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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 战

教 育 者 如 何 面 对
“Z 世代”

前 不 久 ，辽 宁 省 军 区 组 织 了 一 场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军地研讨会。会

上，不少带兵人和院校专家都对“Z 世

代 ”发 出 这 样 的 感 叹 ：“ 和 以 前 完 全 不

一样。”

“Z 世代”泛指 95 后和 00 后，又被称

为网络原住民、互联网世代。恩格斯说

过：“人们酷肖他的时代，远胜于酷肖他

们的生身父母。”人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资讯爆炸的环境下，你说我听的思想政

治教育方法，究竟还能发挥多少作用？

辽宁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任闵守斌一直

在思考。

“都说军营是个大熔炉，思想政治教

育应该是那团‘跳动得最炙热的火焰’。”

闵守斌告诉记者，他们做过一项调查，大

多数官兵对于军旅的期许，用一句话足

以概括：“进来一块铁，出去一块钢，而且

是合金钢。”

这份调查问卷显示：当被问到“对自

己思想言行和成长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超过 92.6%的战士认为是干部、班长骨

干和老兵。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性。

实践证明，面对新事物，必须找准正

确的方法。按规律办事，才能达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规律从哪里去找？“从教育的主体对

象本质需求上找，从对战士影响最深的

带兵骨干、政治教员身上找。”这是研讨

会上不少专家的共识。

“教育方式的创新刻不容缓。”在闵

守斌看来，摸准脉才能下准药，新生代官

兵不再是一个被动接受、被动服从的角

色，而是教育活动的参与者、经历者和体

验者，要让他们不对教育产生反感，就要

在多年来形成的“单向灌输”教育关系基

础上，尝试创建“多边交流”关系。

尝 试

将 选 择 权 交 到 受
教育者手中

“你们这堂课讲的是什么？”

“党史教育。”

“具体讲的是什么理论？”

“党史教育。”

每每回忆去年和一名大学生新兵的

对话，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副主任尹伟就

如芒刺背。到基层检查教育，他一方面

为很多优质课鼓舞着，另一方面也被一

些千篇一律的形式和内容刺痛着。

回到机关，踱步走到窗前，窗外春意

正浓。“教育者，不能做桃花源中人。”反

复咀嚼这句话，尹伟脑海中突然闪过一

句诗词：惊晓，惊晓，窗外一声啼鸟！

当今的 00 后，被称为“先会打游戏

才会系鞋带的一代”。如何让年轻战士

对教育像打游戏一样积极？“只有魔法

才能打败魔法。”某中队指导员李宽想

到了战士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网络名

言。增强互联网思维，将传统教育与最

新互联网特点充分融合，与时俱进才能

跨越年龄的代沟，沟通无阻，让教育入

心入脑。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宽向大学生战

士左利欢转发了新媒体 H5 产品《党史

中的“六地”辽宁》，一时在连队中引发热

议。手指轻触屏幕，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烈士英名墙上的英烈名字变得清晰可

见，一段尘封的历史就此展开。

“指导员，咱啥时候能去实地看看。”

面对左利欢和战士们渴望的眼神，李宽

欣慰地回答：“可以考虑。”

其实，李宽心里有个更大的设想。

耳听千遍，不如手过一遍。他发动

全连战士聚焦辽宁“六地”——即“抗日

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

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共

和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祥地”的

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自主创作新媒体

教具，互相讲解浏览分享，最终评比出

最具人气的国防教育基地，作为下一步

走出去参观见学的路线选择。

“这简直就是制作旅游攻略评选赛

嘛，等我们做好，您可别说话不算数。”面

对战士们的热情，李宽回答得笃定：“肯

定去！”

突 围

军 地 协 作 奏 响 教
育保障大合唱

“地方教育场所、实践课堂比比皆

是，能不能成体系、常态化用起来？”“不

少军兵种部队在一起，能不能走开区域

协作路子？”“如何下好资源统筹一盘棋，

奏响教育保障大合唱？”

主题教育筹备会上，省军区领导提

出一个又一个问号，引领着大家的思路

翻腾，逐步形成共识：“封闭的教育只会

封闭头脑，开放的时代要充分利用起各

方资源。”

