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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冬，大西北的冷风侵肌，清

晨尤甚。早起的体能训练总是让人

心生抗拒。

天刚蒙蒙亮，我的脚步一停一

顿地砸落到地面，迎风的双眼只能

眯成一条缝，向远处跑道的尽头望

去。

路，伸向远方，笼罩着一层薄

雾。随着额头上的一滴热汗流入脖

颈，我的思绪也被拉回到不久前的

新训时光……

半年前，怀揣着成为一名军人

的梦想，我考入军校。紧接着就是

紧张难忘的新训生活。在这期间，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野外拉练——不

管是对身体还是心理，这都是一种

极大的考验。

记得第一次拉练是 10 公里适

应性训练，大概是新鲜感掩盖了

行军的疲惫，一开始走得还算轻

松。走过一段公路后，队伍拐进

附 近 山 林 ， 地 形 变 得 崎 岖 起 来 ，

蚊虫也渐渐多起来，我的体力逐

渐告急，随之而来的是抱怨与绝

望。但在身边战友的鼓励和帮助

下，我没有停下脚步，总算咬牙

挺到了最后。

随 着 时 间 推 移 ， 不 知 不 觉

间 ， 我 和 战 友 们 走 过 了 20 公 里 、

30 公 里 ， 每 一 次 行 军 距 离 的 突

破 ， 都 让 我 看 到 了 不 一 样 的 风

景。一路走来，脚底起过泡、膝

盖红肿过，牢骚话越来越少，眼

神 却 越 来 越 坚 定 ……我们用自己

的脚步记录磨砺、丈量青春。

新 训 结 束 前 的 最 后 一 天 ， 是

50 公里行军。我和战友们沐浴着

晨辉出发，迎着晚霞而归，在沟壑

中穿行，在一段段上坡路上铆足了

力气，只顾向前冲。

没 想 到 ， 我 可 以 有 余 力 去 完

成，甚至还可以伸手帮一把掉队的

战友。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

人更高的山。抵达终点，我和战友

们站在一个山头的哨所前驻足远

望，看着自己来时的路，好像愈发

能看清前行的方向，更加坚定自己

参军入伍的选择。

经过两个月的新训磨砺，我已

从一名地方青年转化成为一名军校

学员。回归校园后，学员队的战友

们凭借在新训期间结下的深厚情

谊，逐渐形成一个互助友爱的大家

庭。在这种团结向上的氛围中，我

变得更加执着坚定。

路，在脚下延伸。思绪回到现

实，远处的天空泛起鱼肚白，奔跑

的步伐也愈发坚定。我坚信，无论

前方的路多么遥远、多么坎坷，只

要心怀梦想，一步步走下去，终能

抵达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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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心语

黑暗中，一道蓝色光束从讲台上发

出，打在另一侧的墙壁上。“嘭！”火柴被

射线瞬间点燃。

“哇！”坐在观众席前几排的学生们

异口同声地发出惊叹。候赛区一直心里

没底的刘朕廷，瞬间找到了身为讲解员

的感觉。

“ 激 光 武 器 已 经 从 科 幻 走 进 了 现

实。”4 分钟的科普讲解，刘朕廷用通俗

的语言、有趣的实验和酷炫的动画赚足

了观众的眼球，评委打出高分。

前不久，来自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士官学校的参赛选手刘朕廷在全军科普

讲解大赛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接

着，他又在第十届全国科普讲解大赛上

获二等奖。

赛场上互动的火热情形，曾经却是

一片冷场。

台上，刘朕廷侃侃而谈；台下，学员

们脸上毫无波澜。“不够直观，令人费解”

