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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教育不是“随意
教育”

从连部“摔门”而出，南疆军区某合

成 团 五 连 中 士 宋 彦 成 心 中 满 是 委 屈 。

这位身高近 1 米 9 的大汉，此时泪水在

眼眶里打转。

事情的起因是不久前的一次手机

检查。指导员成广杰发现几名战友手

机中存在金额较大的转账记录，接收人

都指向了同一个人——宋彦成。联想

到近期上级通报的几起网络赌博问题

以及宋彦成有喜好打牌的兴趣，成广杰

悄悄留了个心眼。

果然，那几天成广杰从宋彦成身上

发现了不少“端倪”：频繁申请使用手机

并避着身边的人，白天工作劲头不足有

点没精打采……

于是，成广杰“约谈”宋彦成。

这让宋彦成既委屈又郁闷。原来，

宋彦成家中突发变故，只好向战友借钱

以渡过难关，使用手机避开大家是因为

不好意思，没精神是因为整夜失眠……

话虽然说开了，成广杰也向宋彦成

郑重道歉，但心中扎下的刺不是一时半

会就能“消痛”的。那段时间，两人见面

总有些尴尬。

教育不对路让简单的事情变得复

杂，过度的关心同样会带来烦恼。装步

一连指导员邹刚就遇到了这样的事。

下士李江一直有个“军校梦”，一段

时间几乎每天挑灯夜战复习。摸底成

绩一直不错的他，正式考试时却发挥失

常，榜上无名。

为避免李江产生思想问题，邹刚隔

三岔五找他聊天谈心，不时拿一些身边

的优秀士兵典型勉励他，还利用晚点名

等时机鼓励他。

过 度 的 重 视 让 李 江 感 到 不 自 在 。

一天深夜 ，他敲开了邹刚的门 。“指导

员，你这样反而让我压力很大，请不要

再 关 注 我 了 。”李 江 的 话 让 邹 刚 愣 住

了。“自己一片好心，没承想李江却不领

情。”邹刚不明白，是现在的兵越来越不

好带了，还是教育方法有问题？

一 边 是 不 走 心 的 提 醒 教 育 ，一 边

是主观臆断的过度关心。火力营教导

员 杜 汉 堂 分 析 了 两 者 的 共 性 问 题 ：不

加以了解、凭主观经验随意开展教育，

看似是为官兵着想 ，实则“伤 ”了官兵

的心。

该团政治工作处围绕随机教育开

展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

的基层带兵人一味采取“我讲你听”的

方式，不注重了解官兵需求，难以引起

情感共鸣；有的一味说理，不关注和解

决实际困难，把思想工作做虚了；有的

讲道理就像“喊口号”，动辄就是“正确

对待”“提高认识”，调子高、内容空、形

式死板。

拿到调查问卷分析结果，该团政治

工作处主任金鑫表达了他的担忧：当前

有的随机教育太随意，有时效果适得其

反。

金鑫曾利用晚点名时机上门旁听 4

个连队对时事热点开展随机教育，有的

几句话就点到了要害，或引导或警示，

教 育 效 果 很 好 ；有 的 迟 迟 难 以 进 入 正

题，自己讲得口若悬河，官兵听得云里

雾里。“随机教育一旦离题太远，换作是

我，也听不进去。”金鑫说。

随意的背后，是“不
在线上”的教育能力

火力营教导员杜汉堂发现，一些时

候，某些连排干部并没有给予随机教育

应有的重视——有的认为随机教育随

便采取什么方式都可以；有的认为随机

教育解决的都是一些小问题，少搞也影

响不大……

对随机教育的片面认识，一定程度

