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调查

图为第 81集团军某旅在野外驻训期间，灵活开展授课教育。 邹帅宇摄

10 月 12日，全军思想政治教育
创新集训落下帷幕。集训紧紧围绕
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加强和改进人
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系列
重要指示和要求，突出构建新时代思
想政治教育体系这个主线，推动思想
政治教育在对标看齐中把正方向，在
强基固本中回归本真，在创新实践中
彰显威信威力，凝聚起强军兴军的磅
礴力量。

时代变了，对象变了，教育必须
跟着变。当前，我国安全环境、军事
斗争态势，以及我军使命任务、组织
形态等方方面面都发生着深刻变
化。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就是
要解决“思想教育跟不上”的问题，

从理念、内容、方法、力量、工作运行
和制度机制等方面重塑重构，改善
教育“供给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
的时代性和感召力，立起新时代思
想政治教育的样子。

思想政治教育，历来追求“因事
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谁能适
应新的思想变革，谁就能赢得青年官
兵，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实现新的
变革。从今天起，本版开设“推动新
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构建走深走
实”专栏，深入一线部队采访，记录和
呈现广大政治教员改进授课模式、创
新教育手段、提升教育针对性实效性
的鲜活做法。敬请关注。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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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 视 点

暮秋时节，塞北大漠。第 81 集团军

某旅一场实兵对抗演练激战正酣。

探访该旅座座营盘，战前动员的多

种“打开方式”让记者耳目一新。

营帐前，官兵列队，战车轰鸣。一

场山地进攻战斗一触即发。某营担负

主 攻 任 务 ，教 导 员 刘 锋 瑞 的 战 前 动 员

只 有 短 短 几 十 个 字 ：“ 尖 刀 营 队 尖 刀

魂 ，尖 刀 出 鞘 敌 胆 寒 。 一 支 部 队 从 没

有 等 出 来 的 胜 利 ，只 有 打 出 来 的 荣

耀 。 尖 刀 营 的 同 志 们 ，让 我 们 啃 最 硬

骨 、闯 最 前 线 、打 最 硬 仗 ，把 旗 帜 插 在

‘敌人’的阵地上！”

“开始进攻！”营长于长翼一声令下，

官兵斗志昂扬展开行动。伴随着一番地

动山摇的炮火疾射，“敌”目标一个个被

摧毁；穿插分队硝烟中迅速前出，与固守

之“敌”展开激烈搏杀……

“信息化战场上战机稍纵即逝，战

前动员简短有力效果更佳。”刘锋瑞说，

战前动员的模式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

而是要联系形势任务研判，因时因势精

准对接“战场态势”。

与 之 不 同 ，某 连 帐 内 ，灯 火 长

明 。 指 导 员 胡 智 斌 与 连 队 干 部 骨 干

“ 秉 烛 夜 谈 ”，一 场 动 员 教 育 持 续 了 近

1 个小时。

原来，该连一支小队在刚刚结束的

某“敌”后破袭行动中，比预定时间稍晚

了一点。一些官兵不能正视自身问题，

一味强调“客观理由”。这引起胡智斌的

警觉。他决定在总攻战斗开始之前，组

织一次动员教育。

“同志们，今天我们演训场上差几

秒，真的只是差几秒吗？差几秒，差的

是拼搏精神，差的是血性斗志；差几秒，

丢掉的是生命，影响的是荣誉，失去的

是胜利。”

胡智斌不仅围绕强化实战意识展开

动员教育，还组织干部骨干分别发言，让

大家在自我剖析、深刻反思中一环一环

拧紧实战的“思想发条”。

同为战前动员，却有一短一长两种

“打开方式”。这背后正是该部思想政

治教育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

转变。放眼望去，演兵场上战局瞬息万

变，一场场战前动员也因时因势呈现出

N 种“打开方式”。

“奔着现实问题和活思想去，把‘概

略瞄准’变成了‘精确制导’，教育质效大

幅提升。”第 81 集团军政治工作部宣传

处处长胡维鹏说，这些变化得益于他们

探索的“精准授课教学法”。

“精准授课是怎么回事？”带着疑问，

记者走进部队了解“精准授课教学法”出

炉的前前后后。

战前动员的N种“打开方式”
■本报记者 周 远 朱柏妍 通讯员 王志国

新闻样本

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构建走深走实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构建走深走实

关键词：精准授课教学法

过去授课的“绿皮车
票”已登不上新时代的
“思想高铁”

回想起那次授课，指导员赵宁至今

还尴尬得“直跺脚”。

在一堂主题为“弘扬艰苦奋斗精神”

