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透了道理，

自然会有耳朵候场

“抽象的理论课被演绎得如此透彻，
点赞，学习，致敬！”

发这条微信朋友圈的，是陆军军
医大学的一名博士生学员。他刚刚听
完副教授刘小薇的课——“建设具有
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

很快，在这条朋友圈下面，有人留
言：“走进教室，学员的初衷就是学到知
识，能不能听进去、学进去，关键看教员
的授课有没有吸引力。”

在陆军军医大学，刘小薇的思政课
一直受到学员追捧。日常交流中，刘小
薇也经常听到有些同行这样抱怨：“为
什么我使用的素材越来越丰富，制作的
课件越来越精美，却吃力不讨好？”

在 她 看 来 ，这 些 教 员“ 用 错 了
力”——“思政课是用理论来讲政治，根
本的生命力在于说理，要以透彻的分析
回应学生，以真诚的态度说服学生，用
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

讲透了道理，自然会有耳朵候场。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邓海

英认为，与许多专业课相比，学员的思政
课起点并不是“零”。当他们对许多事
件、概念和原理耳熟能详时，教员必须比
学员想得更深、更全、更细。在她看来，
“如何讲精准、讲透彻，考验着一个教员
的功力”。

邓海英的功力，充分体现在“围绕着
一个观点不断地‘向下挖’，直到挖出那
一捧清泉”。在准备“创建新型人民军
队”一课中，邓海英无数遍地研读《习近平
论强军兴军》等著作，做了 10万余字的
学习笔记。不仅如此，她还运用调研采
集的大量实例和数据阐释习主席相关论
述，加深听课学员对于创新型人民军队
的理解。课后，一位学员对她说，这堂课
让他“改变了听政治理论课容易犯困的
印象”。

以理服人是根本，但是政治理论课
又不能止步于说理。思政课只有打动学
生，才能影响学生。教师在课堂上展现
的情怀最能打动人，甚至会影响学生一
生。

火箭军工程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

副主任刘西山副教授说了一段自己的
故事——

2008年 5月 12日下午，正在上课的
刘西山听到学员报告：“教员，地震了！”
当时，震感强烈，教学楼晃动得十分厉
害，刘西山站在楼道中央，冷静指挥大
家撤离。当刘西山最后一个从教学楼
里跑出来时，等在下面的学员对他报以
热烈的掌声，看他的眼神里充满了信
任。
“亲其师而后信其道。”刘西山说，

价值观的培育不仅看教员如何把道理说
得深刻透彻，更考验教员如何以身作则
去践行课堂上的道理。
“我不敢想象，如果当时我第一个从

教学楼里跑出来，以后我的政治理论课
还能不能继续讲下去。”他说。

点燃自己，才

能照亮别人

在此次教学比武中，听课学员们发
现，教员们在授课中使用的素材竟然如
此之新。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阅兵式上首次出现的维和部队方队、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期间的励志故
事……一个个鲜活事例，吸引着学员
们的注意力。
“思政课只有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才能回答青年学员的思想关切，激发他
们的学习兴趣。”在海军工程大学副教授
龙心刚看来，当前，思政课教学迎来了一
个美好的时代。国内各个领域丰富的社
会实践，为理论阐述提供了取之不尽的
佐证素材，关键看教员能不能扑下身子
去调研、去发现。
“要想照亮别人，首先得燃烧自己。”

龙心刚描述了一幅曾经看过的漫画。画
面中，绿草丛生的草地上，一群膘肥体壮
的马吃着草。与此不相协调的是，一匹
瘦骨嶙峋的老马卧倒在那里，身边的草
早已被吃光，可它懒得站起，只能静静
地、无奈地等待被饿死。
“作为一名思政课教员，要想不变成

那匹老马，就需要时刻站起来去寻找新
鲜的‘草’吃。”他说。

陆军特种作战学院讲师王晋川就是
这样一个勤奋找“草”的人。

在为现职军官初级培训班次学员准
备一堂涉外教育课时，缺少资料信息成
为他面临的最大难题。“网上搜，信息太
少，也不权威；买书籍，数量有限，内容不
全；从图书馆找来少量的第一手资料，翻
来翻去总感到不够解渴。”

彷徨之际，王晋川突然想起自己在
部队任职的军校同学，有的参加过国际
维和，有的执行过亚丁湾护航，有的参与
过国际军事比武竞赛……不禁眼前一
亮。当时，学院已经放暑假，王晋川满腔
热情地奔向在各地部队任职的同学，带
回大量鲜活的素材和资料。

