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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形式

“如果把军校比喻成一座
矿藏，本科是浅井开采，硕士
是 中 井 开 采 ，博 士 是 深 井 开
采，那么教育就是矿工头上照
亮前路的那束光”

“看，我脸上又长了几颗痘，加上这

黑眼圈 ，像不像大熊猫 。”彩排休息之

余，学员胥婉璐笑着对战友们说。可排

练一旦开始，她就像换了一个人，从活

动编排、主持文本，到话筒音量大小、颁

奖形式，事无巨细，她都考虑周到。

记者见到胥婉璐时，她正在紧张筹

备优秀政治教员比武的终极 PK 环节。

在她心中，这是一场“教育盛宴”。

“不就是上一堂教育课吗？”面对战

友们的嘀咕声，胥婉璐陷入沉思——宽

大的迷彩大衣里似乎随时能跳出一个

“有趣的灵魂”。

她想求变。

“如果把军校比喻成一座矿藏，本

科是浅井开采，硕士是中井开采，博士

是深井开采，那么教育就是矿工头上照

亮前路的那束光。”胥婉璐说。

为了寻找这束光，胥婉璐和战友们

决定“干一场不一样的”。创新形式，除

课堂讲授外，类似《央视主持人大赛》的

看视频即兴授课、类似《开学第一课》的

主题演讲、类似《中国好声音》的导师制

等通通融入其中。

为 了 寻 找 这 束 光 ，对 于 评 委 的 选

择，他们百般思量。基层部队优秀政治

教员是首选，北京大学毕业的国际关系

专业副教授纳入其中，他们还跨界聘请

我军信号处理与通信领域资深教授作

为评委 。“教育课就像一道菜 ，味道如

何，需要不同领域的专家来评判。”胥婉

璐说。

为了寻找这束光，他们在竞赛环节

设置、即兴授课内容选择上也是绞尽脑

汁。从时下热映电影《长津湖》到神舟

飞天，从冬奥会到抗疫一线，更有军人

爱情等选题，让研究生学员感受教育的

温度与锐度。

从“人人一课”到“精英角逐”，这段

时间里，胥婉璐脑海里时常回荡着一句

话：教育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

推 动 一 朵 云 ，一 个 灵 魂 唤 醒 另 一 个 灵

魂。她期待这次教育活动能达到三层

效果——听进去、能相信、受启迪。

“我当过很多次评委，但参加这样

的活动是头一次。”接到邀请电话时，陆

军工程大学教授张雄伟最初还以为是

请他去做学术答辩的评委。

作为我军信号处理与通信领域的

专家，张雄伟主持多个军队重大科技攻

关项目，说起这次活动，张教授很激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这场活动中我

更像个学员。”

交融情感

“或许正是教育中这种真
性情的流露，才让学员们感受
到教育的鲜活质感，收获感动
和思考，汲取奋进的力量，从
而点亮他们心中的那束光”

在即兴授课环节，4 名晋级选手从 6

个视频题中随机抽取一个选题进行比

赛。选手李锴抽取的视频题是抗日英

烈赵一曼的故事，他的授课主题是《你

的名字，看见山河》。

“如果别人的名字出现在你的身份

证上，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学员们的第

一反应有点儿懵。有的说：“是不是重

名？”也有机灵的学员猜到：“是不是以

某个人命名的街道之类？”

但 李 锴 的 追 问 让 大 家 陷 入 思 考 ：

“是什么样的人，街道、村庄会以他的名

字 命 名 ？ 我 们 这 堂 课 讲 述 的 就 是‘ 一

曼’这个名字背后的故事。”