上影响着基层连队随机教育的开展成

效。

临近退伍季，支援保障连指导员张

涛发现四级军士长李德宏的工作状态

低迷——身为装甲技师的他，自从研究

起了退役政策，对工作似乎就不再那么

上心了。

按照以往，张涛会通过个别谈心加

之深度解读退役政策来解决问题。由

于当时训练任务重，张涛选择了将所有

今年满服役期的士兵集合起来统一教

育。

让张涛没想到的是，李德宏被他口

中的“某些老士官”激怒了。李德宏觉

得，指导员很不给面子，为连队辛辛苦

苦 16 年，临退伍被立为“反面典型”。其

他战友也面面相觑，没搞懂指导员这样

是要做什么……

“一些连排干部对随机教育时机和

内容把控不妥。”杜汉堂说，“有时上午

发生的事情，他们会拖到晚点名讲，或

者一周的问题‘攒’到周末一起讲。虽

然准备比较充分，但是错过最佳时机，

官兵对问题的认知程度会大打折扣。”

“随意”的背后，是“不在线上”的教

育能力。杜汉堂发现，一些基层带兵人

出现“经历倒挂”的情况——相较于新

时代官兵入伍前的丰富社会阅历，不少

基层军官的成长经历相对简单。

工程防化连指导员王冬晨对此深

有体会。他高中毕业后考入军校，然后

来到部队任职。

前段时间，某款新潮购物软件在连

队里悄然兴起，随之而来的攀比风一度

让王冬晨很是警惕。一天晚点名，他围

绕消费观开展了一场随机教育。没想

到的是，当天晚上查铺时，他就听到了

一些战友不同的看法。

“都什么年代了还讲这些，我自己

的津贴，怎么用是我的自由。”这话落在

耳里，王冬晨很不是滋味。他想当场辩

驳，却一时不知怎么说，只好作罢。

其实，王冬晨是团里公认的教育好

手，他的授课多次被团里评为“精品教

案 ”。 他 拿 大 课 辅 导 和 随 机 教 育 作 比

较：大课教育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即使

面 对 自 己 不 熟 悉 的 内 容 ，只 要 资 料 充

足，或向有经验的战友请教，授课目的

都基本能达到；而随机教育则突出时间

上的“快”和时机上的“准”，多数时候会

陷入讲不准的苦恼。

随机教育的关键是
“随机应变”

在该团采访，不少基层带兵人不约

而同提到了一次高原练兵。

那年，部队整建制奔赴海拔 5000 多

米 的 雪 域 高 原 遂 行 实 战 化 演 训 任 务 。

连续数天的长途机动，很多官兵疲惫不

堪。

为此，榴炮二连指导员徐远智进行

了简短的动员，讲述了昔日进藏先遣连

的战斗故事——136 名官兵仅仅依靠骡

马，翻过达坂、跨过冰川，成功将五星红

旗插上阿里高原。

这次恰到好处的随机教育迅速鼓

舞了大家的斗志。大家咬紧牙关，最终

在预定时间内完成了任务。

回忆那段时光，徐远智感慨：艰苦

环境中，每天和大家战斗在一起，战友

的很多想法我都感同身受，教育中的情

感自然更加真挚，内容也更具针对性。

“高原驻训期间，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的主要方式就是随机教育。”榴炮一

连指导员徐家猛介绍，他曾在临时搭建

的石头掩体里和大家谈心，也曾在机动

途中通过电台给大家动员，还曾在狂风

暴雪中纠正连队刚发生的问题……

为什么在高原驻训中“有声有色”

的随机教育，回到营区后却变得“平平

淡淡”？

“那时和战友们待在一起的时间更

多。”徐远智说，“在高原上，很多战友过

来找我，基本上没开口我就知道他们要

说什么，回到营区后明显不是这样。”