遍采百花，酿得甜蜜。终于，在新学
期开学前，王晋川拿出了一份高质量的

授课教案。
“燃烧自己还有一层寓意，就是教员

要像一束火把，用自己的信仰去点亮学
员的信仰。”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政治教研室讲师张鹏杰，认可陈先达教
授说过的一番话：“姓马”容易，“信马”不
易。作为政治理论教员，首先要是坚定
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如果连自己都不
信，还怎么能教导别人信？真信才有真
情，真情才能感染人。

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讲，“教育
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
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一个
灵魂。”

同样的道理，一名政治理论教员，要
引导学员去仰望理论的星空，他的眼睛
里首先要有星星。这个“星星”，就是教
员自己的信仰。

不仅要让学员

“抬头”倾听，更要

让他们“低头”思考

这学期，空军军医大学副教授包
敦典受领了一项新任务：研究政治理
论课教学中学员对课堂知识的“吸收
率”。
“思政课最让大家发愁的就是如

何‘进头脑’，学员在课堂上听一听，课
后把书本一丢，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包敦典做了一次试验：每次课程结束
前，留下 10分钟时间，让学员们根据课
堂讲授内容自主思考，并提出 2－3 个
问题。
“提问题的过程，也是独立思考的过

程。”在包敦典看来，思政课不仅在于
“政”，更在于“思”；不仅要让学员“抬头”
倾听，更要让他们“低头”思考——
“一堂课要想让人记忆犹新，就不能

仅仅让人耳目一新，还要入脑入心；不能
一笑而过，还要值得回味咀嚼；不能只图
热闹，还要真正悟出道理。”

案例式教学，是加深学员对授课内
容思考掌握的又一种尝试。

比武中，来自海军指挥学院的副教
授吴迪明，授课中使用了一个体现海军
特色的案例。通过案例研讨、学理分析、
问题牵引，他给学员提供深入思考、展示
想法和思维碰撞的机会，让学员在思考
和探索中理解理论、认同理论、践行理
论。
“入心首先要让学员动心，入脑重

在让学员动脑。”同样来自海军院校的
副教授张培培，更倾向于到现地开展实
践教学。她每年都要组织学员到小岗
村开展实践教学，在“大包干”纪念馆、
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馆，一幅幅照
片、一件件实物、一组组数据令学员们
感慨不已。

每次她都要结合教学内容，组织学
员围坐一圈，现地开展研讨式交流。随
着张培培的引导点评，大家感到理论知
识其实与生活密切相关，真学真信真有
用。

除了教学手段和方法创新外，国防
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孙经国认为，让
学员思考还有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那
就是教学的起点必须是学员疑惑的原
点，“学员们需要新鲜的刺激，但那些形
式上的刺激对学员的吸引只能是表面的
和暂时的。”
“真正的刺激是什么？那些他们‘知

道’了、但还不是‘真的知道’的东西才称
得上是刺激，才会引起他们的思考。”孙
经国说，优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要
以学员困惑的问题为起点，沿着答疑解
惑的认知路径展开教学，让学员的“需求
侧”与教员的“供给侧”相契合，这样，课
堂才会“燃”起来、活起来。

一堂好听的思政课“燃点”在哪里
■本报记者 王通化 陈 利

聚焦全军院校政治理论课
教学岗位练兵比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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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入海军军医大学以前，有些思政

课在扈煜捷的印象中，不外乎大段文字

的PPT和老师照本宣科的声音。

如今，再谈思政课，扈煜捷的态度有

了180度大转弯：“让人听得进、记得住、

用得上。”

