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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顾问团

“树高千尺离不开根。中国革命好

像一棵参天大树，它的根须最早就是扎

在浸润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沃土里。”

4 月中旬，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

学院组织中级指挥培训学员赴安徽金

寨、六安等革命老区开展现地教学，引

导学员们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这片红

色沃土中汲取强军力量。

群山环抱的金寨，遍地花香，一片

生机。穿过“金寨县烈士纪念馆”牌坊，

踏上 109 级台阶，红军广场上革命烈士

纪念塔矗立在大家眼前。学员们整齐

列队，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默哀致敬，

共同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

“在革命战争年代，金寨十万儿女踊

跃参军，绝大多数为国捐躯，有名有姓的

烈士就有 11000 多人……”跟随金寨县

革命博物馆讲解员的介绍，学员们时而

伫立沉思，时而讨论交流，一件件珍贵文

物、一张张图片展板、一个个英雄故事，

将大家的思绪拉回到那段烽火硝烟的激

情岁月，先辈们勇敢投身革命、不怕流血

牺牲的精神深深感染着现场每一个人。

参观结束后，大家在博物馆前的广

场上集合，开展“我心中最亮的星”演讲

会，8 名学员从不同角度分享他们的参

观体会。“金寨红色精神是大别山精神

的一个写照，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的一个写照。”教员易重华结合大家

的 分 享 ，号 召 大 家 沿 着 革 命 先 辈 的 足

迹，牢记初心，奋勇前行。

随后几天里，学员们还赴红 25 军军

政机构旧址等红色场馆实地参观、感悟

交流。

“当前，大家的站立点为刘邓大军

千里跃进大别山前方指挥部地域，顺我

手指方向为正北……”教员张旭涛从战

前形势、作战经过、战略意义等方面，现

地讲授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作战始末和

深远影响。

走进刘邓大军前方指挥部旧址，学

员们一边参观一边讨论。“再高超的战

略战术，也要建立在听党指挥的基础之

上。”学员孟凡成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

下，放弃根据地、克服千难万险向大别

山挺进的谋略，不仅国民党看不懂，连

我方很多指战员也提出了不同意见，但

刘邓首长坚决服从党中央命令，才有了

随后战略反攻的有利局面。

来到苏家埠战役旧址，教员左吕敏

为大家复盘了 90年前红军创造的那场经

典战役。“苏家埠战役共歼敌 20 多个团 3

万余人，俘虏 1.8万余人，缴获长短枪 1.6

万余支、机关枪 250 挺、炮 44 门、电台 5

部，击落敌机 1 架。”左教员说，苏家埠战

役是围点打援战术教科书级别的实例。

此次现地教学不仅安排了现地复

盘，还组织了“重走红军路”徒步行军，

一路穿插实战化课目演练。学员们现

学现用，实践体悟指挥谋略在战斗中的

实际运用，现地感受当年红军前辈山地

作战的艰辛。

微风夹着细雨，学员们身披雨衣来

到金寨县大湾村村民陈泽生家门口，听

村民讲前些年脱贫致富的故事。

“大湾好风景，出门就是岭，不是石

头绊了脚，就是茅草割了颈。”这句顺口

溜是大湾村往日的真实写照。如今，经

过党员群众的苦干实干和不懈奋斗，短

短数年大湾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成了宜居宜产宜游的明星村。

来到大湾村田间地头，当地村民介绍

着金丝黄菊每年带来的可观收入。不少

学员说，他们老家也有很多类似的项目，

很多外出务工的村民都返村种地来了。

漫步在大湾村宽阔的水泥村道上，

马路两边是一排排现代化的二层小楼，

小轿车、小货车随处可见，不少农户家

门口都装有集成式光伏网架电站。村

口处不仅有餐馆，还有农民大舞台、红

色书店等，让人不敢想象这里曾是全国

重点贫困县的贫困村。

返程大巴上，不少学员发自内心地

说，军强才能国安，看到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成果，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从红色沃土中汲取奋进力量
■关振兴 李光祥

