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上明珠，秋高气爽。来自海军院
校的 70余名政治理论教员齐聚海军士
官学校，开展岗位练兵比武集中评比。

海军院校全面贯彻习主席在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努力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办成
立德树人的重要阵地和铸魂育人的第
一课堂。从今年起，海军组织院校政治
理论课教学岗位练兵比武，每年按照高
职、中职、初职各 1／3比例组织集中评
比，3年内把政治理论教员队伍抓一遍、
比一遍、训一遍，进一步推动和促进院
校铸魂育人工作。

参加此次教学比武的 70余名教员
中有 10余名文职人员，“孔雀蓝”在“浪
花白”中格外引人注目。授课展示中，
他们有的激情洋溢，有的娓娓道来，有
的鞭辟入里，一堂堂冒热气、接地气的
政治理论课拨动官兵心弦，触及思想
灵魂。

采撷百花，方能

酿得甜蜜

这几天，海军工程大学文职教员沈
玉琪的微信信息不断。

原来，沈玉琪获得海军院校政治理
论课教学岗位练兵比武集中评比初职组
第一名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领导、同
事、学员和亲朋好友的祝贺接踵而至。

沈玉琪是武汉大学硕士毕业生，
2019年参加文职人员招考，以优异成绩
被海军工程大学录用，成为一名政治理
论教员。

初入军营的沈玉琪，听到海军组织
政治理论课教学岗位练兵比武的消息
后很高兴。对她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
学习交流机会。

但很快沈玉琪就犯了难，身边不少
人告诉她，她选报的《法律权利与法律
义务》这堂课内容比较“死板”，想讲好
难度较大。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教师队伍
责任重大。“大纲上规定的课，今天不
上，明天也要上，今天过不了关，明天就
要吃苦头。”沈玉琪深知，这是一名军校
教员必须要迈过的坎。

困难当前，沈玉琪主动向老教员、
老教授请教经验方法，一有时间就认真
研读报刊上发表的相关文章开阔眼
界。为收集经典案例，她反复观看政论
专题片。

受疫情防控影响，没有身在课堂，
无法直面学员，沈玉琪便一遍遍模拟教
学现场，将自己置于学员位置，探究如
何上好一堂学员爱听的思政课。

3个多月，沈玉琪先后九易其稿，直
到比武前两天，她的教案才最终定稿，
能够自信地站在比武讲台上参加角逐。
“思政课既要坚守理论之魂，又要

贴近生活之实。”黄训达是海军航空大

学去年录用的文职人员。她说，要想方
设法把思政课堂设计成理论与现实的
“对话”，在教学内容设计上更贴近学
员、贴合实战。

此次集中评比，黄训达讲授的《心
之所系行之所至——践行爱国主义的
基本要求》被评为优质课。

石本无火，相击

而闪灵光

用真理说服人，用真情感染人，用
真实打动人。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政
治理论课要向改革创新要活力。

此次比武中，海军潜艇学院文职人
员牛晨伟虽然没有取得预想成绩，但回
想起参赛经历依然难掩激动。作为新
入职文职人员，在政治理论课教学岗位
练兵比武中身体力行，他坦言，最大的
收获是增长了见识。

教学备战中，为锻炼授课能力，牛
晨伟在参加学院组织的培训、经验交
流之余，找来全院优秀教员名单，一
有空闲时间就主动向他们请教，一有
机会就去他们的课堂旁听，详细做好
笔记。

比武中，牛晨伟发现其他参评教员
授课中使用的素材十分新颖。他领悟
到，思政课很多内容重在讲道理，通过
各类素材加以佐证，才会增加吸引力。

听了 70多节参赛选手的授课后，牛
晨伟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逐一
找出自己的不足之处，做出记录分析，
并提出解决方法。
“思政课教学必须有温度，才有感

染力。”有同样感受的海军大连舰艇学

院文职人员程林峰说。想要上好思政
课，除了提升自身理论水平，把准“内容
为王”这个根本之外，还要有丰富的课
堂表现力、鲜活生动的事例、精准到位
的体态动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感
染学员、启发学员。

海军士官学校文职助教解征凡还
和同行们分享了自己的一个“创新”。
“学马哲，不能忘，意识作用也很

强；目的清，计划详，创新创造要表扬；
学知识，会运用，指导实践有方向；有毅
力，不放弃，战胜困难不投降！”解征凡
不断改进教学方法，“马哲 RAP（说唱
乐）”在学员中广泛传唱，取得良好的教
学效果。

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
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是政治理
论教员肩负的时代重任。

教育是至善至美的事业，其本质是
实现人的成长，唤醒生命发展的自觉，
促进生命不断开放、生成、超越和创造，
但它不是疾风骤雨式的运动，而是和风
细雨般的陪伴和引领。
“他们的课程较好体现了‘立德树

