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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实例

带兵人手记

好课大家享

新时代青年官兵思维活跃、认知多

元，传统的“我讲你听”灌输式教育模

式，正面临“穿透力不足”“感染力不强”

等现实挑战。如何改变这种局面？这

堂围绕“假如在战场上，电话线被炸断”

的授课，给我们带来了很大启发。

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传

递 ，而 是 思 想 的 塑 造 和 信 念 的 培 育 。

就像我们无法通过单纯的讲解就能让

战士学会射击一样，铸魂育人工作也

必须经过亲身体验和实际感知，才能

更好地入脑入心。譬如，不经过训练

场上的挥汗如雨，就很难体会什么是

吃苦耐劳；只有在任务一线攻坚克难，

才知道敢打必胜的信念有多重要。这

种以体验激活认同、以情境触发思考、

以参与实现内化的教育方式，正是当

前思想政治教育走深走实、提质增效

所急需和紧缺的。

黄指导员的授课，把课堂搬进战

场、将历史嵌入体验，官兵不再是被动

的聆听者，而是身临其境的亲历者，他

们与革命先辈虽处于不同的时空，感

受到的却是同样的血性和担当。这告

诉我们，教育课堂从来不是一个独立

的空间，只有延伸到训练场、任务区和

执勤点，与官兵日常工作训练紧密结

合，才会不断焕发生机活力。

教育之妙，贵在“不教而教”。当

传受双方真正把自己摆进去、沉下来，

形成思想共振、情感共鸣，思想政治教

育就不再是外在的单向灌输，而是内

在 的 自 我 觉 醒 —— 从“ 要 我 知 道 ”到

“我要知道”。这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

质效的“不二法门”，理应成为每一个

基层带兵人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

从“要我知道”到“我要知道”
■陶艮虎

授 课 人：第 71 集团军某旅“钢铁电话连”指导员 黄圣杰

授课时间：6 月 26 日

课后赏析

“董鲁鑫，夺得全营群众性练兵比

武仰卧卷腹课目第一名……”

炎炎夏日，上等兵董鲁鑫站在领奖

台上，笑容满面，眼神里透着青春的光

彩。我一边为他感到高兴，一边心生感

慨：谁说这个兵不好带？

去年，董鲁鑫下连来到我们班，不

仅训练成绩靠后，还性格内向、不善言

谈，尤其连里组织新兵比武考核失利

后，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很多骨干向

我反映，董鲁鑫自暴自弃，根本带不出

来。不过，凭借自己多年的带兵经验，

我并不这么认为。

我在训练中留意到，董鲁鑫对轻武

器分解结合课目很感兴趣，每次枪支拆

解后，他总是仔细打量这些零部件，反

复摆弄。

一天晚上，见董鲁鑫有空，我便找

他谈心。起初，我询问他在生活或者训

练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他只是简单

回复“都挺好”。为了打开他的心扉，我

话头一转：“你对枪很感兴趣？”

董鲁鑫眼前一亮：“班长，您怎么知

道？我确实很喜欢枪械，但上次比武由

于紧张，偏偏这个课目没有发挥好，给

班里抹了黑……”

“ 谁 走 路 还 没 有 打 磕 绊 的 时 候 ？

吸取教训就好。不说这个，咱们还是

说枪吧。”我再次转移话题，与他聊起

轻武器相关知识，发现他在这个方面

果然有“两把刷子”，看来平常确实下

了很多功夫。

我决定从轻武器分解结合课目入

手 ，为 董 鲁 鑫 建 立 信 心 。 第 二 天 ，我

在 班 里 组 织 了 一 次 小 比 武 。 董 鲁 鑫

虽未夺得第一，却表现不俗。我当场

对他提出表扬，并鼓励他继续挑战自

己。一段时间后，他不仅在轻武器分

解结合课目上取得了新突破，其他课

目成绩也有所提升，整个人变得开朗

了许多。

不 久 后 ，营 里 举 办 群 众 性 练 兵 比

武，董鲁鑫一举夺得两个单项冠军，令

战友们刮目相看。

带兵这么多年，像董鲁鑫这样的战

士我不是第一次遇到：当初被认定“没

希望”的后进兵刘长鑫，在我持续鼓励

和精准帮带下，硬是凭着钻劲、韧劲蜕

变为技术尖子 ；曾因挫折消沉的刘书

磊，在我的开导下奋起直追，成长为独

当一面的班长骨干。

其实，每名战士都是“璞玉”，带兵

人要勤下雕琢功，将他们雕琢成器。作

为班长，我的责任便是发掘他们的潜

能，因材施教，让每一个人都能在适合

自己的舞台上熠熠生辉。

（姚欣彤整理）

勤下雕琢功，个个可成器
■第 82 集团军某旅某连一级上士 刘 斌

一天晚上，我正在学习室整理训练

笔记，班长杨金龙推门进来，小声对我

说：“排长，我想找你谈谈……”

