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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士官学校二级军士长李成
俊，收到了从北京寄来的荣誉证书。2024年底，他被评为

“陆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个人”。看着鎏金的证书和熠熠
生辉的二级表彰奖章，李成俊脸上绽放出幸福的笑容。

李成俊还有一个身份——一名拥有 11 年教龄的
教员。和他一样，在陆军工程大学的校园里，有一大

批军士教员。他们扎根三尺讲台潜心育人，凭借扎实
的理论功底和出色的专业技术，成为同事们眼中的

“教学尖兵”，学员心中的“良师益友”，部队官兵口中
的“攻坚专家”。

今天，让我们走近这群军士教员，一同探寻他们由
“士”成“师”的成长之路。

鲜 视 线

校园特别关注

左图：陆军工程大学通信

士官学校军士教员李成俊（左

三）给学员授课。

李 萍摄

下图：军 士 教 员 张 嵩 琪

（左二）为学员讲解操作要领。

刘 通摄

从“军士”到“军士教
员”，增加的两个字，是沉
甸甸的责任

“当时，教室里坐着好几个兵龄比我

还长的班长，看到我的时候他们很是惊

讶。”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士官学校军士教

员李成俊，对自己第一次上课的情景印

象深刻。

“不过，我还是凭借自己扎实的基本

功赢得了大家的认可，下课时全班自发

鼓掌为我送上鼓励。”他笑着回忆道。

那年，李成俊因个人素质过硬被单

位推荐参加军士教员选调。通过激烈的

竞争，他脱颖而出，到院校后主要教授机

动通信专业的相关课程。

“语速偏快、缺少互动，课程设计需

要进一步优化，板书还得再练练……”新

教员试讲时，台下专家既肯定了他的优

势，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了他的问题。

“从‘军士’到‘军士教员’，增加的两

个字，是沉甸甸的责任。”为了成为一名

合格的教员，只有大专学历的李成俊拿

出“拼命三郎”的劲头，几乎将所有能利

用的时间都用来提高授课水平。

那段日子，李成俊一遍遍对着镜子

反复练习试讲，直到练哑了嗓子；板书不

够好，他就跑到空教室里，对照字帖在黑

板上一笔一画地临摹；为了优化课程设

计，他一边向经验丰富的教员请教，一边

搜集资料，不断完善授课内容。

功夫不负有心人。授课流畅自然、

语言生动形象、内容重点突出……第一

次正式上课，学员们对李教员的授课做

出了“有趣又有料”的评价。如今，他主

讲的专业课依然在学校“最受学员喜爱

的课程”榜单上“霸榜”。

“咕 噜 噜 ……”一 串 气 泡 从 水 面 冒

出，打破了现场的宁静。片刻后，一名全

副武装的潜水员探出了头，摘下面镜，吐

掉呼吸器。

“这套潜水装具的备用二级减压器

供气调节螺丝，需要再松一道丝。”陆军

工程大学训练基地水下搜排爆训练场，

三级军士长张嵩琪卸下刚检查的装具交

给助教，又换上另一套装具，重新跳入水

中。

做事认真、技术过硬、责任心强，这

是张嵩琪留给师生们的共同印象。从教

12 年，每次《水下搜排爆技术》的实装操

作课，张嵩琪总会提前来到训练场进行

细致的装具检查。“这是职业习惯，更是

对学员负责。”张嵩琪说。

作为海军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张嵩

琪曾先后完成航天员水槽训练保障、海

军防险救生专业海上综合实习保障、新

型 潜 水 装 具 实 验 等 多 项 急 难 险 重 任

务。2013 年，他被引进到学校担任军士

教员。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水下尖兵”，初

登讲台时却遭遇了“水土不服”。

尽管张嵩琪的水下动作示范让学员

们拍手叫好，但面对装备工作原理、潜水

疾病发病机理等更深层的专业问题时，

他的解答总是让学员一头雾水。那段时

间，他时常被问得下不来台。

课堂连着战场，教学事关打赢。张

嵩琪意识到，要想当好一名教员，除了掌

握精湛的专业技术，更要有扎实的理论

功底。此后，他主动寻求突破，积极了解

与专业相关的理论知识，特别是结合自

己的实操性授课内容，力求每一个知识