辽宁是一片红色的沃土，留存了一

大批红色资源。省军区党委一班人感

到：这是军地共同创造的红色品牌和宝

贵财富，更是庞大的教育资源。

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

势，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对“家门口”的红

色资源进行梳理，及时发布首批《辽宁

省就近就地深化主题教育红色资源清

单》，供省军区系统单位和辽宁驻军部

队官兵进行“点单”学习，引导官兵去红

色 遗 迹 感 受 初 心 使 命 ，为 推 进 军 地 协

作、烧旺教育炉火奠定基础。

教 育 日 ，阜 新 军 分 区 联 合 市 文 旅

局、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馆等部门，规

划出 3 条“红色教育路线”，组织官兵带

着问题“按图索骥”，开启了一场场自我

教 育 的 思 政 课 。 曾 经 一 度 被 认 为“ 无

趣”“乏味”的课堂，真正接上了地气。

在 沈 阳 铁 路 陈 列 馆 ，省 军 区 沈 阳

某离职干部休养所政委潘红宇主动当

起 了 讲 解 员 。“30 年 前 ，我 从 沈 阳 到 郑

州 整 整 坐 了 36 个 小 时 绿 皮 火 车 ，而 且

是 站 票 ，特 别 遭 罪 。”行 至 詹 天 佑 馆 ，

潘红宇一边讲述当年自己到郑州上军

校时的场景，一边对着年轻官兵感慨：

“ 如 今 ，沈 阳 到 郑 州 的 高 铁 就 几 个 小

时，你们现在可比我当年幸福多了。”

议 一 议 身 边 变 化 ，想 一 想 发 展 原

因。参观返回路上，大家热烈交流，自

豪之情、报国之志愈发强烈。

沈阳警备区把情景课堂设在革命

圣地，把教育课堂搬到红色场馆，每年

分批组织官兵到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等

场所，感受传统强化记忆。

教 室 的 围 墙 被 推 倒 ，敞 开 大 门 上

大 课 。 如 今 ，走 进 红 色 场 所“ 资 源 池 ”

开 展 主 题 教 育 ，已 成 为 省 军 区 官 兵 的

新时尚。

盘 活

涵 养 专 家“ 蓄 水
池”，激荡教育“一潭水”

一方小小屏幕，一头连着军营，一头

连着高校。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你看见了什

么？记住了什么？你为什么感动？”视频

那端，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教授杨秋生一

堂《祖国见证：我们磅礴的力量》思政课，

从历史事件讲到理论创新，从时代背景

讲到巨大成就，从抗疫成果讲到社会主

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抗疫斗争艰苦卓绝，‘中国答卷’举

世瞩目。”那些同舟共济、合力抗疫的壮

举在官兵脑海中激荡。

邀请地方专家讲座，犹如引入活水，

帮助官兵开阔眼界，唤醒内心力量，突破

认识界限，最终达到提升思想境界的目

的。官兵们用阵阵掌声传达这样的讯

息：他们在接受，他们在思考……

“军地共教共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

发 展 趋 势 ，对 省 军 区 来 讲 更 是 鲜 明 优

势。”辽宁省军区一位领导表示：“疫情之

下，敞开大门邀请院校教授‘云授课’，是

一次全新尝试。”

去 年 年 初 以 来 ，结 合 国 防 动 员 潜

力 调 查 ，他 们 要 求 各 军 分 区 积 极 发 挥

“协调军地、服务三军”职能，对各地高

校、党校进行走访，了解思想政治教育

资 源 底 数 、组 教 成 效 、建 设 成 果 ，盘 活

高校资源。

截至今年年初，他们先后汇总全省

200 名高校思政课教师数据，建立“60 名

教育专家库”“120 名普通教师库”，打造

多维一体教育课堂，让教育更具互动性

和趣味性。

像杨秋生这样的一批“魅力型”思

政教师，进入“教育专家库”。他们的课

堂既“实”又“活”，不时赢得笑声、掌声

和赞叹声，官兵不仅“抬头率”高，“点头

率”也高。

随着各种教育资源在高校之间与军

地之间活了起来、思想政治教员“资源池”

深了起来，一场场主题教育也正在往实里

走、往深里走、往年轻官兵的心里走。

生 机

感觉不到教育，有
时就是最好的教育

一 次 次 红 色 之 旅 ，一 场 场 专 题 讲

座 ，让 中 士 袁 伟 的 思 想 发 生 了 不 小

转 变 。

“感觉历史就摆在面前。”看得越多，

思之越深。信仰的种子，渐渐播撒在了

年轻人的心头。

“感觉不到教育，有时就是最好的教

育。”省军区政治工作局教育干事贾文暄

说，“优质教育资源流动了起来，我到军

营外学习交流的机会多了，从很多高校

专家教授那里学到了很多经验。”

如今，每次讲课前，贾文暄都会从优

质教育“资源池”汲取好的理念、经验和

案例。由于多次修改，他的授课笔记看

着像“天书”，但一搬到课堂上，战士们像

听“评书”。一堂 45 分钟的讲课，10 多次

被掌声打断。望着战士们发光的眼神、

涨红的脸颊，贾文暄知道自己讲的“理”，

拨动了大家的心弦。

一切在悄然改变。伴随“朋友圈”日

益扩容，辽宁省军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的布局越来越宽广。

“这只是个开始。”辽宁省军区领导

坦言，军地共同打造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池”，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有待激活的