“语速太快，很多地方听不明白”……学

员和专家们的反应，让备赛期间的刘朕

廷感到既尴尬又困惑。

“怎么把深奥的理论讲通俗？”已经

有 8 年军事教学经验的刘朕廷突然有些

不知所措。回到家，妻子看出了他的心

事。

“科普都是给孩子听的，不如先给你

儿子讲讲？”妻子无意间的话启发了刘朕

廷。随后，他开始利用休息时间让儿子

当专属听众。

放下思想包袱的刘朕廷发现，结合

做实验的方式讲解，儿子就会凑过来仔

细听，有时还会现场发问。

经过几轮实验的论证和完善，从手

电筒到激光武器的“演变”逐渐成形，最

终呈现在观众面前，成为刘朕廷讲解的

一大亮点。

让科普变得更通俗易懂，并不能单

靠夺人眼球的场面，更要依托深入浅出

的知识表达。

“上车操作前，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个

实战案例……”野外训练场，刘朕廷利用

视频播放系统，声情并茂地将战场上的

一次意外情况引入课堂，吊足了学员们

的胃口。

“军士学员理论学习能力较薄弱。

如何把复杂理论讲清楚、易于学员吸收，

一直是我们教研室研究的重点问题。经

过反复尝试，我总结出‘讲故事、举例子、

打比方’理论形象化教学模式，通过情境

引入、角色扮演、案例引导等形式让课堂

效果倍增。”刘朕廷说。

这一经验也被运用于此次科普讲解

中。刘朕廷列举了一系列防空系统在实

战中的战果，将激光武器威力惊人、极限

速度和高效费比等特点形象直观介绍出

来，既有知识点又便于理解记忆，令人耳

目一新。

成功的背后，离不开风雨兼程的付

出与坚持。

“热爱科学、崇尚科学”是这次科普

讲解大赛的主题。进入半决赛，大赛要

求每名选手在结束自主命题的讲解后，

从 20 个随机命题中抽选一题，并在 20 秒

内完成准备，讲解有关内容不少于 1 分

钟。这 1 分钟虽短，却全面考验着选手

们的知识储备。

“ 脑 机 接 口 、空 间 组 学 、爱 因 斯 坦

探 针 、智 慧 城 市 …… 随 机 命 题 包 含 自

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历史，要求我

们在脑海中瞬间搜索知识，联系实际，

组 织 语 言 ，可 谓 是 难 上 加 难 。”谈 起 赛

场 上 这 一 紧 张 刺 激 的 环 节 ，刘 朕 廷 至

今记忆犹新。

幸好，工作多年，刘朕廷坚持每天

学习。备赛这半年，他更是养成了一个

习惯——一有空闲就“泡”在市科技馆

里，看实验如何设计，听解说员怎么给孩

子 讲 解 ，找 最 近 又 有 什 么 新 的 科 技 知

识。对于知识的渴望和热爱，体现在他

的每一本笔记、每一次求学和每一堂教

学中。

“我要让科普变得简单有趣。”刘朕

廷说。载誉归来，刘朕廷收拾心情，重整

行装，再一次激情奔走在探索科技、为战

育人的征程上。

“我要让科普变得简单有趣”
■张博浩 史文婷

计划与变化——

把学员的经验带进
课堂、写进教材

讲台上，一名学员的发言吸引了陆

军步兵学院石家庄校区教员孙召鹏的

目光。

几分钟后，已经听入神的孙召鹏猛

然反应过来，赶紧提笔把听到的内容写

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这将成为他后期