成广杰也有相同的看法。经历了

上次的“乌龙”事件后，他在日常工作中

更加注重站在官兵角度看待问题。他

发现，视角的变化不仅让自己与战友贴

得更近，教育的实效也明显提升。

“归根结底是我们没有把握住随机

教育的特点。”该团政委董飞分析，随机

教育的关键是随机应变，这需要基层带

兵人有备而来、应时而发，不少教育者

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片面地将随机教育

作为一种手段去运用，这从根本上制约

了随机教育的质效。

或许来自战士的声音更能说明问

题。在装步六连上等兵王兴眼里，随机

教育就是晚点名和谈心谈话，两者都是

日常制度，至于其他的方式，王兴想了

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

据该师宣传科干事范厚超了解，有

着同样看法的基层官兵不在少数。“随

机教育应该融在日常训练、生活点滴、

各类活动中，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范

厚超说。已有 20 年军龄的他，对随机教

育有着自己的看法——当基层带兵人

找不准切入点，讲不出针对性、用不好

活方法，随机教育对被教育者来说，就

变成了“被动式”的接受，招致官兵抵触

厌烦自然是情理之中。

练就随机教育的硬
功夫

一次教育准备会上，该团政治工作

处主任金鑫打了个比喻：随机教育就像

一场“遭遇战”。“想要打好这场仗，练好

基本功是带兵人需要迈出的第一步。”

金鑫说。

上个月，指导员徐龙从支援保障连

调整至突击车连。来到新连队，他从熟

知“兵情档案”做起，通过普遍了解、个

别谈心等方式，很快掌握了全连每名官

兵的个人、家庭等基本情况，成为知兵

明白人。

在一次对战友矛盾的处理中，徐龙

根据双方的不同性格和家庭环境特点，

分 别 与 他 们 谈 心 ，对 老 兵 谈 格 局 讲 风

格，和新兵摆事实聊感情，几句话就点

中问题要害。

对此，徐龙深有感触地说：“随机教

育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带兵人如果

不知兵，就像锁匠不懂开锁，戳不中内

心就会事与愿违。”

运输连指导员黄鑫则从“强自身”

做起，时刻要求自己保持“在线”状态。

他结合部队日常工作开展规律和连队

实际情况，梳理出官兵易出现的各种思

想问题，并搜集大量资料，从中总结出

不少实用招法。

在新兵下连后的第一次实投操作

中，列兵小李胆小不敢上场。黄鑫知道

小李一直想当“特种兵”，就在确保安全

的前提下，带着他体验了一把侦察兵的

“极限攀高”和“高空索降”，帮助小李克

服了心理障碍。

张涛则从网络入手，走进官兵内心

世界。他和不少战友成了“网友”，在网

络聊天中了解大家的真实想法；他还通

过“朋友圈”掌握官兵的细微变化，努力

提升“一叶知秋”的洞悉能力，有针对地

做好“一人一事”工作。

“以往谈心谈话总是抱着‘我是为

了你好’的想法，将自己的思想强加于

对方。”邹刚认识到自己此前存在的问

题，并在实践中加以改正。上周末，列

兵孙鹏被发现使用“账外机”，邹刚没有

盲 目 下 结 论 ，而 是 敞 开 心 扉 和 孙 鹏 聊

天，找准真实原因后才有针对地开展教

育……

杜汉堂认为，搞好随机教育不只是

政治干部的责任，所有干部骨干都应参

与其中。这些年，他的一个有效做法就

是通过定期召开骨干会议的形式了解

掌握官兵的思想动态，及时发现和会诊

官兵倾向性、代表性的问题苗头，让随

机教育的实施更加精准。

前不久的一次骨干会议中，思想骨

干程流分析认为，近期演训压力大、工

作节奏快，大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浮躁

情绪。杜汉堂了解情况后，当天便组织

全营举办篝火晚会。晚上，官兵围着篝

火尽情唱跳，火光映红了戈壁滩，也温

暖了大家的心。

“最好的教育不是等官兵出现问题

苗头才去着手准备，‘主动出击’才能防

患于未然。”金鑫说，团机关梳理归纳出

基层官兵易发思想问题典型案例，供大

家 借 鉴 ，丰 富 开 展 随 机 教 育 的 招 式 方

法。

同时，机关紧盯社会热点问题，将

网络上出现的热议话题纳入讨论范围，

引导官兵针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讨论

批判，杜绝不良文化侵蚀。

这些随机教育做法带来了良好效

果。金鑫明显感到，官兵之间的矛盾少

了，内部关系越来越融洽；花钱大手大脚

的少了，合理开销的多了；沉迷手机游戏

的少了，用网学习的多了……这些多与

少的转变，有力促进了单位全面建设。

在团政委董飞眼里，这些可喜的变

化源于新时代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变”