点都“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渐渐地，张嵩琪成长为独当一面的

专业课教员。他创新教学模式，牵头主

讲的 11 门专业课程，涉及工程兵潜水、

舟桥和水下搜排爆等多个专业方向，编

写的数字化教材在军事职业教育平台上

线后广受好评。

“陆军部队的水下搜排爆骨干，很多

都听过张嵩琪的课。”据介绍，张嵩琪带

出的学员大都已经成为部队水下作战的

骨干力量，在多项重大任务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只有完成从‘能打仗’到‘能教打

仗’的蜕变，才算真正担起‘教员’这个神

圣的称呼。”张嵩琪说。

不仅要守好“阵地”，
还要勇于冲锋

深夜，陆军工程大学军械士官学校

无人机专修室里灯火通明。操作台上，

数十条不同热源、不同温度、不同加热时

间条件下制作出的复合材料样本按编号

整齐摆放着。

军士教员肖青春熟练地将样本装

在拉力试验机上，检查无误后，按下启

动键。

随着试验机夹具之间的距离一点点

增大，肖青春的心里也愈发紧张，额头上

闪动着汗珠。他双眼紧盯试验机显示界

面，直到一声清脆的断裂声打破了寂静，

他快速记录下得到的参数，转头继续进

行下一个测试。

这是肖青春开展某科研项目试验时

的场景。为了拿到最准确的数据，同样

的测试过程，他重复了上百遍。

“做难事必有所得，要敢于突破、勇

于创新。”入伍近 20 年，肖青春在一次次

挑战中不断进步。

同样身为军士教员的李成俊，也在教

学科研岗位上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4项国家发明专利、6项实用新型专利和 4

项软件著作权。谈及自己的第一个专利

时，李成俊说这其实是个“意外”。

训练场上，李成俊正带着学员按照

任务分工，依次完成台站开设、天线架

设、业务实现、天线撤收和台站撤收等工

作。

“太神了！李教员改良后的天线，让

我们在架设时省下大量时间。”学员们完

成训练后感叹。

那年，在某课程的实践教学上，李成

俊发现，学员们在进行台站开设时，步骤

复杂且难度极大。

“如果能从改进装备结构入手，化繁

为简，就能减少台站开设与撤收的时间，

还能提高台站战斗行动的效率。”仔细观

察装备后，李成俊决心进行改变。

接 下 来 ，李 成 俊 着 手 梳 理 装 备 存

在的问题，结合自己的实践与思考，设

计绘制了一份方案草图。带着这份图

纸 ，他 找 到 经 验 丰 富 的 教 授 论 证 方 案

可行性。

然而论证结论并没有达到预期：减

少一组零件，装 备 的重量减轻明显，通

信效果却大打折扣；改装一组零件，繁琐

的操作又与优化前没有太大差别……

“面对‘两难’困境，必须敢于打破思

维定势，突破传统模式！”参考教授的意

见，经过反复思考，李成俊重新对设计图

纸进行修改，终于在一个半月后顺利完

成了理论设计。

之 后 ，李 成 俊 又 带 着 图 纸 和 工 厂

的工程师反复沟通装备样品制作。装

备长度问题、选材问题、连接组件的质

量 问 题 …… 发 现 一 个 解 决 一 个 ，历 经

多 次 测 试 ，李 成 俊 最 终 拿 到 了 符 合 要

求的成品。

优化后的装备不仅收发信号正常，

安装时间更是大大缩短，很快在部分单

位推广应用。

“不仅要守好‘阵地’，还要勇于冲

锋 。”从 理 论 创 新 到 技 术 突 破 ，从 专 利

申 请 到 成 果 转 化 ，陆 军 工 程 大 学 的 军

士 教 员 们 紧 跟 专 业 发 展 ，聚 焦 练 兵 备

战 难 题 开 展 攻 关 ，在 教 学 科 研 中 取 得

了丰硕成果。

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知识连通课堂与战场

“教员，今年我在军事职业教育平台

上，选了您制作的‘微课’。”电话那头，毕

业学员陈优向肖青春报告自己的近况。

说起这门微课，肖青春打开了话匣

子。时间拉回到 2020 年 10 月，一封来自

高原的培训邀请函传真到大学：请派出

骨干教学力量，针对某型无人机的操作

使用和应急维修保障进行培训。

得知消息后，肖青春主动请缨。作

为教学组骨干，他长期承担该型号装备

的教学任务，既精通操作维修，又熟悉理

论要点。

想到要面对高原环境和陌生学员，

肖青春心里有些忐忑：“授课对象既有军

官也有兵龄更长的军士，我能讲好吗？”

