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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

大计，师德为本。

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教师的师德师

风如何，兹事体大。“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

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万世师表的孔子这样看

待教师的德；“辛勤的园丁”“吐丝的春蚕”“燃烧的红

烛”……人们这样赞美教师的德。大道昭彰，不言善

应；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师德为魂，方能立德树人；

师风为骨，方能教化育人。在学生成长的过程中，师

者魅力是学子的心灯，照亮他们人生的路。

老一辈革命家徐特立，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也

是毛泽东同志最为尊重的老师之一。1937 年 1 月，

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要为徐特立

破例搞一次祝寿活动，并在 60 岁生日贺信中写道：

“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你总是拣难

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

服你的”“你是我 20 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

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从中，可以看

出徐特立的师德师风对毛泽东的影响之深。

岳飞师从一代武学宗师周侗时，周侗既传授岳飞

建功立业之术，也灌输志存高远之道。周侗的师德师

风，“昭昭如明月独举、高霞孤映”。正是在如此高尚

纯正的师德师风感召下，岳飞树立了精忠报国的雄心

壮志，成为名传千古的民族英雄。

“要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要位置”“评价教师队

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应该是师德师风”……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主席对师德师风建设高度重视，在多个场合

作出重要论述，为师者必须深思明察之、修习躬行之，

以德正身、以德治学、以德施教，做学生的“筑梦人”

“引路人”“系扣人”和“大先生”。

军队院校教员是办学育人的支柱、军事人才的酵

母、院校发展的脊梁，师德师风如何，关系学员健康成

长，关系军事教育发展，关系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的

实现。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训练管理部、科学

技术委员会联合印发《新时代军队院校教员师德师风

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对军队院校教员的职业行为

作出明确规定，提出具体规范，明晰了“正面清单”和

“负面清单”。相信《准则》的印发，必将进一步引导激

励广大教员坚决听党指挥、潜心研战教战、尊重关爱学

员、勤于学研创新、恪守学术规范、坚持言行雅正、纯洁

军地交往、坚守公正廉洁、严守纪法规矩、热心服务部

队，切实肩负起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光荣职责。

“吾闻老农言，为稼慎在初。”军校学员正处在人

生观的“关键形成期”、能力素质的“拔节孕穗期”，最

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教员的师德师风，是一种“无

言之教”，予人以生命的启迪、文化的滋养、前行的力

量。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痴心一片终不悔，只为桃

李竞相开。广大教员只有既做专业之师，更做品行之

师，既精于授业，更善于传道，才能使学员“亲其师、信

其道”，从而实现“一个心灵对另一个心灵的影响”。

“习于善者，思其所善，行其所善。”导航定位领域杰

出的科学家许其凤拒绝多家地方单位的重金邀请，把心

思用在培养导航定位人才上，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经常告

诉自己“卫星需要定位，人生更需要定位”。国防科技大

学教授高伯龙对激光研究心无旁骛，不仅使自己成为

“一束至纯至强的激光”，也成了学员眼里“可敬更可学

的大师”。“观于明镜，则瑕疵不滞于躯。”教员应当经常

以《准则》揽镜自照、检视自我，方能“行其所当行，止其

所当止”，真正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教员工作神圣、庄严、崇高，也清苦、辛苦、艰苦。

夜窗青灯，需要领导关心；焚膏继晷，需要组织关爱。

加强新时代军队院校教员师德师风建设，院校领导和

机关在讲好师德故事、培树师德典型，引导大家以德

修身、以德育人、以德施教、以德育德的同时，还须增

强服务意识和保障能力，注重把教员的挠头事当作自

己的心头事，主动为教员“端盘子”“搭台子”“担担

子”，激励广大教员安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努

力成为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

的新时代军队院校教员。

（作者单位：陆军边海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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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要位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高度重视师德师
风建设。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训练
管理部、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印发《新时代
军队院校教员师德师风准则》，对军队院校
教员的职业行为作出明确规定，提出具体
规范，明晰了“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

