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政课堂越通俗

易懂，越有吸引力

引发郭续亮上课态度发生变化的
“催化剂”，是一堂名为《我们为何要做
马克思的铁粉青年？》的思政课。

这堂新颖的思政课，是主讲教员马
若飞专为“90后”“00后”学员精心设
计的。
“你和马克思的距离有多远？”走上

讲台，马若飞用这句提问作为开场白，
瞬间点燃了课堂。
“ 马 克 思 是 人 类 千 年 第 一 思 想

家”……面对学员们五花八门的回
答，马若飞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
插播了一段“花絮”：近年来，西方
国家掀起了“马克思热”，《资本论》
重新畅销甚至一度脱销，一些国家开
办“马克思夜校”，甚至出现“读
《资本论》小组”……

“时间和国度，从来掩盖不了熠熠
生辉的思想光芒！”看到学员陷入思
考，马若飞立即点题：“其实，马克思
就在我们身边，马克思主义一直指引着
我们前进……”

接着，马若飞从陈望道 30 岁翻译
《共产党宣言》的故事，讲到李大钊 31
岁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传播马
克思主义的故事，又讲到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开创性理论引领中国人民站起
来、改革开放实践探索引领中国人民富
起来、在新时代的飞跃引领中国人民强
起来……
“我们不能只给学员灌输理论知

识，也不能局限于观点阐释，要关注
学员的思想动态，关心学员的理论困
惑，让他们的思维跳动起来。”在课堂
辩论环节，马若飞鼓励学员说说家乡
美、谈谈中国梦、讲讲强军路，并将
一些“热词”带入课堂，设置讨论话
题，鼓励学员独立思考，敢于发表自
己的意见和观点。

一场场生动的故事会，引发了一
场场头脑风暴……“今天的课，把我
‘狠狠地’拉进了理论课堂！”“这样
的思政课，把直观感受变成理性认
识，感觉理性思维在头脑里势不可挡
地成长着！”

从那以后，郭续亮和同学们不仅爱
上了思政课，还与教员马若飞做起了朋
友，经常一起探讨理论问题。
“思政课的魅力在于回应热点关

切。我们要勇于面对困扰学员的尖
锐敏感话题，既要讲清楚是什么，
也要讲明白为什么，更要讲透彻该
怎么办。”在教学系组织的思政课教
学改革座谈会上，马若飞说，面对

“网生代”学员，思政课教员有责任
帮助学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引导他们把实现个人价值
同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
起。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关键课程，要讲好、讲出信仰的味道，
必须做足功课。

2018 年，习主席在纪念马克思诞
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让马若飞
心潮澎湃。随后的一周时间，他把这
篇重要讲话反复读了多遍，并多次观
看 《马克思靠谱》《马克思是对的》
等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的电视节
目视频。

在教研室集体备课试讲会上，马
若飞经常带着教研室 6 名思政课教员
集体备课、试课、评课，一句一段甚
至一个字都要反复斟酌、设计。大家
集思广益，带来一场从内容到形式、
从授课语言到课堂设计的“化学变
化”。
“思政课堂越通俗易懂，才会越

有吸引力！”他们依托强军故事会、
校园演说家、“今天我来讲”等活动
平台，让学员走上讲台进行思想交
流。

经过反复探索，他们才有了吸引
“郭续亮们”的“燃课”。

只有深入挖掘思

政潜力，才能让各类课

程有思想、有灵魂、有

力量

在郭续亮眼中，马若飞因课堂创新
被“圈粉”，高等数学文职教员徐晓利则
是以基础课中的思政教育，吸引着学员
眼球。

文理通识一体，均隐含思政博雅。
去年 3月，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
谈会如春雨润物，让徐晓利一直思索：高
等数学教员既要教会学员善解数学题，
也应引导学员善解人生题。高等数学是
典型的基础课，是不是也可以融入思政
理念？

为了找到答案，徐晓利寻师高校专
家的同时，还拜学员为师，走到学员中间
寻找答案。她从所负责的 4 个教学班
中，选出 10名学员担任“特邀评课员”。
郭续亮就是其中之一。
“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

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
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

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
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
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
效应。”她将习主席重要讲话，翻来覆去
读了数遍。“金句”蕴含的深邃思想，点燃
了她内心的火焰，开启了她挖掘思政元
素的探索之路。

补课，是徐晓利走出的第一步。她
借来思政课、哲学课、政治工作课等课程
相关教科书，一页一页地翻阅，一段一段
地研读，一课一课地思考。

改课，是徐晓利迈出的第二步。她
用一个多月时间，将华罗庚、吴文俊、陈
景润等数学家为国拼搏奋斗，弘扬民族
精神的故事，设计成教学引导课，作为课
程开课的第一堂课来讲。