能量还很大。

“步入新时代，部队思想政治教育

要 有 新 气 象 ，更 要 有 新 作 为 。”如 何 作

为？看着、听着、品着，记者似乎摸到了

“门道”。

辽宁省军区协调军地共同打造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池”—

敞开营门让教育“破壁出圈”
■王 晓 本报记者 刘建伟 特约记者 鲍明建 赵 雷

尽管有心理准备，辽宁省军区某大

队教导员林乐仍没想到，“思想碰撞”来

得竟然这样快！

在新兵党史教育第一课上，还没等

林乐开口，大学生新兵田浩帛便举着手

里的教学提纲问：“建党建军、三湾改编、

支部建在连上，这些历史我们上大学时

就知道了，没必要再讲了吧？”

那一刻，林乐既惊讶又无奈。

入伍前，田浩帛是一名法学硕士研

究生，平常喜欢刷微博，关注时事热点。

调查显示，在该大队同批新兵中，类似田

浩帛情况的不在少数。

“网生代”“二次元”“拇指一族”……

具有鲜明网络时代特征的新生代来到军

营，既为部队注入新鲜血液，又带来了不

一样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

兴趣列表。

“他们知识丰富，信息获取面广，敢

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林乐眼里，现在

的战士甚至不如自己当排长时那样“听

话”。

时代列车飞驰而来，思想政治教育的

打开方式能跟上“网生代”的新需求吗？

传统“知兵录”能解开时代“表情包”吗？

“尽管我比这些新兵大不了多少，但

我有时确实看不懂他们。”该大队军士张

明坦言，思维跟上新生代战士不容易，

“连聊天都聊不到一块儿去”。

有一次，张明听说一位新兵“电子失

恋”了。当天，他就借班务会之机，搞了

一次“树立正确恋爱观”教育。班务会

上，他点名安慰那位新兵，却发现对方一

脸惊讶。

“班长，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这名

新兵一番解释，张明才知道：所谓的“电

子失恋”，是指某部影视作品完结后，在

观众心中涌出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用

来表达对某部电视剧的回味与不舍。

这件事过后，张明感叹：自己和新生

代战士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太大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林乐和张明的

遭遇不是孤例。面对自我意识强、个性

特点突出的“网生代”，不少带兵人感叹

与他们之间隔着一道无形的墙。有的带

兵人看不懂“网生代”的“新世界”、看不

惯他们的“新行为”、看不清他们的“新表

情 ”；有 的 带 兵 人 对 战 士 花 名 册“ 一 口

清”，对战士的“心电图”却猜不透……

看不见的网，成了一堵无形的“墙”，

拉开了官兵的距离，也给思想政治教育

带来全新的挑战。

“电子失恋”是个什么“梗”？
■王 晓 本报记者 刘建伟 特约记者 鲍明建

记者调查

习主席强调：与时俱进不要当口

号喊，要真正落实到思想和行动上，不

能做“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

中人。

推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必须敢于打破老观念、冲破老套路、突

破老办法，在变中求新、在新中求进。

辽宁省军区协调军地共同打造思想政

治教育“资源池”，让优质政治教育资

源流动起来，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伴随网络成长起来的青年官兵，

身上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今天，有

些教育脱离了强军兴军的生动实践，

陷入了“空转自转、自我服务”的怪圈；

有些教育失去了应有的吸引力，概念

来概念去，把道理讲空了、讲远了。

拒斥新生事物，不吸收时代成果，

思想政治工作就会停滞不前。正所谓

“众人拾柴火焰高”，打造思想政治教

育“蓄能池”，就得把施教力量和教育

资源统合起来，形成整体抓教、合力抓

教的大格局。

创新红色课堂。结合新时代新特

点，引入新技术新形式，构建教育资源

供给体系，挖掘整理一批经典红色故

事、红色歌曲、红色诗词、红色家书，综

合运用讲授式、案例式、模拟式等教学

方式，不断增强红色资源的传播力、影

响力，让官兵“学”得更通透、“悟”得更

深刻、“行”得更坚定。

建强红色师资。与地方院校加强

沟通联系，根据不同领域、不同类别官

兵的需求，建立共建共享“名师库”，推

动红色师资跨行业、跨领域、跨地区开

展教学服务，通过教育资源共享、教育

计划共拟、教员力量共配、精品课堂共

造等方式，最大程度盘活教育资源，让

授课内容更精彩、更能走进兵心。

盘 活 军 地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资 源

池”，不是简单的合并叠加，而是力量

的优化整合；不是简单的“物理效应”，

而是聚能释热的“化学反应”。只有建

立健全高效的军地联动制度机制，才

能“联”到一起，“育”出成效。

思想政治教育要努力由“单向发

力”向“多频共振”转变，由“传统施教”

向“网络施教”转变，由“闭门自转”向

“开门互动”转变。只要我们因势而

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部队政治教

育必将在紧跟时代中渐入佳境，在贴

近官兵中春风化雨。

让
优
质
教
育
资
源
流
动
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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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军区官兵在抗美援朝纪念馆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谭长俊摄

聚焦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新动能新气象

新闻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