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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大 家 说

刚到部队，新兵余胜伟就发现了这里的不同——

道路两侧张贴着优秀士兵的大幅海报，机关楼前的展

板上是每季度评选出的优秀士官，一进连队就看到

“双争评比栏”“龙虎榜”和“训练课目及成绩一览表”。

上榜并没有那么简单。大到一场比武，小到一次

练兵，只有在各类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士兵才能榜上

有名。渐渐地，余胜伟发现了一个现实：竞争无处不

在，比较无处不在。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名为“别人班的兵”的“对

手”。第一次战术训练时，余胜伟发现，这个“对手”叫

作“赵拓”。

“你看看赵拓是怎么爬的！人家用的是什么姿

势？你用的是什么姿势！”眼瞅着余胜伟接连爬了几

次都没进步，班长气得直跺脚，“要是再爬不进25秒，

晚上就别吃饭了！”

听到这儿，余胜伟当时就想撂下枪，不爬了，“才

开始练，也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吧。”他转身看看兄弟

班的赵拓，发现“人家”还在爬，手肘已经磨破，血把衣

袖都浸湿了。

“爬这么快，有什么用？及格不就行了。”余胜伟

不以为然。抱着这样的想法，他又浑浑噩噩地过了一

天，收效甚微。

转变发生在不久之后。在班长的耐心交流和不

断鼓励下，余胜伟开始奋起直追。“最起码，我也要和

别人做得一样好！不能让班长失望，更不能让别人班

的兵把我看扁了。”

6个月后，余胜伟以优异成绩顺利完成结业考核，

还评上了“优秀学兵”。

第76集团军某旅上等兵邬磊、龙虎在训练场上进行翻轮胎比赛。 李灰懿摄

对孩子而言，家长和老师是成长道路上最重要的人。对士兵来说，班长则有着家长与老师的双重身份。

班长带兵与家长带孩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家长们爱念叨“别人家的孩子”，班长们也总关注“别人班的兵”。

注：参与此次调查的有125名班

长及451名士兵。受访班长中，20%

是80后，80%是90后；受访士兵中，

5.8%是80后，91.3%是90后，2.9%

是00后。

“班长辛苦了”
■班长 周文鹏

我对去年退伍的大学生士兵杨荣

印象非常深刻。因调整改革期间岗位

变换，杨荣先后在 5个班生活训练

过。每次，他刚适应环境就又要被迫

离开，渐渐变得有些消极。最后一次

调整岗位后，马上面临退役的他就有

了“在哪儿干都一样，干好干坏都一

样”的想法。

为此，我也用“别人班的兵”激励

甚至刺激过他，但都没什么效果。我

还曾想过，“放弃这个兵算了。”一次我

带他去出公差。当时，我们都在挖

煤。看到略显笨拙的杨荣满脸是灰，

我就问了一句：“累不累？”“不累。”杨

荣答道。看到我脸上也满是煤灰，他

又接了一句：“班长辛苦了。”

当时我一下就被触动了。以往，都

是我关心班里的兵，这次倒反过来了。

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舞。我明白了，

一味去说教不一定有什么效果，更重要

的是用自己的情感和行动去带兵。

从那以后，我开始改进带兵方

法。渐渐地，我注意到杨荣有所变化，

工作能力和训练效果都有了提升。

“如果我是他”
■心理医生 关玮楼

“比较心理”是人的天性。如果刻

意忽视它的存在，无异于掩耳盗铃。

很多班长容易陷入“比较心理”的

误区，更多地看到其他班士兵的优点

和本班士兵的缺点。因为本班士兵离

得近，更容易暴露问题。而“别人班的

兵”离得远，往往展现的都是优秀的一

面。因此，要用辩证思维去看待“别人

班的兵”，尽量不要拿本班士兵的短板

和其他班士兵的长处比较。

比较分为上行比较（与比自己厉

害得多的人比）、平行比较（与自己差

不多的人比）和下行比较（与不如自己

的人比）。

对于普通战士而言，始终进行上

行对比，容易产生沮丧；偶尔进行下行

比较，会给人带来愉悦感；始终对标下

行，会导致斗志丧失，固步在自己的一

方小天地里。

建议大家应多进行平行比较。平

行比较能激发人的潜能，尤其是与比

自己好那么一点点的人比，可以看到

自己身上的不足，然后奋起直追。

进行平行比较的前提是知兵。班

长爱兵心切，练兵心急，可以理解。不

过，爱兵、练兵的前提是懂兵、知兵。

我建议，班长们在进行比较

前，最好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角度

考虑：“如果我是他，应该怎么

办？”然后，再言传身教。如此一

来，士兵看到班长能站在自己的角

度考虑问题，内心就少了管理者与

被管理者之间先天的矛盾感，有助

于正视自身不足并追求进步。

（吴家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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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长是离士兵们最近的“大家

