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我们党的

优良传统，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优秀品质。

对于军队来说，群众就是基层官

兵。只有跟基层官兵同坐一个板凳，才

能真正了解基层官兵期待什么、需要什

么。同样，我们开展部队教育也要如

此。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群众工作，

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提高

群众的工作，因此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

每一个基层官兵都是一座教育宝

库，都具有唤醒灵魂的功能。聂荣臻元

帅曾讲，用群众的力量来教育群众自

己，是最有效果的。基层官兵既是受教

育主体，也是教育者，要想真正走进他

们、引领他们、赢得他们，必须要坚持主

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让基层官兵唱

主角，就是要让官兵从受教育者成为教

育参与者，进而成为教育者，这永远是

部队思想政治教育保持生机活力的源

泉所在。

我党我军历来高度重视自主式群

众性教育，倡导官教兵、兵教官，通过互

教互学来培养人、塑造人、提高人。解

放战争时期，部队广泛发动战士开展

“诉苦”“三查”运动，通过诉旧社会、旧

军队的苦，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极

大地提高了官兵的政治觉悟、纪律性和

战斗力。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一名教

育者水平再高，也超越不了集体的智

慧。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你来我往、思

想碰撞的过程，也是一个教学相长、双

向发力的过程。

诚然，教育的有效开展，离不开领

导带头讲、专家释疑讲。但实践告诉我

们，教育既需要外部刺激，也需要内在

启发。如果一厢情愿地“强摁牛头喝

水”，强制命令搞大课灌输，也只能落得

个“口服心不服”的结果。

善于用好群众智慧，发挥广大官兵

这个主角的主体作用，积极发动群众参

与其中，就会使教育更接地气，让教育

效果更有保证，当把“要我学”转化成

“我要学”时，广大官兵自然会在自我教

育中理解有高度、有深度的大道理。

《论语�子罕篇》中，颜回称赞孔子
的教育方法是“循循然善诱人”，让人好

学上进“欲罢不能”。此处的“诱”，即为

引导和激励。

要用信任的眼光、欣赏的眼光、发

展的眼光看待基层官兵。新时代基层

官兵思想特点鲜明，充满向上向好、奋

发进取的勃勃生机，教育者应当利用好

他们的特点，鼓励引导他们走上讲台，

而不是一味填鸭式灌输。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依靠基层官

兵开展群众性教育，既是姿态的调整，

更是理念的转变。无论是舞台情景剧，

还是官兵“大家谈”，关键是要让官兵真

正参与其中，提升体验感、增加获得感，

让他们在启发式、融入式、情景式教育

中自我触动、自我反思、自我成长，使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成为战斗力提升的强

大助推器。

激 活 教 育 的“ 群 众 力 量 ”
■黄 龙

关注我们的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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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锐 视 点

当教育者与被教育

者没了知识顺差，我们凭

什么以“课”服人

说起搞教育，毕业 9年拿了 5次演讲
授课比赛第一名的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
干事杨龙说了一个字：难。

作为单位小有名气的脱口秀“名
人”，杨龙始终忘不了那段难堪的授课经
历。

2018 年，已经连续 2次拿到基地优
秀政治教员评比第一名的杨龙，被抽调
到新兵教导队当二连指导员。

为了给新兵上好“入伍第一课”，杨
龙绞尽脑汁，把“赛场”上的看家本领都
使了出来。几堂课下来，杨龙自我感觉
良好。可几天后，他从隔壁连指导员嘴
里得到了新兵的评价：杨指导员就知道
有事没事拉着我们上课。

很明显，杨龙“自作多情”了：备课很
认真、感情很投入，但新兵没有听进去。
“比赛是评委拿你讲的和其他选手讲

的比；给官兵上思政课是他们拿你讲的和
他脑子里的想法比。”杨龙说，那次授课
后，他明白了，要把思想放进一个人的脑
子里，绝对没有那么容易。
“要经常设身处地站在他们的角度思