人、为战育人’的教育方针，彰显了优秀
教员应有的政治品格、专业素养和人格
魅力，我要向他们看齐，立志成为新时
代优秀文职人员。”程林峰对记者说。

点亮自己，才能

照亮他人

给人一碗水，自己必先有一桶水。
政治理论教员面对的是处于兵之初阶
段的学员，岗位重要、使命特殊。

首届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学展示活

动特等奖获得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副教授张会峰一堂《全面依法治国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示范课，走出一
条高水平思政课的新路，使在场文职人
员深受启发。

2019 年全军政治理论课教学岗位
练兵比武精品示范课获得者、国防大
学政治学院副教授许恒兵讲授《道路
决定命运》一课，不少文职教员从中受
益颇多。
“思政课上得好不好，学员认可才

算数。”海军潜艇学院文职教员李承奕
说，只有把深奥的理论讲得浅显，把抽
象的概念讲得具体，把枯燥的问题讲得
生动，才能真正入脑入心。

点亮自己，才能照亮他人。办好思
政课关键在教师。当前，意识形态领域
斗争尖锐复杂，一些错误言论和观点变
得更为隐蔽。新时代官兵思想活跃、知
识面广、富有主见、民主意识强，如果不
能把大道理讲透讲活讲到位，学员心中
的“小九九”就会挥之不去。

集中评比活动中，教员们注重揭示
成就背后的真谛，讲述故事背后的故
事，选题新、观点准、落点实。

强国强军的伟大实践，理论创新的
时代步伐，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的广阔前景，个人发展的美好憧憬，呼
唤每一名政治理论教员拥抱新时代、创
造新辉煌。

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
朵云，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每名参
赛选手好似一支火把，聚在一起就能积
聚成燎原磅礴之势。

历时 4天激烈角逐，考试、授课、旁
听、交流、对比、反思……不少文职教员
表示，接下来要走的路还很长，今后会
把三尺讲台作为政治理论教员的战位，
在立德树人的战场上永葆冲锋姿态。

在铸魂育人一线成长成才
—海军院校文职政治理论教员参与练兵比武集中评比侧记

■吕海华 陈梦曦 本报记者 陈国全

改革潮头

从武警鹤岗支队文职心理医师胡
大帅的家到单位，相距 300 余步。然
而，疫情防控期间，这 300余步就成了
咫尺天涯，“以队为家”成了胡大帅干
好本职工作的真实写照。
“支队在鹤岗驻地的干部不少，疫

情防控期间他们都住在营区，我哪
好意思回家！”胡大帅说，那段日子
里，官兵心理压力大，他的工作也逐
渐繁忙起来。为有效解决官兵的现实
心理问题，胡大帅到各个中队蹲点，
为官兵做一对一心理辅导，用接地气
的语言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官兵的“降
压药”。

4 月的一天，胡大帅父亲突然生
病，此时胡大帅正在绥滨中队补发防疫
物资。即便这样，他在给官兵做心理辅
导时仍控制自己，避免流露出悲伤情
绪。“我的心态会直接影响战士的心
态，官兵的笑脸就是我的动力源泉。”

胡大帅说。
岗位虽小，作用未必小。一天，

胡大帅在某中队蹲点时发现，战士小
刘总在后院围墙附近发呆，说起话来
支支吾吾，几次交流后小刘坦言他有
离队的想法。原来，小刘母亲在老家
被隔离，小刘认为自己应该及时赶回
去看看。“科学防控别添乱，相信祖国
相信党！此时此刻，你更应该安心守
在驻地，尽忠职守就是最大的孝。”通
过一番谈话，小刘打消了离队的念
头。当中队新上任指导员熊茂军找胡
大帅“取经”时，胡大帅说：“若是把
思想强加于他，他很难信服；若是实
施强制手段隔离他，只会徒增心理压
力和逆反情绪。用平等的身份与其交
流，才是解决战士心理问题的最佳方
法。”

就这样，几个月来胡大帅一个中队
一个中队地走，一个官兵一个官兵地
谈，不断给他们心灵慰藉。疫情得到控
制，营区解除封闭，他再次丈量了回家
的路。这一次，他走得比以往任何一次
都要踏实。

咫尺天涯爱兵情
—武警鹤岗支队文职心理医师胡大帅速写

■赵 楠

“建立长期专项专家型军代表培养
机制，强化职业方向规划”“增强文职
政策宣传对接和文化宣扬，提升文职
人员职业荣誉感，促进人才吸引留
纳”……前不久，陆军装备部驻西安
地区某军代局举办新入职文职人员培
训班，会上文职人员围绕培训心得、
工作心声等踊跃发言，积极提出意见
建议，该局领导现场讲评并为大家逐
一解惑，互动气氛热烈。