有一种目标，要经过艰苦
跋涉才能抵达

每年，看着新一批飞行学员走进空军航空

大学的校门，我都会想起自己当年来到这里的

模样，同样稚嫩、同样满怀期待。

和现在的新学员可以乘运-20 飞机来校

报到不同，20 多年前，我坐着几十个小时的绿

皮火车来到北国春城，开始了自己的飞行生

涯。

飞行是浪漫的事业，也是艰辛的事业。想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必须要付出巨大努

力。在大学度过的第一个冬天，我记忆犹新。

为了抓紧时间打好体能基础，在东北刺骨

的严寒中，常常能看到学员们在操场进行万米

长跑的身影。冰冷的空气灌入肺里，刺激得鼻

腔生疼，我拖着沉重的步伐熬过了一圈又一

圈。每当快要坚持不下去时，参观校史馆时的

一幅幅老照片如过电影般浮现在我的眼前：从

老航校时期到现在，一代代飞行员们都是顶着

这样的风雪历练成长起来的。

“长夜风雪吼欲狂，衣单被薄镀银光；‘冰

窖’里边论蓝天，当个‘团长’入梦乡”。这是 70

多年前，东北老航校建立之初创业者们的真实

写照。环境恶劣、物资缺乏，当时的飞行员们，

只能利用铁皮挡杆等教具模拟飞行训练，在冰

窖一般寒冷的宿舍里缩成一团保暖睡觉。就

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攻坚克难、艰苦奋斗，

练就了过硬的打赢本领。

前辈们可以，我也一定行！学校操场记住

了我落下的每一滴汗水，跑着跑着，我渐渐跑

到了同批学员的前列。然而，坚实的体能基础

只是逐梦蓝天的第一步。学习理论知识、掌握

飞行技能，一个个课目直接把难度拉满，一道

道难关横亘在面前。

我当学员的时候，学校只有一套简易的木

质杆舵练习器供大家模拟练习。现在，我仍能

回忆起当时自己对着模拟器“比划”、教员在一

旁“指点”的场景。我慢慢摸索着推动杆舵的

力度和仰身观察的角度，一点点找到感觉并反

复体会，直至形成了“肌肉记忆”。

有一种目标，要经过艰苦跋涉才能抵达。

回望来时的路，正是在每个课目上都拼尽全

力、倒逼自己，我才能快速完成从教员带飞到

首次单飞的蜕变。

那天，我操纵“初教-6”飞机从地面跃上蓝

天。当飞机在高空中开始平稳航行，世界仿佛一

下子变得安静。尽管我的头脑格外清醒，但心底

有一个声音止不住地呐喊：“我飞起来了！”

这一飞，就是 20 多年。从飞行学员到飞

行教员，我见证了一批批年轻飞行员的成长。

这些年，我们培养飞行员的物质条件不断改

善、育人体系更加科学，而学员们亦如当年的

前辈，一以贯之保持着艰苦奋斗的底色，在付

出了超出常人的努力后，迎来了雏鹰的振翅一

跃。

矢志蓝天、苦练精飞，继承前辈优良的精

神传统，我们才能飞得更快，更稳。

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
飞行员就是战机的最后一发
炮弹

驾驶战机翱翔天空，危险与浪漫并存，谁

也没法保证险情特情不会在下一秒发生。我

经常告诫学员：“列装飞机越来越先进，训练方

法在更新，但是在战场上最重要的因素永远是

人，我们不光要有高强的飞行本领，还要练就

强大的心理素质。”