创新，总是在艰难困苦中玉汝于成；
突破，总是在潜心探索中孕育成长。徐
晓利围绕立德树人教学目标，结合高等
数学概论内容，设计出数学第一课《中国
数学发展史告诉我们什么》。
“新中国这些伟大的数学家，既让我

们产生巨大的民族荣誉感，也给我们新
时代的革命军人传递着精忠报国的红色
基因……”课堂上，她讲述华罗庚如何把
数学方法创造性地应用到国民经济领域
的艰辛历程，讲述陈景润创立“陈氏定
理”的艰苦攻坚故事，在学员心中燃起强
烈的使命感、责任感。

“这堂数学课彰显着价值引领，不仅
讲出了德育味，还弥漫着浓厚的思政气
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潜移默化地
渗透到学员内心。”徐晓利的这堂课，赢
得了满堂彩，还被现场听课的教学督导
组评为教学精品课。

变化，总是蕴含着力量。进行傅里
叶级数教学时，徐晓利告诉学员，基于
傅里叶变换是现代通信的理论基石，在
概率、统计、信号处理等领域具有广泛
应用前景，我国科研人员用 10多年时间
就把前土耳其教授阿勒坎的一篇数学
论文变成了现实，使得中国在相关技术
领域挺直了腰杆。

看到学员们注意力高度集中，徐晓
利随即穿插了一个题为“我能为强国强
军做什么”的小讨论：“支持自主创新，支
持中国制造”“为国奋斗，从我做起”“作
为军人，我们就要履行好保家卫国这个
职责使命”……

此时，学员们发言的每一句话都发
自内心。
“作为强军兴军的主力军，大家就要

瞄准未来战争需要，不断进行军事改革
创新，切实掌握打仗本领，把自己锻造成
能打胜仗的钢铁战士！”趋势而上，徐晓
利联系当前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发展
现状，鼓励学员为强军兴军贡献更多的
智慧和力量。
“军校教员就像酵母，不仅要帮助学

员消化理解知识，还要融合显性教育与
隐性教育，点燃学员的激情。”基于长期
的教学实践，徐晓利总结出寓史于教、寓
理于教、寓道于教、寓德于教、寓战于教、
寓情于教的课程思政“六寓”教学法。

2019年年底，在全军院校长集训期
间，全军仅有 4名教员交流发言，徐晓利
是唯一参加发言的文职教员。发言时，
她说：“只有深入挖掘思政潜力，才能让
各类课程有思想、有灵魂、有力量。”

三尺讲台，是解疑

释惑的载体，也是思政

育人的平台

全军院校长集训这股春风，吹绽了
该学院探索军校思想政治教育新方法新
路径的这朵“创新之花”。

今年 2月，该学院党委决定把推进
政治理论课与各类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
育改革创新，写入党委扩大会主报告，鼓
励所有课程教员思考研究课程与思政元
素间的融合路径。
“所有的课程，都要围绕立德树人这

个根本任务展开”“只有善于挖掘各类课
程中蕴藏的思政元素，实现知、情、意、行
的统一，才能帮助学员培养独立人格、优
良品质和成熟心智，树立正确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前不久，在学院“政治
理论课与各类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改
革创新”专题理论研讨会上，教职员工畅
所欲言，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深
入研究学员成长规律。

学院还组织多场思政育人形势分析
会和研讨会，梳理剖析瓶颈短板，研究探
索方法路径。他们打造基础类、专业类、
军事类三大类课程思政示范“金课”，精
选 125 个精品案例，搭建思政教育共享
资源库，组织教学演示、现场观摩和巡讲
示范，有力增强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
学能力。

三尺讲台，既是教育教学载体，也是
思政活力平台。学院搭设法弈辩论、哲
思论坛、兵棋推演等思政平台，开设思政
教育系列讲座，依托云课堂、雨课堂、翻
转课堂、远程共享课堂等教学载体，上线
听党指挥、备战打仗、抗击疫情等主题网
络慕课和思政微课。

那天，酷爱哲学的郭续亮，把最近的
热点新闻话题列在笔记本上，早早来到
哲学专修室，准备参加哲思论坛。

哲思论坛，是哲学教研室依靠集体
攻关，探索基础课思政教育路径，结合
“00后”学员心理特点，精心打造的思政
教育品牌。“知识体系教人，价值体系育
人”这句话概括了论坛的活动宗旨。
“论坛，用对话交流取代了单向灌

输，用蕴藏哲理的故事点燃思维……”担
任论坛主讲的哲学教员高彦虹，将理论
课堂按照 4∶6比例，划分为原理阐释、思
想辨析两个板块，把授课精力主要放在
热点解读和思维拓展上。在论坛上，哲
学基本原理讲解完后，各种社会现象、时
事热点、人物话题等被当作讨论素材，供
学员热议讨论。
“启发思考、升华思维、浸润灵魂”是

军事法学系思政教育平台“法弈辩论”的
口号。他们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有机
融合，引导学员从法理高度旗帜鲜明地
认识、剖析、解决现实问题。

