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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为解决基层思想政治教育吸

引力不够、效果不够理想的问题，各级

想了很多办法。“微教育”就是基层部队

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出的一种颇具时代

感的教育模式。

与传统上大课教育模式相比，“微

教育”体现的是“短、平、快”，突出的是

“新、实、活”，注重的是“真、深、广”。

但它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紧跟时代

发展、紧贴部队实际、紧盯官兵思想需

求，不但占用时间短、所用场地小，而

且内容更丰富、方法更灵活，也深受官

兵欢迎。

从当前一些单位开展“微教育”的

情况看，形式上的“短”和“小”，解决不

了以前教育效果不佳的问题。“微教

育”只有顺应内在规律、呼应时代需

求，才能真正抢占思想教育新阵地、掌

握主导权。

为何同样的“微教育”，有的单位成

效明显，有的单位效果不佳？即便是

“微课堂”，仍有个别官兵“宁愿在太阳

下站岗，也不愿在房间中听讲”。说到

底，问题还是出在施教者身上。正所谓

“教育不走心、官兵心就走”，而只有施

教用心，才能教育走心。

“微教育”更要下大功夫。回顾一

些单位开展“微教育”的经历可以看到，

启动“微教育”只是搭建起了平台，而要

真正提升教育效果，就要找准让官兵兴

趣爆燃的那个“燃点”，施教者要始终有

一颗带有“磁性”的心。

语言不生动，战士难心动。官兵是

教育的主体，他们参与教育、接受教育

的积极程度，直接决定着教育的质效。

在“微教育”中，走近并了解官兵的喜

好、烦恼、困难与诉求，善于以兵言兵语

讲理论，用身边事说道理，才能把官兵

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客观地讲，“微教育”带有独特的优

势，容易为官兵所接受。但正因为

“微”，才更要求“浓缩的必须是精华”，

要求必须找准最适合的切入点，这样才

能以小博大，不断找到“大道理”与“小

平台”之间的最佳结合点，引起官兵共

鸣。

正所谓功夫到家，教育到位。当

前，施教者要做的功课还有很多。比

如，及时从官兵的日常事、盘中餐、身上

衣中捕捉“微信号”。又如，坚持向中心

工作聚焦、向重大任务延伸、向日常生

活渗透等等。只有下足功夫，才能让

“微教育”有的放矢、小中见大、发挥实

效，从而让时代“主旋律”、社会“正能

量”和军营“好声音”牢牢占据官兵思想

阵地。

“微教育”更要下大功夫
■周东滨

只要点位准，小井也

能涌甘泉

“最美逆行者们再次为我树立了学
习的榜样”“作为新时代的军人，立足本
职独当一面，就是最好的担当”……

看着官兵们这些滚烫的留言，东部
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场务连指导员王晓
洋心中一阵阵激动。

本来只是组织连队官兵自愿捐款，
想着也许可以借此机会深化一下爱国主
义教育，王晓洋就通过微信群给大家推
送了《武汉守夜人》《武汉，等你重启》系
列“微视频”，抛出了“战疫情、话担当”的
“微讨论”话题。没想到，官兵们的讨论
会如此热烈。

这次成功“操作”，再次让王晓洋坚
定了一个观点——在开展“微教育”过程
中，只要点位准，小井也能涌甘泉。

王晓洋所说的“微教育”，正是该旅
力推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模式。

这个旅官兵长年坚守在海空一线
的不同战位上，训练和战备值班任务
繁重。只要战斗警报铃声一响，他们
就要立刻进入战斗执勤状态。这种情
况下，可用于上传统大课的教育时间
相对较少。

于是，该旅顺应时代潮流，结合部队
实际，创新教育手段方法，推出了全新的
“七微”教育模式，即设立“微课堂”、创办
“微讲坛”、播放“微视频”、拓展“微阅
读”、用好“微平台”、开展“微讨论”、推送
“微信息”。