军队调整改革以来，文职人员逐
步成为军代表队伍的重要力量。他们
既有思想活跃的高校毕业生，又有成
熟稳重的社会人才；既有初出茅庐的
国防生，又有作战部队交流转改的一
线带兵人。针对新入职文职人员来源
渠道多样、成长路线不同、经历经验
缺乏等实际，为打牢“爱党奉献、爱
军习武、爱装知责、爱岗敬业”能力
素质基础，切实提高履行强军兴装、
备战打仗能力，在陆军装备部统一部
署下，该军代局举办为期 16天的新入
职文职人员培训班。

培训班采取“规定+自选”模式，
在上级明确的思想政治、装备业务、人
员管理、纪律安全四个模块、八个方面
基础上，增加了“一事一标”宣讲、座
谈交流、专家授课、机关领学、参观见
学、军事训练等内容，并实施全程封
闭、分班管理、逐人交流、笔试考核、
面试答辩等措施办法，确保培训内容落
到实处。

座谈交流中，应届毕业生李蓓谈
道：“通过行业专家授课与岗位人才
辅导相结合、理论体系教学与专项内
容讲学相结合的方法，以及本局修订
试行的‘一事一标’200 余项标准的
学习宣讲，我们明白了装备质量应该
怎么抓、军代表工作应该怎么干。”
由陆军某合成旅保障部原副部长交流
转改的文职人员苗祥云说：“转改文
职后，面对新职责新使命，我要走稳

强军兴装第一步，向着学者型、专家
型、工匠型、总师型‘四型’军代表
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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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身影

窗外灯光渐熄，完成第二天的课
程准备工作，陆军工程大学野战工程
学院文职教员高立伸了伸懒腰。她并
没有多少睡意，因为今天是她入职军
校十周年的日子。点滴回忆如潮水般
涌来，让她久久不能平静。
“认真对待每名学员，上好每堂

课。”翻开高立的教学笔记，挺拔有力
的字迹背后，是对教学的专注。

研究生毕业的高立，选择到军校
当一名教员。高立说：“特别喜欢军人
帅气的样子，能够成为他们的老师，
是我最高兴的事。”

然而，现实给高立浇了一盆冷
水。第一次上台讲课，本就紧张的
她，面对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学员慌了
神。她从头到尾读讲稿，不敢将眼神

停留在任何一个学员身上。即便如
此，授课结束时学员们仍报以热烈的
掌声。高立回忆，那一刻她恨不得找
个洞钻进去。

为打造精品课程，高立沉下心学
习钻研。她的办公桌上有两张表，一
张是自己的授课表，另一张是其他专
家、教授的课程安排表。直到现在，
她还有四处“蹭课”的习惯。为提高
教学质量，她搞研究、做调查，积极
参加教学竞赛，主动与学员沟通交
流。如今，她已从一名“背书教员”，
成为一名与学员以心交心的“心灵
导师”。

大学在线课程平台建设之初，高
立主动挑起所授课程的建设工作。那
段时间，她白天全力教学，晚上整理
慕课。为充分调动学员积极性，她鼓
励学员每天线上提问。“什么车的发动
机好”“什么车的性价比更高”“长期
使用发动机制动会对内燃机造成哪些

损伤”……看着邮箱里的各种问题，
她沉下心来认真回答。

在学员眼里，高教员总有说不完
的话，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婆婆嘴”。
“因为总怕自己说得不全面、不完整，
影响学员理解，辜负了大家的热情。”
高立笑着说道。
“始终把学员的需求放在心上，及

时根据学员状态调整课堂模式，科学
把握上课节奏，更好地发挥‘师者’
作用。”去年，高立再度斩获大学“名
师杯”教学竞赛金奖，在分享经验时
她提到最多的还是学员。比起获奖，
更让她感动的是学员们的关注与支
持。“听说我要参加大学教学竞赛，学
员们主动邀请我为他们授课，还认真
给我提建议。”高立说。

身着“孔雀蓝”，高立深感责任重
大。闭上眼，她脑海里浮现自己入职
时宣誓的情景，心底多了一份憧憬与
向往……

十年专注圆梦讲台
—记陆军工程大学野战工程学院文职教员高立

■杨飞虎

一线孔雀蓝 近日，黑龙江省军区举行2020年文职人员入职宣誓仪式，激励文职人员接力奋进、续写荣光。图为仪式现场文职人员

相互交流。 本报特约记者 吕衍海摄

图为海军工程大学文职教员沈玉琪（左二）参赛前和同事们交流授课经验。 熊 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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