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６日 星期二责任编辑/张琳 E-mail:zgjxjfjb@163.com 中国军校

军校吧

畅聊军校校园人和事

■本期观察 王 磊

3月初，在新学期第一次读书交流会上，大二学员孙帅开始了他的新

年“首秀”。15分钟的交流中，只见他神情自若地站在讲台上，脱离讲稿，

旁征博引，用自己的理解和大家好好“聊”了一次《红星照耀中国》，话语间

充满了自信。

走下台后，孙帅难掩内心的激动：“我自己也没想到，原来那个不敢开

口表达的我，通过在校一年来进行的表达能力锻炼，可以从台下‘小白’变

成‘说话达人’。”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从授课演讲到谈心交流，都离不开表达能力架

起“连心桥”；军事训练上，从指挥部队到日常讲评，都少不了表达能力

挥起“指挥旗”；教学科研里，从成果展示到讲座答辩，表达能力更是缺

位不得。

针对部分青年学员表达能力较弱的现状，近年来，海军工程大学通过

打造丰富多彩的舞台，鼓励学员走上前台，充分锻炼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

在大学四年里历练这项优秀军官的必备素质。

校园特别关注

有人说“是金子总会发光”，其

实并不尽然。缺乏与外界沟通交流的

人，就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即便有武陵人误入的昙花一现，最终

仍难免“后遂无问津者”的结局，带

着遗憾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身处“象牙塔”内的大学生，

如果轻视表达和交流的作用，是一

种很大的缺失和遗憾。俗话说“光

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

酒香也怕巷子深，善于表达、展示

自我，不仅是青年人需要着重培养

的素质，也是军校学员第一任职的

迫切需要。

带着不敢讲、不会说的“小毛

病”走上一线，可能带来蝴蝶效应般

的“大问题”。一个怯于表达的指挥

员，不仅会令那句“看我的”哑然失

色，带领队伍冲锋的“跟我上”有时

也显得无力。

表达的力量有时可拨动大众心

弦，可不战而屈人之兵。诸葛亮有

“武乡侯骂死王朗”，拿破仑有“在蒙

特诺特战役中的演说”，马丁·路

德·金有“我有一个梦想”……

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从小患有口

吃，第一次发表公众演讲竟由于紧张

完全失声。但他通过不懈努力，最终

克服了心理障碍。1939年，他发表

“与民同在”的圣诞节演讲，成为英

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讲之一。

古希腊谚语说：“不会演讲的政

治家是不称职的政治家。”掌握表达

这一技巧的过程本身，同样也是一次

学习的过程。放下身份和光环，试着

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想其所想，思

其所思，就能够把道理由浅入深、由

表及里讲清楚，让对方乐意接受你的

观点。

院校是适合尝试口头表达练习

的好地方，向师长请教、与同学畅

聊，演讲、辩论、讲座、交流，各

式各样锻炼表达的机会都在向你招

手，机遇和挑战正时刻等待你去发

现和参与。

深吸一口气，勇敢向他人表达自

己的观点，把每一次尝试都当作一次

历练。即使有磕绊挫折，也不必灰心

丧气，“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没有

人是天生的沟通高手，不要因为一时

的窘迫失去信心，不要因为旁人的目

光停滞不前。海明威曾说：“真正的

高贵是优于过去的自己。”每天进步

一点、再试一次，终有一天，你会沉

着冷静地走向聚光灯下，迎接自己的

“高光时刻”。

“生逢其时，重任在肩。”作为青

年，特别是一名军校学员，何不从现

在开始，主动打破故步自封的“坛

子”，消弭沟通交流的壁垒，让青春

散发出应有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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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表达能力