但是，“七微”教育模式推开之初，有
的基层指导员并没有感到这会给基层带
来什么样的变化。

作为“七微”教育模式中“微视频”的
试点单位，指导员孙瑜所在中队很重视
这项工作。孙瑜亲自上阵制作“微视
频”，后期剪辑更是用上了最炫的特效和
动画，但视频播出后，反响并没有预想中
的那样好。这让他很困惑，不知道问题
出在哪里。

之后，该旅宣传科组织的一次军营
最佳“微视频”评选活动，让他茅塞顿
开。各基层单位制作的“微视频”，包括
孙瑜所在中队的“微视频”一并被上传至
旅内部网，由广大官兵打分评选。

此举激发了官兵参与的积极性，他
们把机务一大队推出的《海空雄鹰，卫国
而生》“微视频”选上了第一的宝座。

该旅政治工作部趁热打铁，带领大家
总结其中的经验。一番讨论，大家形成共
识：“微教育只有选准点位才能奏效”。

不久后的一次安全教育，更让该
旅的施教者认识到了“选准点位”的重
要性。

结合上级车辆事故通报，该旅决定
组织一次安全教育工作。说实话，这类
教育以前已经搞过很多次，一些官兵甚
至产生了“疲劳症”。

针对这一情况，该旅借助“微教育”
网络平台，把“行车安全”作为一个“微讨
论”话题，组织大家“兵说兵语”。

在讨论到高速跟车行驶的危害
时，汽车连上士黄苑标把在网络上看
到的一个顺口溜转进了平台里：“前车
摆尾一阵灰儿，后车倒霉撞土堆儿；吓
得小哥急卧倒，心惊胆战摔屁墩儿。”
这形象幽默的话语，让每一名官兵理
解了高速跟车的危害。

两周后，机关针对安全教育效果专
门组织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为：优。

只有“选准点位”，“微教育”才能
真正走进官兵的生活，进入官兵的思
想。自从这种新的教育模式启动以
来，该旅密切结合部队实际，先后推出
“奋斗成就青春梦”“班长的好样子”等
百余个“微讨论”话题。每一次话题讨
论都引发官兵积极参与，其中有 10 多
个话题被官兵评选为最喜爱的“热点
话题”。

以小博大，找准能点

燃大家兴趣的“燃点”

“报告，我要发言！”前不久的一个周
五下午，中队会议室里气氛活跃。看着
身边这些争着举手发言的战友们，机械
分队长王凯会心地笑了。

以往，每次上思想政治教育课，王凯
都有些犯愁。尽管每次都再三提醒，总
有人分心走神。

但这次课，战友们反应如此热烈，出
乎他的意料。和以前上大课不同，今天
的“微课堂”确实有点“另类”。没有多余
的话，开课先看小视频，恰恰是这段小视
频，引起了大伙儿的浓厚兴趣。

指导员孙瑜这时就坐在台下，心情复
杂，既有自我反思，也有对授课人、四级军
士长韩振魁的真心佩服，还有一份找到教
育有效方法后的那种轻松与喜悦。

以往这个时段，都是孙瑜的专属时
间。但凡没有训练任务，他都会利用周五
下午这半天组织教育，说实话，他常常觉得
“从头讲到尾”，自己累不说，效果也不好。

谈到这次“微课堂”的成功，韩振魁
很明白自己成功在哪里——短短十几分
钟的“微课堂”，他花的心思“比以前上大
课还要多”。

他给大家讲的这一课，名叫《团结就
是力量》。通常的经验，越平常的题目越
难讲。这堂课该跟战友讲点啥？韩振魁
想了好几个晚上，才打定主意。

那段时间，韩振魁有空就钻到会议
室琢磨，旁人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只知道
他整天对着电脑没完没了地捣鼓。

到了上课那天，韩振魁一上台简单开
场白后，就开始播放他精心剪辑的视频。
视频很短，但立即抓住战友们的目光。
“那是我”“我在你身后”……大家在

视频里找到了自己的身影，课堂上气氛
顿时活跃了起来。
“视频中那个跑在最后的就是我。”

视频播完后，新兵徐阳第一个站起来绘
声绘色地回忆起那天的情景：“快要挺不
住时，指导员把大家集合起来，有节奏地
给我鼓掌，还有战友带着我跑……”

