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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察

思政课程的“身段”低
了，学员的学习热情高了

这堂课，围绕一段墓志铭展开。

清明时节，陆军边海防学院乌鲁木

齐校区一堂思政课上，大四学员翟孟宇

讲起自己在烈士陵园的所思所感。一段

烈士墓志铭，被他完整背了下来。

无独有偶。前不久，陆军工程大学

研究生院的讲台上，迎来了一张张年轻

学员的面孔。

寒假期间，该校数百名研究生学员

兵 分 20 余 个 实 践 小 组 ，在 全 国 各 地 开

展了一场社会调查实践活动。学员们

瞻仰烈士陵园、探访老兵、看望留守儿

童，带回大量鲜活素材，点燃了一个个

课堂。

“思政课堂上，学员的参与度越来越

高。”陆军工程大学教员王晶说，现在的

军校学员视野开阔、思维活跃，许多知识

他们可以轻易获得，但是缺乏更深的实

践感知。关注学员的表达、引导学员思

考，既是大势所趋，也是提升课堂质量的

必经之路。

王晶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后，走上

军校讲台教书育人，至今已有 10 余年。

她有一个理念：让思政课不再“高高在

上”。

曾经有一段时间，学员总会把“思

政”和“说教”联系在一起，课堂的“抬头

率”比较低。反观网络上一些主播、“UP

主”个性化、通俗化的表达，却受到年轻

人的点赞追捧。

王晶决心来一场改变。她把政治

理 论 融 入 一 个 个 故 事 中 ，以 别 具 一 格

的形式引导学员参与课堂互动。央视

《开 讲 啦》的 演 讲 模 式 、《朗 读 者》的 朗

诵 风 格 、直 播 平 台 的“PK”…… 都 曾 被

她带入课堂。

思政课程的“身段”低了，学员的学

习热情高了。现在，王晶的课堂气氛热

烈，学员们亲切地称她为“晶姐”。

与王晶一样，面对新生代学员，军校

思政教员们都在尝试用精巧的课堂设

计，让思政课成为学员们可触、可感的铸

魂“窗口”——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历时 3 年，精心

打造出国内第一个《共产党宣言》情景教

学馆，通过沉浸式、互动式教学，让学员

感受真理、畅想未来。

海军工程大学教授龚耘，执教思政

课已有 35 年。受电视访谈节目启发，每

节课前几分钟，他都要与学员交流时事

热点。学员们给这个环节起了一个有

趣的名字——“龚眼看世界”。

空军军医大学深入挖掘学校医疗队

的抗疫故事，推出系列微课，让身边人、

身边事走进思政课堂……

当学员的主体地位凸显，教员的角

色也随之转变。曾经，一位教员、一块黑

板便是一堂思政课。如今，学员们的“移

动教室”“客座老师”越来越多。

火箭军工程大学组织学员奔赴革

命圣地延安，教员现场讲解优良传统；

武警警官学院师生走进四川大学江姐

纪念馆，开展群众性沙龙活动，体悟初

心使命……

电影《长津湖》上映后，一时成为军

营内外的热点话题。走进国防科技大学

文理学院《军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课堂，学员们惊喜发现，讲台上站着

一位陌生教员——“杨根思连”所在旅政

委翟继群。

如 今 ，这 个 学 院 已 和 各 军 兵 种 19

个旅团级单位签订了联教协议。未来，

“黄继光连”“邱少云连”等基层英模单

位 官 兵 ，都 可 能 成 为 学 员 们 的 思 政 教

员。

所谓“课程思政”，就
是“既要教知识，还要培
育人”

同样是《长津湖》，教员宇超群把它

带到了自己的专业课中。

这 堂《军 事 测 绘》课 ，宇 超 群 用 电

影 片 段 开 场 。 屏 幕 旁 ，他 给 学 员 们 讲

起 历 史 ：“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中 ，学 院 曾 两

次 派 遣 学 员 赴 朝 鲜 进 行 战 地 测 图 ，志

愿 军 将 士 浴 血 奋 战 的 背 后 ，也 有 我 们

测绘人贡献的力量……”

