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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一边是交心交流

的迫切需要，一边是谈

不出来、不会谈的尴尬

上任没几天，某连指导员就与全连
人员谈了个遍，慢的半个小时，快的仅
数分钟。一天晚上，从看完新闻联播到
点名前，进出指导员房间的就有 6名战
士。

从外单位调任新连队，这名指导员
对战士最初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花名
册。谈心的开场，往往是指导员确认战
士的基本信息，随后就是询问家里情
况、下一步打算等。我问你答，填满“知
兵录”上未显示的那些信息后，双方常
常陷入“尬聊”。

指导员办公桌前这把椅子，随着战
士的进进出出，热了冷，冷了又热。

后来，大部分战士都表示，不愿再
坐上那张椅子，因为感觉“如坐针毡，像
犯了事儿”。

谈心难交心，这样的情况并非个
例。

谈心是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的一
种随机教育方法。谈心，是打开心灵的
钥匙，是经常性思想工作的有效手段，
也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其目的
是交流思想、增进了解、融洽感情、提高
觉悟。

为确保谈心制度有效落实，一些基
层部队专门规范配发了《谈心记录
本》。然而，谈心要谈到什么程度，很难
做出硬性要求，谈心的效果也没有衡量
指标。这也导致一些谈心仅仅停留在
纸面记录上。

显然，一些战士对这种“纸上谈心”
并不买账，认为被作为“谈心对象”记录
在本子上，“就像被调查问询，不光
彩”。一名新战士得知自己和指导员谈
心时说的话被记录在《谈心记录本》上
之后，表示“以后不会再吐露心声”。

除了记录本这个尴尬的存在，另
一个现象也引人深思。第 75集团军某
旅宣传科科长张政庭介绍，基层干部
基本上都没有受过谈心方面的系统培
训，也很少有人觉得谈心需要培训，
“不就是聊天嘛，谁还不会聊天呢？”

然而，现实是一些带兵人说起理来
“高大上”，开口闭口“想当年”，关心问
候“老三样”，不管跟谁谈，都是“一个
调”；不管谈什么，都是“老一套”。

不少基层干部不懂谈心的技巧，缺
乏对官兵不同性格特点的研究，开门见
山，单刀直入，结果不但官兵心里疙瘩
没解决，反而令问题加剧。
“关于怎么谈心，我还被战士‘指

导’过！”某连指导员说起他刚上任时的
一段经历——

面对具有鲜明网络时代特征的“拇
指一族”，这名指导员发现自己脑中的
“词库”不够用，聊上三两句后就跟不上
战士们的节奏。大家一致认为他是个
“话题终结者”。

“不怕训练搞得猛，只怕谈心谈得
深。”采访中，某旅四级军士长小张眉头
紧锁，留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比武集训那么苦，都没把我难

倒。倒是谈心，像一座大山压在我心
里。”在比武中多次摘金夺银的他，对一
个场景记忆犹新。

在军旅生涯的第 5个年头，他和自
己最信任的一位排长聊天时，无意中透
露了“想回家创业”的想法。谁承想，第
二天，他正在训练场上热身，突然被叫
回了连队。

一个上午，教导员、指导员、排长轮
番上阵做思想工作，目的只有一个：把
这名训练尖子留下来。
“其实，当时我也就随口一说，并非

真的要走。”这场谈心让他谈“怕”了。
从此，一涉及今后打算这类问题时，他
要么避而不谈，要么“顾左右而言他”。

一边是交心交流的迫切需要，一边
却是谈不出来、不会谈的尴尬。调查

中，有近四成战士反映，他们谈心时“说
一半藏一半”，说的大多是积极正面的
话，藏的是真实想法和情感。
“有问题，才去谈心；没问题，也没

什么好谈的。”这种错误认识，在基层还
有一定市场。一些带兵人把谈心当作
问题发生后“亡羊补牢”的手段，而没有
当作排除隐患的必要做法。

问了很多问题，讲

了很多道理，并不等于

谈好了

某连指导员，原来是一名机关干
事。到连队任职后，他格外重视谈心交
心工作，特别关注个别人的思想转化。

了解到战士小李性格内向、怕吃苦
等情况后，指导员决定制造个“机会”跟
小李谈谈心。

那天晚上，小李正在站岗，他随意
走过去跟小李聊了起来。他俩越聊越
投机，指导员就趁热打铁、顺藤摸瓜。
小李也敞开心扉，谈到了自己的家庭以
及入伍前的经历。

小李提及自己从小衣食无忧，没吃
过什么苦头。指导员马上展开现场教
育说：“要勇于跳出舒适区，多逼自己成
长。”

小李谈到自己喜欢一个人训练时，
指导员当即引导说：“融入团体才能实
现个人的更好发展。”

