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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 40 多分钟的教育课，教案需

要准备多少内容？对于陆军某旅指导

员申宸来说，常常只需一页纸。

前不久，申宸给连队官兵上了一堂

教育课，讲述先辈的战斗故事。他的备

课本上，这堂课的教案就只有一页纸，

内容是几张剪报和几段手写注释。

“ 上 课 要 讲 的 主 要 内 容 都 在 这

里。”申宸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教案上

的内容，主要是生怕漏过的一些重要

信息或者记得不牢的数据。”

翻看申宸的备课本，笔者发现，很

多堂课的教案都只有一两页纸，而且

标题、观点、互动设计、手段运用等要

素并不完整。这与笔者此前看到的很

多教案都不一样。

“我这样写教案有一段时间了，旅

机关对此表示了理解和支持。”申宸告

诉笔者，刚当指导员时，他也是“按部

就班”在撰写教案上下足了功夫，后来

发生的一件事让他深受触动。

一次，该连举办演讲比赛，某排沈

排长准备的演讲稿，洋洋洒洒写了几页

纸，而某班张班长演讲时，仅仅拿了两

张照片和半页纸。两个人的演讲都很

精彩，事后与他们交谈时，一个细节引

起了申宸的注意：沈排长的准备时间是

张班长的两倍。细问得知，沈排长多花

的时间，大部分用在了“遣词造句”上。

这让申宸联想到自己。备课写教

案时，他也会像沈排长那样字斟句酌，

有时还会刻意追求表达的对仗排比，

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但授课效果

有时并不理想。

“虽然文字更精致了，但内容不够

接地气，触及不到官兵灵魂。”申宸反

思自己，“如果能做到内容心中有数，

把更多精力放在授课的拓展延伸上，

岂不是更好？”于是，再次备课时，他决

定换一种撰写教案的方式。

不 久 后 ，申 宸 准 备 一 堂 关 于“ 奋

斗”的教育课，理思路、定提纲、收集素

材……这次，他的教案不再是一篇完

整的讲稿，而是授课提纲、不熟悉的内

容和数据，他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深

入思考和临场拓展上。

教案瘦了身，授课满堂彩。课后，

一位排长专门找申宸借备课本，想好

好学习学习。然而看着仅有一页纸的

教案，这位排长有点摸不着头脑：“指

导员，这好像只有你自己能看懂。要

是机关来检查，会不会通报批评你备

课不认真？”

“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教育成效

最重要。”申宸回应道。他能理解战友

的担心，但还是想作出一些改变。

后来，该旅一名领导到基层蹲点，

发现申宸的“一页纸教案”后，果然提

出了质疑。然而，听了申宸的解释，并

了解战士们的听课反馈，再与其他指

导员交流后，他又对申宸的做法表示

支持。

“把想讲的都写出来不一定就是高

标准，字多也不代表备课认真。”该旅领

导说，看起来“好看厚实”的教案，可能

打动不了官兵，教案应该回归本真——

辅助政治教员授课，而不是被当成需要

花大力气准备的“迎检材料”。

“授课教案也可以是‘一页纸’。这

样有利于防止照本宣科，有助于进行现

场互动。”在这之后，该旅明确，基层政

治干部备课时可以采用手写、打印、剪

贴等不同方式，教案字数可多可少、内

容可详可略，只要认真准备、能达到教

育效果就行，不再作过多过细要求。

与此同时，旅机关改变了教育检查

方式，不再以备课本作为主要依据，更多

采取推门听课、与基层官兵交流等方式，

检查基层单位教育开展情况和效果。

申宸的“一页纸教案”也影响了其

他指导员的备课思路。前段时间，机关

干事到某连听课，亲眼目睹一堂关于网

络安全的教育课，该连指导员陈佩琪讲

得有声有色，现场气氛十分活跃。而陈

佩琪的备课本上，只有几张图片漫画、

一个树状图、一个视频网址，和一些提

示。“把主要精力用在该用的地方，教育

效果事半功倍。”陈佩琪说。

教案瘦了身 授课满堂彩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 轶

近日，陆军某旅某营排长梁政走

上演讲台，以兵言兵语分享自己履新

以来的经历感悟，收获了阵阵掌声。

“这次讲稿写的都是我自己想说

的内容。”走下讲台，梁政难掩兴奋。

他说，与以往不同，营连领导只提出改

进建议，给他留足了个人发挥空间。

梁政之所以有如此感慨，源自此

前一次参加旅强军故事会的经历。

当时，旅里要求各营分别推荐一

名官兵代表参加。经过营党委一班人

研究，这个机会落在了梁政头上。理

由有二：一是梁政形象好、气质佳、口

才出众；二是营里想借此机会，锻炼这

名任职时间还不长的新排长。

受领任务后，梁政全力准备，工作训

练之余都在写稿改稿、模拟试讲。然而

活动当天，他的表现并没有达到预期。

事后，该营郑教导员发现，原本活

力四射的梁政变得有些消沉，工作训

练劲头明显不足。于是，他主动靠上

去询问原因。

“教导员，我的讲稿经过营连领导

修改后，与我想要表达的意思相去甚

远。而且，有些话一听就不像我说的，

还非常拗口。”思来想去，梁政决定说出

实情，“关键是，台下的战友对改后的内

容并不感冒，难以产生情感共鸣。”

