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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这么多，效果好像不明显？”不
久前，海军航空大学某团机务中队指
导员薛建峰有点郁闷。

起因是他精心准备的一堂集中授
课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课堂上，官
兵冷淡的反应更是让原本信心满满、
力争满堂彩的薛建峰产生了心理落
差。

课前试讲时曾被试听官兵公认为
一堂好课，为何在授课中“遇冷”？薛
建峰试图在对比授课教案和官兵笔记
中寻找答案。他发现明明授课框架条
理清晰，学习内容丰富生动，但官兵摘
抄的要点却很刻板，撰写的体会也很
“不走心”，听课官兵似乎没有和他“同
频共振”……

薛建峰又找到听课状态最佳的下
士李昂。面对他的提问，李昂的回答
却支支吾吾……
“不是授课质量差，是教育者和

受教育者之间存在不平衡。”在深入
沟通交流的基础上，薛建峰发现，由
于年龄阅历、知识水平和工作经历
的差距，自己和听课官兵的认知水
平不处于“同一起跑线”。同时，他
在前期准备课件过程中，通过系统
查阅资料、收集素材，自己已对授课
内容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把握。在
这种情况下，自己难免“先入为主”
地认为“自己想说的”就是“官兵想
听的”，自己认定的“妙趣横生”处官
兵也能够“心领神会”，因此自以为
“授课表达逻辑清晰”，结果官兵听

得“一知半解”，并不能完整地吸收
把握课堂内容。

这一发现让薛建峰陷入了深思：
“教育如何才能‘同频共振’？”

“网红视频短小精悍，让人捧腹
大笑的同时又不乏一些道理，上课要
是能跟刷视频一样有趣就好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次，在该团
政工夜校上讨论如何创新政治工作
时，有关“拍视频、做网课”的讨论，让
薛建峰找到了灵感：“用官兵感兴趣、
能理解的方式开展教育就能缩小认
知的距离。”

回 到 宿 舍 后 ，薛 建 峰 拿 手 机
“刷”了起来，他打算学习制作短视
频。那一夜，薛建峰努力寻找通往
官兵心灵的桥梁。抱着尝试的心
态，他第一次制作了以抵制网络诱
惑为主题的教育视频，没想到竟引
来众多点赞。

尝到了甜头的薛建峰更加坚定了
信心。他发动大家一同制作短视频，将
身边战友认为难懂的道理用视频的方
式呈现给大家，在喜闻乐见中帮助官兵
消化理解。

如今，随着智能手机在部队规范
使用，“一人一机一世界”成为普遍现
象，薛建峰创新教育手段的成功尝试，
为授课者与听课者同频共振作出了有
益探索。据了解，针对当前疫情防控
常态化形势，该团正着手打造一批“网
红思政课”“小兵说事”等系列微视频，
确保教育深入兵心。

精心备课为何“遇冷”
■胡楠楠 陈 超

编辑同志：

春风送暖，下连后的新兵为基层连

队增添了生机与活力，同时，新兵成分

的变化也给各级干部和带兵骨干带来

挑战。

作为“兵头将尾”“军中之母”，班长是

新兵军旅人生的启蒙老师和引路人，岗位

虽小责任重大。前不久，陆军第79集团

军某旅组织班长故事会，请基层优秀班长

分享带兵故事，交流带兵心得，在官兵中

引起较好反响。这里，我们向大家推荐几

名班长的带兵故事，希望对各级干部和带

兵骨干有所启发，帮助和引导新兵在连队

起好步、开好局，在军营成长成才。

郭克鑫、林 海、本报特约记者

海 洋

用心引领“兵之初”
—推荐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几名优秀班长的带兵故事

“班长，我已经军校毕业去部队报到
了，感谢你当年对我的帮助和培养！”春节
前，接到曾经带过的新兵高飞打来的电
话，得知他已成为军官，我心里乐滋滋的。

刚入伍时，高飞是我班里最难带的
新兵。他身高一米八，体重 180斤，大学
毕业生入伍，当时已经23岁了。

第一次阶段考核，高飞就有好几个
课目不及格，总成绩全排倒数第一。本
身就性格内向的他，看到自己的训练成
绩垫底彻底泄了气，平时工作也没了热
情。当时，我也有些慌了，觉得班里有这
样的战士，以后的日子不好过。
“没有带不好的兵，每个人都是连队

