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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军基层建设在使命任务要

求、建设内涵、日常运行状态、部队组织

形态、官兵成分结构、外部社会环境等

方面，面临许多新情况新变化。我们应

科学把握、积极适应，认真解决突出矛

盾和问题，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

面过硬。

新时代官兵思维活跃，要做好官

兵的思想工作，必须让教育瞄准基

层、服务官兵，真正触碰活思想，解决

新问题。“评教”作为我军的优良传

统，是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沟通交流

的有效手段。

当下，一些单位“评教”制度虚化

弱化，表面上看是落实教育打了折

扣，根子则在于教育者缺少对基层官

兵主体地位的尊重，没能把官兵的所

思、所需、所想、所盼真正放在心上、

摆在前头。

落实“评教”制度，看似简单，实则

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次“供给侧”改

革。教育者必须让自己的教育内容走

出“自我设计、自我检验、自我循环”的

怪圈。只有让受教育者有话语权、选择

权，才能真正把官兵要听的、想听的、爱

听的融入教育内容之中，让教育变得鲜

活有趣、入脑走心。

用好“评教”制度，既要有落实的

刚性，还要有实施的灵活性，必须不

断开阔思维理念，丰富方法手段。这

就意味着“评教”不能仅停留在课堂

上，更要走向练兵场，检验官兵的精

神面貌和任务完成情况；不仅要坚持

“面对面”，让一线广大官兵发现问

题、指出问题，现场剖疑解难，更要通

过“键对键”点评，让官兵在网络平台

上畅所欲言；不仅要在官兵中间开

展，更要注重将教育阵地延伸至官兵

家庭，在联动中增强辐射力影响力。

落实“评教”制度既是对官兵、对

教育质量的负责，也是促使教育者自

身提高备课示教能力的有效手段。

教育者要主动把“评教”制度抓起来，

让优良传统焕发生机，发动官兵评起

来，把教育的质量评上去，把官兵的

满意度评出来。

“评”出活力和动力
■杨前卫

投影仪上，《网上有风险，用网须谨

慎》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录像刚一放完，一

名评委突然站起来开了“炮”——

“陈指导员这堂课，和连队实际结合

不紧密。年前，他们连就发生了两名战

士违规使用手机的问题。但他在课上从

头到尾都没有提及……”

此刻，新疆军区某红军师宣传科

副科长吴涛，正组织 6名官兵围坐一

起，对各单位报送来的教育课逐一进

行评审。

“不仅要告诉大家优质课‘优’在

哪儿，也要让大家明白没入围的教育

课在哪里丢了分，以便下次备课时有

针对性改进。”吴涛一边招呼大家继续

评审，一边叮嘱宣传科干事张禾年认

真做好记录。

“田教导员这堂课，信息量非常大”

“樊干事把自己单位的真人真事引入授

课主题，让人信服”……经过“评委会”一

番讨论，10堂精品政治教育课出炉了。

这样的评教活动，该师每年结合

部队工作实际组织 10次，每次聚焦一

个教育主题。从每月初开始，宣传科

就会陆续收到各单位推荐的思想政

治教育课。评审开始后，评委们先审

查电子教案、观看教学录像，然后集

体评分。

“情感投入不够，像背稿子”“第二部

分引用的例子太生僻”……你一言，我一

语，每堂课的不足之处一一被评委们揪

了出来。

阅教案、看视频、查资料……经过一

天的评审，评委会对本次17堂课的得分

情况进行排序。得分前10名的政治教

育课，入选全师年度“100堂精品政治教

育课”。

“如果一年也评不上一堂精品课，

自己也会觉得没面子！这样的评选活

动，既是一种鞭策，也可以促进取长补

短。”收到来自评委会的反馈，陈指导

员说。

为确保评审的公平、公正，“评委

会”成员一般从师机关干部、连队士官

骨干中临时抽组，人数根据部队遂行任

务的实际情况确定。评审工作的牵头

人吴涛告诉记者，“如今，大家授课水平

差距逐渐缩小，我们评委选择的难度也

越来越大。”