的授课中，他旁征博引，课件图片视频样

样俱全。随后他“趁热打铁”，指出连队

一些年轻同志，冬天贴暖宝、涂防冻膏的

“娇气病”。他没想到，没过两天，网上一

条“上级机关为边防哨所配发了新式保

暖靴、防寒面罩和防冻霜等物资”的新闻

被连队官兵发到了朋友圈，还特意“@指

导员”看一看。

这样的尴尬并非个例。某旅领导

亲 眼 见 证 这 样 一 件 事 ：某 连 在 新 兵 中

开 展 苦 累 观 教 育 ，政 治 机 关 正 拟 推 广

其 经 验 做 法 。 与 此 同 时 ，“ 旅 长 信 箱 ”

收到该连新兵的实名短信，反映“班长

训 得 太 狠 ，休 息 时 间 太 少 ，我 们 真 的

‘压力山大’”。

采访中，不少基层政治教员向记者

表示，“如今想要上好一堂教育课，真的

并不容易。”

指导员郑海涛对于自己的首堂教育

课，至今记忆犹新。刚刚从军校毕业的

郑海涛，原本很自信。没想，他一开口就

遭遇老兵质疑的目光：你才入伍几年，就

给我们讲道理？

无独有偶，指导员张瀚的经历更“刻

骨铭心”。课堂上，他给官兵讲“无人驾

驶”。课后，一名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士

兵找他探讨，提醒他讲的东西过时了，还

给他介绍了“无人驾驶”的最新理念和前

沿技术。

该集团军调研中发现，连队官兵中

年龄比主官大的占 10%，入伍前有社会

工作经历的占 35%，大专以上学历的占

48%。基层政治教员大多并非政工专业

出身，有的经历阅历、专业技能还比不过

一些老班长。像这样知识倒挂、年龄倒

挂、阅历倒挂的现象给基层思想政治教

育带来不小的挑战。

作 为 受 众 ，官 兵 的“ 吐 槽 ”更 为 直

白。有的说：“不懂我，我要的是梨，指

导 员 给 的 是 苹 果 。”有 的 说 ：“ 不 新 颖 ，

几 个 常 年 不 变 的 教 案 ，陪 伴 着 我 从 新

兵 成 长 为 了 中 士 。”还 有 的 说 ：“ 不 聚

焦 ，恋 爱 教 育 让 我 一 个 已 婚 战 士 参 加

干嘛。”

靶标瞄不准，打不到点上；道理讲不

透，不接地气；方法不对头，强塞硬灌。

一个个症结何在？某旅副政委孙中锋一

针见血：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间的年龄、知

识、经历等等顺差不见了，甚至转为逆

差。如再像以往一样“大水漫灌”，很容

易造成“思想倒灌”。

随着官兵的人生阅历、价值追求、性

格特征、精神世界更加多样，影响他们思

想的外界因素也更多。过去授课的“绿

皮车票”，已经难以登上新时代的“思想

高铁”。

“ 归 根 结 底 还 是 教 育 者 自 身 的 问

题 。” 该 集 团 军 政 治 工 作 部 宣 传 处 处

长胡维鹏说，破解“教”与“育”的脱离，

实 现“ 教 ”与“ 学 ”的 统 一 ，密 码 其 实 就

在教育者自己身上。

“教育是有内在规律的，授课也是有

科学方法可循的，军事训练曾经探索出

‘郭兴福教学法’，思想教育是否也可以

有自己的教学法？”胡维鹏说，造成基层

当前教育困局的原因，表面看是时代之

困、本领之困、方法之困，但根本是教育

精准理念的缺乏。

立起“米秒环”，上好
一堂政治教育课

教育课堂要想有成效，首先要教会

政治教员如何上好一堂教育课。

汇集 70 多堂精品课，召开 10 多场座

谈会，组织 2 次教育集训示范观摩……

两年多时间里，该集团军不断探索，目标

只有一个——总结出一个政治教员备课

授课易学管用的基本规范。

今年初，通过不断地总结思考，该

集 团 军 围 绕“ 为 什 么 讲 、讲 什 么 、怎 么

讲 、讲 得 怎 么 样 、官 兵 凭 什 么 信 服 ”这

些教学基本问题，构建起问题抓准、教

案 备 精 、课 堂 讲 活 、效 果 评 实 、身 教 要

好 等 5 个 环 节 抓 教 链 路 。 一 个 打 通

“教”与“学”闭环链路的精准授课教学

法应运而生。

“精准授课教学法为课堂教育划出

了刻度、立起了准星，就像军事训练有了

‘米秒环’，照着就能做，让教育重新焕发

了旺盛的生命力。”对此，某合成旅教导

员马乾博深有感触。

前不久，一场实兵对抗演练举行，

马 乾 博 所 在 营 与 蓝 军 展 开 激 烈 对 抗 。

作为全旅军事训练响当当的“猛虎营”，

他原以为能大获全胜。结果让他大吃

一惊：总体战损率高达 40.4%。“惨胜！”

