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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我们的教育课

红了眼眶动了情，打

破隔阂入了心

■教育的对象，是有思
想、有情感的新时代官兵，与

他们拉近距离、保持平等，才

能在情感上相融相通

说起教育课，第 71 集团军某旅作
战支援营教导员张俊感慨良多：“10年
前，一张精美的幻灯片就能让官兵赞叹
不已；5年前，一段教学视频也能让大
家目不转睛。”

作为一名“老政工”，本应对教育课
得心应手，但近两年张俊越发感到力不
从心：“即使课件制作精美用心，语言活
泼接地气，视频段子一个接着一个，也
很难在课堂上引发官兵共鸣。”
“眼前无是非，心中无波澜。”张俊

用一句时髦的“网络语言”，总结时下有
些官兵面对教育课的心态。

他认为，这是一群富有思想、情感
丰沛的青年官兵，他们见多识广、思维
活跃，主体性和参与感更强，靠传统的
灌输式教育模式，已难见成效。

旅政治工作部主任杨磊，形象地
打了个比方：新时代的连队政治教育
课好似一节节高铁列车，教育者作为
“高铁车头”，在发挥主导性作用、把握
行进方向的同时，须得把“情感教育”
融入课堂，通过“情感教育”调动官兵
的主体力量，从而在巨大同向力下催
生“加速度”，最终达到教育目标。

在大学生士兵、指挥通信连上等兵
汪子健眼中，连队指导员薛燚，就是那
个与众不同的“高铁车头”。

上半年，部队在野外驻训，薛燚组
织了一次“时代新人说”教育活动，连队
官兵自愿上台分享成长故事。

多次在旅队军事比武中夺得名次
的下士马扬威走上台。他的人生经历
可谓“逆袭”：少年时不幸遭遇车祸，右
腿受伤长达几年时间，基本不能奔
跑。伤势恢复后，他坚持锻炼，到了部
队练得更拼，凭着毅力完成了从“零跑
者”到连队“领跑者”的跨越，还写完一
本“思想跑者”日记，赢得了“军营阿
甘”的赞誉。

那天，听完“军营阿甘”的故事，坐
在台下前排的汪子健红了眼眶，台上的
薛燚，顺势将汪子健等几名战士请上台
发表即兴感言。台上感言发自肺腑，台
下掌声持续热烈，一堂“无畏困难”的教
育课“水到渠成”。

真正让汪子健“红了眼眶动了情”
的，正是引起官兵共鸣的身边故事。

端午节，在驻训点组织“品粽话乡
情”活动，纾解思乡情，激发练兵热；组织
“我和我的祖国”视频制作比赛，人人参
与感受沧桑巨变；利用参与“定向越野”
“紧急集合”之机，为官兵过“集体生
日”……

聊起这些充满“正能量”的活动，薛
燚扳着手指如数家珍：“现在，我们每隔
2个星期就会组织一次教育配合活动，
战士们乐意参与，是因为他们觉得轻松
自在，觉得他们正在被关爱、被关注。”

当你真心去拥抱他人，他人就会回
抱得更紧。

薛燚一边讲述，一边做出一个“拥
抱”的动作。在他看来，拉近距离、打破
隔阂，营造“大家讲大家听，共同受教
育”的开放氛围，就是走进受教育者心
灵的“暖心模式”。

薛燚的课堂并非个例。今年以来，

旅队注重把握教育主体的时代特质，通
过在教育计划中“留白”，给教育者提供
更多“自选动作”空间，力求教育形式生
动活泼；与此同时，引导教育者从“主
讲”向“主持”转变，为官兵递上话筒，请
他们上台成为“主角”。

看到这样的转变，张俊乐了。
“今天，官兵之间、兵兵之间需要这

种平等的交流。只有达到情感上的相
融相通，才能有效调动官兵情感和主体
力量。”他说。

用故事撬动心灵，在

笑声和泪水中收获思考

■故事可以“载道”：故
事里有引发思想共鸣的情

感，有易懂易记的细节，有启

示教益的哲理

在一次题为“青春、荣誉、情感”的
教育课上，旅政委傅泽云引用了一则
“曾国藩夜读”的故事——

曾国藩小时候天赋不高，一晚，他
反复背诵一篇文章，迟迟不寐。

一个贼人潜伏屋檐下苦等良久，忽
然跳出来大怒道：“这种水平还读什么
书？”当场背诵出整篇文章。“贼人聪明，
却只能成为贼；曾国藩勤能补拙，成为
了连毛主席都钦佩的人……”

