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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的课件为啥败

给了粉笔头

——包子好吃不在

褶上，内容好坏是衡量教

育质量的关键

精心制作的课件，竟然败给了粉笔头！
北部战区陆军思想政治教育座谈会

上，某旅政委汪占军讲述的这件尴尬事，引
发了大家的深刻反思。

前不久，该旅组织思想政治教育授
课评比，一半评委由基层战士来担任。
考虑到青年官兵的特点和爱好，一位指
导员在教育形式创新上下足了功夫：精
心制作炫彩课件，借助手机投屏器、VR
全景设备、AR现实增强技术等软硬件
设施，打造了一堂集声、光、电于一体的
教育课。

谁也没想到，如此精心准备的一堂
课，竟然败给了三连指导员张崎一堂最
普通的教育课。

那堂课，张崎甚至都没有用幻灯片，
只用最简单的粉笔板书。官兵们个个听
得津津有味，从机关评委到战士评委都
给了高分。

有评委当场点评：精美的课件确
实好看，但包子好吃不在褶上，内容是
关键。

对此，许多思想政治教育骨干感同
身受。

革命战争年代，我党“打土豪分田地”
这句口号，既通俗易懂，又说到了广大贫
苦农民群众的心坎上，为此，广大贫苦农
民群众纷纷加入革命队伍。

某部政委说，在座谈会召开前一天，
他在网上搜索“网络政工”“教育创新”等
关键词，弹出来诸多的新闻里，大多都是
讲述教育方法形式创新的，而关于教育内
容创新发展的屈指可数。

这引起了大家共鸣。这些年，各级都
在探索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效的方法，注
重针对年轻官兵的时代性搞创新，却出现
了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

有的把心思用在博取年轻官兵“眼
球”上，一味注重时尚元素，结果把教育搞
成了“时尚秀”；有的把精力放在课堂设计
上，花大气力制作美化课件，绞尽脑汁设
悬念“抖包袱”；还有的标新立异多多益
善，自选动作花样翻新……

教育的本质，是“思想”的输送。创
新教育形式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但我们
必须清醒认识到，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
如果重视形式忽略了内容，就会本末倒
置。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领导一针
见血地指出：“为什么很多专家教授讲
课，虽然形式简单大家却喜欢听？”

这位领导谈起自己的一次听课经
历。那是金一南教授讲授的《中国梦——
从民族救亡到民族复兴》。整堂课，金一
南教授只用了一张幻灯片，上面写着讲
课题目，可大家都听得聚精会神。
“这说明，无论什么时候，内容的好

坏永远是衡量教育质量的关键。”他说。

好菜品是好食材做

出来的，好的教育也是以

好内容为支撑的

——切忌顾此失彼，

重视教育形式创新却疏忽

了对教育内容的挖掘

某集团军政治工作部领导打了一个
形象的比方：教育就跟厨师做菜一样，如
果食材是过期的，即使再加工、用再漂亮
的餐具盛出来，让人吃了也不是滋味。
“如果说，好菜品是好食材做出来

的，那么好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以鲜活

内容为支撑的。”这名领导语重心长地
说，“切忌顾此失彼，重视教育形式的创
新，却疏忽了对教育内容的挖掘。”
“对时代性、感召力的认识有偏

颇，导致了我们行动上的偏差。”一位
指导员讲述了自己走弯路的经历。

一次，他给官兵讲课，尝试引入了
网络语言。结果，这堂课效果特别好，
这让他倍感振奋。后来，他在备课时
开始把大量精力放在了怎么博取官兵
“眼球”上，不知不觉中放松了对教育
内容的更新锤炼。
“其实，根源还是教育者是不是在

偷懒，政绩观是否端正。”回顾自己的亲
身经历，一位教导员推心置腹地说，形
式的创新既好看、效果又明显，而内容
的研究却需要下苦功，事前得深入调研
找准问题，查阅大量资料归纳总结。而
教育效果的好与坏、高与低的标准不好
体现，一旦遇到个不太懂行的考核者，
在内容上下的功夫可能就白费了。

这名教导员就曾遇到过这样的尴
尬。一次，他花了整整一个月精心撰写
教案。本以为会受到好评，他没想到，当
时机关前来考评的“考官”，看到他授课
就一份干巴巴的教案，便给了“差评”。

“这其实折射了教育考评的问题。”
一位来自机关的教育干事说，考评往往
就是指挥棒！如果上级衡量教育的好坏
看形式，那下级就会把更多精力用到形
式上；可如果教育考评更多看内容、看效
果，那教育者就会把内容凸显出来。
“各级教育者必须要有使命担当！”