备课的宝贵素材。

这幕场景，发生在初级指挥教育培训

班开班后不久的一节课上。那天，孙召鹏

在讲授合成营指挥控制的内容时，邀请了

几名学员上台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

学 员 们 一 上 台 ，孙 召 鹏 就 感 受 到

一股来自演训一线的火热气息——有

人 是 某 装 甲 步 兵 连 连 长 ，给 大 家 分 享

一 场 实 战 化 训 练 ；有 人 是 任 职 3 年 多

的 政 治 指 导 员 ，谈 起 政 治 工 作 的 探 索

实 践 滔 滔 不 绝 ；有 人 是 某 旅 作 训 科 参

谋 ，讲 述 了 一 张 训 练 周 计 划 表 的 起 草

过程……

孙召鹏利用课间简单做了一组统

计：整个培训班几乎所有学员都参加过

重大演训任务，大约三分之一的学员有

旅团级首长机关经历，正在担任和曾经

担任过一线作战部队连队主官的人数占

到一半以上……

“合成营的指挥控制理论目前还不

成熟，我需要大量的实践素材来做教学

支撑。”孙召鹏说，学员们丰富的经历刚

好给教学提供了依据，可以帮助自己不

断深化相应理论研究。

同 样 ，教 员 王 子 利 每 次 开 始 授 课

前 也 都 会 详 细 查 阅 学 员 信 息 表 ，了 解

每一个人的单位类别、岗位职务、任职

时间等。

“这些学员来自各战区、各边防旅

团，担负的任务各不相同，授课内容必须

精准对接。”哪怕是同一堂合成营进攻战

斗授课，王子利都会区分中型、重型合成

营的武器装备和战斗编成进行拓展教

学。

在《合 成 营 管 理 工 作》课 堂 上 ，教

员王福利要求每名学员提供一段基层

实际工作中的管理问题案例。除了方

便 大 家 在 课 堂 上 进 行 讨 论 外 ，他 还 精

选 其 中 的 典 型 案 例 进 行 深 入 剖 析 ，计

划 下 一 步 编 入 新 教 材 ，让 更 多 学 员 从

中受益。

“ 初 级 指 挥 教 育 培 训 学 员 经 历 丰

富 ，且 大 都 是 直 接 指 挥 作 战 的 连 级 指

挥 员 ，他 们 的 实 践 经 验 是 相 对 真 实 的

‘ 教 学 基 准 点 ’。”该 校 区 领 导 介 绍 ，在

具 体 教 学 过 程 中 ，初 级 指 挥 教 育 培 训

班 的 教 学 计 划 不 是 一 成 不 变 的 ，他 们

会根据教学反馈不断进行调整。各课

程 开 课 前 必 须 进 行 教 学 准 备 会 ，目 的

就 是 对 接 学 员 的 实 际 需 求 ，从 而 优 化

教学内容。

在兵棋课程的教学准备会上，有学

员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实际操作学习

时间。对照这一要求，该教研室随即调

整 课 程 内 容 安 排 ，将 理 论 辅 导 课 时 压

缩，改为主要依托网课自学的方式，将

大部分学时用于实践教学，并且用兵棋

模拟对抗的结果和实验报告来检验学

习成效。

时间与效率——

真正教给学员紧缺
急需的知识

拿起粉笔，教员丁伟在黑板上画出

一条作战标图中的标号。他画得很慢，

一边画一边向身后的学员喊：“注意看我

画的顺序……”

在丁伟看来，这种近乎“一笔一画”