王伟从没想过，有一天他会被请

进会议室，同研究生大队领导一起讨

论学员队的建设问题。

“今天我们召开党委会，邀请王伟

同志列席会议。”作为新当选的基层风

气监督员，这是国防大学联合勤务学

院研究生二队学员王伟第6次参加研

究生大队党委会。每当涉及重大敏感

问题，大队党委都会邀请学员代表列

席会议。

“设立基层风气监督点是研究生大

队党委加强民主建设、改进民主监督作

出的重要举措。学员是学员队的主人，

理应对党委各项决议进行监督，提出自

己的建议。我们把学员请进党委会，就

是要让党委班子多听听学员的声音。”

研究生大队党委书记李卿说道。

“自从担任基层风气监督员，我感

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王伟说，“我会

努力做好维护基层风气的‘摄像头’和

‘显微镜’，为学员队建设贡献自己的

力量。”

请进来

“把拿无人机的手放开，轻推摇

杆，慢慢往上拉！”在教员的指导下，看

着无人机飞得越来越高，第一次独立

操控的闫嘉玮，心中满是激动。

这是国防大学联合勤务学院无人

机兴趣小组的学员们在北京新机场组

织的春季航拍采风。充满趣味性和科

技感的无人装备操作让学员们兴奋不

已。

“为了缓解学习压力，我们经常组

织各类兴趣小组活动。”研究生大队大队

长王源说，“我们始终坚信学员管理就应

该像无人机一样，只有敢于放手，才能发

挥出学员们最大的创造力和积极性。”

“这是我第一次通过无人机摄像

镜头，从高空俯瞰北京。”活动结束后，

闫嘉玮说，“下一次，我要‘驾驶’着无

人机飞得更远一些！”

拥抱创新、释放激情，只有放开

手，才能让青春与梦想飞向远方。

放开手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徐君

哲曾无数次想象当年西柏坡一幕幕波

澜壮阔的场景。但当真正站上这片朴

实的土地，他还是被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艰苦奋斗的精神震撼了。

走出课堂，来到西柏坡开展现地

教学，是国防大学联合勤务学院为学

员们准备的一份“开学大礼”。伴随着

绵绵细雨，走进西柏坡纪念馆，看着一

件件实物、一幅幅老照片，听着讲解员

的讲解，徐君哲感受到了书本上没有

的厚重感，仿佛将他拉回到70年前那

战火纷飞、激情燃烧的岁月。

在毛主席指挥三大战役的斗室

里，看着墙壁上斑驳的痕迹与室内

简陋的陈设，眼前的景象让徐君哲

心潮起伏，胸中涌上的热血仿佛让

他忘记了春雨带来的寒意。“‘走出

去’是最好的老师，带给我们最真

实的感受。”徐君哲和战友们在活动

后这样说。

走出去

今天，你努力开口表达了吗
■陈泽生 王海丰 本报特约记者 熊 峰

演讲比赛、辩论赛、各类晚会、创新俱乐部……丰富多彩的各种活动，为学员锻炼口头表达能力提供了宽广舞台。

王腾辉、陈晓军、厚泽轩摄 图片制作：王 磊

茶壶煮饺子

紧张到发堵

新训时，为了准备每人 5分钟的自
我介绍，海军工程大学学员于慎浩把
满满当当两页稿纸背得滚瓜烂熟。可
未曾想到，当他自信满满地走上台，
面对众多不熟悉的面孔时，舌头突然
就像打了结，大眼一瞪，小腿打颤，
手心冒汗。背熟的稿子就在脑海里，
可他愣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匆匆忙
忙就跑下了台。表达困难，成为他当
时面临的最大难题。

其实，于慎浩的文采很好，高中时
作文经常被当作班里范文，还在当地报
刊发表过文章。可是一上台，就空有一
肚子墨水倒不出。这种：“茶壶煮饺子，
有口倒（道）不出”的“紧张到发堵”的感
觉，不少学员都感同身受。

第一次作为模拟连骨干讲评当日
工作，本来心中想法很多，可支支吾吾
地讲了两分钟，学员唐得游就觉得大脑
一片空白，怎么也想不起后面的内容。
和台下的 133 双眼睛“对峙”了半分钟
后，还是在队干部的不断鼓励下，才结
结巴巴地讲完，忐忑地完成了自己的
“首秀”。后来，在和学长交流时，他才
明白，表达内容过于零散、逻辑性不够
强，才导致了自己讲评时的“断片”。