长”，带着几个或十几个兵，不仅要领

着他们训练作战，照顾他们的衣食住

行，还要关注他们的个人成长。

日前，记者走进第76集团军某

旅，通过对这个旅进行调查后发现：

大多数受访班长会拿自己班的兵和

其他班的兵进行比较。

有些人认为，这样有利于增强部

队凝聚力和战斗力。不过，也有人觉

得，这样并不利于兵的成长。

“看别人班的兵

那么优秀，自己就感

到有一种压力”

特战八连是旅里的尖刀连队，优胜
劣汰的氛围无时无刻不裹挟着每名官
兵。作为连里的一名班长，上士马强也
一直秉持着严格带兵的作风。
“班里最多的时候有 11名兵，我对

他们的期望都比较高。”马强对班里的士
兵要求尤其严。

调查显示，95.2%的受访班长对自己
带的兵“期望高”，其中 44%的受访班长
认为自己“期望非常高”。
“现在全军上下大抓军事训练，班

长要求高也是情理之中。”入伍第 2年，
杨潇就担任了新兵连副班长。新兵连
训练标准高，大多数班长都很看重成
绩。

不过，无论是高期望还是严要求，都
是班长们真情爱兵的一种表现，毕竟“严
是爱，宽是害”。“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他们
好。”杨潇坦言。

期望一高，班长们就难免产生比
较心理。受访官兵中，81.6%的班长
称，他们会拿自己班的士兵和其他班
的士兵作比较。83.6%的士兵认为，自

己会被班长拿去与其他班的士兵进行
比较。
“这种比较，涉及方方面面，往往

是出于一种不服输的心态。”杨潇结合
自己的带兵经历说。他经常下意识地
进行这种比较，比如带队出去就会比
队列、比作风；训练考核就会比成绩、
比排名。但多数时候，杨潇并不会当
面说出来。

下士钱信宇说，上次比武考核时，
他的班长突然提到了“别人班的兵”。
当时，他就觉得，比拼落后丢了班长的
脸。

对于“别人班的兵”这种比较，士
兵们往往会呈现出不同反应。一些
自尊心强、心理承受能力好的士兵会
表现出不服气，想着自己可以做得更
好；一些“不争上游也不垫底”的“佛
系”士兵，则会产生“别人班的兵好,你
去带别的兵”的想法；一些经常比不
过“别人”的兵，甚至会有“破罐子破
摔”的想法。

很多班长爱拿“别人班的兵”为榜
样，给自己班里的士兵树立一个努力的
目标。

一级军士长杨发红说，虽然大部分
班长都抱有一种良好的竞争心态，但对
于一些争强好胜的班长来说，很容易出
现“恨铁不成钢”的心态。

班长马强说，“看别人班的兵那么
优秀，自己就感觉到有一种压力。”不
过，他更喜欢拿自己班的兵跟其他班
的同年兵比，“在同一条起跑线，更有
可比性。”

士兵的个体差异较大，尤其是新
兵，处事能力、训练水平参差不齐，过
高的要求和盲目的比较不利于班内的
战斗力提升。如果班长将“比较”表现
得过于明显，不仅不利于士兵的成长，
甚至会导致一些进步慢的士兵对其他
战友产生厌恶。
“比较”是把双刃剑。用好了，可以

像加速器一样促进士兵成长；用不好，就
容易让大家都“很受伤”。

班长们都希望，在比较过程中本班
的士兵能得到有效的激励。然而，这个
度一旦把握不当往往会适得其反，不仅
难以起到激励作用，还会损伤士兵的自
尊心、上进心，甚至影响士兵对班长的信
任，导致彼此关系疏远冷漠。

“十个指头有长

短，没有两个完全一

样的士兵”

调查显示，88%的受访班长认为，
这种比较有利于班里凝聚力提升；84%
的受访士兵表示，自己能够正视这种
比较。

班长马强喜欢暗暗地作比较，先找
到差距，然后激励大家进步。“谁训练比
较突出，要学习他的训练方法，争取下次
超过他。”马强很少在讲评中说自己班的
兵不如其他班的兵，他经常从侧面讲评
班里的士兵。

杨潇觉得，对特别“傲气”的士兵，有
时候也需要适当“打压”。他说：“有些士
兵取得一些成绩就飘飘然。通过比较，
能让他们看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静
下心来抓训练。”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下士钱
信宇表示，自己当兵前两年，没少因为
这种比较受刺激。“但这种比较也有好
处——有时班长觉得我‘不够精干’，但
对比别人班的兵后，班长发现我其实也
‘还不错’。”他说。

归根结底，带兵也是育人。75.2%的
受访士兵认为，班长能根据个性特点培
养自己；94.2%的受访士兵认为，班长能
关注自己的个人成长。
“十个指头有长短。”通信连班长吴

小勇认为，对士兵的培养要因人而异，
“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士兵。有人身体
素质好，有人善于思考，要看到差异，区
别培养。”93.6%的受访班长都认同这一
点。

