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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 视 点

记者调查

聚焦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新动能新气象

新闻样本

前不久，第 78 集团军某旅坦克四连

指导员聂祎初的一堂教育课，赢得了全

连官兵好评。

黑板上一串发人深省的数字，上等

兵王家辉至今仍记忆深刻：“指导员的那

堂课，讲得既深入浅出，又一针见血。”

战士的点赞，让聂祎初感慨：“思想

教育课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课堂，我们

不仅要‘讲道理’，让官兵听得到；也要

‘讲门道’，让他们听进去。”

什么样的大课官兵
喜欢听

——教育者讲不好、讲不
透，是大家不爱听、不走心的
症结所在

说起思想教育课，聂祎初也有一段

“走麦城”的经历。

一次，营里让聂祎初讲一堂课。授

课前，聂祎初查阅了大量资料，不仅在教

案中引经据典，课件做得也很精美。没

想到，他在台上口若悬河，台下战士们却

提不起兴趣。

事后，聂祎初主动找战士谈心，了解

教育效果不佳的原因。许多战士坦言，

课件虽然做得很精美，内容却照本宣科，

听着不感兴趣。上等兵王家辉甚至推荐

聂祎初看金一南教授的视频课，因为即

使他的教具只有一个话筒，也能把许多

大道理讲明白、讲得有意思。

聂祎初的经历不是个例。第 78 集

团军在调研中发现，有的教育者一提起

思想教育课就觉得不好讲、不敢讲。“其

实，并不是官兵不爱听，而是教育者的灌

输方式和授课能力出现了问题。”该集团

军一位领导告诉记者，思想教育课的难

点在于把蕴含其中的道理讲透彻，而教

育者讲不好、讲不透，是大家不爱听、不

走心的症结所在。

“真理必须讲透彻，才能真正让官

兵 听 得 进 去 、听 得 明 白 。 让 理 论 从 书

本中走出来，走进官兵心田、走到官兵

身 边 ，是 基 层 部 队 抓 好 思 想 教 育 课 的

内在要求。”该集团军政治工作部领导

说 ，教 育 官 兵 和 教 育 孩 子 其 实 是 一 个

道 理 。 家 长 想 让 孩 子 成 器 ，就 要 不 断

教育引导孩子往正道上走。这种教育

既不能简单粗暴，也不能高高在上，而

是 要 寓 理 于 事 、析 事 明 理 、事 理 交 融 ，

这 样 孩 子 才 能 听 得 懂 、易 接 受 。 教 育

官兵同样如此。

去年深秋，第 78 集团军某合成旅组

织空地火力协同演练。演练前，该旅进

行了动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如

果我们这一代人不攻坚克难，就得把难

题留给后人，就会拖慢建设现代化新型

陆军的进程……”

动 员 虽 短 ，但 官 兵 们 听 得 热 血 沸

腾。这场战前动员，也成了该旅探索思

想教育课招法的经典教案。

今年主题教育展开前，该旅专门组

织一场备课示教比武。备课过程中，政

治教员们始终对照旅里的 3 条要求——

用好历史资源，紧贴部队实际，做好理论

解读。

防止“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

——抓好思想教育，关键
是要找准问题

“老兵竟然输给了义务兵？”