幽默的语言，逗得官兵发出阵阵笑
声，也引发了他们对青春奋斗的思考。

那天，傅泽云引用了 10多个故事，
或幽默含蓄，或寓意深刻，从“许三多”
讲到“马云”，从“西点故事”说到央视栏
目《信中国》，台下官兵不时报以掌声、
欢呼声。
“讲故事，胜于讲道理。”经过那堂

课，张俊对教育课有了新的思考。他在
备课本上写下这么一句：“好的形式是

敲门砖，好的内容才是关键。”
凡事由情而入理，往往事半功倍。
在“内容为王”的时代，懂得用故事

包装道理，也是一种能力——将“以理
服人”与“以情动人”结合起来，把深刻
思想、抽象理论、法理规则，转化为易于
接受、生动而富有温情的故事，从而在
潜移默化中直抵人心。

笑声和泪水，都是心灵的触动。
前段时间，二连一堂教育课上，指导

员李昭引述了两名“老兵”的故事——
一名老兵服役期间，因故造成创

伤性耳聋，却拒绝评残，两袖清风离开
了连队；

另一名老兵执行演习任务时，在
电话中得知妻子在急诊室即将手术的
消息，在担心妻子的同时更担心自己
此刻退出会对演习造成影响，安慰好
妻子后热泪长流。

这两名“老兵”，分别是99岁的老红
军宋炳南，以及该旅二级军士长刘东。
两个典型“一远一近”，他们平凡又朴素
的故事，让战士们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大家发现，一些战士“以连为家”的
意识增强了，主动维修连队的公共器
材；主动给父母家人打电话的战士，也
多了起来……
“频道对上了，官兵们能‘get’到情感

了，教育就能实现‘把思想装进别人的脑
袋’。”从那以后，指导员李昭尝到了以故
事“载道”的甜头，渐渐养成在生活中收
集故事、在课堂上运用故事的习惯。
“今天的教育课堂不缺故事，缺的

是发掘故事的思维、讲好故事的能力。”
杨磊介绍，他们定期组织政工干部集
训，培养他们的讲故事能力；在连队开
设“士官讲堂”，鼓励大家在分享故事的
过程中，架起心与心的桥梁，实现情感
的交流与碰撞。

作为唯一一支代表旅队参加陆军
某次演训任务的部队，某分队 13人的
战斗故事，被连队搬上“士官讲堂”。
“9天时间，13名队员面对晒伤、热伤

风等不适，没有一人叫苦叫累。”分队指导
员欧顺航采取队员上台讲述、官兵台下提
问、做好总结引导的方式，让分队成员感
受拼搏付出得到肯定，同时也引导官兵学
习他们逢敌亮剑、誓争荣誉的精神。

海明威说：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不
能够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
“听了演训背后的故事，感觉自己就

在现场，心中的敬意油然而生。”授课结束
后，这些故事承载的情感，依然在官兵们
中间传递着、分享着……

“文火慢炖”内化于

心，“大火猛催”外化于行

■情感有极大的鼓舞力
量，而仪式教育可以激发强

烈情感，推动官兵把精力用

于干事创业上

今年国庆节前夕，旅队组织的“新
时代王杰式好战士”典型事迹报告会，
给张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典
型登台、宣讲事迹，亲人颁奖、温情满
堂，活动环环相扣、高潮迭起。
“再过几天就是我的生日了，感谢

儿子，给了我最好的生日礼物。来到部
队我才知道，官兵训练有多苦，我为你
们骄傲。”时隔一个多月，下士王天祥母
亲的颁奖感言，依然令人感动。
“如果说课堂教育是‘文火慢炖’，那