傍晚，上等兵王海阔成功拿到坦

克驾驶专业初级证书，激动地跑过来

和我分享喜悦。看着他脸上灿烂的笑

容，我打心底替他高兴。从当兵时驾

驶坦克驰骋沙场，到进入军校学习，再

到成为排长带着一群可爱的战友共同

进步，我收获了许多成长。

6 年 前 ，我 在“ 国 际 军 事 比 赛 -

2018”坦克两项赛事中斩获佳绩，立功

提干，圆了自己的军官梦。上军校时，

我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是教员们眼中

的好学生。军校毕业后，我来到第 76

集团军某旅坦克连。走进熟悉的军营，

在部队摸爬滚打 10 余年的我，信心满

满，准备大展身手。

没想到，任职之初，我就遇到了

“拦路虎”。营里组织军官指挥技能考

核，看到考核计划表，我有些茫然：尽

管在学校进行了系统学习，但分析判

断情况、制订方案计划、指挥控制行动

等课目都不是我的强项。一次，营里

组织指挥编组作业，由于对坦克分队

战术理论不熟悉，我站在沙盘前，支支

吾吾说不出话。能力不足带来的羞愧

感，让我的内心难以平静。

“作为排长，我真的不合格吗？”看

着榜单上倒数的成绩，我一度陷入自

我怀疑。那段时间，原本开朗活泼的

我眉头紧锁，情绪低落。

我的失意，被连长杨贵鹏看在眼

里。一次夜间查哨时，他拉着我坐在

连队楼前的台阶上聊起来。趁着夜

色，要强的我把内心的苦闷一股脑儿

“倒”了出来。连长耐心听完后，轻拍

着我的肩膀，和我分享起他的故事。

那年，连长从通信连调到坦克连任

连长，专业不对口，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连长说，接下来半年时间，他稳住

心神、俯下身子，拜连队优秀的训练骨

干为师，铆着一股劲把专业技能学精

弄通；主动向兄弟连队主官请教坦克

分队战术战法，记了满满一大本“求学

笔记”……硬是从“门外汉”变成了“行

家里手”，年底更是带领连队以优异成

绩通过上级的战斗力检验评估。

我大受触动。没想到，指挥素养

过硬的连长原来也曾是“小白”。他能

成 功 实 现 岗 位“ 跨 界 ”，我 为 什 么 不

能？我是坦克兵出身，只要肯下功夫，

没理由学不好。

“从战士到军官，从当兵打仗到带

兵打仗，身份转变意味着岗位职责之

变、能力要求之变。”那晚，我躺在床

上，辗转难眠，想起连长的话，内心又

燃起奋斗的火焰。

从那以后，我白天扎进训练场苦练

指挥技能，晚上熄灯后主动学习参谋业

务、研究训法战法。渐渐地，我不仅补齐

了能力短板，带兵练兵也摸到些门道。

此外，我还利用自身坦克驾驶方面的特

长，把好的经验和方法分享给大家，帮助

大家提升能力的同时，也增强了战友间

的情谊。用连长的话说，我的各项工作

都开展得“有板有眼、渐入佳境”。

脱颖而出的前提是自己必须足够

努力。前不久，上级赋予我营坦克分

队战术课目示范任务。我主动请缨，

最终高标准完成了任务。看到我的成

长蜕变，战友们纷纷投来赞许的目光。

回望来时路，我不禁感慨万千：军

旅之路就像一场长途跋涉，难免遇到

陡坡，挑战自身能力短板就是爬坡的

过程。每一次爬坡都是一次能力的跃

升，都会带你领略到更美的风景。

（周 韵、马鹏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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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传真