20 米高空单杠训练，是每名学员必经的考

验。高台上，风在耳边呼呼作响，在空中奋力

跃起的那一步，是学员们克服内心恐惧、坚定

信心的关键一步。

不是每一次跳起都能平稳落地，有的人尽

管没能顺利抓住单杠，但他在迈出脚的瞬间，

就跨过了心里的那道坎，感受到勇气的力量。

在飞行对抗性训练时，学员们要轮流进行

攻防转换，防御方要尽可能破坏进攻方的飞行

条件。遇到飞机失控的情况，杆舵晃动、指示

灯报红、座椅下方不断传来震感，学员必须沉

着冷静操纵飞机恢复正常飞行状态。随着一

次次高强度训练，他们的能力加速生长。

天空是生长英雄的地方，只有勇敢的人才

能当飞行员。为了激发学员们的斗志和血性，

课堂上，我经常会讲起抗美援朝战场上的飞行

员事迹。

1952 年，年仅 24 岁的飞行员孙生禄被 10

架敌机包围，为了掩护我方机群脱险，他的战

机座舱盖被打碎，仪表盘也被打坏。他驾驶的

“米格-15”飞机只能挂载 200 发炮弹，已经全

部打光。

“快跳伞！”战友们对孙生禄大声疾呼。他

听见了，但并未回应。只见孙生禄把油门加到

最大，将燃烧的战机当作最后一发炮弹，向敌

人机群猛撞了过去……

每 当 我 讲 到 这 时 ，学 员 们 情 绪 都 很 激

动。看着一双双闪光的眼睛，我问道：“人民

空军为什么能击败力量对比悬殊的对手，而

且越战越强？”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学员一字一句地

说：“是因为我们有随时化身为第 201 发炮弹

的勇气。”