精品课出炉记
■本报记者 颜士强 特约记者 李 康 通讯员 曹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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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为何讲不透

休假归来，指导员王孝辉接过文书
张熊递上的政治教育计划。这周教育主
题为“融洽内部关系”。
“老话题，这堂课不难！”王孝辉根据

前段时间连队出现战士吵嘴的现象，搜
集相关素材，不到3小时就备好教案。

授课前，王孝辉自信满满。课堂上，
王孝辉列举了我军官兵关系的优良传
统，也讲述了维护内部团结的重要性。
接下来，他与战士围绕“不得在连队搞老
乡圈子”的话题进行互动。

本以为自己能轻松驾驭这个话题，
没想到，一名战士站起来问：“指导员，我
和连队几个老乡平时训练上相互学习和
帮助，生活上相互关心和照顾，不仅没有
违规违纪，还有利于增进情谊。以后退
伍回家，大家离得近，也能相互照应。您
说，这哪里有错呢？”

年轻战士的坦率，一时让王孝辉有
些措手不及。仓促之下，他也做了一些
解释，但更像是搪塞。提及那天的尴尬
经历，王孝辉仍感到有些羞愧。

其实，在课堂上闹过“大红脸”的远
不止王孝辉一人。指导员王龙峰刚上任
时间不长，连队就接连发生几起战士违
规使用手机的问题。

为此，王龙峰专门讲了一堂遵章守
纪的教育课，一口气明确了 10多条“禁
令”。可没过几天，连队又有一名战士违
规使用手机，还被王龙峰抓了个正着。

为啥教育不见效？事后，王龙峰组
织骨干分析研究对策。四级军士长卢晶
说：“你反复强调不让大家违规使用手
机，却没给大家讲清楚为什么。比如，正
课时间和就寝后使用手机，到底有哪些
危害……”

上士贾均雄接过话茬：“要是指导员
授课前能先听听我们的建议，肯定能起
到更好的警示和教育作用。”
“大道理讲不透，小道理讲不清。仅

当文字‘搬运工’和上级‘传声筒’，政治
工作干部的施教能力就会停滞不前。”在
座谈中，新疆军区某红军师一名领导指
出了这个倾向性问题。随后，该师侧重
加强政治工作干部的授课能力培训，其
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开展“评教”活动。

谁来评，怎么评

有过尴尬经历的王孝辉，自然认识
到了“评教”的重要性。那段时间，他很
想为自己备好的每堂课都组织“评教”。
不过，究竟该请谁来评、怎么评，他心里
并没有数。

王孝辉查阅了多个“红本本”之后，
依然没有找到答案。

结合连队的实际，王孝辉决定“摸着
石头过河”。大胆尝试几次后，他发现，
受“评委们”自身素质的影响，评出的效
果大不一样——

全部交由士兵来评，评出的教育内
容可能站位不高，理论层次上不去；但是
全部请干部来评，又不太接地气……

究竟请谁来评？一番尝试之后，王
孝辉觉得，要提升“评教”的质量和效益，
应该根据教育的主题和内容来确定“评
委”。

没过多久，师里进行优秀“四会”政
治教员比武竞赛，王孝辉被各级推荐为
基层评委。

评比那天，王孝辉发现，和他一起在
评委席就座的，有师团政治机关的干部，
也有营连主官，还有不少士官。

王孝辉拿起桌上的评分细则仔细一
看，上面列出了教学主题、教学设计、教
学内容、教学形式、课堂互动、事例运用
等多项指标，每一项指标都有相对应的
分值。评委们只需根据授课人的表现，
逐项对照打分。

让王孝辉没想到的是，评分标准中
“课件制作”只占整个分值的 10％，而教
学主题和教学内容占 60％。以往，课件
制作是评分中占比较大的一项。而现
在，主题是否鲜明、论述是否严谨、说理
是否透彻成为评分的主要依据。
“下次组织评教，就可以参照这个执

