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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课大家享 带兵人手记

“寒风凛冽、大雪纷飞，假如你是

一名 17 岁的士兵，在敌人的一次强攻

中被炸晕了过去……战斗结束后才醒

来的你发现，战友全部牺牲，只有你一

个人活了下来，你会怎么办？”伴随着

屏幕上冰天雪地、战争场景的出现，南

部战区空军某地导旅指导员陈露宝一

开场就抛出了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一起来玩‘剧本杀’，大

家 根 据 给 出 的 剧 本 ，演 绎 其 中 的 角

色。我要提醒的是，你的每一个选择

都会影响后续剧情发展，所以请设身

处地，认真考虑。”指导员话音刚落，官

兵们顿时来了精神，挺直腰板，不约而

同地看向了屏幕。

这时，两个选项相继出现：A. 绝不

独活，要和战友们永远在一起；B. 不能

放弃，想办法联系上大部队。

待大家沉思一会儿之后，陈露宝

开 始 推 进 剧 情 。“ 选 择 A，你 会 怎 样 ？

你 艰 难 地 俯 下 身 子 ，对 准 胸 口 ，扣 响

扳 机 ，和 战 友 们 一 起 永 远 地 留 在 了

战 场 上 ，故 事 到 此 结 束 。”大 家 很 惊

讶 ，这 才 开 始 意 识 到 ，每 一 个 选 择 不

仅 事 关 剧 情 走 向 ，而 且 事 关 主 人 公

的生死。

“选择 B，剧情又会如何？你朝着

大部队的方向艰难爬行，突然，不慎摔

下悬崖……再次醒来时，你躺在病床

上。此时，你发现自己的腿被截掉了，

上肢也只剩肘以上的部分。你狂乱地

呼喊、挣扎，无法接受现在的自己。这

时，你又会怎么办？”每一个选项的展

开，陈露宝都在为大家制造着悬念，官

兵们被代入剧情，开始期待故事下一

步的走向。

沉默片刻之后，屏幕上再次出现

两个选项：A. 不能忍受毫无尊严的艰

难苟活，选择放弃；B. 不能做毫无意义

的牺牲，顽强活下去。

陈露宝继续引导大家走进后面的

剧情：“选择 A，万念俱灰的你，拖着沉

重的病体，爬上窗台，一头栽了下去，

生命终结，故事结束。”

“选择 B，剧情又会如何？”大家开

始设想主人公该怎么活下去。是在休

养所里享受特护待遇，度过余生？还

是回到故里，建设家乡，继续奋斗？

正在大家思考的时候，指导员宣

布游戏告一段落。官兵们意犹未尽，

陈露宝却话锋一转：“这个剧本并不是

虚构的，主人公的原型名叫朱彦夫，是

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一名有

着 72 年党龄的老党员。剧本讲述的背

景就是他所亲历的长津湖战役，在 3 次

至关重要的人生选择中，朱彦夫都选

择了 B 选项。”

陈露宝结合日记和传记内容，给

大 家 讲 起 了“ 当 代 中 国 的 保 尔·柯 察

金”——朱彦夫的故事：“在抗美援朝

的战场上，被炸晕醒来后的朱彦夫面

对战友全部牺牲、自己遍体鳞伤的现

实，选择了想办法同大部队联系。受

伤被送往医院后，经过 47 次手术，朱彦

夫 顽 强 地 活 了 下 来 。 面 对 未 知 的 前

路，他选择直面残疾带来的苦难和阻

碍。随着身体逐渐好转，他选择了继

续奋斗，用残缺的身体挑起村支书的

重担，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听完陈露宝的讲述，大家被深深

地震撼了。想着还萦绕在脑海中的真

实 剧 本 ，有 的 官 兵 心 里 很 不 是 滋 味 。

“指导员，这次来驻训前，我还犹豫过，

想选择在营区留守，现在看来很不应

该。”“部队训练越来越苦，军人很难照

顾家庭，这几天我动过退伍的念头，现

在我知道该怎么选择了。”

“ 同 志 们 ，‘ 剧 本 杀 ’的 游 戏 结 束

了，但我们的选择仍将继续。面临人

生难题，‘人民楷模’朱彦夫用一生作

答 ；面 对 军 旅 挑 战 ，大 家 有 自 己 的 选

择 了 吗 ？”官 兵 们 若 有 所 思 地 郑 重 点

头，陈露宝从他们坚毅的眼神中得到

了答案。

“剧本杀”是什么？
面对这堂以“剧本杀”为形式组织的精品课，主持人

不得不先做一番“名词解释”的功课。
学者专家、网友玩家对这个新鲜事物给出的定义莫

衷一是，但一致认为，这是一种新兴的娱乐休闲方式，通
过角色扮演，推动剧情发展，成为年轻人社交“破圈”的
新宠。

网上相关调查显示，“剧本杀”绝大部分玩家是 30岁
以下的年轻人，在年轻消费者青睐的线下娱乐方式中，其
热度已仅次于电影、运动健身两大传统项目。

这里，暂且不去探究这种游戏方式火热的成因，却要
首先感佩于部队教育者的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正是他