这是一场简短的思政教育。宇超群

并没有过多强调使命、信仰，但在他平实

的讲述中，学员们纷纷将腰杆挺直，全神

贯注。

在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军

事 教 员 讲 历 史 、谈 政 治 早 已 不 是 新 鲜

事。宇超群讲授的《军事测绘》课，是该

校首批推进思政要素与学科体系融合的

13 门课程之一。

刚开始，有人表示担心：专业课教

学内容多、任务重，如果将思政要素融

入其中，会不会喧宾夺主，影响专业知

识讲授？

对此，空军工程大学教授商长安理

解透彻：“无论什么课，内在核心只有一

个——那就是铸魂育人。”在商长安眼

里 ，所 谓“ 课 程 思 政 ”，就 是“ 既 要 教 知

识，还要培育人”。把思政要素融入专

业课堂，实质是让课堂重塑筋骨、回归

本真。

商长安在《军事运筹学》课堂上，通

过情景式还原，把空军部队创新战法、以

弱胜强的光辉历史生动再现，深刻阐述

红色基因中蕴含的胜战力量，受到学员

欢迎。

教学实践中，课堂的内涵和外延不

断被发掘、拓展，各院校一系列课程思政

推进举措相继出炉。

海军潜艇学院以“大思政”理念推进

“思政课程精品化、课程思政系统化”；空

军工程大学汇聚知名专家教师，建立课

程思政研究中心，打造具有空军特色的

开放共享平台；海军指挥学院、海军航空

大学、空军军医大学等多院校教员，相继

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参加政

治理论教学研修班……

思政要素被全方位嵌入军校育人体

系，在教员的精心设计下融入课堂。

“正步走的动作要领是什么？”一堂

程序设计课上，教员李翔一开口就把学

员吸引了：编程课怎么问起了队列训练

的事？

这是李翔的特殊设计。他深知编程

课知识结构复杂，容易让学员产生畏难

情绪。一次，李翔看到阅兵视频时突发

奇想：程序设计与方队协作其实很像，都

是从整体设计到局部，又通过局部雕琢

连贯成整体……

李 翔 用 队 列 训 练 作 比 ，最 终 告 诉

学 员 们 一 个 道 理 ：“ 遇 到 困 难 ，不 妨 换

个 视 角 去 看 ，也 许 我 们 的 世 界 会 豁 然

开 朗 。”李 翔 的 精 彩 设 计 ，赢 得 学 员 由

衷喝彩：“这堂课，既学了知识，又学了

道理！”

这次经历，让李翔感到：教学是一个

需要不断“打磨”的过程，课程思政，要求

教员对课堂精雕细琢。“这本身就是一种

艺术。”他说。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
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它们
相辅相成，润物无声

上课铃声响起，两名教员同时走上

讲台。

这 堂《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课 ，空 军 军 医 大 学 教 员 黄 建 别 出