与“不变”的统一——“变”的是紧随新

时代官兵思维特点，不断创新发展教育

方式方法；“不变”的是“用真理说服人、

用真情感染人、用真实打动人”的教育

理念，永不过时。

上图：训练间隙交流心得体会。

杨 胜摄

随 机 教 育 ：新 时 代 须 有 新 解 法
■冯 毅 庞双双 刘 程

当前，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改革

步伐的快速迈进，各种任务的快速转换，

官兵思想领域出现了诸多新问题、新矛

盾，给部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做好经

常性思想工作带来了新挑战。

带兵人都熟知，官兵在日常生活中

所经历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都有可

能引起情绪波动、心理变化。如果跟进

不及时、引导不到位，就可能引发思想

问题。这时候，需要带兵人通过有效的

随机教育，帮助官兵廓清思想迷雾、及

时释疑解惑，达到防微杜渐、未雨绸缪

的效果。

随机教育往往无影无形，但通过无处

不在的持续影响形成一个“教育磁场”。

官兵置身其中，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明白道

理、获取经验，实现成长和进步。如何发

挥好随机教育的“场效应”，是每个带兵人

都要认真对待、深入思考的问题。

随机教育的突发性，决定了留给带兵

人做准备的时间往往有限。这要求带兵

人必须具备较强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做知兵带兵的有心人。

应当坚持从小事做起，细心观察官兵学

习、训练、工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从“楼

后夜话”“水房畅谈”中察觉官兵的思想变

化，通过分析表面现象看到问题本质，找

寻相应的对策，做到“对症下药”。

灵活的组织方式是随机教育走进官

兵内心的桥梁。随机教育如果一味地强

调形式，就难以具备“有趣的灵魂”。但

这并不是说，方式不重要。在内容具体、

鲜活的基础上，方式灵活很重要。新时

代官兵性格特点鲜明，老旧的教育方式

很难打开他们的心扉。这就需要带兵人

因对象、任务而异，不断探索新方法，摒

弃固定方法、模式，杜绝不看对象、不分

场合、不讲效果的“随意”教育。应当认

真对待每名官兵的思想问题，按照个体

的不同需求，把深奥的理论讲通俗，把具

体的症结摸清楚，真正把大道理讲得丝

丝入扣、入脑入心，把大问题化为小问

题、没问题。

情感交融是做好随机教育的基础，

也是取得成效的保证。带兵人要讲真

话、实话、心里话，讲官兵爱听、能用、管

用的话。只有在彼此坦诚的基础上拉近

距离，与官兵真心实意地交朋友，让官兵

的心里话有地方倾诉，困难有人帮助解

决，这样官兵才会敞开心扉，产生“一花

引来百花开”的教育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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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新动能新气象

随机教育，是基层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常用形式，

不易受时间、地点等客观条件限制。“三五分钟不嫌短，

三言两语不嫌少，站着走着都能讲。”基层带兵人常说，

随机教育突出地体现在一个“快”字、一个“活”字上。

战争年代，我军常常是“一边走路一边鼓动，一面

作战一面宣传”。当前，部队处于实战训练攻坚期、练

兵备战关键期，训练强度大、任务转换快、安全压力重，

这就要求基层带兵人必须具备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硬能力。

如何抓好随机教育，为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新的生机

与活力，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是每一名基层带兵人面

对的老命题，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