就这样，一次不长的谈心，小李被
打断了 5次。指导员问了很多问题，也
讲了很多道理，可最后谈心“卡住了”，
陷入尴尬的沉默中。

无计可施的指导员去找教导员陈
军诉苦。陈教导员反复提醒、复盘，这
名指导员才发现问题所在：原来自己在
谈心前，就已经给小李“画好了像”，与
其说是谈心交心，不如说是一次调查问
询和批评教育。
“你站在人家对立面，换成是我，我

也不会接受。”陈教导员说。
“如果带兵人的‘雷达’捕捉不到战

士的心灵‘电波’，关爱的‘细雨’滋润不
到战士的思想‘心田’，就很难实现心贴
心的交流。”这是第 75集团军某旅政治
工作部主任陈银波多年基层工作经验

的总结。
某旅群众性练兵比武前夕，种子选

手、上士小李找到指导员报告：“比武时
间和我外出考驾照冲突。”

这名指导员认为自己与小李共处
快 3年了，彼此知根知底，便直接批评他
说：“你不该把私事放在公事前面。现
在要先把心思精力放在训练上。”

道理讲了一大通，可小李却认为指
导员没把他当“自己人”，不为他着想。

后来，小李在比武中遭到淘汰。指
导员又找他谈心，结果可想而知——不
欢而散。

记者走访某旅多个连队发现，绝大
多数带兵人都想谈好心，也尝试了不少
谈心的方法，但总感到谈心的效果不尽
如人意。

一名指导员感慨：“每次谈心，明明
该问的问题也问了，该讲的道理也讲
了，可就是谈不到战士的心里去。”

问题的症结到底出在哪？记者与
官兵深入交谈发现，基层营连中那些无
效的谈心有一些典型表现——

有的人为谈心而谈心，为落实要求
去谈心，象征性地问几个问题，没有感
情交流；

有的人把批评当谈心，还没听完对
方的话，就根据第一印象进行评估，作
出不合理的仓促评断；

有的人不厌其烦地询问说教那些
有“思想疙瘩”的战士，而没有放低身段
耐心倾听对方诉求；

有的人习惯“检察官式”的谈心，战
士说每一句话前都得掂量掂量……
“如果心态上居高临下，观念上无

法接轨，又怎能打开心锁，把工作做到
战士心坎上？”陈银波认为，谈心说到底
就是心的碰撞，解思想疙瘩，破疑难困
惑，稳心理情绪。

好比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
推动另一朵云，拨动心弦才能谈得深
入。反之，问得再多，说得再好，效果可
能越差。
“如果我不多讲些，起不到主导作

用，任由官兵海阔天空地发挥，那不是
我的失败吗？”对此，一位指导员也抛出
了自己的苦恼。
“这是典型的以自我为中心。”某旅

领导坦言，一些带兵人与官兵谈心时往
往预先设定好主题，而没有真正以对方
为中心。如此一来，恰恰抛开了交流中
最重要的东西——对方的现实需求和

情感基础。
在某连指导员郑旭看来：“谈心不

是博弈，不能追求输赢，需要慢工出细
活。”

有时候，并不是说

得“不够”，恰恰是说得

“太多”

从机关到连队任职后，指导员朱志
鹏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把全连官兵的心
凝聚在一起。

谈心是个好办法。不久后，连队
发起了大谈心活动。这位喜欢阅读
《演讲与口才》的指导员深谙谈心的技
巧。于是，他精心准备了一堂关于沟
通交流的课，专门传授给全连的干部
骨干。
“谈心不仅是连长、指导员的事。

如果总是少数几名干部和战士谈，无形
中大家会产生一定的压力，还容易形成
‘话语疲劳’。”朱指导员觉得自己的做
法很科学。但一段时间过后，谈心的效
果并不佳。

朱指导员在反思，也在尝试改变。
不久，老兵退伍季，他尝试了一个新办
法——开恳谈会，集体谈心。

为了这次集体谈心，他没少做功
课。会前，他专门找来下士汤建雄，鼓
励他带头讲真话、说实话，给连队“挑挑
刺”。

一开始，汤建雄果然带头“开了
炮”。结果，战士们面面相觑，不知道指
导员“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接下来的发言，大家还是很谨慎，
说的都是面上的话，表现得“理性而有
分寸”。尽管如此，朱志鹏仍耐着性子
聆听。

五分钟、十分钟、半小时……不知
道从谁开始，老兵们谈开了，甚至连指
导员和连长的“缺点”也被点了出来。
整个会议室的气氛，越来越活跃。
“老兵们‘挑刺’的背后，是对连队

发自内心的爱。”一场恳谈会下来，朱志
鹏收获颇丰——人才培养使用断茬、个
别骨干“耍特权”等 10余条阻碍连队发
展建设的问题被揪了出来，连队的凝聚
力在“吐槽”中更强了。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说得
不够多，恰恰是因为我们说得太多。”
在某炮兵营教导员王贵看来，谈心者
要尽可能地展示出愿意倾听的姿态，
建立一个足够安全的场所和环境，让
对方敢于表达真情实感，甚至主动反
映情况。
“充分尊重并耐心倾听，本身就是