课堂的定义有多广

耿鹏飞没想到，他一向擅长的物理

电路连接考试“翻车”了。

那年 9 月，耿鹏飞考入海军勤务学

院。上高中时，物理是他的强项，所以

入学第一学期的物理必修课，他的成绩

名列前茅，尤其在学习电路图章节，他

在随堂小测中几乎次次能得满分。不

仅如此，即使是实验课，他也是最快连

通电路的学员。因此，班里有不少同学

拜他为师。

然而，一年后，同样的电路题从课

本搬到实装中，耿鹏飞的表现令人大跌

眼镜。

大二第一学期，耿鹏飞开始学习专

业课，有的专业课涉及在实装中连接电

路。那天，在《某柴油机发电站》课上，

教员梁国库将某装备一一陈列在实操

台，演示两遍后，便让学员尝试着自己

动手连接。

这道实践题的母题，早在大一物理

课上耿鹏飞就已牢牢掌握，这次实践他

觉得是“小菜一碟”。意外的是，实际操

作过程中，无论他怎么尝试，测试电路

是否连通的电流笔始终不亮，明明原理

相同，可就是连接不通。

最拿手的科目栽了跟头。然而，这

仅仅是开始。一连几次，耿鹏飞的随堂

测试成绩都不尽如人意。

为何在基础物理课上，学员能快速

领会知识要点，而将理论应用到实践的

路径却不畅通？梁国库带着困惑与教

研室的同事们进行探讨。对比大一物

理课和大二专业课成绩单，他们发现耿

鹏飞的情况并不是个例。一些学员在

打基础阶段，知识掌握得看似牢固，可

在实践中却“水土不服”。

“课堂上掌握基本理论固然重要，但

脱离实践解答问题无异于纸上谈兵。要

想把知识融会贯通，学员需要具备将课

堂内容转化为实践应用的能力。”发现这

一现象后，承担公共基础学科教学的教

研室向所在上级党委反映情况。

果不其然，情况一经反馈立即引起

基础部党委重视。随后，他们在深入调

研中发现，这种现象在英语、化学、计算

机等其他公共基础学科也有不同程度

的体现，以致有学员在大学四年学习中

出现基础课与专业课“倒挂”的现象：大

一成绩优异，大二却开始走低。这些学

员成绩“高开低走”的背后，固然有学员

自身动手实践能力的因素，但是在基础

课与专业课的教学衔接上，肯定也存在

着某些脱节。

这种情况甚至可以延伸至学员毕

业后，学员毕业综合成绩评定以 3 年成

绩总和为基础，很多综合评分很高的学

员走上战位后，实际能力表现并未有其

成绩那样耀眼夺目。

“万丈高楼平地起。公共基础学科

教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为学好

专业课打基础，如果说专业课是‘起高

楼’，公共课就是在‘打地基’。”针对调

研中发现的系列现象，该院领导深入分

析，“究其根本是学员‘夯基础’和‘塑能

力’的曲线不吻合，若想缩短课堂到实

践的磨合期，就要扩大课堂范围，对公

共基础课实践环节进行改革。”

于是，该院掀起一场重新定义课堂

的研讨：课堂的范畴绝不仅仅限制于课

堂教学的 45 分钟内，课后实践也是课堂

的重要一环。消除课堂与实践界限，依

托“课上＋课下”双课堂，让学员在夯实

基础、强化应用和实现创新三个层次中

提高公共基础学科能力。

由此，“双课堂三层次”培养模式应

运而生。

实践的舞台有多大

计算机教员胡杰华的课堂上，近几

年来多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我来提问”

环节：这一堂课提出问题，提问的是大

一大二的学弟学妹；下一堂课通过视频

“隔空”回答问题的，则是大三实习或者

已毕业的学哥学姐。

这种课堂设置创新对于胡杰华来

说，不仅在于教学知识体系的不断更新

完善，更是向实战聚焦的课程实践。

“解铃还须系铃人。”胡杰华说，与

计算机这些公共基础课相比，很多学员

对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更加重视，也更

感兴趣，但是“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

然”，勤务专业学员的工作几乎全程离

不开计算机，只有对计算机运行的“底

层逻辑”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未来战

场运用才能更加游刃有余。

秉持这一观点，胡杰华将大量海军

勤务保障的实战案例融入计算机基础教

学，并发动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毕业学

员参与其中。基础课与专业课的有效互

动，带来的是“两端”效能的提升——

初上计算机课程，学员林少华有些

吃力，胡杰华就让她担任课代表，专门

负责收集问题与毕业学员联系。“学哥

学姐结合自身工作实践回答的那些问

题，让我的学习更具针对性，也大大激

发了我的学习兴趣。”在很短时间内，林

少 华 的 学 习 成 绩 就 实 现 了 突 飞 猛 进 。

后来，她报名参加全国大学生信息素养

大赛，斩获大赛高职组一等奖。

毕业学员们也在“温故”中“知新”，

在“厚积”中“薄发”，迸发出更强烈的创

新激情：洪具城毕业后从事人力资源工

作，他利用办公软件建立函数模型，优

化档案统计流程，受到单位领导表扬和

肯定；陈旭艳熟练掌握编程，带领团队

编写的程序，在财务岗位练兵比武中夺

得佳绩……

“一堂普通的体育课，竟上出了实

战的味道。”回想起在大海上乘风破浪

备赛“海军杯”大学生帆船邀请赛的经

历，学员王云飞难掩兴奋：“驾驭风浪，

我走向了更远的深蓝。”

去年夏天，王云飞因出色的爆发力

和耐力，被选中成为帆船队一员，经过

两周陆地训练后，他和队友来到海上进

行训练。

王云飞忘不了，第一次“放飞”就被

打了个措手不及。由于对风向判断不

准确，帆船前进速度受到影响，出发指

令 过 去 好 几 分 钟 ，帆 船 依 然 在 原 地 打

转。第一次“试水”以失败告终。

“海上情况变幻莫测，只有准确判

断风速和风力，才能拥有更快的速度，

探索未知的海域。”正当王云飞和队友

垂头丧气时，军事体育教员宋雪杉的话

让他们茅塞顿开。

于是，帆船队队员开始在海上训练

中学习如何判断风向风力。当摸清风浪

的“脾气”后，王云飞和队友像破译了帆

船的航行密码。在他们的全力配合下，

首轮比赛毫无意外冲进了前三名。此

刻，王云飞更深刻地领悟道：“好的帆船

手是风浪的掌舵者，只有掌握实战需要

的 技 能 ，才 能 在 未 来 的 航 行 中 一 路 高

歌。”