的教学方式出现在初级指挥教育培训班

上似乎不太合理，但他现在必须这样做。

丁伟在教学中发现，学员都会参谋

业务中作战计算、作战标图等基本技能，

绝大多数学员综合素质都很过硬，有学

员甚至拿过集团军参谋集训第二名的优

异成绩。

但仅仅这样还不够——

“ 他 们 当 中 不 少 人 的 知 识 停 留 在

‘ 用 ’上 ，在‘ 懂 ’的 层 面 理 解 不 深 。”丁

伟发现，以战术标图作业为例，很多学

员 都 有 自 己 的“ 独 门 诀 窍 ”，如 先 画 什

么 后 画 什 么 等 ，这 些 能 够 保 证 学 员 迅

速 完 成 作 业 ，但 究 竟 为 什 么 很 少 有 人

能 回 答 上 来 。 还 有 些 学 员 所 谓 的“ 诀

窍 ”是“ 野 路 子 ”，只 求 一 时 之 快 ，作 业

条件一变就用不了。

为此，丁伟在教学中直接跳过基础

知识，盯着重难点内容展开教学。比如

课堂作业，他甚至直接把学员们的答案

投在屏幕上，让大家对照答案寻找不同

点，他再针对这些不同点为学员们讲解

正确答案及背后原理。

丁伟的思路与该校区的教学课程安

排不谋而合。该校区教学科研处领导

说，考虑到学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

在有限的培训时间内将课程安排得十分

紧凑，有些课程仅有十几个学时，但这并

不代表教学质量因此打折扣。他们要求

教员授课必须抓住重点，真正教给学员

部队实践紧缺急需的内容，而不是再从

头教基础知识。

根 据 这 份“ 紧 凑 ”的 课 程 表 安 排 ，

教 员 王 玉 琢 开 始 了 他 的 防 御 战 术 授

课。

授 课 中 ，王 玉 琢 发 现 这 些 年 轻 指

挥员正处于一个“特殊时期”——他们

虽然经历了军校的系统教育和数年部

队 实 践 锻 炼 ，但 在 处 理 理 论 与 实 践 的

关 系 上 ，还 是 有 些“ 不 够 辩 证 、不 够 科

学”。

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过分相信和依

赖自己经历过的“事实”。

一名学员向王玉琢分享自己的一段

训练经历。某次训练中，这名学员在部

署防御战斗中安排了一组潜伏兵力，在

“敌人”发起进攻后隐蔽搜寻“敌”迫击炮

阵地并成功将之摧毁。该学员对自己的

这一成绩很是满意。

但王玉琢告诉这名学员，这种成功

很难出现在实战中。

为 了 更 有 说 服 力 ，他 又 专 门 安 排

几 名 学 员 进 行 了 一 次 推 演 。 王 玉 琢

说，他在并不充裕的授课时间里，有很

多时间都是在纠正学员头脑中的错误

战 术 观 念 。 在 他 看 来 ，这 些 学 员 在 不

久 的 将 来 都 是 营 级 指 挥 员 ，与“ 会 什

么”相比，更需要用严谨科学的态度反

思自己“错没错”。

今天和明天——

培 养 从“ 拿 来 就 能
用”到“未来也能用”的
指挥员

前不久，初级指挥教育培训班学员

被邀请参加一堂关于军事高科技知识的

讲坛，当天的主讲者是该校区的一名领

导。

这样的情形对学员们来说已经习以

为常。翻开课程表，每周的自习时间都

会有一到两节讲座课程安排。这些讲座

中，出现最多的词语是“无人作战”“智能

化”“大数据分析”……

学员们说，几乎每一位授课教员都会

或有意或无意地制造一种氛围：引导他们

建立起未来军事高科技作战的理念。

但在开始时，有不少学员不太“领

情”。

“ 离 我 们 太 远 ”“ 基 层 部 队 用 不

上”……袁建建记得很清楚，教员第一次

提到某个前沿军事高科技作战理念时，

台下学员传来这类嘀咕声。

改变，发生在那堂《军事高科技知

识》课程上——

那天，教员在教学屏幕上播放了一段

军用机器人试验的视频。

“如果将来战场上，你发现自己面对

的敌人是这些机器人，你会怎么做？”课后，

教员的这一问题留给了所有学员；这个问

号，也深深烙印在袁建建的内心深处。

袁建建后来自学了很多军事高科

技知识，他发现自己所在连队中侦察力

量的运用与多项前沿技术紧密相连，一

种紧迫感一下子攥住了他的心……

这张由里至外瞄准未来军事高科技

变化的课程表，引导着学员们重新审视

今天与明天的关系。

“ 学 习 的 目 的 不 仅 是 为 了 当 前 任

务 需 要 ，更 是 为 未 来 战 争 做 准 备 。”在

讲 授 联 合 作 战 概 论 的 课 堂 上 ，教 员 师

海波希望学员们不要把目光局限于眼

前，还要投向更远的未来，不仅要满足

“ 拿 来 就 能 用 ”，也 要 实 现“ 未 来 也 能

用”。

临近毕业，学员田钧文将自己的学

习笔记全部整理完毕，放进了行李箱。

曾经那张薄薄的课程表已经转化为厚重

的收获，将随着田钧文重新回到火热的

基层，去创造新的未来……

解 读 一 张 教 学 课 程 表
■田 刚 陈树江 雷兆强

“你认为如何才能有效破除前沿障碍？”

新年伊始，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校区毕业考核紧张进

行，正在以模拟合成营营长身份指挥战术作业的学员袁建建

突然被考官问道。

面对发问，袁建建思量片刻后，给出了 A、B 两套方案……

一个考题，两个答案。考官要求他说明原因。

袁建建是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一名基层军官，在该校区

初级指挥教育培训班学习的几个月中，他把课堂理论与自

己岗位实践的经验有机融合起来。此次，他抛弃以往单一

的“标准答案”思维，根据不同的战法运用拟定了不同的破

障方案。

“ 学 员 的 变 化 源 自 于 课 程 表 的 改 变 ！”该 校 区 领 导 介

绍，针对初级指挥教育培训班特点，他们进行了一系列教

学改革。这些改革举措全部浓缩在了一张独特的教学课

程表里……

这究竟是一张怎样的课程表？

教员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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