台上，李锴的讲述随着现场背景音

乐缓缓流淌；台下，学员们有的紧皱眉

头，有的托着腮帮，有的抿着嘴，似乎在

思考些什么。

实际上，这就是军校研究生思想政

治教育内容中的“理想信念教育”，而李

锴和导演团队所表达的方式是当下流

行的“情景式”“沉浸式”教育。

“故事讲述很吸引人，但联系军校

学 员 比 较 生 硬 ，这 种 拓 展 可 以 更 宽 广

一些。”陆军工程大学政治工作系副教

授王晶说，“如果是我讲，我对‘你的名

字 ，看 见 山 河 ’的 理 解 会 加 上 两 层 意

义：你的骨血融入山河，你的精神照耀

山河。”

听完这堂课，即将毕业的博士研究

生学员陈晓特意重温实验数据记录本，

曲线图上每一个波峰波谷背后，都让他

回忆起硕博 5 年来难忘的研究岁月。

这些年，陈晓奔赴祖国许多岛屿，

尝试用不同的水处理工艺，检测记录水

中的生物和化学指标。“我们做过无数

次 实 验 ，但 脑 海 里 一 直 在 思 考 一 个 问

题，我们为什么而研？这堂课让我更加

深刻地思考，军校研究生肩扛的使命和

责任是什么。”

“ 我 就 是 想 让 战 友 们 找 到 这 种 感

觉！”胥婉璐说，“或许正是教育中这种

真性情的流露，才让学员们感受到教育

的鲜活质感，收获感动和思考，汲取奋

进 的 力 量 ，从 而 点 亮 他 们 心 中 的 那 束

光。”

升华理念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研
究生教育更多的是突出审辩
式、建构性和创新性，要相信
他们在自我沉淀中能成为一
束光”

终极 PK，3 名选手以 3 分钟主题演

讲形式阐述对教育的理解，一个个在实

践中总结出来的教育感悟给人启迪与

思考。

“5380，当你看到这个数字时会想

到什么？这是新疆军区神仙湾哨所的

海拔，也是研究生毕业学员罗棕木坚守

的雪山阵地。”教育课上，随着高原、雪

山、哨所等视频画面逐步切换，2020 级

毕业学员罗棕木的故事一点点流淌出

来。

罗棕木，神仙湾哨所排长，陆军工

程大学 2020 届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优

秀硕士毕业学员，常年工作在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高原。

“我曾发现一个有趣的变化，毕业

前夕，罗棕木的微信签名叫鲲之大，现

在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木’字。我问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他说，与变

成鲲鹏相比，我更想成为扎根高原的一

棵树。”一位授课人说。

“如果说搬运道理与播种梦想两者

的不同在于是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教育就是想让学员成为照亮他人、成就

自己的‘那束光’。”研究生队教导员刘

臣说。

“ 本 科 教 育 突 出‘ 本 ’字 ，研 究 生

教 育 则 突 出‘ 研 ’字 。”张 雄 伟 说 ，“ 心

有 所 信 ，方 能 行 远 ，研 究 生 教 育 更 多

的 是 突 出 审 辩 式 、建 构 性 和 创 新 性 ，

要 相 信 他 们 在 自 我 沉 淀 中 能 成 为 一

束光。”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

授张国军认为，这样的创新比武活动诠

释了教育的感召力，而这种感召力，更

多是在引导学员在受教育后内化为心

灵成长的力量。

比武活动的实录在大学微信公众

号发布后，好多兄弟单位的干部骨干激

动地问：“能否把活动资料共享？我们

研究学习借鉴一下。”

这些天，网友们关于教育的讨论更

引人思考——

“好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种成长式的

教育，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去相互教育。”

“教育应该是思想的冲击，灵魂的

碰撞，头脑的风暴，更重要的是解决实

际问题。”

“教育要走出抄提纲的怪圈，它不

是加减法，应因时而变，因势而为。”

“想要打动别人，首先打动自己。”

……

“我们导演团队十分开心，没想到

一次教育活动能引发大家如此共鸣，看

来探索创新之路还要继续。”胥婉璐说。

最早在海选中担当“教育帮帮团”