们准确而敏锐地把握住了年轻官兵的兴趣点、关注点，为
这款流行的益智游戏赋予春风化雨的教育功能，并将其
搬上基层课堂甚至更高层次的教育平台，从而满足了官
兵的精神需求、砥砺了官兵的意志品质。

拘旧方不可疗新疾，居夏日不可御冬裘。面对新的
形势、新的群体，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具备创新
实践的勇气，在坚持“内容为王”、坚持身教示范的前提
下，让理念更新，让形式更活，让教育更加有滋有味、触动
心灵。

这正是：深化探索夯基础，深耕内容奏强音。教育不
拘一格，用心方能创新。

——主持人 磊 峰

为做好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

议“下篇文章”，持续深化“好课推荐、

精品共享”活动，今年我们在版面上开

设了一个全新栏目“好课大家享”，通

过还原基层精彩授课现场，分享课堂

内外的生动故事，提炼创新教育的理

念方法，带给广大带兵人不少有益借

鉴和思考启示。

《“剩饭剩菜”一堂课》《听一听信仰

的“声音”》《跑道作“课堂”，可乐熬“鸡

汤”》《深夜设讲台，望月问胜战》……这

一堂堂冒着热气的好课，引起了广大读

者的热情关注和由衷期待，也受到许多

部队教育工作者的点赞转发。

如 何 用 新 闻 的 方 式 进 行 授 课 示

范，这本身也是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

政治教育体系、有效发挥宣传平台教

育功能的一种尝试。今天，我们推出

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集训交流中的

一堂课，作为本栏目今年的收尾和明

年的展望，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这样的精品好课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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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实验表明，教育方式方法新