建设的主角，决不能让任何一个战士掉
队。”见我整天闷闷不乐，看穿我心思的
指导员告诉我，一定要走近新兵、读懂新
兵、帮助新兵，让每个新兵都能在连队大
家庭中成长成才。

一次，高飞到库房取个人物品，我
留意到，他的行李箱里装有一摞书籍，
翻看后发现是往年考军校的复习资
料。我在训练间隙找高飞谈心，得知他
梦想有一天能够考上军校，但如今军事
训练的短板让他打消了念头。了解到
高飞的想法后，我鼓励他：“以后我带着
你练。只要有梦想、肯吃苦，就一定有
机会梦想成真。”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每天都
提前半小时起床，从开始跑 2公里，到后
来跑 5公里、10公里；从单杠一个都拉不
上去，到最后成绩及格……慢慢地，高飞
各项训练成绩有了大幅提升，我们也成
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高飞的努力和进步让我很欣慰，随
后我又根据他的特点和愿望，为他规划
设计成长路线图，制订学习计划，并定期
设立阶段目标。从那以后，每天学习室
里总有他刻苦学习的身影。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不久
后，我向连队推荐高飞担任骨干，第二年
报名参加优秀大学生士兵提干，他又以
优异成绩通过军事课目和文化课考核，
顺利考入军校实现梦想。

这段经历使我明白，虽然性格不同、
基础不同，但每个兵都能成为好兵，只要
带兵人不抛弃、不放弃，用心用爱用情激
发他们建功军营的热情，人人都可以成
为军营里那颗闪亮的“星”。

每个兵都是连队的主角
■通信值勤连班长 滕 健

班长是新兵军旅生涯的第一任“导
师”，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新兵看在
眼里、记在心上。在训练中，班长要立身
为旗，敢于叫响“看我的”，通过自身的高
标准严要求，影响激励新兵。

去年带新兵时，组织第一次战术基
础动作训练，在我讲解完匍匐的动作要
领后，几名新兵在接下来的训练中总是
畏首畏尾。见此情景，我心里很清楚，他
们是怕脏怕疼。
“我来给大家打个样儿！”话音刚落，

我屈身跨步，一个前扑蹿出三四米远，紧
接着低姿、侧姿和高姿匍匐动作标准而
迅速，赢得大家阵阵掌声。

见我作训服上满是尘土，新兵一
下子来了精神。战术基础动作训练那

段时间，尽管大家每天都是灰头土脸，
有的新兵胳膊肘还受了伤，但在我的
带动下，没有一个叫苦叫累。最后，在
连里组织的阶段考核中，我们班取得
全优成绩。

拉单杠一直是我的短板。“单杠我
只能拉 3个，以后咱们一起练。”第一次
组织新兵单杠训练，我没对自己的短
板遮遮掩掩，直接跟大家交了实底。
训练中我发现，新兵周学健同样上肢
力 量 较 弱 ，拉 单 杠 也 是 他 的“ 老 大
难”。于是，我每天带着他加强上肢力
量训练，每次训练结束后，我们又去单
杠训练场加练。

那段时间，偶然得知新兵营有名
班长曾在地方担任过健身教练，我赶

紧跑去找他请教。那名班长告诉我，
单杠拉不上去是因为肌肉少，可以采
用杠铃推举的方法进行训练。于是，
我和周学健按照他帮助制订的训练计
划加强训练，没多久，双臂就练出了线
条明晰的肌肉。

带新兵那段时间，我不仅补齐了单
杠短板，更重要的是，我对待训练的那股
韧劲也感染了身边的新兵。

新兵单杠考核时，我第一个走上前，
一口气拉了 20个。有了我的示范，轮到
新兵们上场时，他们个个铆足了劲儿。
周学健尽管累得满脸通红，最终也达到
了合格标准。

行胜于言。带新兵的经历让我明
白，有什么样的班长就带出什么样的
兵。刚入营的新兵犹如一张白纸，新兵
班长各方面都是他们学习模仿的对象。
为此，新兵班长不仅要在训练中敢于叫
响“看我的”，以过硬素质感召新兵、带动
训练，平时生活中也不能有特权思想，要
求新兵不能做的，自己首先坚决不做，这
样才能带出好兵来。