考问题。”杨龙说。
从机要干部转行干政工，某艇员队

政委梁建华是一个有 20多年兵龄的“老
潜艇”。那次，为了引导艇员正确看待装
备差距、增强打赢信心，他专门上了一堂
思政课，从抗日战争讲到朝鲜战争，讲了
许多人民军队以弱势装备打败强敌的例
子。

课后，有官兵找他谈心：未来信息化战
争中，非接触、无人化作战情况下，战斗精
神还管用吗？

梁建华发现，仅仅靠几个历史故事

已经不能说服现在的年轻官兵，网上的
各种“深度分析”、信息对比，看上去远比
他的思政课要具体。

采访中，很多教育者都感到，现在的
兵越来越不好带，思政课越来越难上。
经常是班长给新兵讲从严治军，新兵给
班长建议要以情带兵；教练给新学员讲
执行力，学员提醒教练别侵犯个人正当
权益……
“不是教育者的水平不够、方法不

对，也不是教育内容不够精彩，更不是这
些教育者遇到了‘杠精’，是教育者和受
教育者之间的知识顺差正在逐渐消失。”
梁建华说。

过去，官兵文化水平偏低、接收外界
信息渠道较少，教育者顺势灌输，教育便
能水到渠成。如今，互联网已成为广大
官兵浏览信息、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
很多年轻官兵是一路搜索、泡着贴吧、追
着“网红”成长起来的，对事物的分析判
断更倾向于听信“网红专家”。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现在士
兵中大学生的占比越来越大，很多受教
育者的学历比教育者还要高。这种情况
下，教育者再想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官
兵，哪有那么容易。

当思政教育的“供给

侧”需要改革，群众性教

育的“卖点”如何才能直

击人心

当官兵对灌输的思想不太买账时，
基层部队迫切需要进行一场思想政治教
育的“供给侧”改革。

走教育的群众路线，发动官兵上台
讲思政课，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
改革的一种方式。
“充分依靠官兵搞好群众性教育，发

挥官兵上台讲课‘新’‘奇’特点，让教育
有看点有卖点更有生命力和穿透力。”南
部战区海军某基地领导说，教育就像是
做思想营销，要在一堂课的时间里把自
己的思想观点“推销”给听课者，最重要

的就是要找准这堂课的“卖点”在哪里，
让官兵对思想观点产生认同感，官兵才
能接受并记住这堂课。

采访中，该基地很多官兵都提到了
一堂“足球课”。从北部战区海军转隶到
该基地的绵阳舰某部门教导员宁旭，也
是一名脱口秀实力派人物。听说基地的
“水兵微课堂”里很多脱口秀高手，这位
北派高手摩拳擦掌要在微课堂上与南方
高手“一决高下”。

那段时间正值世界杯足球赛，“说球”
成为热门话题。宁旭一上台就非常有带入
感地聊球赛，聊赛前并不被人看好的足球
队为何能够进八强，然后把队领导比作足
球队教练，把士官长比作教练助理，把班长
骨干比作前锋，把年轻官兵比作后卫……
团队所有人，尽管岗位分工不同、能力水平
不一，但只要坚决执行教练的战术意图，朝
着一个共同目标去奋斗拼搏，就能完成“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堂从球赛讲到执行力与凝聚力的思
想政治教育课，一直被基地官兵津津乐道。

宁旭利用当时爆冷闯进八强的足球
队这个热点话题吸引官兵注意力，再奇
妙地把要推广的思想观点用足球的形式
进行包装，让官兵对执行力与凝聚力更
加认同。
“思想政治教育课的主体是官兵、活

力在实践、魅力在故事。”基地勤务船大
队副政委刘艺说，走开教育群众路线后，
官兵自己的感受和故事为思想政治教育
课提供了最新鲜的事例来源，官兵独特
的视点、分析问题另类的角度以及更加
发散开放的思维方式，也为思想政治教
育课提供了更丰富新颖的包装模式。有
了群众“吆喝”，思想政治教育课的卖点
更有竞争力，也更能直击官兵心底。