有学员在辩论留言簿上写道：我们
是军队的未来栋梁，决不能被网络碎片
化、情绪化、片面化的思想言论左右。

军校课堂，最重要的是传递思想。
“兵棋推演”挑战赛是学院的思政育

人品牌。今年年初，基于学院“兵棋推演”
设计的慕课平台《兵棋》，登上了清华大学
学堂在线，成为点击率破百万的网红课。
“每一颗兵棋，都是作战力量的象

征，都是军人精神品格的化身。要让每
颗兵棋有思想，有灵魂，这就是兵棋的真
谛。”7月下旬，军委政治工作部思想政
治教育专题调研组，在学院现场观摩了
兵棋推演对抗赛。调研组给予高度评
价：你们的兵棋推演实践教学，既锤炼打
仗本领，又传递思想正能量，教育教学细
润无声。

主讲教员杨勇在《兵棋》中巧妙地融
入思政教育，并专门结合国防大学原兵
棋专家张国春研制我国首个实战化大型
兵棋演习系统的故事，组织了一堂题为
《兵卒的价值》的初心使命课。

听了张国春的故事，学员们深受感
动。他们在“思政讨论”环节发言：“作为
军人，就要像张国春那样，做不慕繁华、
矢志强军的拓荒者”“战争并未走远。我
们要时刻准备！因为，我是一个兵”……

一场场思想碰撞，引发了情感共鸣，
点燃了学员的“思想之火”。

郭续亮隐约感受到，身边的课堂正
发生着变化，“就像一束火焰点燃一把
火，把心中的那团火越燃越旺”……

传递“思想火把”的课堂更精彩
■本报特约记者 陈海锋

关注我们的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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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视点

“燃”——在武警警官学院北区教学楼 308

课室，高等数学开学第一课《中国数学发展史

告诉我们什么》刚刚结束，学员十大队学员郭

续亮在课堂教学评价反馈表的留言栏里写下

了这个字。

写下这个字后，郭续亮觉得还没有表达出自

己的激动心情，又在“燃”字下面添了一行字：“这

堂课，讲述的是中国数学家为民族担当、为强国拼

搏的奋斗故事，就像潮水一般汹涌澎湃地撞进了

我的胸怀，像熊熊烈火点燃了我的心。”

然而，两年前，郭续亮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上出

了名的“神游族”，一上课就哈欠连连。

郭续亮说，和他一样发生改变的学员还有不少，

大家都觉得，是学校这两年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各

类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改变了自己。

习主席在全军院校长集训开班式

上强调，坚持立德树人，把思想政治

教育贯穿育人全过程，确保枪杆子永

远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

确保党和军队事业后继有人。

灌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

本方法，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各类

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

培养时代新人，离不开课堂，也离不

开课堂灌输，关键是让课堂灌输充满

真理的力量。

课堂灌输，既是多年来教育工作

传道、授业、解惑的基本手段，也是

新时代军队院校理论教育的主要方

法；既是青年人获取文化知识、传承

价值理念、培育品德修养的主要途

径，也是学员培树理想信念、端正价

值取向、夯实成长根基的不二选择。

当下，“00后”已成为军校生长

学员主体，他们价值取向多元、个性

张扬、追求新潮、渴望尊重，思想活

跃易受干扰，正处于生理成熟拔节

期、精神壮骨补钙期、人格定型升华

期、心理成长转换期、思维培育提升

期。入学前的军人认知，基本来自影

视剧，对军人的信仰追求、忠诚品

格、精神内涵知之甚少，对他们进行

思想灌输、价值灌输、文化灌输非常

必要。

学员的精神空间，正确思想不去

占领，错误思潮就会侵蚀。军校思政

课如不守牢科学理论灌输主阵地，必

会失去青年学员，丧失意识形态斗争

主动权。

当前军队院校思政教育灌输环

节，还存在脱离时代、讲授乏味，灌

而不活、忽视实践，功底薄弱、教而

不化等短板弱项，亟待找准契合点，

让理论对准活思想；找到突破点，让

理论融入时代；找出闪光点，让理论

指导实践，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聚焦为战育人根本指向，大力加

强政治理论课和各类课程中的思政教

育改革创新，守牢军校思想政治教育

主阵地，在思想灌输中擦亮忠诚底色。

红色，既是军校的底色，也是军

校课堂的使命色、政治色，又是军校

学员的初心色、本质色。话语权决定

主动权，失语就意味着失效和失败。

面对暗流涌动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

军队院校必须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

设，严把思政课的建设方向，牢牢掌

握话语权，把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

“全体必修课”，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讲准、讲活、讲

好，大力弘扬正能量，帮助学员坚定

信仰，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不断提

高学员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

品质、文化素养，把学员培育成德才

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让 课 堂 灌 输 充 满 真 理 的 力 量
■傅懿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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