“有什么事吗？”我感到十分诧异，询

问他具体原因。

“自您来到排里，大抓军事体育训

练，全排的成绩从倒数跃升至全中队第

一，取得不少荣誉。一开始，大家浑身

有使不完的劲，但长期的高强度训练，

让战友们一直处于高压状态下，不要说

排内的普通战士，现在连我都有点吃不

消了……”杨班长坐到我对面，将自己

的想法和盘托出。

我心里一沉，想起去年毕业刚来到

中队时的情景。那时，我和每一名满腔

热血投身基层的新干部一样，一心想干

出成绩。作为军校里的训练尖子，我信

誓旦旦地向中队主官立下军令状：“一定

把三排练成‘尖刀排’！”

后 来 ，我 与 排 内 骨 干 一 起 研 究 组

训方法、制订补差计划。我亲自示范、

身 体 力 行 ，就 连 周 末 的 空 闲 时 间 也 经

常 组 织 加 练 。 不 久 后 ，全 排 的 军 事 体

育 训 练 成 绩 显 著 提 升 ，摘 掉 了“ 吊 车

尾 ”的 帽 子 ，一 跃 成 为 全 中 队 的 训 练

标杆。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身体越来

越疲惫，个别同志甚至出现了训练伤，

我 觉 得 应 该 适 当 调 整 一 下 。”杨 班 长

说，“弦紧易断、弓弯易折，抓工作固然

需要一股狠劲，但也要注意张弛有度，

眼 里 不 能 只 见 成 绩 不 见 人 。 你 品 品 ，

是不是这个理儿？”

杨 班 长 的 话 点 醒 了 我 。 的 确 ，近

段 时 间 ，我 把 大 部 分 精 力 放 在 了 提 高

全 排 军 事 训 练 成 绩 上 ，一 心 想 着 争 荣

誉、当第一，却对战友们的身心健康有

所 忽 略 ，难 怪 大 家 最 近 训 练 积 极 性

不高。

第二天，我和排内骨干一起，重新

调整了训练计划和训练强度，在确保训

练效果的同时，让每一名战士尽可能得

到充分的休息和恢复。生活中，我注意

倾听战士们的心声，帮助他们解决现实

困 难 ；管 理 上 ，我 尝 试 用 鼓 励 代 替 批

评 ，用 引 导 代 替 命 令 …… 渐 渐 地 ，排

里 的 厌 训 情 绪 消 散 了 ，昂 扬 向 上 的 精

神 状 态 又 回 来 了 。 身 处 这 样 的 氛 围

中 ，大 家 的 训 练 成 绩 非 但 没 有 下 滑 ，

反 而 更 加 稳 定 。 在 前 不 久 的 季 度 考

核 中 ，我 们 排 再 次 以 全 优 成 绩 夺 得 中

队第一。

看着这群充满活力的战友，我向杨

班长投去感激的目光。同时，我深刻认

识到，作为一线带兵人，我们不仅要关注

战士们的训练成绩，更要关心他们的承

受能力；既敢于叫响“看我的、跟我上”，

也要适当“停一停、等一等”，问问战士们

累不累、苦不苦，进行换位思考。我想，

这就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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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来人”对“后来人”的教育授课中，如果要列举年轻同志
难以感同身受的字眼，也许非“想当年”莫属。的确，未经他人苦，
怎知他人难？

第 71集团军某旅“钢铁电话连”指导员黄圣杰的这堂课，通过
让新兵亲身体验，把当年革命先辈的英雄壮举和“打不断、炸不烂”
的钢铁意志变得具象可感，无需过多说教便可直抵灵魂深处，起到

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有人说，世界上最难的事之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

袋。从单向灌输到分享互动，再到战士自我感知觉悟，基层教育者
如果都能以结果为导向审视授课，一定可以找到更适合的办法，真
正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入脑入心。

—主持人 刘伟祺

刘华山刘华山绘绘

“同志们，今天我们一起做个小试

验，连队每一名新战士都要参与……”