当网络成为不可或

缺的空间时，群众性思想

政治教育的平台该如何

搭建

当电商平台惊艳了整个世界，当新

媒体在疯狂“吸粉”，群众性思想政治
教育该如何转型重塑？
“给我一个平台，还你一份精彩。”

杨龙所在的某支队勤务保障队每天有两
次“点名”。其中一次“点名”是每晚
看完新闻联播后，由值班领导点出一名
官兵即兴讲10分钟以内的“微课”。

在四川音乐学院读完 4年本科后，
周文超选择了当水兵。一路摸爬滚打，
如今他已经成长为一名海军上士，担任
该队汽车班班长。由于思想活跃、经历
丰富，周文超一直是很有主见和想法。
他第一次上台讲课，本来要讲的主题是
各分队如何“合编、合心、合力”，可
上台讲着讲着就开始吐槽各分队存在的
老毛病、老问题。
“刚开始，官兵上台基本都是吐

槽，我们就让他们痛痛快快地说说心里
话。”杨龙说，群众性教育平台首先要
让官兵愿意上台讲真话，如果一开始就
限定各种条条框框，就会打消官兵参与
的积极性。

周文超“吐槽”完，杨龙顺势上台
补充归纳，与大家一起讨论，让官兵认
同了“初始即严，一严到底；初始即
正，一正到底”的道理。

杨龙的补充，周文超很受启发。
他体悟到，讲思想政治教育课的目的
是给人以思想启迪，摆问题之后，要
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思路，并结合自
身实践给出合理建议，这样官兵才能
接受。

周文超的第二堂课叫“立足本职，
干好工作”，同样是针对部分官兵认为
“保障兵不如舰艇兵”的问题现象。这
一次，他没有吐槽，而是结合自己在大
学当汶川地震救灾志愿者时，目睹部队
官兵抢险救灾的经历，谈了自己对军人
荣誉和职责的理解。

同时，他还分享了今年疫情期
间，作为党员突击队员，自己多次进
入高风险地区执行任务的体会。“不
管岗位多小、职务多低，只要立足本
职练好本领，就能成就自己发光发
热”。这堂课，战友给了周班长发自
内心的掌声。

教育者先受教育。官兵上台讲课

前，会自发地加强学习和思考，不断提
高自己的讲课技巧和讲课内容的含金
量。

举办“水兵微课堂”，走教育群众
路线，该基地尝到了甜头：官兵参与进
来后，思想政治教育课的人气越来越
旺，微课堂成了大家碰撞思想、展现自
我的舞台。

被“水兵微课堂”吸引的官兵越
来越多。大学生直招士官李博文，从
第一次上台讲课，到夺得基地优秀政
治教员评比第一名，只用了 2 年时
间；去年刚毕业的女舰员刘心怡，今
年授课评比初赛被淘汰后，居然找领
导申请加赛；在南海前哨奉献青春 10
年的女兵赵妮娜，退役前的一个心愿
就是走上讲台，给基地年轻官兵们讲
述她在军营里记住的美丽和精彩……

那年，海口舰再次靠泊吉布提，老
技师李卫华拿出 2010 年第一次护航靠
泊吉布提的照片做对比，和新舰员聊起
吉布提这些年的变化。

结合多年随舰出国执行任务的所
见所感，李卫华一堂树牢“三个自
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让官兵听得入
脑入心。
“百人千里百堂课。在我们舰上，

人人都可是教材、事事都能是教材。”
海口舰代理政委严冬说，作为一艘荣誉
满载的战舰，海口舰和它的舰员们，有
着讲不完的强军故事。

8年来，海口舰创办的“新老水兵
对话会”这一群众性教育平台，结合
护航、出访、联演等任务，组织了
“百人千里百堂课”。战舰航行到哪
里，思想政治教育课的课堂就搭建在
哪里。