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飞行员就是战机的

最后一发炮弹。我们从革命前辈那里继承英

勇无畏的精神气魄，用中国军人的血性和胆气

书写着自己的青春。每一批学员换羽新生的

过程，也是不断锤炼自己胆魄意志的过程，他

们头脑中紧绷战斗的弦，为守护祖国空天的神

圣使命时刻准备着。

在时代托举下不断飞跃

2018 年 11 月，珠海航展现场。阵阵轰鸣

声中，“红鹰”飞行表演队亮相天际。

我驾驶战机与另一架战机对向而行，在天

幕划过两道优美的曲线。爱心成型的瞬间，第

三架战机从远处穿心而过，写下人民空军独有

的浪漫表白。

这是我们特意设计的“丘比特之箭”表演

动作。作为“红鹰”飞行表演队的队长，如何

在 飞 行 表 演 中 追 求 极 致 、挑 战 极 限 ，是 我 经

常 要 思 考 的 问 题 。 这 次“ 丘 比 特 之 箭 ”表 面

看到的是飞行动作的优美流畅，内核却是对

三 机 协 同 的 新 考 验 。 飞 行 表 演 里 有 实 战 ，

“ 飞 行 表 演 队 队 长 ”和“ 飞 行 教 员 ”两 种 身 份

的 叠 加 ，让 我 愈 加 感 受 到 跳 出 舒 适 圈 、超 越

自我的重要性。

当初，没有初教机，老航校的前辈们便越

过初、中两级，直上“九九”高教机。这种精神

始终激励着我，我告诉自己，要永远保持一颗

不惧挑战、超越自我的心。因为时间是不等人

的——

歼-20 呼啸苍穹、运-20 大鹏展翅、新型地

空导弹威猛列阵……人民空军正奋飞在新的

征程上。现代战争不断更新的时代要求，倒逼

教员和学员不断拓展自己的能力界限，在身体

素质、战斗思维、视野眼界等方面突破。

飞行员的身体和飞机一样，是另一种“精

密、宝贵的力量”。跨昼夜飞行、长航时飞行等

考题接踵而至，对学员体能的要求更高。户外

训练课，学员们将自己固定在旋梯上，我手臂

一晃，旋梯便带动身体加速滚动起来。他们强

忍着眩晕的不适，在一圈一圈转动中调整状

态。

每次旋梯停止转动，尽管有学员走下来时

脚步踉跄、几欲作呕，但稍作休息后，仍会顶着

额头的细汗对我说：“教员，再来一次。”我虽然

心疼，但看着他们的军事体育训练情况图上的

曲线不断跃升，更为他们感到骄傲。

我们教学的本质是培养能打仗的飞行员，

必须要将胜战基因牢牢注入学员“飞之初”。

除了体能训练中心，战术能力拓展研究中心也

是学员们经常出现的地方。

在那里，可以看到教员拿着教具反复演

示、学员热烈讨论的场景。针对学员的反思复

盘，我常常反问他们：“有没有放在实战背景下

考量？”在一次次攻防演练中，他们不断提高自

己的实战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

人民空军在转型建设中日趋强大。作为

一名飞行员，未来将以何种姿态飞向更高更

远 的 空 天 ？ 这 是 我 们 需 要 思 考 的 问 题 。 夜

晚，灯火通明的图书馆记录着学员们求索的

过程——有人埋首苦读，从军事经典著作中找

寻答案；有人借助海量学术资源，了解世界上先

进的技法、训法……

大鹏保持向上的姿态，时代赋予最大的托

举。不论是在课堂上，还是战斗一线，每个人

都努力向前奔跑，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在

航校教飞了 26 年，未来还能继续在自己热爱

的战位上发光发热，感到无比荣幸。

（本报记者毕笑天、通讯员刘佳整理）

天空是雄鹰的“家”
■张立斌

听课留言板

转眼间，“教-8”飞机俯下机身，与地面形成了一

个平缓的夹角，顺着机场跑道划过一道笔直的印痕。

机舱里，空军航空大学飞行教员张立斌关注着学

员操作的一举一动，直到飞机停稳至指定区域，他的

心才踏实下来。

1998 年，张立斌毕业留教。教练机舱，这是他作

为一名飞行教员最熟悉的战位；执掌“教鞭”于蓝天

上，是他最自豪的时刻。

“天空是雄鹰的‘家’，是成就英雄飞行员的地方，

向往更高远的天空，这是属于飞行员的追求。”张立

斌说。26 年间，他的目光注视着一批批祖国的雏鹰

在这里换羽，飞向更远的海、更蓝的天。

军人生来为战胜。打仗是军人的职责

使命，战斗精神是军队战斗力的内生动力，

一名合格的军人，要时刻将战斗精神根植心

中、融入血脉。

在 培 育 官 兵 战 斗 精 神 中 提 升 打 赢 能

力，是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和克敌制胜的

重要法宝，也是教育官兵、塑造官兵的重要

方法途径。空军航空大学作为“飞行员的

摇篮”，在空军战斗力成长中起关键的基础

性作用。为提升飞行学员战斗精神培育的

针对性、实效性，大学围绕“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精神砥砺学员血性胆气，形成主题教

育 引 领 、老 航 校 精 神 感 召 、实 战 化 训 练 锤

炼、强化荣誉激励的培育格局。

近年来，大学建立“东北老航校精神教

学基地”，组织“东北老航校精神传人奖”评

选，鼓励飞行学员学习英雄、争做英雄；创新

野外综合训练和生存训练组训模式，在飞行

训练中设置实战化背景和模拟特情，开展抗

压耐挫和心理调适训练，把战斗精神培育渗

透教育训练全程；组织入学入伍、授衔、单飞

等仪式教育，开展量化达标竞赛和“砺鹰班”

“雄鹰学员”等评选活动，将战斗精神培育融

入经常性教育管理和日常养成。

“胜在得威，败在失气。”长空亮剑，勇字

当先。要成为“能打仗 、打胜仗”的空战人

才，必须具备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瞄准未

来战场，新一代飞行学员砥砺英雄气、传承

英雄志，发扬“忠诚、无畏、精飞”的职业精

神，不懈奋斗、努力奋飞。

战斗精神贯长空
■刘 佳

【主讲人名片】

张立斌，空军航空大学某

团飞行教员，“红鹰”飞行表演

队队长。从事飞行教学 26 年，

带教出 20 余期飞行学员。曾

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 飞 行 表 演 等 任 务 。 2021

年被评为空军优秀共产党员，

2022 年获大学首届“东北老航

校精神传人奖”。

图①：空军航空大学学员进行飞行训练。

图②：空军航空大学飞行教员张立斌（左）

带学员检查飞机。

图③：张立斌（右）讲评学员训练。

杨 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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