一份关于军校学员表达能力的调
查显示：在公众场合发言时，存在紧张
心理的学员比例占 86.1％；有 63.2％的
学员认为这种不佳的状态会影响自己
发挥；49.5％的学员尽管准备充分，但常
常存在“卡壳”的现象；有 32.1％的学员
觉得自己当众讲话很困难。

平时看似能言善辩，也有怯场的时
候。在专业课程答辩上，一向“伶牙俐
齿”的学员殷胡昊，1个多小时时间，被 3
名教员不断指出专业基础知识的错误，
台上的他被问得面红耳赤。“还是怪自
己没准备好，知识储备不足。”

普通话不标准也是影响学员开口
表达的原因之一。在上军校之前，学员
夏晨阳一口吴侬软语。然而，入学后，
浓重的家乡口音让他说话时就跟“加了
密”一样，战友们有时需要结合“上下
文”才能听明白。

“语言表达能力，是合格军官必备
的素质之一。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最重
要的还是要鼓励学员多表达。要为学
员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鼓励学员敢
说、勤说、会说。”小小的表达能力问题，
被搬上了大学党委专题议教会，成为学
校领导的共识。

学校搭舞台

学员走上台

在“翻转课堂”上，曾因知识不
足、缺乏底气的殷胡昊，提前理顺了课
程所有的重难点。讲课时，他把电路里
的每一个回路分析得头头是道，通过一
张张精心设计的PPT，巧妙的计算和逻
辑分析清晰明了地把知识重点展示在台
下的每一名教员面前。“随着教改的深
入，越来越多的教员选择把部分课堂交
给学员。”教员王鹏介绍说，通过登讲
台、唱主角，学员的表达能力得到了有
效提高。
“‘萌新女孩’一样可以成为船长！”

去年暑假，刚刚结束木兰湖野外综合训
练，沈丹玲配上自己站在船头指挥男学
员驾驶帆船的照片，在朋友圈发出这样
的感慨。

沈丹玲是个帆船迷，刚入学便加入
了帆船俱乐部。在队友眼里，技术突出
的沈丹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冷”女
孩：每一次船艺讨论，看大家讨论得热
火朝天，她却欲言又止，生怕说错了被
人笑话。一次训练完，听说要选拔木兰
湖暑期训练帆船教官，她为终于能一展
风采而兴奋，又为自己胆小的短板而着
急。

又是一个周末，帆船队轮流慢动作
操作并讲解。轮到沈丹玲操作讲解时，
她看着十几个男学员“盯”着自己，原本
准备好的“墨水”却倒不出来。站在船头
示范的她腿不断地打颤，差点栽进水中。

返校途中，教练主动找到沈丹玲：
“来帆船队，练的不仅仅是驾驭帆船乘
风破浪的能力，还有与人沟通、交流协
作的能力。”

看到教练鼓励的眼神，沈丹玲稍稍
放下了心里的畏惧。回到学校，她开始
主动上台给队友讲解操作。尽管一开
始说话的声音只有沈丹玲自己能听见，

但队友的掌声给予了她莫大的鼓舞。
经过两个月的训练，沈丹玲最终勇

敢地站在了自己的 5号帆船上，因为教
学表现优异，还被评为“优秀小教官”。

3月 16日上午，大学“创客空间”比
往常多了一丝紧张，一年一度的学校实
践俱乐部答辩会将在这里举行。30多
个俱乐部代表依次上台介绍一年来的
建设情况和发展规划。