一种谈心的方式。”某连指导员郭长卿
说。

去年 8月，刚休完事假归队的中士
小林，在一次机关的检查中被发现违规
使用手机。

小林平时表现不错，过去从未有过
违规违纪行为。而且，他刚参加完选晋
中士考核。这个时候犯错，背后会不会
有什么隐情？

郭指导员当即私下交代几名骨干
接连去找小林“开导”，可小林就是一言
不发。

让人没想到的是，不久后，小林就
把一纸退伍申请书塞到了郭指导员手
上。
“每次谈心，他都表现得相当积极

正面。谁知他却……”看着小林递交的
退伍申请书，郭指导员措手不及。

这一次，郭指导员没有“大道理套
小道理”地讲，而是平心静气地听小林
说。

将心比心，小林这才道出实情：原
来他那次违规使用手机，是在和家里商
量“去留”问题。前段时间休假回家，他
发现奶奶生了重病身边无人照顾，一时
萌生了退伍回家照顾奶奶的念头。
“我认为，谈心并不能解决我的家

庭问题。这种家事还是越少人知道越
好。”面对真诚聆听他倾诉的指导员，小
林最后才透露只言片语。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些战士排
斥谈心，因为他们觉得一旦自己“被谈
心”了，在别人眼中自己就是有问题、犯
了错。
“一些带兵人往往先入为主，却忽

略了战士的真实想法。”某旅部队管理
科参谋梁旭杰谈到，谈心更多时候需要
用心倾听，谈得恰到好处才容易打开战
士的“心锁”。
“拿着本子正襟危坐，战士能跟你

掏心窝子吗？”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陆
轶坦言，带兵人能听善听、不抓辫子、不
打棍子，才能营造畅所欲言的氛围，才
能走到战士心里去。

谈 心 ：一 个 老 话 题 的 新 解 析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骆 瑶 叶津华

谈心，是我军开展经常性思想工作的一个重要“法宝”。各级
首长机关很重视，基层营连天天抓落实，但谈心效果究竟如何？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

有的带兵人满口大道理，只满足于“谈了”，而不看“谈得如
何”；有的带兵人自己背着“思想包袱”，却去给别人“卸包袱”；还

有的带兵人只注重交流的方式从“土”变“洋”、从“面对面”变“键
对键”，却忽视了谈心的内容，越谈反而离兵越远……

针对个别单位的谈心工作现状，有这样一首打油诗：不出
问题不谈心，不找上门不谈心，谈起心来不上心，出了问题才
闹心。

一路采访，一路观察，记者听到许多基层官兵对谈心话题的
困惑和思考，也看到了他们的创新和探索。

带兵有感情，谈心才走心；官兵一条心，才能越谈越贴心。本
期和下一期《军营观察》，我们聚焦谈心这个老话题，共同关注和
探索新时期基层开展谈心工作那些事。

基层热点话题·如何对接新生代官兵

训练间隙，老班长和新任班长促膝谈心，交流工作经验。 骆 瑶摄

谈心是官兵之间进行思想和感情交

流最直接、最常用、最有效的方式，对增进

官兵感情、及时化解矛盾、密切内部关系、

促进安全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苏格拉底说过：“自然赋予人类一张

嘴、两只耳朵，就是让我们多听少说。”谈

心亦然，要想通过对话去影响他人，必须

先学会有效倾听。倾听，不仅能够充分收

集情况信息，识别谈心对象的情绪诉求，

提高表达的针对性，也能为即将开始的对

话营造足够信任的氛围。

心理学表明，当个体感受到被别人倾

听时，他们也会更细心地关注自己的表

达，更开放地评估和澄清自己的想法和感

受。除此之外，他们也会减轻防御和抵触

心理，更愿意听取别人意见。

谈心，有时不一定要拿出多少高人一

筹的真知灼见，真诚耐心的倾听往往就能

事半功倍。

有效倾听，首先要真诚，真诚才能听

到心声。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深刻

指出：“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

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

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

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谈心者要坚持平

等原则，通过适当的言语和行为向对方表

达尊重、友善和理解，使谈心对象感受到

真心诚意。

有效倾听，也要适当共情，理解和体

验对方的处境和感受。谈心不是博弈，不

需要抓住某个细节展开咄咄逼人的辩论，

而要通过换位思考准确把握谈心对象的

感受，建立和谐的对话关系，释放温暖的

信号。谈心前，谈心者不仅要对谈心对象

的性格特点、兴趣爱好、成长阅历等基本

情况了如指掌，还要动态了解其不同时期

不同任务阶段的心理想法、内心诉求。

有效倾听，还应给予恰当的反馈，这

也是区别于无效倾听的关键。谈心者要

积极参与到交流中去，表达出对谈心对象

的关心关注。谈心本来就是围绕问题展

开的，即使对方语带偏激，谈心者也要本

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及时恰

当地给予回应和引导。

谈
心
，先
学
会
有
效
倾
听

■
张

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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