杨潇表示，没有哪个成长模式适用
于所有士兵，必须要有所区分，不能“一
锅煮”。他告诉记者：“对那些基础较差、
适应能力较弱的士兵，要多看他身上其
他方面的闪光点，多鼓励。”

因此，在通过适当比较，激发士兵
力争上游的同时，还应注意方式方法。
班长可以拿士兵这次的成绩和上次的
成绩进行比较，或者拿士兵自身的优点
和缺点来比较。如果确实觉得“别人班
的兵”在某一方面特别突出，那么班长

最好先对本班士兵的优点给予表扬和
肯定，然后再客观分析别人的优势。在
此基础上，班长可以进一步提出学习别
人长处的可行建议。

下士吴家兴刚入伍时，属于班长眼
中“训练成绩平平”的兵，常被班长拿来
跟同年兵作“参照”。比训练，他稍逊一
筹；比专长，他却略有优势。吴家兴有
办公软件操作基础，还有点文字功底，班
长就帮他制订了目标——当文书。现在
他已经成为连队文书，完全能够胜任岗
位要求。“班长帮我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
置。”吴家兴说。

在士兵的培养过程中，67.2%的受访
班长看重士兵的品行，仅 6.4%的受访班
长看重士兵的身体素质。

杨潇觉得，士兵思想上进是最重要
的：“身体素质可以慢慢锻炼，但如果思
想出问题，各方面能力都会跟不上。”

连长吴小勇也认为，在兵的成长中，
品性好、善于融入非常重要，“军事训练
固然很重要，但不能要求每名士兵每个
课目都优秀。”
“有些班长更看重集体。他们认为，

兵要带得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
该旅领导指出，班长应该更加注重对士
兵进行个性化培养，改进带兵方法，区分
士兵特点，关注士兵成长。

“虽说班长就像

家长，但带兵不完全

像带孩子”

俗话说，“3 年一小沟，5 年一大
沟”。在杨潇看来，老班长和年轻士兵很
容易产生“代沟”，毕竟他们的年龄差距
比较大。

不过，调查显示，68.8%的受访班长
认为“自己和兵没有代沟”；70.3%的受访
士兵认为“班长能和自己打成一片”。

班长马强认为，将训练和生活区分
开，班长和士兵就能相处得更好。“在班
里营造融洽的氛围很重要。特别是训练
比较累时，活跃的氛围有助于缓解和释
放压力。”

兵与兵的比较，往往会升级为班与
班的较量。58.8%的士兵认为，各班有各

班的长处；39.9%的士兵认为，自己班才
是最棒的。

侦察营士兵闫永涛觉得，每个班长
都有各自的长处，所带的班也各有优势。

尽管对其他班的情况不太了解，下
士吴家兴还是认定自己的班最好。之
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他所在班的训
练和工作都走在连队前列。还有很重
要的一点，就是他和班长相处时间久
了，感情很深。

士兵钱信宇觉得，班长和兵之间的
关系往往取决于班长带兵的方式。“如
果班长心态不好，那么整个班的氛围都
会不好。”他坦言，对大部分士兵来说，
他们军旅生涯中最看重的人就是自己
的班长。虽说班长就像家长，但带兵不
完全像带孩子。

比较无处不在，班长也不例外。如
果班长心态失衡，就会导致身心俱疲。
调查中也发现，31.2%的受访班长认为
“带班很累”。

“有些兵很难带，让人操碎了心。”杨
潇说，“用同样的方法教，有人就是学不
会。”一旦某个兵训练跟不上，思想也会
跟着松动。作为班长，遇到这种情况，心
里多少会有些不舒服。

很大程度上，班长的性格和带兵方
式往往决定着整个班的环境氛围。士兵
的表现与班长的带兵能力直接挂钩。

士兵梓杰的各项能力均比较弱，一
度成了连队的“吊车尾”。他所在班受到
拖累，在大会小会上都成了“反面典
型”。一向争强好胜的指挥控制班班长
杨琪，觉得面子上十分过不去。
“你看看别人！”“能不能自己争点

气？”杨班长开始刺激梓杰，希望他能上
进一点，提高快些。一段时间后，杨班长
发现，梓杰对这种刺激并不“感冒”，反而
是平时的一次表扬、几句寒暄，更能燃起
梓杰训练的斗志。

转变思路后，杨班长开始主动调整
带兵方式，尝试给梓杰制订专属训练计
划、个人成长小目标。没过多久，梓杰就
有了明显的进步。

对班长们而言，换一种眼光，多一些
包容，往往能给士兵们打开一扇发现自
我的窗户，也为自己的成长进步开启一
个新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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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争强好胜的班长，对自己班里的战士总是“恨铁不成钢”。在他们眼里——

有一种兵叫“别人班的兵”
■王钰凯 陈 萌 本报特约记者 相双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