结合自己从事政治工作 30多年来的切
身经历，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一位
领导说：之所以会出现重形式轻内容的
问题，最关键的原因还是有些教育者没
主动向年轻官兵靠拢。
“今天，我们官兵的文化水平更高，

营连的硬件设施更好，授课材料也有文
采，演示课件也很精美，为什么离官兵
期待的样子还有一些距离呢？”这位领
导给大家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为了让
桔子看起来更加美观，有些商家会往桔
子上打蜡。不少顾客会因为桔子的外
观而购买，但如果味道不够甜，则鲜有
回头客。
“这个例子乍一听感到很新鲜，细

一想发觉真是这么回事。”不少教育骨
干眼前一下子亮堂了起来：“有谁会因
为好看的外观，而购买明知不甜的桔
子呢？”

“桔子好不好看固然重要，但甜不
甜才是决定桔子销量好坏的关键因
素。”座谈会上，某陆航旅指导员周广杰
在笔记本上记下这样一句话：教育者必
须坚持“内容为王”，不能舍本逐末，把
劲用偏了。

再炫的网页离开了

好内容好故事，也会造成

审美疲劳

——要靠内容“圈粉”

“涨粉”，教育者必须要有

使命担当

桔子多甜才算甜？
某旅政委王涛给大家讲述了一段

经历。
一堂关于官兵关系的教育课，他讲

了足足17年，如今依然受欢迎。
为什么？这位有着 20 多年政治工

作经历的旅政委告诉大家，因为这份讲

稿他讲了17年，也改了 17年。
17 年里，为了把这堂课讲好，王涛

究竟有多少次深入基层、问计官兵，究竟
有多少次查阅资料、潜心修改，已无从得
知。记者只知道，讲稿的字数从最初的
8000多字，到后来的近 20000字，再到如
今的 8000字，始终紧跟时代的特点和官
兵的现实需求改变。

授课的内容，也从单一的官兵一致、
发扬民主，扩充了不少新课题。王涛说：
“内容增加是因为时代变化，内容删减也
是因为时代变化！教育者一定不能浮躁，
必须沉下心来搞准官兵到底需要什么。”
“为一堂课这么认真执著，值得吗？”

面对提问，王涛回答说：世界上最难的两
件事，一个是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
袋，另一个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
脑袋。

在他看来，后者更难。
这些年，王涛越来越感到：随着时代

发展，信息传递介质已发生质的改变，对
传统课堂教育的信息传递模式、思维理
念、组织形式等带来挑战，这也导致越来
越多的教育者，把目光聚焦到使教育课
堂更加多元化、教育手段更加多样化、教
育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上来。

“在与时俱进的同时，我们更要保持
清醒的认识，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
系。”王涛说：“求‘变’的同时，对通过课
堂获取知识、接受教育的初衷不能变，无
论技术怎么改进，‘内容为王’的内核不
能变。我们不能仅仅追求形式的新颖、
手段的先进，而不注重完善施教内容。”
“要做到这些，我们必须甘于长期做

‘潜功’。”王涛经常对身边政治工作干部
讲，铸魂育人是一项灵魂工程。作为官
兵灵魂的工程师，教育者必须认清自身
肩负的崇高使命与厚重担当。

有了清醒的认识，才有行动的自
觉。前不久，为了准备一堂题为《新时
代下的“神枪精神”》教育课，某旅“神枪
手四连”指导员高艺博，不仅把连队历
史反复读了好几遍，还多次向连队老兵
请教连队的精神内核，向兄弟单位打电
话了解教育内容创新的好招法。

最终，高艺博将目光聚焦在“神枪精
神”如何在转型中赓续上。
“使命任务变了，但一切为战的精

神没有变，新时代的‘神枪手’不仅神在
枪法准，更神在心中有使命、心中有
担当。”他这堂“干货”满满的教育课，赢
得了大家一致好评。
“搞教育，双方的双向交互体验很重

要。”高艺博说，“搞好教育需要教育者勤
于观察、善于提炼、精于选材、富于积
累。这些能力没有捷径可走，不会一蹴
而就，必须把苦功夫、笨功夫下在平时。”

高艺博认为，“流量主导”的时代，主
动拥抱官兵才能与时俱进不落伍；“内容
为王”的时代，官兵爱听才能入脑入心；
“用户至上”的时代，抓住官兵内心、赢得
广泛认可就是抓住了关键、赢得了主动。