但很快，他就用实际行动打消了自己的

顾虑。

结合教学和日常维修装备总结的

经验，肖青春列出了近百条注意事项；

针对特定装备精选了多个典型教学内

容，逐字逐句完善教案；重新拍摄制作

了大量的装备图片和视频，帮助学员直

观理解。

雪山巍峨，初冬的高原寒风刺骨。

刚下飞机，肖青春就出现了头痛、心悸、

恶心呕吐等高原反应。

“作为一名来自部队的军士教员，发

挥自己专长为战斗力提升做点事，我义

不容辞。”强忍着身体的不适，肖青春稍

作调整便投入工作。

根据计划安排，肖青春主要负责无

人机机体维修等内容的教学。他通过摸

底发现，该部队新装备配发不久，还没有

形成骨干力量，大多数参训官兵对使用

保养还不熟练，导致部分装备因小故障

“趴窝”。

“从机体到机载设备，从供电设备到

线缆部件，一架一架察看，一个问题一个

问题解决。”参加培训的战士於永刚回

忆，肖青春白天顶着强烈的紫外线组织

实飞教学，晚上讲授装备维修保养知识，

深夜还要编写故障维修案例。

在那 20 多天里，肖青春根据受损装

备的典型故障，梳理出贴近高原部队实

际的装备故障维修案例，包含了维修步

骤、方法和要点等内容。一套标准的操

作流程新鲜出炉。

“以前装备坏了，我们不会修、不敢

修，现在有了肖教员给的‘维修宝典’，心

里踏实多了。”培训结束时，官兵们紧紧

握住肖青春的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回到学校，肖青春结合在部队培训

时的见闻感受，着手申报立项相关“微

课”，同时申请调整了一门课程的教学内

容。结合一线部队使用人员技能水平和

维修保障条件，他把在高原搜集到的典

型案例融入其中。截至目前，相关课程

的受训人员已近万人次。

基 层 一 线 、装 备 工 厂 、专 项 任 务 ，

军 士 教 员 们 的 足 迹 遍 布 大 江 南 北 ，他

们将掌握的一手资料转化为课堂上的

鲜 活 内 容 ，又 将 课 堂 上 的 专 业 知 识 送

抵 基 层 一 线 ，成 为 连 通 课 堂 和 战 场 的

“桥梁”。

李成俊、张嵩琪、肖青春……无论

院 校 或 部 队 ，总 能 看 到 军 士 教 员 们 的

奋 斗 身 影 。 他 们 为 部 队 打 赢 潜 心 钻

研、不懈攻关，用青春书写无悔的育人

华章。

一群军士教员的“奋斗答卷”
■王含丰 李 浩 本报特约记者 肖力铭

秦岭山麓，蜿蜒曲折。我和战友

们 负 重 20 多 公 斤 ，在 此 展 开 长 途 拉

练。

在大山里爬上爬下，几个小时过

去，大家走得浑身发热，又累又渴。作

为班长，我一边带队，一边留意着战友

的状况。身后的滕桓面色蜡黄，喘着

粗气，眼看就快走不动了。

我展开地图，看到上面密密麻麻

的等高线，其间勾画出好几处悬崖、陡

坡。离终点还有十几公里，滕桓能坚

持完成这次拉练吗？

“班长，还有多远才到补水点啊？”

路上，上一次经过补水点，滕桓将

水壶灌得满满的，然后在嘴里含住一

大口水，慢慢吞咽。可是出发没多远，

他的水壶又一次见底了。

“快到了，就在前面。”我鼓励他。

来军校上学前，我在某边防部队

服役。第一次巡逻时，我也像滕桓这

样，除了把水灌满，还要在包里留两瓶

水，可总觉得水不够喝。

那天烈日当空、万里无云，班长带

着我们沿界江巡逻。闷热的天气下，

我感到口干舌燥，汗水流到嘴角，咸而

微苦。眼前的巡逻路让人觉得漫长到

没有尽头。我内心煎熬，只记得班长

总不时回头对我说：“坚持一下，就快

到了。”