一年后，当王云飞学习《航海基础》

课航海气象测定时，他再次来到这片海。

“ 为 什 么 海 面 上 有 明 暗 交 错 的 色

块？”站在岸边，王云飞的目光顺着教员

所指方向向大海深处延伸。

这个问题，王云飞再熟悉不过，他

自信地举手回答：“在大海上，风向往往

与水波流向相反，海面上暗色小块通常

意味着这个区域有强风。”

王 云 飞 的 答 案 让 教 员 赞 不 绝 口 。

一堂海上体育课，不仅练就了他驾驭风

浪的能力，还提升了他学习专业课的信

心，实践也在此刻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强能的影响有多深

“如何解决世界各国海军发展对海

洋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一场“模拟联

合国”国际生态大会在海军勤务学院进

行。这是这次会议动议的第一个议题，

学员刘娜在本次会议中扮演其中一名

中国代表。

一名扮演发达国家代表的学员率

先发言：“我国海军的舰艇具有相对成

熟的环保装置，海上力量正在崛起的发

展中国家应该承担更多责任。”

面 对 这 一 发 言 ，刘 娜 不 由 有 些 紧

张 —— 此 前 模 拟 中 ，她 没 有 经 历 过 这

样的开场。

感受到其他学员投射来支持的目

光，刘娜急速跳动的心渐渐平稳下来。

“贵国海军近年多艘舰艇因起火而

发生海上漏油事件，请问对此你们持怎

样的看法……”分析出“发达国家代表”

的发言漏洞，刘娜迅速调整状态梳理发

言提纲，沉着冷静地予以回击，并提出

客观、合理的解决方案。

“这次临机反应受到肯定，离不开

平时课堂上教员设置的口语练习。”刘

娜说，“模拟联合国”只是锻炼即兴口语

表达的途径之一，教员还会经常设置海

上突遇敌情、出访参加甲板交流会、召

开战地新闻发布会等情境，引导学员巩

固和锤炼“实战本领”。

“即兴口语表达增强了学员的自信

心，通过练习和实践，他们不仅能够克服

紧张和焦虑，还能提高思维能力和反应

速度。”英语教员路凯丽针对学员实际情

况和学习能力为学员制订了基础版和

进阶版培养方案。“军事英语课的终点不

仅仅是敢开口表达，而是要在实战中熟

练加以应用，为战斗力增值赋能。”

狂风怒号，波涛翻滚。一艘军舰像

一叶扁舟在浪尖飘摇。受极端天气影

响，某舰调整返航时间，可船上的某种

物资需要快速补给，如何通过联合投送

将物资快速送达指定地点？

“建立数学模型，分析各编组投送

要求，梳理任务量，确定各编组、梯队优

先 值 ……”学 员 钟 乙 清 将 步 骤 一 一 列

出，写在笔记本上。“这不是推进某一项

进程，而是要对全局都有所考量。当目

光由只瞄准一个点转化到辐射整个面，

才能获得通向最优解的捷径。”

去年，钟乙清参加“高教社”杯全国

大 学 生 数 学 建 模 竞 赛 获 全 国 二 等 奖 。

头一次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他发

现：“数学不再是冰冷的，数学公式不只

是获取答案的工具。”

当一种计算能力转化为一种思维

方 式 ，钟 乙 清 感 受 到 了 数 学 独 特 的 魅

力，这个魅力引领他不断向军事训练中

的矛盾问题探索。

“强能，不仅是练就行为上的技能，

更是培养一种思维上的认真。”钟乙清

对此深有体会。

如果说公共基础课程学习的归宿，

是培养学员解决实际问题、应对实战环

境的能力，那么“双课堂三层次”培养模

式就是这项能力的助跑器。在这里，数

学可以解决物流投送，物理可以抢修抢

建军港供电，化学可以进行快速油料化

验……在这里，只要爱思考肯拼搏，学

员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上图：教员梁国库（右一）为学员讲

解示范电路连接操作。

陈登科摄

当 课 堂 被 重 新 定 义
■本报特约记者 李 芮

海军勤务学院推行“双课堂三层次”军士培养模式后，

很多军士学员感到受益匪浅。

学员郑梦博盘点着一年来的收获——课程成绩达 90

分以上、连续两年获得学业奖学金、首届“工匠杯”军地院

校军士学员电子电工基本技能比武团体三等奖、荣立个人

三等功……和郑梦博一样，军士学员们正在体验着自己的

拔节成长。

什么是“双课堂三层次”？“双课堂三层次”又是为了什

么？此前，该院教员在授课中发现公共基础课程基本没有

实践机会，学员和课程的“黏性”只能在短短 45 分钟的课堂

上产生。于是，该院尝试打破“课上”和“课下”的时间界限，

以实习训练和课外实践为牵引，在“课上连接课下、理论连

接实践”中，引导学员从基础、应用、创新三个层次不断提高。

看到越来越多的军士学员主动参加课外活动，公共基

础课程教员们感到很欣慰：“军士学员正在课外实践的自

我驱动中实现自我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