5 月中旬，某旅装步三连一场新型

步 战 车 实 弹 射 击 比 武 考 核 落 下 帷 幕 ，

拿 到 全 连 最 好 成 绩 的 车 组 ，竟 然 清 一

色 是 义 务 兵 。 消 息 一 出 ，官 兵 们 感 到

意 外 ，参 赛 的 几 名 老 兵 也 一 时 抬 不 起

头。

比武结束，这些参赛老兵接连几

天无精打采。见此情形，指导员庄新

鹏及时在训练场组织了一场题为“如

何开展科学训练”的教育。讲课的主

角 ， 正 是 刚 刚 战 胜 老 兵 的 4 名 义 务

兵。

“让战胜自己的对手讲课，这不是火

上浇油吗？”面对一些官兵的担心，庄新

鹏并不急于解释。

授 课 当 天 ，上 等 兵 孙 想 成 结 合 上

大 学 时 所 学 专 业 知 识 ，讲 解 了 如 何 在

实弹射击时进行理论推算、实弹检验、

对 比 分 析 等 方 法 ，其 他 几 名 义 务 兵 也

充 分 发 挥 优 长 ，讲 解 了 各 自 探 索 的 新

的训练方法。

课 上 ，几 位 参 赛 老 兵 听 得 非 常 认

真。没过多久，几位老兵与 4 位义务兵

结成了训练对子，启用新训法的老兵训

练成绩也随之提升了。

“思想教育最忌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事后，庄新鹏解释，他找比武失利的

老兵聊过，训练场上状态不佳不是他们

接受不了失利的打击，而是因为感到学

习新装备的新训法很吃力。帮助他们改

善训练方法、跟上训练节奏显然效果更

好。

该旅领导对庄新鹏的这堂教育课

给 予 了 肯 定 ，并 顺 势 组 织 全 旅 展 开 了

讨 论 。 大 家 普 遍 感 到 ，抓 教 育 的 关 键

是 抓 住 问 题 的 本 质 ，做 好 官 兵 的 思 想

引 导 ，否 则 就 容 易“ 头 痛 医 头 、脚 痛 医

脚”。

对此，某旅合成一营装步一连政治

指导员杨德龙感同身受。他说，这些年

来，连队年年开展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方

面的经常性思想教育，可还存在浪费粮

食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年年有新兵入

连，教育得从头讲起。

后来，杨德龙把吃“忆苦餐”的传

统捡了起来。从新兵下连伊始，连队定

期组织大家尝一尝红米饭、南瓜汤，嚼

一嚼窝窝头……切身体验革命前辈艰苦

生活，自觉传承红色基因。

“抓好思想教育，关键是要找准问

题。”该旅领导说，只有找准问题，才能

“对症下药”，进而让“教育者想讲的”与

“受教育者想听的”结合起来。

让思想教育课对接
官兵实践

—— 既 要 讲 清 楚“ 为 什
么”，还要讲明白“怎么干”

前不久，该集团军某旅一场装备综

合运用考核引发官兵热议。

此 次 考 核 ， 每 名 参 考 人 员 依 据

“敌”情通报自主选择装备调试次序、

通联方式。业务能手、中士吴磊，虽以

最短时间完成所有单装调试，却因体系

通联“慢一拍”，被判不及格。

不少战友替吴磊鸣不平：打仗又不

是靠一个人建立体系通联，何必判不及

格让他难堪呢？

对此，连队指导员刘俊及时授课

给出回应：吴磊选择的开设顺序和方

法，对于单装操作是最优选择，却不

是作战体系运转的最优链路；未来战

场 建 立 体 系 通 联 虽 然 不 是 一 个 人 的

事，但每个人的脑袋里都要时刻装着

体 系 这 根 弦 ； 体 系 通 联 的 速 度 和 效

果，绝不是简单地单装拼接组合，需

要各个节点和环节统筹联动、整体推

进。

“思想教育课应该聚焦现实问题发

力，既要讲清楚‘为什么’，还要讲明

白‘怎么干’。”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王伟坦言，刘俊的这堂课，既指出了

训练中的倾向性问题，又给出了转变

训练理念的方向，让大家听了心里亮

堂。

一次，王伟到一个连队听了一堂爱

装管装教育课。当时，连队主官先是讲

到革命战争年代我军缺枪少弹、武器落

后，先辈们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手中武

器装备；接着讲到现在新装备越来越

多，我们更要珍惜爱护、科学管理，保

持装备完好率……

“这些内容讲得都对，但没讲完，

战士们听了只知道应该爱护装备，到底

该怎么在爱护装备的基础上用好装备

呢？”王伟点评道，大量新装备列装部

队，开展爱装管装教育，不仅要教育官

兵爱护手中武器装备，更要引导官兵科

学用装、科学训练。

说起怎样让思想教育课对接实践

这个话题，该集团军一位领导说：毛

泽东思想之所以影响深远，主要是把

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研究解决中国革命实践

问 题 ， 指 出 了 走 向 胜 利 的 光 明 道 路 ；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新时代，同样要