梁政的回答有些出乎郑教导员的

意 料 ：帮 助 修 改 讲 稿 ，可 以 说 约 定 俗

成，为什么梁政会有这样的感受？

无独有偶，营部战士小张对此也

颇有微词。一次，上级组织一堂好课

评比，他报名参加，以“配角也能大放

光彩”为主题，精心准备了一堂课。结

果，营干部在多次审核中，反复提出不

同修改意见。直至授课前一天晚上，

他还在加班加点调整文字。

由 于 大 量 精 力 花 费 在 修 改 讲 稿

上，小张对所讲内容不够熟悉，临场发

挥 也 欠 佳 ，最 终 成 绩 平 平 。 小 张 说 ：

“其实，有些内容无需过度雕琢，平实

的兵言兵语反而更容易让大家接受。”

接连听到官兵的意见，郑教导员

陷入了反思：这些年，随着群众性自我

教育成为常态，官兵纷纷走上讲台“唱

主角”。但营连干部总觉得他们缺乏

经验，经常会根据自己的想法，修改打

磨官兵的讲稿。然而事实上，年轻官

兵虽然授课经验少，但思维活跃、乐于

创新，而且对基层问题感受更直接，知

道讲什么内容、以什么方式，战友更愿

意听、更能接受。

“我们要用信任的、欣赏的、发展的

眼光看待年轻官兵，让他们带着真实故

事和真情实感走上讲台，让群众性自我

教育更具感召力。”在随后召开的议教

会上，郑教导员带头反思。营党委一班

人讨论后一致认为，开展群众性自我教

育时，营连干部帮助登台的官兵进行内

容把关无可厚非，但要注意把握好分

寸，让官兵讲稿尽量保留“原生态”。

从那以后，该营把教育自主权还

给授课人，营连干部负责把关方向性

问题。此外，他们遴选多名优秀教育

骨干，组成“助教小团队”，为官兵传授

经验技巧；建立相关激励机制，鼓励大

家登台亮相……

前不久，该营举办主题演讲比赛，

重拾信心的梁政主动请缨。这一次，营

连干部把关审核讲稿内容时，只建议他

结合当前任务实际进一步丰富内容，并

未对具体的语言表达多加干涉。

有了更大施展空间，保留了个人

想法，梁政在演讲时特别起劲，台下战

友 听 得 津 津 有 味 。 战 士 陈 杰 感 慨 地

说：“以前，开展群众性自我教育活动，

大 多 是 把 指 导 员 换 成 其 他 官 兵 上 台

‘背讲稿’，现在大都是兵言兵语说兵

事，听着很真切，也更打动人！”