当新闻中心学员记者团俱乐部的
学员曹翰文介绍完毕时，校长抛来一个
问题：“你来说说，俱乐部活动影不影响
学习？”
“影响，而且是特别影响！”稍顿了

一下，曹翰文拉高声调说，“不过——这
种影响是正向的！”他接着不紧不慢地
说道，“我是战士学员，学习底子相对较
差，这让我上大学后很自卑。但参加俱
乐部活动后，我有了施展才华的空间，
看到了自己的优点，这让我有了与战友
交流的底气和自信，也促使我弥补学习
上的短板。”

在“第二课堂”里，学员锻炼表达能
力的舞台越来越广阔。从学员队日常讲
评、新闻分享等活动到学员大队举办的
演讲比赛、辩论赛，再到大学各类晚会，
接受专业指导培训，学员们逐步走上了
自我提高的新台阶。同时，学校以成立
的30余个创新俱乐部为平台，开展“兵器
知识讲堂”“数学建模知识讲座”“新闻写
作交流会”等活动，为学员提供公开发言
的机会。此外，“全国大学生中华经典美
文诵读大赛”“强军故事会”以及各类外
事翻译保障任务，都成为检验学校在学
员表达能力培养效果的大考场。

之前连自我介绍都怯于开口的于
慎浩，借助学校提供的平台努力练习
“开口”，最终在大队演讲比赛中获得了
第一名，成为一匹“黑马”。收获自信的
他，又主动报名参加校史馆讲解员选
拔，在武汉市 300多名少年军校学员来
学校参观时，于慎浩流利的讲解，得到
了一致好评。

为了冲淡方言痕迹，夏晨阳铆足
了劲儿练习普通话。每天早晨，他都
捧着《普通话水平测试专用教材》朗
读；每次下发手机，他就打开普通话
学习的网课，从基本的音节开始一遍
遍学。在一次次的尝试中，夏晨阳的
普通话说得不再“令人费解”。去年的
普通话考试，他还拿了一级丙等的好
成绩。

表达展风采

生活添精彩

走进学员 29队，唐得游正在台上侃
侃而谈，良好的沟通能力让他获益颇
丰。进入大四，他主动申请担任部门
长。日常点名、部门会、各类总结……
随着表达机会的增多，他眼前的舞台也
越来越大。从学员的眼神中，他感到了
自己沟通交流能力的提升。每当站在
战友面前，他的内心都充满自信。
“良好的口才不仅是各项工作有序开

展的‘催化剂’，也是人与人交流的‘连心
桥’。”表达能力的“逆袭”，让唐得游的大学
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如今，他既当“兼职干
部”，又当“知心大哥”。半年多来，他给学习
后进的学员分析过原因，给士气低落的专
业学员打过气，还在部门风气浮躁的时候，
分年级开小会讨论解决措施……

曾经面对战友讲话舌头都“打结”的
杨浩，主动申请参加全国航行器大赛。
每次进行作品介绍前，杨浩都要精心准
备好久，有时灵感来了，半夜他都找出本
子写下来。要说的话每个部分都在他脑
海中演练过无数遍，1小时的介绍在杨浩
的打磨中逐渐变得“硬核”。

在大赛现场，杨浩胸有成竹地站起
来，举起手中精巧的航行器，把作品每
部分的功能介绍得通俗易懂，牢牢吸引
了台下200多名观众的目光。

在校期间提升的表达能力，也让不
少学员毕业到部队后如虎添翼。

毕业学员滕瑞刚下连队时，由于对
新毕业排长有“学生官”“书生气”的偏
见，有的老班长总喜欢挑他的“刺”。为
了尽快融入部队生活，一到周末，滕瑞
就到老班长的房间里聊天，向他们请教
岗位知识、了解连队历史。同时，凭借
一副好口才，他积极和老班长针对问题
进行讨论。

渐渐地，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他
的老班长对滕瑞竖起了大拇指。凭借
自己优秀的表达沟通能力，滕瑞迅速找
到了在连队里的位置。
“优秀的表达能力，可以迅速消除

新排长和老班长之间的隔阂，让新排长
在融洽的交流中迅速融入新集体。”滕
瑞深有感触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