在第 71 集团军某旅“钢铁电话连”俱乐

部内，下连不久的新兵们腰杆笔直、目

光炯炯，指导员黄圣杰的开场白，瞬间

引发了大家的好奇。

讲台上的桌子，摆放着两部手摇

式磁石话机。只见黄圣杰快速转动话

机摇把，另一端电话铃随之响起，表明

线路接通。“假设在战场上，电话线被

炸断，我们该如何恢复通信呢？”黄圣

杰抛出一个问题。

“可以换一条备用线”“利用导电

材料，做一截导线临时替换”……新兵

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课堂上顿时

热闹起来。

“ 让 我 们 看 看 先 辈 们 是 如 何 做

的。”黄圣杰一边利用投影仪播放老照

片，一边娓娓道来。

抗美援朝战场上，由于敌机疯狂

轰炸，该连前身所在军指挥所对下彻

底失联。电话员成刚见状，抱起线拐

冲上阵地。此时，敌机再次袭来，他不

幸被击中，半边身子失去知觉，不得不

拖着鲜血淋漓的左腿向前挪动，只为

尽快接通电话线。

“在革命战争年代，先辈们有的以

身体为导线，有的舍身炸碉堡，为了完

成任务，不惜付出生命代价。”黄圣杰

停顿了一会儿，拿出裸露的被覆线分

别接在两部话机上，“想象一下，现在

我们身处枪林弹雨的战场，通信线路

被 炸 断 ，若 不 立 即 修 复 ，就 会 贻 误 战

机。假如此时只能用身体充当最后一

截电话线，谁愿意来试一试？”

“我！”新兵李江第一个举手，起身

走至话机旁，双手握紧线两端。“准备

好了吗？”“准备好了！”随着黄圣杰转

动话机摇把，李江胳膊上的肌肉瞬间

绷紧，“丁零零……”另一端的电话铃

声随即响起。

“电流通过身体是什么感觉？”李

江缓缓走下台，一旁的战友好奇地问。

“有些刺痛、发麻。那几秒钟，我

想象自己正身处当年的战场，在执行

一项艰巨任务。”李江激动地回答。

随后，其他新兵依次上前体验。

待所有人体验完毕，黄圣杰说：“这次

试验用的电流强度很小，对人体没什

么危害，但体验过后，大家一定要知

道，真实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

投影仪继续播放一幅幅画面，将

大家带入真打实备的练兵场景。

“你们看，为了让训练更加贴近实

战，很多兄弟连队经常组织官兵模拟

体验真实战场环境。这是战士们在闻

刺激性气体，这是新兵在感受被子弹击

伤大腿的疼痛……”黄圣杰一边介绍，

一边引导大家思考：进入新时代，该如

何传承老一辈通信兵的誓死保通精神？

这时，排长陈佳桐走上讲台，讲述

连队首次执行海上演训通信保障任务

的经历：由于常年在陆地训练，很多人

登上舰艇便出现了晕船反应，平日里

轻松完成的装备操作，开始变得异常

艰难。那天凌晨，海风肆虐，甲板上的

天线受损，而此时距离演训开始仅剩

几个小时。

“跟我来！”情况紧急，连长黄孝柏

系上安全绳，挺身而出，其他人紧随其

后。经过不间断抢修，天线最终恢复

正常，确保演训如期进行。

讲至此处，不少新兵的眼神变得

愈发坚定。讨论中，新兵韩阳说：“风

浪再大，也大不过完成任务的决心！”

身旁战友点头称是：“过去，我们以‘钢

少气多’战胜了敌人的‘钢多气少’，展

现出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如今，训

练条件越来越好，装备水平越来越高，

不需要我们用身体当导线了，但这种

英雄气永远不能丢！”

“作为‘钢铁电话连’的一员，必须

践行‘不讲任何条件、坚决完成任务、

誓死保障畅通’的战斗誓言。‘打不断、

炸不烂’的不只是电话线，更是我们的

精神意志。”总结时，黄圣杰坚定地说，

一茬茬官兵就是秉持这种信念，成长

为攻坚克难的“尖刀利刃”。

“人人都有两条飞毛腿，个个都是

英雄汉……”授课在激昂的歌声中接

近尾声，对这些新兵来说，电流痛感残

留 于 指 尖 ，心 灵 叩 问 却 在 心 中 长 存 。

相信自这一天起，他们已经完成了从

普通新兵到“钢铁电话连”战士的思想

转变，无论将来面临什么任务、遇到什

么困难，他们都会像先辈们那样，始终

葆有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最后一截电话

线的勇气与担当。

“假如在战场上，电话线被炸断”
■刘益涵 虞璐虹 本报特约记者 宋世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