受隐蔽性要求和空间大小限制，
潜艇潜行大洋时，各舱室艇员之间很
少相互走动。在这种特殊条件下，潜
艇官兵采取“三五个人一堂课，一两
句话明个理”的方式进行群众性自我
教育。

南部战区某潜艇支队借鉴这一方
法，创办了“忠诚蓝鲸大舞台”。他们
每期围绕一个官兵普遍关心关注的热点
话题，从基层官兵中遴选不同层次代表
上台，通过官兵耳熟能详的语言和喜闻
乐见的形式，让台上台下官兵在相互启
发中析事明理。

一期“忠诚蓝鲸大舞台”中，来
自该支队基层不同岗位、不同层次的
7 名官兵代表和一名外请的有实战经
历的老兵，在台上围绕“决定战争胜
负的到底是人还是装备”这一热点问
题展开讨论辨析。

讨论一开始，某艇员队战士吴可可
对班长倾诉了自己的顾虑：“武器装备
再好，也得看谁在用。”某艇员队舵信
技师赵满星谈了谈熟练掌握现有装备和
战斗精神在危局险局中发挥的作用。
“用好现有装备，照样能跟对手‘掰手
腕’。”某艇员队副艇长刘鸿翔分享了一
次反潜经历。

台上官兵你一言我一语辩得激
烈，台下官兵有所思有所悟听得认
真。
“讨论式自我教育的魅力，在于官

兵你一言我一语，总有一句话能启发思
考，引起共鸣。”该支队政治工作部主
任殷辉说，教育的本质是把思想装进别
人的脑子里，但课堂教育本身不能代替
官兵思考。最终，还是要经过官兵自己
的消化理解，才能转化为认知。群众性
自我教育，就是通过合理引导、启发自
觉、启发思考，让官兵自己把先进的思
想装进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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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从大连舰艇学院毕业的余焯煊，原

本很自信地要给官兵好好讲一讲信仰。没

想，他遭遇舰上老技师质疑：你的党龄才几

年，就给我们讲信仰？

余焯煊很快意识到，一上来就给老党员

讲信仰，确实不能像在学校一样，把现成的

“课件”搬到舰上，然后满堂灌输。

“很多党员的党龄比我的年龄还大，对信

仰早已有了根深蒂固的理解。在老党员眼

里，他们在急难险重任务中所做的，比我讲的

要实在。”余焯煊说，要找到能够震撼他们内

心的东西，才能给舰员们上好一堂信仰课。

被老兵质疑的余焯煊，没有畏怯止步，而

是认真地准备了一番。

走上讲台，余焯煊先给大家讲了《红旗飘

飘引我成长》书中一个女红军战士过雪山的

故事：

13岁的小董，跟着长征队伍翻越夹金

山。途中，不断有人倒下。小董在精疲力尽

时，脑子里想的是领导说过的一句话：跟着

走，千万不要停下，过了前面那个山顶，就是

胜利的曙光。

就这样，孱弱的小红军战士小董跟着大

部队，成功翻越了夹金山。

接下来，余焯煊谈了读《苦难辉煌》的感

受：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围追堵截，面对茫茫

无尽的草地雪山，面对不断倒下的战友，先辈

们战胜困难靠的是什么？就是信仰——跟着

走，总能看见光明。

最后，余焯煊结合当前形势，为整堂课做

了总结：先辈可往，吾辈亦可往，跟着走，总能

破局制胜。

这堂信仰课讲完，老舰员不时过来找

余焯煊讨论。在他们眼里，这个刚毕业的

学员很有见地，可以帮助他们化解心中的

疑虑。换了一个思路，没有平铺直叙地说

教，余焯煊这名新舰员把信仰课讲到老舰

员心坎上。

近年来，南部战区海军所属一线部队广

泛开展群众性教育活动，将教育主体从政治

干部拓展到基层官兵，让他们走上舞台，在教

育中唱主角，赋予教育“一张可亲可近的脸”，

既增强了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也盘活了教

育资源，烧旺了教育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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