心 裁 —— 邀 请 该 校 第 一 附 属 医 院 医

生 冯 亚 非 作 为 搭 档 。

不同专业，二师同台，共讲一课。这

样的画面并不多见，惊讶之余，学员们认

真盯着讲台。

按照课程计划，黄建介绍了马克思

主义中的“量变质变规律”。紧接着，一

旁的冯医生接过话茬，讲起军事训练中

的“疲劳骨折”案例。

一来一回，两位教员抽丝剥茧，层层

深入，不仅讲透了从“量变”到“质变”的

过程，还进一步加深了学员对部队训练

伤病预防的理解。

这是一次哲学与医学的“握手”，也

是一次思政课与专业课的奇妙结合。学

员李金阳坦言，一开始并不知道教员“葫

芦里卖什么药”，当他全神贯注听讲时，

一节课很快就过去了，知识点也都留在

了脑中。

这正是黄建想要的效果。在黄建眼

里，许多知识体系的内核是共通的，如果

能够抓住其中的关联，制造一些“美丽的

巧合”，将会大大提升内容的张力、课堂

的活力。

这样的“巧合”，海军工程大学学员

陈爽深有体会。

那是一次行军拉练，陈爽和战友们

在陌生地域按图行进。根据教员标定的

点位，陈爽一马当先，快速奔袭。到达其

中一处“打卡点”时，陈爽一惊——这里，

位于乡村深处。一个简陋的房屋，上面

写着：吴焕先故居。

那天，教员杨玉荣为学员们讲述了

吴焕先的故事。“18 岁入党，28 岁牺牲，

青春年华献给革命事业，这是何等的光

荣！”训练结束当晚，陈爽在笔记本上写

下了这样的感悟。

相比讲述历史，海军潜艇学院教员

范学满更喜欢构想未来。

不久前，媒体报道的一款“昆虫机器

人”引起范学满的注意。这种机器人平

时是“昆虫”，战时却是“战士”，可用于军

事侦察和人员搜救。

“机器人战士来了，作为未来军官，

你们该怎么办？”

无 人 机 专 业 课 上 ，范 学 满 抛 出 问

题。七嘴八舌的讨论中，范学满顺势引

导，既教了专业知识，又把重点落在了一

句话：“创新发展，刻不容缓。”

在一次次“巧合”和“碰撞”中，越来

越多的军校教员认识到，思政课程与课

程思政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它们相辅相

成，润物无声。

一堂高数课，海军航空大学学员李

林通过数学建模，理性分析甲午海战中

的力量对比、成败得失，更加坚定了学员

们向海图强的决心。

一 堂 兵 棋 课 ，武 警 指 挥 学 院 学 员

秦 峰 利 用 方 寸 棋 盘 ，还 原 出 抗 日 战 争

日 军 步 步 紧 逼 的 战 场 形 势 ，让 学 员 对

科技强军战略有了更深的理解。

前不久，海军潜艇学院组织召开“思

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建设”研讨会，来自国

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

军 地 高 校 的 130 余 名 教 研 人 员 齐 聚 一

堂。使命，成为这群教研人员说得最多

的一个词。

“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

一名军校教员这样阐释自己的使命。

军校“大思政”：画出教育同心圆
■雷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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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组织学

员海上实习训练。第一站，他们直奔旅

顺某军港。军舰甲板上，一堂“舰艇操纵

要点”专业课，给学员陈威留下了深刻印

象。

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这堂专

业课上，教员王桂军不可避免地讲起了

历史：这个百年军港，见证着中华民族经

历的伤痛和耻辱。

山顶那座高耸的灰塔，是日本侵略

者留下的一座“耻辱塔”，如今成为这群

海军学员进入港口时校正舰位的参照

物。

千里之外，湖北武汉。陆军工程大

学军械士官学校学员徒步行军，奔赴革

命老区红安。在这里，教员们展开现地

教学。

与以往不同的是，教学内容不仅有

思政教育，还涵盖防空袭、飞越障碍、投

掷手雷等军事课目。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

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站在陌生

山野，军事教员杨蕃瑞开始了授课。

“红安的‘红’，是烈士鲜血的红。”理

论讲解过程中，杨蕃瑞穿插着告诉学员

们 ，这 里 为 新 中 国 牺 牲 了 14 万 英 雄 儿

女，共和国以“红”字命名褒奖，黄安才改

名为红安。来到这里，是寻根，更是聚

气，“现在，看你们的了！”

几句话，说得学员们热血沸腾。不

多时，警报声骤然传来，现场硝烟四起，

一场多课目实战化演练打响……

旅顺、红安，两个地点，两所军校。

我们惊奇地发现，军事教员们不约而同，

因地制宜讲起思政内容。革命老区、战

争遗址、纪念场馆，这些思政课程争相探

寻的红色矿藏，如今受到越来越多专业

课教员的青睐，成为学员们开展专业实

操、军事演练的教学新元素。

这样的画面，并非巧合，而是精心的

课程设计。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上，习主席深刻指出：“要用好课堂教

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

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

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

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

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

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这一重要论断，为军队院校铸魂育

人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由此，产生

了两个概念：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

思政课程，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思想

政治理论课程；课程思政，则是指在“其

他各门课”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一个越思越

“重”的时代课题——它们直接回答着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

对于军队院校来说，这个课题关乎

命脉。正如火箭军工程大学教授强洪夫

所言：“军校课堂，本身就承载着铸魂育

人的使命，我们既要讲授专业知识，也要

让学员知道为什么而学。”