直 到 我 累 得 实 在 是 一 步 也 走 不

动，掉队几十米后，班长才从包里掏出

一只满是褶皱的塑料袋，递给我。一

打开，竟是我最喜欢的砂糖橘。

那 是 我 吃 过 最 甜 的 砂 糖 橘 。 在

我内心濒临崩溃的时候，班长递来的

那颗砂糖橘，不仅为我补充了体能，也

让我重新振奋起来，有了和战友们一

同走下去的信心。

后来，每逢长距离巡逻，我都学着

我的老班长，想方设法一路为大家加

油鼓劲。

这次学校组织长途拉练，后面的

路越来越难走。滕桓每次问我“补水

点还有多远”，我都说“快到了，就在前

面”。

不只滕桓，随着走过的路程增加，

班内其他战友的体能也逐渐到了极

限。然而不管多么累，大家都没有放

弃，一直向前走着。

滕桓始终没有等到我所谓的补水

点。后来，我也不说“快到了”，他也不

问“有多远”，我们就这样前后脚，一起

走了很远很远的路。

夜里行军不能开灯，这是纪律。

黑 暗 环 境 下 ，只 能 依 稀 看 见 路 的 轮

廓。有一段下坡路，本就看不清路况，

后面的人为了跟上前面人的步伐，不

得不加快脚步，不时还会踩到树根或

踏入裂隙中。

听见身后的喘息声越发急促，我

开始担心滕桓的情况。

“水。”滕桓调整呼吸，只说出了这

一个字。

我将枪背在身后，伸手向背包里掏

出一把软烂的砂糖橘。1个、2个……9

个，班里一人一个。

起初，滕桓并不知道我塞给他的

那个潮湿的软球是什么。但闻到熟悉

的香甜气味，他一下子精神起来。我

能感受到滕桓的喜悦，他一口一口地

嚼着，汁水浸润了他干裂的嘴唇，步伐

明显变得轻快起来。

夜幕下，滕桓调整了一下枪的背

带，没有说话，继续向前走着。

“不抛弃、不放弃！”小小的砂糖

橘，是我们不畏艰难、坚持到底的见

证。看着一行人砥砺前行的身影，我

仿佛看到了毕业后的我们，在更加艰

苦的环境中彼此激励携手前行，将脚

步印刻在祖国的万里边海防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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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心语

初春，天微微亮，空军工程大学航空

机务士官学校的学员们全副武装，走向训

练场。他们身着蓝色机务服，穿戴好手套，

一头扎进某型运输机密不透风的机舱内。

“ 方 向 舵 操 纵 指 令 来 自 驾 驶 员 人

工 操 纵 或 者 自 动 飞 行 控 制 指 令 ，用 于

飞 机 的 偏 航 操 纵 ，和 副 翼 一 起 完 成 协

调 转 弯 ……”手持检测仪，教员王发威

向身旁的学员们讲解道。

学员田仁辰一边认真观察，一边在

笔记本上记录教员讲授的知识点。入学

前他一直在警卫连服役，机务专业学习

完全是从零起步，恨不得一天 24 小时都

围着飞机转。“很多课堂上学到的理论，

只有到飞机上亲眼看过，亲手摸过，按照

流程维修一遍，才能真正明白其中的‘奥

秘’。”田仁辰兴奋地说。

新学期开启后，学员们步履匆匆，全

身心投入学习和训练当中。他们普遍感

受到课堂的“战味”更足了，讲台上，一沓

厚厚的特情处理案例，是教员王恒送给

学员们的“开学礼物”。

“之前，教学中特情处理模块内容不

够丰富，学员学起来总觉得少了点味道，

教员教起来也觉得像‘夹生饭’，这堂课

必须补上……”翻开特情处理案例，上面

一笔笔详细标注的，不仅有每个特情的

重点参数、处置流程、复查要点，还有针

对相关问题的系统总结。

“为了这门课，我准备了整个寒假。”

假期里，王恒到一线部队跟飞实习、收集

数据案例。返校后，他第一时间整理案

例、设计教案，针对每门课程涉及的知识

点制作特情处理案例。

当这些鲜活的案例呈现在课堂上，

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学员们的目光。课堂

和战场的距离越近，学员们学习和训练

的热情就越高涨。

飞机动力系统模拟实验中心，学员

们按照计划分批操作模拟器，进行相关

课 目 实 习 。 某 教 研 室 主 任 时 俊 杰 说 ：

“我们在实验中心每天开放 12 小时的基

础上，又增加了机动安排。只要学员有

时间，一个预约，我们就安排上！”

晚上 10 点，新机模拟训练中心依然

灯火通明。设置操作情景、根据任务卡

片完成操作、复盘总结……在分组操作

完毕后，学员们就出现的特情、待解决问

题展开激烈讨论。他们时而争得面红耳

赤、时而会心一笑，紧张的“硝烟味”中不

乏轻松活泼之语。

某教学楼里，学员们则忙着调试设

备、编写程序。在机械的运转声、键盘的

敲击声中，他们神情专注、神经紧绷，期

待着新的实验成果出炉。

看到学员们认真努力的身影，正在

指导晚自习的教员肖启敏很是欣慰：“过

去的一年，学员在‘匠心杯’等多项全国

性赛事中斩获佳绩。今年他们更是信心

满满，不少人提前返校进行备战，准备在

新赛季里大展身手！”

不负好春光，拼搏正当时
■陈一达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杨 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