在大家的鼓励下，徐阳才咬紧牙关

奋力冲到了终点。
“那次，带着徐阳跑，是我第一次主

动挺身而出帮战友。我性格较内向，那
次我受大家感染不由自主地放开了。”下
士冯宇强紧接着站了起来。
“当时孙可就在我右边，他喊加油声

太大了，我不得不用一只手遮着我的耳
朵。”中士杨浩响亮地说。
“请大家思考，这种团结是不是力

量？”韩振魁趁热打铁，借着这一问，一下
子把大家带到了讨论环节。
“为什么我选的视频能那么‘抓人’？”

随后的交流中，韩振魁道出了原因。他认
为：“‘微课堂’就是以小博大，必须要先找
准那个能让官兵兴趣爆燃的‘燃点’。”

那段时间，他一直在挑选视频，观
看、标记、对比，仅选定那段视频就用了
两三周时间。

青春、拼搏、激情、互助、合力、胜
利……所有能引起战友们共鸣的情感
“燃点”，那段视频里全有。

事实证明，韩振魁找对路了。
“‘微’是一种新形式，但形式‘新’同

样需要内容‘精’来配合，这样教育才能

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该旅政委彭志坚
解释说，“更重要的是，通过卓有成效地
开展‘微教育’，让不少施教者从对比中
看到了以前的不足，找到了更加高效地
上大课的方法。”

如今，在该旅，指导员孙瑜和其他施
教者也学会了找准能点燃大家兴趣的
“燃料”和“燃点”。前不久，讲扶贫攻坚，
孙瑜让大家每个人介绍家乡风景名胜，
分 享 当 地 特 色 小 吃 ，发 旅 游“ 邀 请
函”……短短十几分钟的“微课堂”，变得
越来越引人入胜，效果也越来越好。

三五分钟“圈粉”，磁

力来自心的热度

谈起“微教育”带来的可喜变化，该
旅修理厂教导员陶扬除了乐在嘴上，很
多时候也“乐在心里”。

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他的“粉丝”越
来越多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以前什

么样？陶扬很坦诚：“那时，有的战士和
我没有这么亲近。”

以前和战士谈心，陶扬一般是“谁出
问题就和谁谈”。两三个小时“思想碰撞”
下来，他总能把对方谈得心服口服。但一
段时间后，他发现不少战士对他敬而远之。

中士朱怡超让陶扬明白了自己问题
所在。一次，朱怡超跑步时不小心扭伤
了脚，脚脖子肿得跟馒头似的。他一直
没去医院，坚持参加工作。

陶扬当时不在营区。得知情况后，
他本想立即打电话劝劝朱怡超，但转念
一想，先帮朱怡超减轻病痛更要紧。他
先从网上找到了两则关于不同程度脚扭
伤的症状及如何正确处理的信息链接，
给朱怡超发了过去。

不一会儿，朱怡超的电话打了过来，
说链接已点开看了，非常感谢教导员的
关心，他知道怎么做了。很快，朱怡超就
去了医院。

事后，朱怡超告诉身边的战友，一看
那些链接内容，就知道教导员没少下功
夫，除了缓解了自己的症状伤痛，他从中
更感受到了教导员的关心。

此事也让陶扬深有感悟：教育工作
不一定每次非得拉开架势长篇大论，只
要从关心官兵的角度出发，小举措照样
能起大作用。

新兵李楚强刚下连队时，同宿舍的
上士杨恩椅便给他打“预防针”：“咱教导
员可能说了，你得有个心理准备。”

之后，李楚强便留了心。有一天，他
大体算了一下，教导员共找 12个人谈了
心。而且他还发现，每次教导员和战士谈
心只有三五分钟，最长的也就十几分钟。

虽然教导员一直还没找李楚强谈过
心，但是身边被谈过心的战友不止一人
对他说：“教导员可神了。”