的 5 名来自西藏边防的新学员们成了学

员中的“明星人物”，仿佛一束来自高原

的光。

这束光，也在不断发现、不断点亮、

不断成长……

追寻点亮心灵的那束光
■周兴旺 谭宗胤 本报特约记者 朱桁冈

轰鸣声响起，战机不断加速，迎着

晨曦呼啸升空。

这是海军航空大学某团学员结业

考核的现场。座舱内，学员李禹威皱着

眉头，紧盯仪表盘，显得比平时更加谨

慎——今天，他的战机挂载着火箭弹、

航炮等多型弹药。

接到指令，李禹威调整战机飞行

姿态，进入最佳攻击俯冲角。不料，

靶场气象复杂，轰炸航向、瞄准数据不

断发生变化，空中强烈的气流 让 战 机

颠簸不止。李禹威紧握驾驶杆，加速

俯冲，好不容易锁定目标发起攻击，

却听到“一枚命中，一枚偏出”的成绩

通报。

第一次攻击效果不佳，李禹威压力

陡增，手心渗出了汗。“调整好状态，注

意修正侧风的影响。”在教官的及时提

醒下，李禹威深吸一口气，根据靶场风

向、风速及时修正偏差……他屏息凝

神，重新锁定目标，果断按下发射按

钮。只见机翼下火光闪动，瞬间数枚火

箭弹如一条条火龙直奔靶标，地面顿时

尘土飞扬，靶心顷刻间淹没在滚滚浓烟

之中。

“打得好！”无线电再次传来成绩通

报，李禹威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开。

左图：学员驾机使用火箭弹对地目

标进行攻击。

“雏鹰”振翅亮锋芒
■文/图 蓝鹏飞

这一天，是全军军事建模竞赛发

榜的日子。一大早，信息工程大学研

究生院某队的学员们就围坐在电脑

前，期待早一些查询到比赛成绩。

我们的创新方法能否满足战场需

要？在职干部学员和青年学员组成的

“超级战队”是否有效？学员队连续 3

年特等奖还能不能延续？学员们心里

七上八下。

3 个月前，队里传达举办全军军

事建模竞赛通知时，大家的参赛积极

性不高，报名者寥寥。“军事建模当然

‘军’字当头，我还没有接触部队一线，

手里的成果是不是还飘在半空？”“数

学建模的‘数’为骨架，工作久了我的

数学能力还行不行？”队长孙宇深入了

解后，明白了学员们的顾虑所在。

为了拉直学员们心中的问号，孙

宇想到一个办法并组织了一场建模动

员会。“青年学员可以把平日实验室里

掌握的科研技术拿到部队演训实践中

去检验，在职干部学员可以借助工作

经验在赛题中运用部队的战法训法及

相关战例。你们形成黄金组合，会不

会事半功倍？”孙队长的一句话“点醒”

了大家。

当天，一份“建模战斗方案”成功出

炉，在职干部学员和青年学员三三组队

优势互补，兼顾实战经验和前沿技术的

“超级战队”踏上了建模征途。

随着赛题下发，4 天 4 夜的竞赛正

式吹响冲锋号。本以为建模赛场像仿

真实验一样按部就班，然而看到赛题，

青年学员“傻眼”了。完全陌生的战场

背景、复杂严苛的实战参数，如同泰山

压顶，束缚住一身本领。

一同审题的在职干部学员李玉看

得两眼放光，熟悉的演训经历在他脑

海中飞速闪过。“这道赛题出得好啊！

我读研前在单位就遇到过这个难题。”