这两个字从未如此刺眼。

演训结束返营后，官兵思想波动较

大。有的认为，打仗虽然会有牺牲，但付

出过多的代价要检讨；有的认为，胜就是

胜，战损高一些没有什么。

对此，马乾博紧扣官兵的思想波动，

开展了一次针对性教育。课堂上，他以

《当猛虎不能当‘懵’虎》为题，面向全营

提出振聋发聩的三问：考场全能=战场

全能吗？合成营=合成“赢”吗？猛打猛

冲=能打胜仗吗？同时，他有意让战损

比最低的单位代表，介绍破障行动有关

情况，博得战友热烈掌声，更引发了大家

的深入思考。

搞教育抓住了“活思想”，就等于成

功了一半。马乾博课后总结，精准授课

教学法中的“精准”，首要在于把问题抓

“准”，抓住“关节点”。强化问题导向，跳

出就教育搞教育的思维窠臼；立准教育

靶标，精准确定授课的目的和主题。

马乾博口中所说的“抓准问题”和

“关节点”，其背后就是集团军精准授课

教学法的具体实践。在教学法实践过程

中，他们引入关节点对每个环节进行精

准把控。问题抓准环节设置“线上线下

联动分析、联系形势任务研判”2 个关节

点；教案备精环节设置“做亮标题、提炼

观点、找准依据、深挖事例”4 个关节点；

课堂讲活设置“平等交流启发、多维手段

激发”2 个关节点；效果评实，设置“授课

满意度、行为转化度”2 个关节点；身教

要好，设置“带头学、带头讲、带头干”1

个关节点。

“精准授课教学法，搭建起了一堂好

课的四梁八柱。”通过精准授课教学法，

指导员薛献章获益匪浅。

前不久，他的一堂《强军路上，遇见更

好的自己》教育课引发强烈反响。列兵潘

钇辰说：“我觉得指导员今天讲得好，好就

好在他把大道理讲得很具体，几句走心的

话让我记忆深刻，比如‘舞台再大，你不上

台永远只是看客’‘走上舞台，你就要燃烧

自己’，听着特别带劲。”

在薛献章看来，精准授课教学法不

是简单的备课法，而是教学指导法。表

面看，如同建房子拿到了一张精准的施

工图，先用标题、观点搭起“四梁八柱”，

再用依据、事例“垒砖砌瓦”。实际上，这

其中蕴含着政治教员必须掌握的问题调

查法、思想研究法、一线带兵法。这种教

学法，对政治教员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

是更高了。

薛献章的这篇教案就以“青春是用

来奋斗的”做为立论依据，引用相关内容

丰富知识点，列举了林俊德等英模和身

边典型的事例，有筋有骨、有血有肉，把

道理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对照着一个个关键节点，薛献章不

仅通过问题导向精准确定了授课主题，

清晰勾勒出备课的思维导图，以往授课

吸引力感染力不强的难题，也在一定程

度上得到了解决。

把握住精准授课教
学法的“源代码”

如今，随着精准授课教学法全面实

践运用，该集团军一批能讲善教的政治

教员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与此同时，一些声音也“冒”了出来：

“时间久了是否会成为束缚创新的条条

框框？”“标准化生产出来的教育产品，是

不是会千篇一律？”

