所在的第78集团军来说，这个小

小的本子上，还记录着一场破除“迎检式”教育笔

记的“革命”。

“教育”一词，《现代汉语词典》中解

释为用道理说服人，使人照着去做。显

然，“照着做”是受教育者对道理信服，因

受感染、受触动而产生的自觉行动，这种

自觉源于教育在受教育者脑海中打下了

深刻烙印。

当前，部队的教育中“投入大、烙印

浅”“做功多、效果差”等现象和问题还一

定程度存在。用“记得住”的教育，促进

官兵思想政治素质全面提高，确保官兵

做到思想上坚定追随、政治上绝对忠诚、

情感上真挚热爱、行动上充分体现，是新

时代每名教育者的责任。

记得住，首要的是遵循教育“信

号”的接收规律。教育的过程，实际是

认知信号发送与接收的过程。“信号”

接收得越充分，教育效果就越好。今

天，信息传播方式和官兵接受心理都产

生了深刻变化，内容不引起共鸣就难以

润心入脑，表达方式不灵活就难以春风

化雨。端着架子教育人、板着面孔教训

人、唱着高调教化人，这样的“信号”

传递是不会达到预期效果的。增大“功

率”让官兵听得到，增强契合度让官兵

愿意听，这是每名教育者都应当认真思

考和深入研究的时代课题。

教育要让官兵记得住，就要做好分

解溶化、促进吸收的工作。当前，还有部

分领导干部和首长机关把翻看教育笔

记、考核应知应会当成检验教育成效的

规定动作，认为只有抄全了、背会了，才

能证明教育记住了、搞好了。这其实是

对教育“记得住”的简单化、片面化理

解。记得住，不代表就要搞“填鸭式”灌

输、“题海式”背记。当前部队官兵大多

属于“网生代”“拇指族”，上网用网已经

成为习惯、融入生活。开展教育要努力

做到与时代发展同行、与官兵思想同频

共振。

巩固记忆必须让灌输、接收的“信

号”反复叠加，才能长效存储。教育中，

要着眼官兵文化层次、兵龄结构存在的

差异，将大课题破解为小课题，将大道理

转化为小道理，精心设置内容，讲深讲细

讲透。

随着部队调整移防、练兵备战持续

深入，官兵家庭面临的困难、问题越来

越多，教育者必须选好理论与现实的切

入点，尽可能地把大道理和生活常理结

合起来，把理论说服与解决实际问题结

合起来。要改变教育者“唱独角戏”的

尴尬局面，激发官兵参与教育的内在动

力，形成人人都是教育者的“大合唱”生

动局面。

呼 唤“ 记 得 住 的 教 育 ”
■刘含钰

休假归队，北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
下士小王心情愉悦。然而，得知“明天
上级机关将对教育情况进行检查”后，
他的脸上立马就由“晴”转“阴”。

按惯例，休假在外的官兵归队后
需要尽快将落下的各类教育笔记补
齐。小王休假的这段时间里，各级开
展的主题教育专题授课、经常性思想
教育小课辅导、政治理论学习等相对
集中。他找来战友的笔记本一看，有
足足 20多页笔记要补，眉头不由地拧
成了疙瘩。

怎么办？无奈之下，小王只好连夜
补抄学习笔记。“休假根本就没参加教
育，回来后也没人给补课，为啥就非得
要求马上把笔记补全呢？”小王加班加
点补完笔记，时间已过午夜。他心里越
想越憋屈，于是索性匿名登录旅局域网
的论坛发了个帖子，大倒心中“苦水”。

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个只有寥
寥几十个字的帖子，却接连数日引来
不少官兵的“围观”——

有人跟帖说，休假没参加教育，休
假回来补上笔记也能增强印象，起到

教育效果，做法无可厚非。
有人回复说，这段时间基层比较

忙，政治教员不一定有时间给你补课，
补笔记能节省双方时间，何乐而不为？

还有人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启发
人，引导人，如果把补笔记等同于教育
本身，就是在搞形式主义。

小王的笔记该不该补？要补怎么
补？不补怎么办？一时间，这些问题
在网上引起了官兵的热烈讨论。

该旅政治工作部也很快做出回
应。他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塑
官兵理想信念的重要手段，是引导和
启发人的“灵魂工程”，把“补笔记”等
同于落实教育的做法，必须予以纠正。

他们专门作出规定，对于在外休
假、学习、住院等人员，教育内容的传
达学习要区分具体情况，只需熟悉了
解的内容可以口头传达，需要深入学
习领会的内容，必须待人员归队后组
织集中授课。

小王遇到的问题似乎有了答案。
不过，拔出萝卜带出泥。更多关

于教育笔记的问号萦绕在官兵心头：
“单纯用检查笔记的方式来评估教育
实效科学吗”“每个人做的笔记为什么
都得是一样的呢”“补笔记迎检，得了
表扬值不值”……在小王所在的旅，乃
至这个旅所在的集团军，围绕如何破
除“迎检式”的教育笔记，新的探索与
思考都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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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

快看，我们的教育笔记不一样！ 王昭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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