么仪式教育则是‘大火猛催’。”张俊体会
到，教育不仅可以如春风化雨般滋润心
田，也能像洪流一般冲开官兵心门，通过
热烈深沉的情感表达，影响他们的行为。

一场刻骨铭心的仪式，胜过教育课
堂的千言万语。今年以来，旅队对“宣
誓、授装、出征”等仪式进行规范，形成
较为完善的仪式体系，实现仪式教育的
制度化、常态化。

“下连仪式超‘燃’，感觉血液都沸
腾了。”在女兵黄茜雅看来，“入连时刻”
让她终生难忘。

下了大巴车，黄茜雅瞬间就感受到
战友的热情。远处展板上，官兵的签名
围成一个大大的“心”形，她的照片就在
“心”里……黄茜雅又惊又喜，在“心”里
签上自己的姓名。

温情之后是激情。
“你是卫生连第××名战斗员！现

在向你授枪，枪号是……”在全连注视
下，黄茜雅与其他新兵们庄严接受钢
枪，并在军旗下重温入伍誓词。

她记得，在现场氛围感染下，自己紧
握钢枪，双手微微颤抖，奋力完成宣誓。

仪式像一个火炉，每一次仪式都是
对官兵价值观的熔铸；仪式像一把刀尺，
每一次仪式都是对合格军人的培塑。

在这个旅，一些相似的仪式教育经
常组织。在官兵们看来，经常性仪式教
育，能让人保持激情。
“宣誓词‘在心里想’与‘喊出来’的

效果完全不同，喊出来时更显庄严和神
圣。”旅队干部认为虽然每一名官兵对
于仪式教育的感受不尽相同，但每一名
官兵都在情感激荡中受到了教育，并最
终影响着他们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
行为准则。

胜在得威，败在失气。仪式就是催
征的战鼓、出征的号角。

那天，为了给 5名参加任务的战士
送行，连长张双进组织了一次特殊的
“出征仪式”。连队官兵集合列阵表演
了一段刺杀操后齐声高喊“杀！杀！
杀！”呼号声，响彻云霄。
“找准‘泪点’‘沸点’，教育才能产

生共鸣。”傅泽云说，群众化启发、故事
化讲述、仪式化感召等手段，其根本在
于打造“情感体验式”教育课堂，提高
对官兵的吸引力、感染力，激起官兵思
想火花和血性豪情，这样的教育更有
意义，对练兵备战工作更具推动和促
进作用。

让教育多些“笑点”与“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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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 利 通讯员 杨琪潇 薛维高

聊起“连长岁月”，指导员牟维进用

了一个词：“快意。”

“前进！集合！”牟维进一边重复着口

令，一边做出各种指挥手势，“下口令，必须

短促有力；训练讲评，缀上一句‘有没有信

心’，战士们的情绪立刻就上来了！”

军政互换转岗成为指导员后，牟维

进却仿佛陡然间失去了那份“快意”。

教育内容有周密计划，教育时间有

详细规定。作为指导员，每次“开讲了”，

即使牟维进精心备课，台下有些战士仍

是“呆滞面孔”。

如何提高课堂教育的质效？牟维进

一直在寻找答案。

一次建制连比武“败北”，让他受到

启发。那次考核，原本有望夺魁的他们

跌出“前三”，看到全连官兵士气低沉，牟

维进决定用一次荣誉观教育给大家“鼓

鼓劲”。

那晚，正在备课的牟维进，偶然听到

两个哨兵的争论。

一个哨兵说：“我觉得平时的训练，比

考核结果重要。”另一个则反驳：“考场如

战场。平时训练再好，考核拿不了名次就

如同上了战场杀不了敌，这叫‘绣花枕头

一包草’。”

“两名战士私下讨论的话题，可比自

己手头正在准备的教案鲜活多了，也更

吸引人。”在一旁静静听着，牟维进吃了

一惊。

他感到，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00后

战士，不仅思维活跃、见多识广，学习力、

理解力也“在线”。传统的漫灌式说教，已

经难以走进他们内心。“战士们的争论是

一种情感表达，如果用情感主线去引导、

调节和催化，引发他们的情感认同，或许

可以把官兵的心拉回到课堂上。”