一堂课，就是一次思想启迪。如今，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思政要素正在全

面嵌入军校课程，焕发着勃勃生机。思

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带给学员

们耳目一新、直击灵魂的学习体验。

一 个 越 思 越“ 重 ”的 时 代 课 题
■雷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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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

调，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否在立德树人中

发挥应有作用，关键看重视不重视、适

应不适应、做得好不好。在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深刻指出，

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

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

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新修订的《军队院校教育条例（试

行）》强调，要推进政治理论课改革创

新，注重各类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我们必须深

入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充分挖掘专业

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全面提升课程思政

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质效。

坚持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同频共

振。人才培养是育才与育人相统一的

过程。寓价值引领于知识传授和能力

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人才培养的

题中应有之义。当前，专业教育与思

想 政 治 教 育“ 两 张 皮 ”现 象 还 不 同 程

度 存 在 。 我 们 在 一 如 既 往 抓 好 思 政

课程建设的同时，要高度重视课程思

政建设，认真研究各学科专业课程的

特点规律，既确保知识传授的系统性

全面性，又善于科学发掘非思政类课

程 的 思 政 元 素 ，让 课 程 思 政“ 如 盐 在

水”，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融

合 ，实 现 价 值 塑 造 与 知 识 传 授 、能 力

培 育 同 频 共 振 。 要 让 每 一 名 教 员 都

担 好 育 人 职 责 ，既 教 书 又 育 人 ，使 学

员在专业能力上有提升、思想情感上

有 触 动 、品 德 修 养 上 有 进 步 、理 想 信

念上有烙印。

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有机统

一。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是思想政治

教育的两种形态。思政课程旗帜鲜明

对学员进行直接、明确、系统的思想政

治教育，显性教育特征明显，主渠道作

用突出，但也有其时空上的局限性。课

程思政充分发掘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思

想政治教育元素，以融入式、嵌入式、渗

透式的隐性教育，对学员进行思想与价

值引领，如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是显

性教育的重要补充，是当前需要深入挖

掘的重要力量资源。要把显性教育和

隐性教育有机统一起来，积极适应新时

代军校学员的思想行为特点规律，不断

创新方式方法，完善教育表达，强化体

系设计，发挥好教员队伍“主力军”、课

程建设“主战场”、课堂教学“主渠道”作

用，切实推动构建同向同行、协同发力

的课程育人体系，形成专业课程与思政

课程同心同向的全方位“大思政”育人

格局。

坚持立德树人和为战育人耦合增

效。军事人才培养，是最艰巨的战争

准备。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明确标定

“ 立 德 树 人 ”这 个 根 本 任 务 、“ 为 战 育

人 ”这 个 核 心 指 向 ，深 刻 指 明 了 新 时

代 课 程 思 政 与 思 政 课 程 建 设 的 出 发

点、落脚点和着力点。全面加强军队

院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建设，就要

突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树牢为战育

人核心指向，将政治建军要求和备战

打 仗 需 求 贯 穿 人 才 培 养 全 过 程 各 领

域，通过坚持不懈地铸魂育人、教育引

导、价值引领，强化学员精武强能、为

战胜战的思想和行动自觉；就要着眼

培养“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深度挖

掘 提 炼 学 科 专 业 课 程 体 系 中 所 蕴 含

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增加教学内

容 的 军 味 、战 味 、兵 味 ，提 升 引 领 性 、

时 代 性 和 开 放 性 ，推 动 立 德 树 人 、为

战育人耦合增效。

让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
■濮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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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陆军边海防学院乌鲁木齐校区

组织学员进行炮兵实弹射击训练。宋鹏

摄；图②：海军航空大学某团飞行学员在训

练间隙组织宣誓活动。田世凯摄；图③：陆

军步兵学院石家庄校区组织学员奔赴狼牙

山探寻英雄足迹。 周宝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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