行。”王孝辉说。

评过的课，果然不一样

接到师优秀“四会”政治教员比武的
通知后，某团五连指导员李成主动报名
参赛。根据教育主题，精心编写教案后，
他又将教案内容熟练背记下来。

可李成还是觉得没有底气，又特意
请来营长、教导员和连队几名士官给他
提建议。
“不够自然，没有把个人的理解融入

其中”“身体姿态太僵硬，与大家的目光
交流太少”“重点不分明，一些该讲透的
地方含混而过”……

大家先后给他提出10多个问题，李成
都详细记录下来，逐一对照修改和完善。

取得比武第二名后，李成感慨地说：
“能取得这样的好成绩，授课前的几次
‘评教’帮了大忙。”

和李成有同感的，还有指导员王孝
辉。部队野外驻训展开后不久，肆虐的
风沙、毒辣的阳光让连队部分战士出现
了松懈。王孝辉决定给全连上一堂《吃
大苦耐大劳》的教育课。

课备好后，他又请来教导员和连队
骨干“评教”。
“连队老兵当年进疆时，在房无一

间、瓦无一片的情况下，自己动手修建营
房。把这个故事加进去，连队优良传统
的厚重感就出来了……”
“这堂课，可以把课堂设在戈壁滩，

从随处可见的红柳引入主题……”
吸取大家的建议后，王孝辉重新调

整了教案。很快，戈壁滩红柳旁，一堂别
开生面的教育课开讲了——
“新时代的革命军人，要像红柳一

样，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在本职岗位上成
长成才。我们要像稳固沙土、点缀戈壁
的红柳一样，为部队战斗力建设跑好属
于自己的这一棒。”

王孝辉的授课赢得了战士们的掌
声。“看着大家专注的眼神，我觉得这一
课‘成’了。”他感慨道。

上士刘奇听过很多同主题的思想政
治教育课，但王指导员这一课深深打动
了他：“语言通俗，道理深刻，例子生动，
讲到了点子上，也讲到了我们心窝里。”

此后几天，连队参加跨昼夜大强度
拉练，官兵们负重行军数十公里，多名战
士脚上打起血泡，但无一人上收拢车，全
部按时到达终点。

“评教”时间从哪里来

月初，王孝辉一拿到《政治教育计
划》就开始琢磨着备课。这天下午，他拿
着备好的教案兴冲冲地来到团机关。

没承想，宣传股长刚回家休假，另一
名干事当日值班。他又跑去找组织干
事，得到的答复是：“这两天实在抽不出

时间。”
王孝辉无功而返，有些失落——自

己计划的“评教”时间，不一定能和评委
们合拍。

严格落实“评教”，时间从哪里来？
这件事也曾让某炮兵团教育干事陈秋甫
头疼。

第一次组织“评教”活动时，全团教
导员和指导员到齐后，陈秋甫按建制顺
序让各连指导员逐一上台讲，现场其他
人员当评委。结果，一整天评下来，仍有
6名指导员没能登台。
“既然让大家畅所欲言，就不能随意

打断。”陈秋甫说，“可是，如果把每名指
导员的教育课都扎扎实实评上一轮，费
的工夫可就大了。”

后来，他们改进“评教”方法：连队的
自主随机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由各连自
行组织；主题教育或全团集中的大课，由
机关负责。
“每周精心备一课，至少也得花上一

天时间。”师警调连指导员康旺旺坦言，
“如果每堂课都评，的确没有那么多精
力。”

为此，该师在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制
订了《教育计划表》。这张表对全年需要
组织的主题教育、基础教育、法规法纪教
育、安全常识等 13类学习教育活动作出
统筹安排。

主题教育大课和干部每月一课教育，

安排师领导来讲；团、营两级也明确了各
自相应的授课内容。这样一来，连队指导
员每月授课任务量比以往减少一半。

落实“评教”，必须有相应时间的保
障。该师多个团级单位专门在周计划中
明确：每周三下午为政工干部活动日，利
用“指导员之家”，组织各营连政治主官
集中进行备课示教和“评教评学”。