讲稿去雕饰 兵语最动人
■毛英椿

初夏的一天，随着指挥员一声令

下，陆军某团某连官兵迅速发动重型机

械化桥车，一场拉动考核随即上演。

行驶到指定地域后，该连官兵接到

新指令，立即展开架桥作业。与此同

时，机关考核验收组成员分散至不同位

置，观察检验装备车辆部件、车载系统

等运转情况。

这时，车载诊断系统突然发出警

报，显示出现了故障。考核验收组当即

叫停该连官兵作业，锁定故障点后切断

装备动力，竖起警示标志，随后记录车

辆数据、上报故障代码……

“上午刚结束装备换季保养，下午

就组织拉动考核，还是头一回。”该连姜

连长说。

今年驻训开始后，该团机关在调

研中发现，基层官兵反映比较集中的

问题，是装备动用频繁导致故障明显

增 多 。 加 之 此 次 驻 训 地 自 然 环 境 相

对 恶 劣 ，各 营 连 点 位 分 散 ，导 致 日 常

集中维护保养装备难度增加，还出现

了“检查时没问题、动起来出状况”等

现象。

在这次换季保养开始前，该团机关

专门邀请厂家技术人员，同装备保障部

门一起，开了一次武器装备保养研讨

会。大家认为，此前采用的“静态”检验

方 法 已 经 不 能 满 足 遂 行 各 种 任 务 需

要。所谓“静态”检验，是指装备车辆在

完成维护保养后，停在车库接受性能检

测。最终，经过讨论研究，他们决定采

用“动静结合”方式检验此次换季保养

成效，即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动态检验

环节。

具体操作时，该团机关通过不打招

呼、不设预案的拉动考核，对完成维护

保养的装备进行综合检验。他们根据

不同专业特点，从难从严设置考核内

容，逼近装备性能极限，让问题充分暴

露。同时，从各营连抽调装备管理能

手、专业骨干，同修理连官兵一道，组成

了考核验收组。

视线回到这次拉动考核现场。“我

们连共有 3 辆装备车辆出现故障。深

查原因，归根到底还是维护保养不够

细致。”姜连长说，他现在深刻理解了

团机关的用意，“装备性能关系战场胜

负，在动态中检验保养质效，可能是最

直接的方式。”

不只是这个连队，在这次拉动考核

中，其他一些连队也不同程度出现了类

似问题。“正好给官兵们提个醒，有些细

节在装备保养时容易忽略，以后要细之

又细。”该团领导说。

据了解，该团计划今后在车炮场

日、战备日以及换季保养中，继续采取

“动静结合”的检验方式。他们还会在

这次考核的基础上，对一些具体做法进

行完善。

陆军某团采用“动静结合”方式检验装备性能——

保养怎么样 拉出来遛遛
■本报特约记者 李 江

潜 望 镜

新闻前哨

日前，武警广西总队某支队组织擒敌对抗训练。图为两名战士进行示范教学。

何其骏摄

日前，空军航空兵某旅开展飞行训练。图为飞行员示意准备完毕。

赵雨桐摄

闪耀演兵场

如果几个月前，有人告诉我“你将参

加上级组织的科普讲解大赛，并登上领

奖台”，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

我来自湖南农村，说话口音很重。

新兵下连后，第一次在班务会上发言，我

把“战术”发成了“扎树”的音，惹得几个

同年兵低头憋笑。我一下红了脸，赶紧

结束发言，害怕再闹笑话。

这次经历，让我背上了心理包袱，训

练生活中变得越发沉默寡言，不愿展示

自己，也不敢直面挑战。

一 天 早 操 结 束 后 ，连 长 突 然 叫 住

我 ：“ 单 位 要 选 拔 人 员 参 加 上 级 组 织

的 科 普 讲 解 大 赛 ，我 想 推 荐 你 试 试 。”

没 等 我 反 应 过 来 ，她 就 递 过 来 一 张 报

名表。

“被迫”受领这项任务，一开始，我心

里有些抵触，觉得自己不可能完成。但

连长态度坚决，不容我拒绝。

无奈之下，我只好全力备战，努力不

辜负连长的信任、不给连队丢脸。为了

纠正发音，我找来普通话训练视频对照

学习，空闲时含着鹅卵石在器械场朗读

报纸……那段时间，我还会每天早起一

个小时，对着军容镜练习。

除了自己的努力，连长和班长也经

常帮我纠正错误发音，陪我在活动室试

讲。就这样，我一步一步走上了赛场。

最终，我获得了优胜奖，站上了领奖

台。拿着获奖证书，我想起连长经常对

我说的一句话：“真正的突破，是不再自

我设限。”

“直到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刻，我才真

正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归队后，我在

营里组织的汇报会上，分享参赛经历和

心得体会。目光扫过台下，我看到，连长

对我点头肯定。

后来，班长问我：“知不知道连长力

荐你参赛的原因？”我摇了摇头，这也是

我最好奇的一点。

班长接着说，连长曾这样评价我：汇

报工作时神情紧张，应对质询时缺乏底

气，执行急难险重任务时存在犹豫观望

现象，需要强化心理韧性、淬炼勇气胆

识。

好在没有辜负连长的一片苦心，经

历了备战到参赛的过程，我开始成长蜕

变，不再惧怕工作训练中的各种挑战。

我曾对某型电台调试和战术标图专业训

练心存畏惧。比赛回来后，我主动出击，

有时间就泡在器材室照着操作手册练，

找老兵请教取经，逐渐从“手忙脚乱”变

成“日益熟练”。

回顾这段经历，我想说：面对困难和

挑战，只要勇敢应对，就能不断突破，那

些曾经以为的“不可能”都会被踩在脚

下，变成自己成长路上的铺路石。

（张庆东整理）

把“不可能”变成铺路石
■海军某部某连列兵 文珺玉

编者按 开展教育，一般都离不开教案和讲稿。实践中，有的政治教员深受其益，把课讲得生动感人；也有人重形式
轻内容，下了很多“纸上功夫”，却言之无物，说不到官兵心坎上。须知，教案和讲稿本就没有一定之规，写什么、怎么写、写
多长，完全取决于内容和效果。请看来自陆军两个基层单位的报道，希望大家能从中受到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