李玉原是空军某团作训参谋，看到赛

题后，迅速为大家普及了航线规划、空

地协同、飞行计划拟制等作战知识。

为了提高做题效率，李玉熟练地打开

航线规划拟制软件，得心应手的操作

让身旁的队员心生敬意。

在李玉的指导下，第一问被顺利解

决，但第二问没有按常规出牌。“面对未

知敌人没有战例参考，缺少过往实例可

以模仿。”请教了空中管制员和一线飞

行员后，李玉失望地放下电话。

这时，青年学员杨辛自告奋勇。

擅长仿真实验的杨辛，听了李玉的作

战教学后，用平日训练的大数据分析

和深度学习方法，不到两小时就生成

上千种作战方案。李玉凭借经验筛选

出最可行的实施计划，实现了理论和

实战的充分结合。

战场不会给人喘息的机会。队员

们兵分三路，一人查阅背景资料、一人解

决数学问题、一人搭建代码框架。通过

“分头围歼，各个击破”，队员们的解题思

路逐渐清晰，建模结果初见雏形……

寂静的夜空繁星点点，赛队小屋

里键盘的敲击声格外清脆。上交赛题

前的最后一夜，大家都不舍得离去，窗

前映着他们讨论的身影。在认真论证

和相互鼓励中，太阳跳出了地平线，已

经连续奋战了几十个小时的队员们满

怀激情地在建模场上“攻城略地”。

成绩终于出来了。“两组特等奖，

一组一等奖，两组二等奖！”收获的喜

悦在每一名参赛队员中传递。同时，

通过军事建模的演练窗口，经历过对

接实战的赛题考验，学员们切身体会

到了战场的复杂和残酷，也更加明确

了下一步学习训练的方向和目标。面

对未来，他们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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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学员队

“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

楼上看你。”深夜，我一遍遍观看这次比

武活动的视频，脑海里猛地浮现出诗人

卞之琳的诗句。

什么是好的教育？我一直在思考，

也一直在探索。有人说，世界上最难的

事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

其实换位思考一下，为什么非要去“装”

呢？与其“硬装”不如分享，在分享中感

受梦想花蕊的绽放、触摸晶莹汗水的剔

透，品尝人间烟火的氤氲，体悟军校青

春的坚韧。

就像这次比武活动，犹如“搭房子”，

从骨架到方案，从选题到衔接，从选手到

技术呈现，每一个环节都要组织者和参

与者如燕子垒窝般一点点去琢磨、去实

现。

其实，准备中途也有人对我说，一

场教育比武有必要这么花心思吗？大

家关心的是谁得第几名，其他的每年不

都一样？

然而，我不这么想，名次只是一个

结果，教育应该有它该有的样子。

你是教育者，受教育者也在影响着

你。我想让教育时而流淌成山泉，潺

潺，浸润心田；时而如江河，涛涛，激荡

人心。更重要的是，要点亮受教育者心

中的那束光。

教育应该是寻找光、点亮光、成为

光的过程。

说实话，赛后复盘，也有遗憾。身

为活动的导演之一，其实很自豪，让梦

想的阳光照进了现实；身为选手，因为

准备不够充分，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

处。但是换一种角度想，或许正是这种

在敢于尝试中的遗憾，更能让人寻找到

前进的方向。

前行还在继续，光芒就在不远处。

寻找光 点亮光 成为光
■朱桁冈

“当来自西藏边防一线的 5 名官兵突然出现在讲台上时，我

的心一下子亮了！”

这仿佛是一场时空穿越——屏幕里那群驻守在喀喇昆仑的

卫士走到了研究生学员张津威的面前。他竖起耳朵，紧盯讲台，

边防官兵的一问一答，一举一动仿佛一束光，照进了他的心里。

这是陆军工程大学研究生院开展优秀政治教员比武活动的

一个场景。在近 2 个月里，该院数 10 名干部围绕 14 个选题，通

过“人人一堂精品课”活动海选，呈现出一堂堂有鲜活质感的教

育课。

令人惊喜的是，这一堂堂生动的教育课上，“大家眼神清

亮”，这是研究生学员导演胥婉璐想要的感觉。但她的愿望不止

于此，她想追寻更多点亮心灵的光。

校园特别关注

参与者说

图①：侃侃而谈的参赛选

手。图②：国防科技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副教授、评委张国军

（左）点评参赛选手。图③：为

获奖选手颁奖。

吴承杰、王鸿飞、蒋蔚蔚摄
③③

①①

②②

校园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