指导员的任务减轻，有了更多精力
提升授课质量。一次，指导员王孝辉准
备为全营上一堂课。当时，恰逢部队遇
有大项工作，邀请大家集中“评教”并不
现实。于是，王孝辉逮住机会，见缝插针
找到营里几名指导员和老士官分别给他
提建议。

后来，王指导员这堂《笑傲演训场，
你准备好了吗》，受到全营官兵的点赞。
“任务重、时间紧，‘评教’并不一定要求
形式多么正规，但只要多听听大家的建
议，就一定会有收获。”如今，王孝辉对落
实“评教”的感触越来越深。

谨防“评教”走过场

某团六连官兵因执行任务，远离营
区，独立驻防。现实条件的限制，让指导
员李存伟很无奈——组织“评教”，每次

邀来的评委都是连队那几副“老面孔”。
“刚开始，大家都挺认真。后来，评

的次数多了，有些人就麻木了，提的建议
大同小异，还有的干脆以‘挺好的，没什
么问题’来搪塞。”李存伟甚至觉得，这样
没啥意义的“评教”还不如不搞。

单独驻防的“小散远直”单位，一直
是师领导关注的重点。经过一番探索，
该师以强军网为依托，构建了网上“推门
听课”系统。他们把音视频终端连到每
个连队的教育课堂和野外驻训场，让官
兵足不出户就能参与网上“评教”，打开
电脑就能享受教育“盛宴”。

这一举措让李存伟欣喜不已。现
在，打开电脑，远程连线各评委，就有人
帮他支招解惑。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为了避免
“评教”次次都提“老建议”，师里要求，各
级从开始备课就融入“评教”元素。他们
严格落实政治工作干部授课教案审批程
序，教案编写完成后，报请上一级政治工
作干部审批，审批人员也要及时提出合
理化建议。

某红军团对各营连政治教育教案进
行评议时，区分出A、B、C三个等级。不
合格的教案当场退回，责令备课人重新
编写。他们还将全年评 A次数，作为年
底评选优秀“四会”政治教员的重要依
据，不再像往年那样凭一堂课好坏一锤
定音。

此外，全师还每季度组织一次“政
工讲坛”，邀请曾在上级“四会”政治教
员比武竞赛中夺得名次的干部登台授
课。与此同时，他们每年评选出 100 堂
精品政治教育课，下发基层营连，供大
家学习借鉴。

组织过多次“评教”活动后，某团政
治处主任曹伟伟发现，大家对常规教育
课评得多，而对微课堂、微教育评得少；
对教育内容评得多，而对授课者运用新
形式和新方法评得少。

这其中，既有基层政治工作干部的
原因，也有评委思维和眼界不够开阔、不
会评的问题。曹伟伟考虑，依托驻地高
校多的优势，走出去参观见学，借鉴大学
“公开课”的模式，促使官兵提升“评教”
质量和效益。

官兵坐下，一起对照细则来“评
教”，并不是唯一的方式。信息时代，
热点问题、时事话题更新快、传播广，
基层政治工作干部学会运用新媒体
开展随机教育是一种必然趋势。这
也意味着，“评教”活动也必须更加灵
活高效。
“有时候，解读一个热点问题、播放

一段正能量微视频，就是一堂好课！这
样的随机教育，不用教案也能开讲。这
些教育课，还用不用‘评教’？”目前，宣
传科副科长吴涛正在寻找这个新问题
的答案。

你的教育课，经得起“评头论足”吗
■本报记者 颜士强 特约记者 李 康 通讯员 曹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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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评教”效果要在火热的练兵场
检验。新疆军区某红军师官兵在战斗体

能训练中个个奋勇争先。 刘 永摄

图②：新疆军区某红军师红军团士
兵代表为三连指导员明生永进行“评

教”。 贾国梁摄

图③：演训场上，官兵见缝插针开
展“评教”活动，有效提升教育质量。

李 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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