对此，该集团军领导介绍，如果把思

想政治教育比作一个庞大的系统，精准授

课教学法就是这个系统中的“源代码”。

作为系统中最核心的部分，有了它，课堂

教育就不会偏离偏向；而这个“源代码”又

是一个开放的创造空间，政治教员们可以

因时因地因事因人活学活用。

——把握不同类型教育侧重点。前

不久，某合成旅指导员邹贝按计划组织理

论学习。在教学法“多维手段激发”的启

发下，他将课堂搬到旅史长廊前。面对一

组组图片数据、一个个生动故事，邹贝将

理论讲得可知可感。授课结束后，官兵们

纷纷表示这堂课既“解惑”又“解渴”。

旁听完邹贝的授课，该旅政治工作

部主任孙磊表示，只要抓住不同类型教

育侧重点找准新靶标、用好新素材、开掘

新手段，教学法同样适用于主题教育、基

础教育、党课教育等，引来“满园春色”。

——紧贴不同教育对象认知力。某

通信值勤连组训时,选训“勤务用语”的女

兵寥寥无几，报名参加“文字录入”课目的

却人头攒动。针对这种“挑肥拣瘦”现象，

指导员程凤觉得有必要搞一次教育。女

兵普遍泪窝浅、面子薄，讲轻了怕点不到

位，讲重了怕伤到自尊，分寸要拿捏好。

对照精准授课教学法，经过反复琢磨，程

凤心里有了主意。

“我采取了旁敲侧击的办法，围绕《三

尺机台的‘三生三世’》这个题目，运用漫

画的形式，展示了 2 名女兵的不同选择、

不同结果。”课堂上，程凤看到大家从捧腹

大笑，到若有所思，再到表情凝重。透过

大家的表情变化，她感到达到了教育目

的。“精准授课教学法与教育对象的经历

阅历、接受能力、岗位角色贴得越紧，就越

能发挥‘精准’的威力。”程凤说道。

——适应不同任务状态特殊性。“心

慌气短莫爬高，勤换衣物不能少；一日三

餐不过饱，活动适量不快跑……”前不久，

某合成旅一次高原跨域机动演习途中，车

厢里的一段快板让高原缺氧、身心疲乏的

战友脸上浮现笑容，既普及了常识，又缓

解了对抗演练准备的心理压力。

针对部队当前任务频繁转换，兵撒千

里、动态分散这一常态，他们对加强动态

分散条件下教学法的运用、如何跟进重大

任务开展教育进行了专题研究，提出了具

体落实方案。

就在采访结束前，一场政治教员比武

在某合成旅拉开帷幕。记者看到，合成一

营装步二连指导员罗群快速拟制标题、提

炼观点、设计互动……经过半个多小时的

连贯作业，一堂授课精彩亮相，赢得评委

纷纷点赞。对此，记者问道：“你是怎么做

到的？”

“当一个个环节内化成为备课授课的

习惯，不需要也不应该再翻教材一一对照

了。”罗群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就如同习武

者将所学的各类招式融会贯通，最后达到

“无招胜有招”。教育更是如此，要在因时

因地因事因人中，真正做到“教无定法”。

教育课堂呼唤“精准设计”
■毛茂宇 王志国 本报记者 周 远 朱柏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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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高度重

视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和掌握军队，

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不适应跟不

上、时代性和感召力不强等问题，鲜明

提出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为

部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指明了努

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教育有其内在规律可循，军事训

练曾经探索了“郭兴福教学法”，政治

教 育 也 可 以 有 教 学 法 。 某 集 团 军 从

“为什么讲、讲什么、怎么讲、讲得怎么

样、官兵凭什么信服”这个底层逻辑出

发，遵循灌输授课基本规律，对教育的

主题、内容、方法、检验、威力进行探索

规范，着力从课前精准掌握活思想、课

上精准对接教与学、课后精准评估教

育效果等方面寻求突破，探索形成了

精准授课教学法。

精准授课教学法围绕“问题抓准、

教案备精、课堂讲活、效果评实、身教

要好”5 个环节设置 11 个关节点，使课

堂教学这种带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教育

实践活动，分解细化为基于教学一般

规 律 的 具 体 步 骤 。 政 治 教 员 一 看 就

懂，机关指导抓手更实，既改变了以往

经验式、粗放式备课施教模式，又提高

了备课效率、保证了授课质量。

精准授课教学法并不是束缚创新

创 造 的 条 条 框 框 ，而 是 开 放 的“ 源 代

码”，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教员可

以结合具体实际创造性运用。不同类

型教育着力重点不同、不同教育对象

接受能力不同、不同任务状态具体要

求 不 同 ，抓 住 特 点 灵 活 运 用 、因 情 就

势，教学法就能举一反三、越用越活。

精准授课教学法把课堂内外贯通

起来、一体设计，除了需要政治教员具

备课堂上的说理功外，还需提升课堂

外的知情功、疏导功、解难功。这就要

求政治教员必须思想掌握到一线、研

究问题到一线、寻计问策到一线、能力

提升到一线，防止备课授课闭门造车、

东拼西凑、空洞无物，切实回到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个根本方法上来。

身教示范是最好的教育。从一定

意义上讲，授课的成效取决于授课者

自身的言行，一堂课备得再好，如果教

育者自身做不到，不但达不到授课效

果，反而会起到负面作用。精准授课

教学法把带头学、带头讲、带头干作为

重要指标，就是要求政治教员把备好

“言教”课与备好“身教”课统一起来，

通过言传灌输思想理论、通过身教影

响感召官兵，让授课更有底气、更有力

量，也就更有威信。

政治教育也可以有教学法
■汪志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