把习近平强军思想讲透，把对接实践

的路打通，这样才能让官兵以更高的

思维层次和视野格局积极投身强军实

践。

前不久，某旅合成二营教导员薛江

涛受领了一堂“实战必须实训”的教育

课。苦于没有新鲜事例，薛江涛决定到

连里跟训“探宝”，没想到挖到了一条

“活鱼”。

这天上午，该营组织教练射击考

核，坦克四连李书龙、桑佳乐两名义务

兵炮长决定按照军士的考核标准参加考

核。虽然没有其他老炮长考得好，但他

俩的勇气和训风却得到现场官兵的称

赞。事后，薛江涛将这个故事讲给全营

官兵听，大家不仅懂得了实战必须实训

的道理，还找到了具体实践中的参照标

准和学习榜样。

薛江涛说，基层备战转型面临的

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怎么革新组

训方式、怎么提高联合素养、怎么规

范上网用网、怎么加强动态管理……

都 是 基 层 一 线 带 兵 人 必 须 直 面 的 课

题 。 只 有 让 思 想 教 育 课 对 接 官 兵 实

践 ， 在 教 育 中 不 断 教 会 官 兵 方 法 路

径，才能为部队战斗力建设作出应有

贡献。

思想教育课：既“讲道理”也“讲门道”
—第78集团军着力提升教育质效新闻观察

■本报记者 牛 辉 彭冰洁 通讯员 张居俊

伴随一段气势恢宏的背景音乐，第

78 集团军某旅火箭炮连指导员王彬沣，

以“战场上的一分钟”为题，拉开了该旅

经常性思想教育比武的大幕。

此次比武，该旅抽点 10 名指导员参

加，参赛选手现场抽取题目，在限定时间

内完成备课，再用 10 分钟完成授课。为

确保比武公平公正，该旅还随机抽选 50

名士兵代表担任评委，对参赛选手进行

现场打分。

因为备课时间短、任务急，王彬沣提

前准备了大量音视频和图片，为制作课

件做好了充分准备。抽到授课题目后，

王彬沣简要撰写了授课提纲，集中精力

制作课件。

精美课件为王彬沣的授课增色不

少，成绩一直占据榜首。直到警卫勤务

连指导员马征登上讲台，情况发生了变

化。

马征抽取的题目是“苦累凝聚战斗

力”。在他看来，好故事最打动人，身边

事最教育人。他从电影《长津湖》《水门

桥》中的志愿军官兵讲起，继而讲到旅里

“一等功臣”阿嘎什布等身边典型奋力冲

锋的故事，最后讲清新时代青年官兵该

怎样正确对待苦与累。

马征真诚动情的讲述，令许多士兵

评委感同身受。就这样，马征仅凭手里

的一支话筒，竟然打败了王彬沣制作的

精美课件。

“一支话筒”打败“精美课件”，此事

引起现场每名政治教员的深思。

“形式上的出彩，不代表思想上的共

鸣”“提高思想教育课质效，不仅要有形

式上的新，更要有内容上的真……”经过

一番思想碰撞后，该旅政治教员普遍感

到，运用灵活形式、有效载体活跃课堂氛

围，的确可以提高授课质效，但也应当看

到，教育不能光盯着吸引官兵的眼球，还

要关注官兵的头脑和内心。无论什么时

候，教育内容都是决定教育质效的关键

因素。

“精美课件”败给“一支话筒”
■本报记者 牛 辉 通讯员 林立岳 冯 程

灌输授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的基本方法和主渠道，也是我党我军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基 本 原 则 和 优 良 传

统 。 红 军 长 征 时 期 ，面 对 敌 众 我 寡 、

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等恶劣条件和重

重考验，红军将士自上而下始终保持

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与党

重 视 对 红 军 将 士 的 理 论 灌 输 密 不 可

分。

进入新时代，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

繁，意识形态上渗透与反渗透斗争尖锐

激烈，我军官兵成分结构、价值取向、行

为方式更加趋于多样，迫切需要提高灌

输授课质效，让党的创新理论走心入

脑，掌握官兵。

要深化理论武装。古人讲，不闻大

论，则志不宏；不听至言，则心不固。作

为教育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

军思想，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

脑。要带着深厚感情学、把握体系特征

学、结合军事实践学，把自身打造成为

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追随者，以

深厚的理论功底帮助官兵转变思想观

念，进而培养清醒的头脑、政治的慧眼

和敏锐的思维。

要做好理论阐释。当前，有的官兵

之所以对灌输授课不感兴趣，问题不在

于道理本身，而在于讲道理的人没有讲

好讲透道理。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照

本宣科、枯燥无味，势必导致无的放矢、

事倍功半。要用好“大众语言”，说大白

话、通俗话，多用兵言兵语谈认识、讲体

会、话感受，让官兵在深入浅出的聆听

和交流中深刻感悟灌输授课讲述的道

理，切实回答好官兵思想上的疑惑、内

心里的困惑。

要学会析事明理。灌输授课离不

开讲故事、摆事实。然而，析事明理、

事理交融不是事与理的简单叠加，需

要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互动的桥梁。

不论寓事于理还是寓理于事，说的都

是善于揭示故事背后的道理。通过引

人入胜的方式发人深思，通过循循善

诱的方式，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把深

奥的真理通俗化，灌输授课才能既有

“抬头率”也有“点头率”，既有意义也

有意思，既有高度也有温度。

要注重身教示范。革命先辈的党

课 、 战 斗 英 雄 的 报 告 ， 之 所 以 效 果

好 ， 不 仅 因 为 他 们 讲 得 好 ， 更 因 为

他 们 做 得 好 。 事 实 证 明 ， 让 有 理 想

的 人 讲 理 想 ， 守 纪 律 的 人 讲 纪 律 ，

有 牺 牲 精 神 的 人 讲 牺 牲 精 神 ， 最 有

感染力和说服力。由此可见，躬身示

范 是 提 高 灌 输 授 课 质 量 最 有 效 的 武

器、最强大的动力。教育者只有坚持

把言传与身教统一起来，把“说功”

与“做功”统一起来，把真理力量与

人格力量统一起来，才能言之足以服

人、召之足以率人、行之足以示人、

教之足以化人。

“大众语言”讲透大道理
■杨晓彬

第 78集团军某旅在训练间隙组织官兵重温入党誓词，激发官兵训练热情。 杜超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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