有一次，陶扬刚开完会就有事离开
了，笔记本落在修理厂会议室里。碰巧
那天李楚强负责打扫会议室，就随手打
开翻看。结果，内页夹着的一张周教育
计划表，将他成功“圈粉”。

计划表上，除了上级布置需要落实
的规定教育内容外，还密密麻麻备注有
这样一些“教育任务”：天气转冷，记得提
醒增添衣物；吴勇亲人患病住院，及时进
行疏导；于瀚洋近期情绪波动大，需关注
加以开导……

李楚强略微数了一下，大概记了有
四五十条，很多条都关乎战士的烦心事
和忧心事。

下士黄恩豪被教导员成功“圈粉”，
则是因为几本书。

高中毕业后入伍，黄恩豪暗下决心，
准备在增强军事技能的同时提升一下学
历。谁知，网上没买到学习资料，四处托
人也没找到，他情绪上有了点起伏，几次
向同乡战友发牢骚。不久后，陶扬找到
了他，一见面就递给他一个包，包里正是
他想要的学习资料。这让黄恩豪感到，
教导员把他放在了心上。
“教导员你真神，三五分钟就被你圈

粉。”面对官兵们对自己的肯定，陶扬很
开心。
“‘微教育’想要高效，要用真心。只

有细致入微地关心战士，知道他们所急
所需，教育才有针对性，才能真正触动他
们内心。”陶扬这样说。

三五分钟成功“圈粉”，施教者的磁力
来自心的热度。如今，这已经成为该旅全
体政治工作干部的共识。无论官兵是在外
出差、学习还是休假，都能收到各基层连队
发送的“微信息”，送去温馨提示的同时，也
让官兵感受到一种由衷的关爱。

以心暖心，事半功倍。在该旅，“微教
育”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效果。官兵们纷
纷在心里为旅里的“微教育”做法点了一
个大大的赞：教育虽“微”，力量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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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言 微 语 ”渗 入 心 灵 深 处
■本报特约通讯员 沙凌云

“教育”这个词，对基层官兵来说，人人

耳熟能详。

对于这个词，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

旅机务中队指导员孙瑜有着自己的理解。

在他看来，“教育”这两个字有时需要拆开

来加以理解——在实际工作中，“教”相对

容易，给大家讲清楚一个理论观点不是什

么难事；但是要达到“育”的效果，在官兵脑

海里真正打下烙印，让大家学有所获、实现

素质提升，那可真是不容易。

孙瑜所在的这个旅驻守在祖国的东海

前哨，长年担负着繁重的战备任务。任指导

员以来，孙瑜就为自己明确了努力方向——

成为基层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行家里手”。

为上好教育课，孙瑜付出了不少心血，

不断变换和丰富教学方式，又是视频，又是

音乐，方法真没少想。但一段时间下来，他

发现效果并不明显。有一次上大课时，他

发现一个战士居然打瞌睡，顿时感到既生

气又沮丧。

很多时候，孙瑜意识到自己处境挺尴

尬：“说多了大家不愿意听，说少了自己放

心不下。”有几次“走上前去”做战士的思

想工作，战士却说自己“心里没疙瘩”，让

他放心。

正当孙瑜一筹莫展的时候，该旅推开

了以“微课堂”“微讲坛”“微视频”“微阅读”

“微平台”“微讨论”“微信息”为内容的“七

微”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结合一次大项演习任务誓师，该旅政

治工作部推出了一段关于战斗精神培育

的“微视频”，在官兵中引发热烈反响。大

家纷纷在内部网论坛上留言，表示会全身

心投入演习、练强本领，做新时代的海空

雄鹰传人。

孙瑜注意到了官兵身上发生的这种变

化，把这段“微视频”反复看了好几遍。

视频中既有影片《高山下的花环》中的

精彩片段，也有官兵日常训练、生活的生动

画面，还适时穿插着“忠诚善战、气霸海空”

等让人分外提神的字幕……

看着官兵热情洋溢的留言，感受着

“微视频”带来的震撼，孙瑜对如何搞好部

队基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和感悟。

机翼下的“微教育”课堂，有力激发了官兵们练兵备战。

贾紫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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