颖 、独 特 ，容 易 引 起 官 兵 的 注 意 和 兴

趣。反之，方式方法单调死板，即使内

容很重要，也难以长时间维系听众的

注意力。这堂课启示我们，掌握走进

官兵内心世界的“桥”和“船”，是破解

教育难题的“金钥匙”。

从新潮的“剧本杀”游戏引入，以

真实人物故事为背景，创设一个让官

兵感到好奇的游戏情境，并以第一人

称视角代入剧中角色，通过每一次选

择，使自己与主人公的命运紧密连接，

实现与剧情发展的交互沉浸。最终，

主人公朱彦夫的选择在无形之中深刻

影响着每名官兵的价值判断。

这堂课没有说教，没有直接告诉

官兵应该怎么去做，甚至到最后都没

有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但大家在每一

次参与、每一个选择中，都更加笃定了

内心的选择。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只有

能 够 激 发 学 生 去 进 行 自 我 教 育 的 教

育，才是真正的教育。陈露宝组织引

导官兵参与“剧本杀”的过程，就是让

大家在做出每一个选择中实现自我教

育，这样的“不言之教”达到的效果反

而更深刻、更持久。

思路一变天地宽
■南部战区空军某基地宣传处处长 杨泽达

授 课 人：南部战区空军某地导旅指导员 陈露宝

授课时间：12 月 16 日

想看更多好课？

请扫一扫我吧！

“排长，跟您汇报一下我们班近期

的情况……”这几天，排里的班长开始

主动找我请示汇报，“排长好”的问候声

也在楼道里此起彼伏。看着战士们如

今对我的认可和支持，我深刻意识到，

原来自己在追求“好人缘”的过程中，走

了不少弯路。

作为新下队的排长，我琢磨着，要想

踢好“头三脚”，就得先从搞好人际关系

开始。

那段时间，低调做人、尽量拉近和

战 士 们 的 关 系 ，成 了 我 的 行 为 准 则 。

对 待 骨 干 我“ 谦 虚 内 敛 ”，排 里 的 事 情

都以他们的意见为主；对待战士我“笑

脸相迎”，安排工作都是商量着来……

我 以 为 ，这 样 大 家 就 会 很 快 认 可 我 这

个“好排长”。没承想，久而久之，班长

直 接 越 过 我 处 理 排 里 的 事 情 ，战 士 们

也 慢 慢 变 得“ 没 大 没 小 ”，见 到 我 不 但

不问好，有时候还会起哄，让我下不来

台。我这个“老好人”非但没有收获想

象 中 的“ 好 人 缘 ”，还 把 排 长 这 个 角 色

“扮演”得不伦不类。

“ 最 近 被 批 评 的 哨 兵 都 是 你 们 排

的，而且大家训练成绩一直下滑，这到

底是怎么回事？”正当我郁闷苦恼之际，

指导员拿着一份上级刚刚下发的通报

找上门来。看着工作“全线失守”，我满

脸愧疚地向指导员汇报了自己的尴尬

处境。

话音刚落，本以为会迎来严厉批评，

谁知一只大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指导员

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作为新排长，想要

尽快赢得官兵支持无可厚非，但一味地

当‘老好人’，不仅营造不出和谐融洽的

内部关系，还可能导致更多的矛盾和隐

患。只有在管理上严格要求，鞭策战士

成长进步；在生活上关爱体贴，真正摸准

他们心中所想，解决实际困难，才能积累

出真正的好人缘。”

一语惊醒梦中人。是啊，为了所谓

的“好人缘”，我一味迎合、纵容有的战

士，没有原则、淡化职责，总是打自己的

小算盘，将带兵人的担当放在了一边。

痛定思痛，立行立改。此后，我认真

梳理中队的建设重点，熟练掌握工作的

“正确开展方式”。执行任务我带头先

上，做好表率；安排工作我条理清晰，态

度坚决；出现问题我严肃批评，督促整

改；日常生活我关心帮助，一起进步……

慢慢地，战士们从刚开始的不适应，变得

逐渐认可我，大伙也纷纷开始主动严格

要求自己。

如今，战士们开始在休息时间找我

沟通谈心，班长骨干更是积极主动向我

汇报工作。至此，我才弄懂了“好人缘”

的真正含义——靠工作赢得拥护，靠公

心赢得尊重，靠原则赢得威信，靠团结赢

得支持。

（贺韦豪、巩爱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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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班 员：第 82 集 团 军 某 旅 勤 务

保障营教导员 丁培培

讲评时间：12 月 15 日

最近我通过检查发现，周末午休时

间，一些战友躺在床上刷抖音、看视频，

还 有 人 沉 浸 在 手 游 世 界 里 乐 此 不 疲 。

通过与大家聊天了解到，个别同志存在

“补偿心理”，觉得平时训练辛苦，难得

周末尽情放松放松，哪怕中午不休息也

心甘情愿。

同志们，《内务条令》明确规定，听到

午睡号（信号）后，除执勤和经批准执行

其他任务的人员外均应当卧床休息，保

持肃静，不得进行其他活动。虽然午休

时间由个人支配，但也不能没有节制，把

午休变成了“无休”，这样做既与条令精

神不符，也会影响个人和其他战友的精

神状态，这是必须要纠正的。

马克思说过：“一切节省，归根到底

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省。”时间对于军人

来说弥足珍贵。在繁忙的工作、训练之

余，能有充足的休息时间是有效遂行任

务的重要保证。一日生活制度不是贴

在墙上的一张纸，而是每一名官兵必须

牢 记 在 心 、落 实 于 行 的 计 划 表 。 下 一

步，各连要进一步规范周末午休秩序，

合理利用午休时间，帮助大家得到休息

放松，调整状态。

（裴恒悦、郝剑豪整理）

莫把午休变“无休”

值 班 员：某 工 程 兵 大 队 一 中 队

教导员 王 琦

讲评时间：12 月 20 日

连日来，结合新装备训练，中队掀起

了学习装备操作理论的热潮。特别是近

段时间，施工任务繁重，大部分同志都能

坚持理论学习，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

着工期推进，我发现少数同志缺少了刚

开始的那股劲头，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有所降低。

古 语 云 ：“ 聚 沙 成 塔 ，集 腋 成 裘 。”

持续性努力的效果远远超过间歇性发

力，只有坚持去做，才能到达心中渴望

的彼岸。理论学习是一个不断积累的

过 程 ，没 有 捷 径 可 走 ，不 可 急 于 求 成 、

一 蹴 而 就 。 如 果 坚 持 不 好 ，就 不 能 真

正做到精通原理，更别说学以致用，练

精手中武器。

同志们，中队前辈们始终把理论学习

作为不懈奋斗的力量源泉，坚持在施工间

隙、工地上、帐篷里认真学习，我们要赓续

优良传统，持续抓好新装备理论学习，

扎实开展专业技能研究，促进专业理论

向实际操作转化。唯有让自己成为时间

的主人，方能成就最好的自己，不辱军旅

使命，不负青春年华。

（薛乃豪、赵光超整理）

学习劲头要“保温”

致读者

连日来，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

三支队开展多课目战术训练，锤炼

官兵实战能力。图为官兵快速通过

铁索桥。

彭 勇摄

跨 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