转变来自切身体验。10月18日至20

日，全军院校政治理论课教学岗位练兵比

武优质课评选在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上海

松江校区开赛。扈煜捷和其他300余名

来自不同层级、不同院校的学员，受邀现

场听课。

让扈煜捷吃惊的是，授课内容如此有

锐度。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教授戎向东在

“深入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授课中，剖析

基层部队的现状时，用“上面千把锤、下面一

颗钉”的生动比喻，引发听课学员的共鸣。

锐度刚过，温度紧随而来。国防大

学政治学院副教授许恒兵在“道路决定

命运”授课中，讲述的一个例子让很多人

湿了眼眶——

那一年，毛泽东的一个警卫员探亲

回来，带回一个掺着粗糙糠皮的又黑又

硬的窝窝头。毛泽东接过窝窝头，费了

好大劲儿掰开一块放进嘴里，才嚼几口，

便流下眼泪，不住地自言自语：“我们是

社会主义，不该是这个样子，要想个办

法，必须想个办法。”听着许恒兵饱含深

情的讲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

条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道路”的论断，

一下子深深印在了扈煜捷的脑海中。

除了倾听，互动环节同样让人印象

深刻。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王晓

榕在讲“争当强军兴军英雄传人”一课时，领

着大家读了一首诗：听你的/我搁下满怀的

轰轰烈烈/舍身在无垠的荒野/永不问，永不

说/我愿用生命奔赴你的重托/我把忠诚当

作一种颜色/让它每刻从心底流过……

诗的作者，是一位英雄。他年轻时

奉命执行特殊任务，整整半个多世纪，他

的青春、智慧、整个人生乃至全部情感全

都忠诚地奉献给了党的事业。他功勋卓

著，但“功勋荣誉墙”上，他的头像处只能

是一片空白；立功证书上，他的名字只能

写上“吴铭”（无名）。

读着读着，扈煜捷发现，课堂上许多

人的声音开始哽咽。她想，那一刻，什么

叫“爱国不需要理由”，已经化为大家最

朴素的共识。

听他们的思政课，学员的表情亮了
■本报记者 陈 利 王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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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湾改编，毛泽东站在三湾村大枫

树下的石墩子上，面对当时因作战失利

而士气低落的秋收起义部队，用贺龙两

把菜刀闹革命举例，将革命必然胜利的

道理深深种在官兵心田。

天心圩整军，朱德踩着泥泞小路一

旁的石墩子，慷慨陈词，把南昌起义南

下作战部队从“就像抓在手中的一把黄

豆，手一松就会散掉”的险境，拉回“革

命到底”的征途。

没有人下命令、作指示，没有人提

要求、喊口号，朴素的革命道理、深刻的

形势分析、平等的交流互动，支撑起了

有着特殊气质的战地政治理论课，迅速

扭转一支队伍的状态，甚至改变了历史

发展的轨迹。

其伟力从何而来？翻看有关的史

料，我们常常能够看到一个突出的意

象：火焰。

“毛主席的话，点旺了战士心头的

火焰！”当年站在三湾村石墩子前听毛

泽东讲话的老红军，有这样的回忆。

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中评价天心

圩路边石墩子上的朱德：“朱德胸中的

信心与激情像火焰一般迅速传播给了

剩下来的官兵。”

今天，我们的教室窗明几净，我们

的教学技术手段与时俱进，就更要传承

好当年石墩子上的政治理论课所具有

的“火焰基因”。

评价政治理论课，应该重点看这堂

课有没有点旺青年官兵的心头火焰的自

觉，具不具备点旺青年官兵心头火焰的

能力。一堂好课，不管具体内容是什么，

它的方向一定是为了坚定学员的政治信

仰，而绝不仅是简单的知识传授；它的方

法，一定基于理论本身强大的力量，一定

基于对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先进性品质的

深刻理解，而才华、个性、口才、技术等方

面的炫酷至多只是锦上添花。如果把讲

台当成了“秀场”，那一定是跑偏了。

设计政治理论课，应该首先相信青

年官兵心头有燃料、有火种，有对于先

进理论的真正渴盼。毛泽东、朱德走上

石墩子“讲课”的时刻，中国革命正是风

雨如磐、前途莫测的时候，但他们却坚

信革命理论能指引前路、凝聚人心，同

时也坚信“真理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

焕发强大的物质力量”。

今天，官兵成分结构发生了许多变

化，但他们绝不是“装睡的人”，绝不是“拒

绝融化的冰”。走进官兵内心去寻找“燃

点”，应该成为政治理论课应有的姿态。

从事政治理论课教学，教员应该永

远身处“激情燃烧的岁月”。无情不是

好教员，至少不会是好的政治理论课教

员；而情，就是来源于教员对于政治理

论的真学和真信。只要讲的是政治理

论课，就不能把自己当成知识的搬运

工，而应始终当播种者。

传知识之薪的目的，就是播信仰之

火，方式可以是“火炬式”的熊熊燃烧、引领

方向，也可以是“火柴式”的划破黑暗、点亮

心灯，但都必须为教与学的过程赋予热度

和能量，从而让课堂成为铸魂的熔炉。

一堂好课，要有“点旺心头火焰”的热量
■本报特约记者 李习文

锐视点

陆军步兵学院教授郑红军在井冈山开展现地教学。 游 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