敢于叫响“看我的”
■通用运输连班长 王 宁

新兵胡贵云刚入伍时，身材瘦小，手
榴弹投掷不到 20米。随着训练全面展
开，班里其他新兵的训练成绩都提升了，
可胡贵云却依然原地踏步。这让带过 6
批新兵的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从上面挥胳膊，你横着挥干吗”“说

了多少遍，你为什么总是记不住”……我
不仅在训练中重点关注胡贵云，班排讲
评时，也偶尔点点他。没过多久，胡贵云
的训练成绩非但没能提高，平时工作学
习也没了劲头。

一次，在旅里组织的新训骨干会议
上，一位旅领导提醒我们：“好孩子是夸
出来的，带新兵也是一样。新兵个个有
朝气、追求上进，如果动辄对他们批评训

斥、求全责备，很容易打击他们的工作积
极性。大家一定要改掉高高在上的做
派，对动作不协调、学得慢的新兵，多一
点耐心，多帮助他们树立信心。”

起初我认为，带好新兵就是要帮他
们改掉缺点不足，磨掉那些“棱角”，所以
平时总爱挑毛病，批评多表扬少。听了
旅领导的那番话，我意识到，每名新兵身
上都有闪光点，他们都渴望被表扬、被认
可，善用表扬激励新战友，往往会起到意
想不到的效果。

思路一变天地宽。我发现，胡贵云
虽然军事训练成绩差些，但在唱歌方面
有特长。为此，我推荐他担任新兵连的
教歌员，每次组织教歌、拉歌，胡贵云都

特别有激情，经常把嗓子都唱哑了。我
也借机多表扬他。

教歌受到表扬，胡贵云训练时也有
了积极性。在后来的手榴弹投掷训练
中，我从投弹姿势开始一点点给他抠动
作，手把手教窍门。每当胡贵云有了哪
怕一点点进步，我都会及时表扬他：“不
错，有进步！”胡贵云每次都嘿嘿一笑。
渐渐地，经过不断表扬激励，胡贵云的训
练成绩有了突破，平时工作学习的积极
性也越来越高。

新训考核结束那天，胡贵云手榴弹
投出了 42 米。我第一时间上前鼓励：
“很好，很好，接下来的考核课目继续加
油！”后来，胡贵云因表现突出，被评为
“优秀新兵”。

带完那批新兵后我感到，每个人付
出的努力都需要被认可，取得的成绩都
需要被关注，对犯错误的战士进行批评
固然必要，但决不能忽视表扬的作用，只
有多竖大拇指、多夸小进步，才能激发出
新兵们的最大潜能。

“夸”出了一个好兵
■指挥控制一连班长 王乐琪

只有尽不到的情，没有焐不热的
心。前年 9月，是我当兵 10年来第一次
带新兵，这次带兵经历让我深深明白了
一个道理：爱兵才能带好兵。

接新兵董壮壮时，6个新兵班长争
着抢着要。为啥？人如其名，身体结
实、干净利落，这样的新兵谁都愿意
带。最后，董壮壮被安排到我的班里，
我满心欢喜。

然而，新兵训练没多久，我便发现身
体条件非常好的董壮壮，虽然各项体技能
考核都能合格，但平时训练明显有些漫不
经心，没有尽全力。
“作为军人，就要见红旗就扛、见第

一就争，怎么能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
呢……”第一次跟董壮壮谈心，我的火气
有点儿大。看我有些“激动”，董壮壮对

我说的每句话，都点头回应，并保证一定
加倍努力。

此后，我对董壮壮要求更严了，他的
训练状态也有所改观。可好景不长，他
又恢复了原样。一次体能训练，董壮壮
不慎扭伤脚踝，就借机泡起了病号。
“当兵之前，家里就已经给我联系

好了工作，在部队待两年我就准备回去
了……”无意间听到的这句话，让我找
到了董壮壮不思进取的“病根”。可如何
把他带好，我有点束手无策。
“如今的新兵民主意识强、思想活