第二天，牟维进就以“过程重要还是

结果重要”为题，给全连布置了一场辩论

赛，并把比赛安排在教育时间实施。

原以为不会有太多人响应，谁知，结

果令他喜出望外。辩论赛当天，各班排

组建多个小组，先后进行了3轮激烈讨

论。场上参赛人员“唇枪舌剑”，时间用

尽仍意犹未尽；场下观众跃跃欲试，不时

举手提出观点。

现场氛围热烈，牟维进激动了，热情

洋溢地进行教育总结。

虽然最终没有分出胜负，但这堂“隐

形”的荣誉观教育收效颇丰。最直观的

反应就是训练场上，练兵士气空前高涨。

“心中的那份‘快意’回来了！”

初战告捷，牟维进更加确定了自己的

探索维度：只要找准战士们的“燃点”“痛

点”“笑点”“泪点”，就能让课堂有温情、有温

度，“这样的教育，才是撬动心灵的教育”。

这以后，每次连队战士受到旅里表彰，

前来参加颁奖礼的战士父母，也会被请上

连队教育的讲台；每月定期开展的“集体生

日会”，成了连队团结一心的“黏合剂”……

如今，牟维进上教育课越来越轻松了。

每次“开讲了”，他只准备20分钟的

理论提示，其余时间则利用多种手段激

发台上台下情感共鸣。自己讲得带劲，

官兵听得认真，走心的话题设置，让教育

在潜移默化中入脑入心。

古希腊著名思想家苏格拉底的父亲，是

一位石雕大师。

相传在苏格拉底小时候，一次，他的父亲正

在雕刻石狮子。小苏格拉底观察了好一阵子，

突然问父亲：“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雕刻师？”

父亲回答：“以这只石狮子来说吧，我并不是在

雕刻它，而是在唤醒它。”后来，苏格拉底也成了

一名“雕刻师”——一名受人尊敬的“心灵雕刻

师”，一次又一次将人们的心灵从蒙昧状态中唤

醒。

“教育之所以为教育，就在于它是对人格

和心灵的唤醒。”走进军营参军入伍的热血青

年，本身就怀有朴素的爱国主义情结。尽管他

们在行为方式、生活情趣等方面，表现出较强的

独立性、多变性、差异性，但当我们通过教育活

动，让他们迸发出练兵备战的激情、牺牲奉献的

情怀时，教育也就回归到其应有的本义——唤

醒。这，也正是一名政治干部的教育智慧所在。

唤醒需要情感触动。“每次演出都是满村

空巷、扶老携幼……凄凉的情节、悲壮的音乐

激动着全场的观众。”这是作家丁玲笔下，人们

观看歌剧《白毛女》时的场景。

在解放战争时期，歌剧《白毛女》一经上

演，就成为军队鼓舞士气、进行政治动员的有

力武器。许多战士深受感动，高呼着“为喜儿

报仇”的口号，在战斗中勇敢地冲向敌人。

列宁指出：“没有人的情感，就没有人对

真理的追求。”歌剧《白毛女》的影响如此深

远，教育效果如此突出，就在于它激发了广大

人民群众对黑暗旧社会的痛恨，唤醒了他们

渴望“翻身做主人”的斗争精神。

2014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

开，习主席带领全体代表参观古田会议旧址

与毛主席纪念园，一起吃“红米饭”、喝“南瓜

汤”。重温历史、眺望未来，“红米饭”“南瓜

汤”唤醒的不仅是人民军队艰苦朴素的优良

作风，更唤醒了大家对人民军队性质、宗旨

的思考与践行。

没有好故事，就没有感染力。故事是情感

的结晶，教育应当善于从书本、网络上收集故

事，从身边人身边事中挖掘故事，把理论融入

故事、用故事讲清道理、以道理引发共鸣，让课

堂充满温情、感动，在无波无痕之中影响官兵、

感召官兵、带动部队。

营造具有仪式感的教育氛围，加深情感体

验，同样有利于实现“教育唤醒”。当前，部队各

级与地方政府举行的表彰仪式有很多，这是对

军人职业尊崇感的一种培塑。身处基层一线，

我们需要持续挖掘战备训练、保障管理、重大任

务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搞好仪式教育，

以强烈的情感冲击，点燃官兵胸中的火热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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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
泽
云

换岗指导员的“快意”课堂
■本报记者 陈 利 通讯员 薛维高 周振国

训练间隙，一场交流活动顺势展开。轻松的话题设置和讨论氛围，让这次教育润物无声。 唐青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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