这些年，高艺博不仅总结出很多这
样的教育诀窍，还摸索出了针对性推送
教育内容的方法。前不久，官兵们练兵
备战热情有些懈怠，他马上通过抗疫过
程中的感人故事激励大家。

效果为啥这么好？
高艺博说，抖音等短视频软件为啥

大家都爱看，不仅是因为视频内容吸引
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软件会根据用户
的观看历史，有选择地为用户推送他们
喜欢关注的内容。他将这一方法引入教
育内容，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归根结底还

是应成为官兵增长见识、解决问题、使人
受益的平台。”聆听大家的讲述，北部战
区陆军政治工作部一位领导打了一个
比方：再炫的网页离开了好内容好故事，
也会造成审美疲劳。教育者要靠内容
“圈粉”“涨粉”，必须有使命担当。

这位领导的话，让在场每一名教育
者都感到肩头的担子沉甸甸的。那一
刻，教育必须“内容为王”的理念，在他们
的心中变得愈加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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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关于思政课的“头脑风暴”
—从北部战区陆军一场座谈会感悟思想政治教育内核

■■本报记者 刘建伟 宋子洵 通讯员 张 宁

盛夏，北部战区陆军召开思想政治
教育座谈会，组织连、营、旅、集团军和战
区陆军五级思想政治教育骨干齐聚一
堂，敞开心扉讲述教育中遇到的困惑与
难点，引导大家在集智讨论中澄清模糊

认识，破解现实问题。
越讨论越清晰，越研究越透彻。

记者旁听座谈会看到，各级思想政治
教育骨干站在我军思想政治教育全局
的高度，围绕“教育内核”和“教育目

的”等进行深刻讨论研究。如何抓住
影响和制约教育效果的核心因素，如
何促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本
真，他们的多方位探索令人印象深刻，
给人颇多启示。

融媒体时代，众多新闻媒体在重视

融合的同时，越来越强调“内容为王”。

可以说，“内容为王”是当今传媒界最为

熟知的理念之一，指的是在信息爆炸的

时代，谁能提供优质内容，谁就能占得

先机、拥有用户。

同理，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如此。

我们知道，接受教育本质还是接受

信息，这跟我们阅读文章的道理其

实是一样的。海量信息中，那些人

云亦云的“大路货”，往往引不起我

们的注意；而那些话题新颖、思想深

刻的文章，则会让大家印象深刻甚

至念念不忘。

决定信息价值的不是包装而是内

容，决定教育价值的不是形式而是内

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的“诗和远方”

在哪里？答案既是创新形式和方法，更

在最关键的内容上。

近年来，面对“手握鼠标长大、敲着

键盘说话、拿着手机比划”的新一代年

轻官兵，各级都十分重视创新教育的方

式方法，取得明显成效。但也出现了一

些值得注意的现象：有的过分看重形

式，把心思和精力花在琢磨教育形式和

外在的东西上；有的重视网络平台甚至

超过了教育内容本身，页面花里胡哨，

内容却老旧空洞……面对这些问题，部

队各级教育者都要警醒自己：谨防捡了

芝麻丢了西瓜。

形式服务内容，万变不离根本。一

方面，我们要认识到，信息时代，过不了

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关，思想政治教育

的方法就会落后，手段就会单调，就难

以保证教育效果。另一方面，我们也要

看清，网络平台只是手段，无法代替鲜

活的教育内容。

毫无疑问，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

性、感召力，我们既要重视紧跟时代特

点，创新方法手段，但更关键的还是在

于内容是否新颖扎实，是否符合官兵解

疑释惑的需要。

面对教育内容这个“西瓜”，教育者

只有不断地“浇水施肥”“喷药除害”，

不断地钻研业务，阅读更多的理论，悟

出更多的道理，丰富表达的语言，注重

表现的艺术，才能真正赢得官兵对思想

政治教育的兴趣，满足官兵的精神需

求，也才能使“西瓜秧”茁壮成长，结出

丰硕果实。

认清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一内核，

各级教育者就不会把劲使偏了，就能始

终把功夫下到对“西瓜秧”的长久“浇水

施肥”上。

思想政治教育的“诗和远方”，既

在网上，更在脚下，考验的不仅是各

级教育者对教育形式与内容辩证关

系的掌握，更多的还是教育者的使命

担当。

制造业里，质量是产品竞争力的

核心；教育课上，内容则是教育影响

力的关键。只要我们抓住这一根本，

树立“内容为王”的理念，用更多

的 精 力 抓 好 教 育 内 容 的 创 新 和 发

展，就能让“思想”真正走进官兵

心里。

谨防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本报记者 刘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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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借助红色资源开展主题教育。 刘常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