跃，带好新兵要投入真挚的感情，带着
温度做工作更容易被接受。”找其他班
长骨干交流时，一位老班长的话让我如
梦初醒。

那天，我反思了一夜，感到在管理上

确实存在简单粗暴的问题，认为“我是班
长你是兵，我说话你就得听”。那种命令
式的说教，表面上新兵听进去了，实际上
内心并没有接受。

意识到自身的问题，我改变了工作
方法。见董壮壮因脚踝扭伤仍不能参加
训练，我拿着红花油找到他：“小董，脚还
很疼吧，我给你按一按。”说话间，我帮他
脱掉鞋袜，把他的脚放到我的膝盖上揉
了起来。连续按了两天后，第三天，董壮
壮主动找到我：“班长，我的脚真不疼了，
今天就上训练场。”

没过多久，董壮壮过生日。当我
把一碗打了 2 个鸡蛋的长寿面端到他
面前，和战友为他唱生日歌时，董壮壮
呆呆地看着我，流下了眼泪：“班长，谢
谢你！”

从那以后，董壮壮变了样，工作训练
样样冲在前。他没让我失望，新训考核
结束时，成为新兵中的佼佼者，新训课目
成绩全优。

前段时间，董壮壮告诉我，他准备今
年考军校，如果考不上也想转士官。看
到他的转变，我十分欣慰。

没有焐不热的心
■修理连班长 付彩龙

一堂公认的好课，却在课堂上

“遇冷”，指导员薛建峰的故事启示

我们：成功的教育离不开“好内容”

的支撑，也需要“好形式”的包装。

作为施教者，准备一堂好课不

仅需要储备丰富的知识、紧扣授课

目的设计好教案，更关键的是要有

“把好东西讲好”的能力。俗话说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育要“接地

气”，形式也要跟得上时代的步伐。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应善于站在官兵

的角度精选话题，紧密结合官兵喜

闻乐见的热点，循循善诱、因势利

导，改进、创新授课形式，从而确保

课堂与官兵“同频共振”。在衡量教

育成效时，应以官兵的反映评价作

为主要标准，切忌自以为是、自我陶

醉。面对教育设计目标和落地效果

间的差距，应当多些自我反思的勇

气，精准抓住教育过程中的问题，并

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一步优化完

善，确保教育入脑入心、走深走实。

把好内容讲好
■陈浩天

火箭军某部开展丰富多彩的业余学习活动，提升官兵文化素养，激发练

兵备战热情。图为近日，该部摄影兴趣小组举办交流会。

陈 浩摄

短 评

“摄影沙龙”开讲了！

近日，听一位老领导讲带兵育人

经验，其中一条让我印象深刻。他讲

道，想要带好兵，就必须有十二分的

耐心，有了问题要说服，不要压服，注

重启发自觉，让教育走在管理前。

耐心的说服教育是我军的优良

传统。毛泽东同志指出：“要人家服，

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

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

对付敌人可以是这样，对付同志，对

付朋友，绝不能用这个方法。”革命战

争年代，正是靠着耐心细致的说服教

育，广大官兵弄懂了为谁扛枪、为谁

打仗等根本问题，始终保持了革命理

想高于天的崇高信念和顽强斗志。

说服如春风化雨，压服如暴风骤雨。

事实证明，说服教育的过程可能没有

行政命令快，但一旦走进心灵，就会

彰显巨大力量。特别是青年官兵的

主体意识很强，他们往往不满足于简

单地执行，更渴望了解背后的缘由。

如果能让他们明白是什么、为什么，

有了发自内心的认同，那么他们的工

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将会被更好地激

发出来。

“做人的工作，是一项最细致的

工作，也是很艰苦的工作，要做得

细、做得活。”其实，说服是能力，也

是一种艺术，想要说服人，首先要有

一个好态度。说服不是高高在上的

说教，说服的前提就是要放下身段，

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用平等对话

的方式沟通，用敞开心扉的姿态交

流。谆谆教诲讲好大道理，紧贴生

活讲好小道理，论证充分批驳歪道

理……只有这样，才不会引起对方

逆反，才能说到官兵心坎上。其次，

带兵人要做好表率。“为威不强还自

亡，立法不明还自伤。”带兵人的表

率作用就是最好的说服教育，要把

真理力量与人格力量统一起来，信

自己讲的，做自己说的，做到言行一

致、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再次，要

在实际工作生活中提高说服能力。

针对不同对象，运用不同的说服方

式，因人施教、对症下药，奔着现实

问题和活思想去，激起官兵思想和

情感的共鸣。

掌 握 说 服 的 艺 术
■王向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