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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梁佳伟、记者颜士强报道：

“开始分发任务卡，李冠军扮演一名年轻

军官，张成扮演网贷公司经理……”日

前，新疆军区某合成团组织了一堂情景

式法纪教育课，成为官兵热议的话题。

该团领导告诉记者，这是他们积极

创新教育形式，让官兵“唱主角”，采取角

色扮演方式开展沉浸式教育的一次尝

试。课后，官兵争相谈感悟、讲体会，打

破了以往教育模式的单一性、局限性，增

强了教育者与受教者的双向互动，教育

质效得到明显提升。剧本创作参与者之

一、中士张磊说：“沉浸式体验能让官兵

感同身受。这堂生动的教育课，时刻警

醒我们远离网赌、网贷。”

“自悟的道理最有说服力，鲜活的故

事更能打动人。”该团政治工作处主任雷

彬告诉记者，“沉浸式教育将抽象的概念

具体化、无形的感受具象化，授课方式更

加多元，教育内容更能入脑入心。”

受此启发，该团积极拓宽应用领域，

将军事训练、爱装管装等主题纳入沉浸

式教育范围。初到部队时，新战士李茂

林专业训练成绩一直不理想。连队了解

情况后，主动安排他扮演《电抗尖兵》剧

本中的主角。该角色要求扮演者掌握电

抗理论、熟悉装备操作，能以精湛的专业

技能通过层层关卡。闯关升级的挑战，

让李茂林意识到“武艺练不精，不算电抗

兵”。此后，他加班加点补短板，专攻精

练强本领，训练成绩明显提升。

官兵齐拾柴，教育炉火旺。鲜活的

教育形式，不仅吸引官兵广泛参与，还增

强了大家的训练热情。驻训高原，该团

官兵聚焦练兵备战，扎根边防、岗位建功

的信心决心更加坚定。

新疆军区某团探索开展沉浸式教育

官兵齐拾柴 教育炉火旺

这段时间，海军某总站工程师张磊

的一堂教育授课，在官兵中“火”了。

此前，张磊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

独特的授课风格，在上级组织的政治教

员比武竞赛中脱颖而出，获得不少官兵

点赞。

一时间，该总站各基层单位纷纷

在网络教育平台上“点”课。深受官兵

欢迎的张磊，把近期授课计划安排得

满满当当。通过线上平台观看张磊的

授课视频后，一级上士孙龙龙感慨地

说：“长期驻防海岛，教育资源不足的

问题比较突出。如今有了网络教育平

台，我们也能第一时间听到‘解渴’的

教育课了。”

教育好课在官兵中“走红”，源于该

总站搭建网络教育平台，提升教育质效

的一次有益探索。

“教案枯燥无味、缺乏新意”“授课

方式单一、效果不佳”……前年，该总站

围绕提升教育质效组织一场专题研讨

会，基层官兵不留情面的“吐槽”，让参

会政治教员感到脸上有些火辣辣的。

然而，面对基层官兵的批评，不少

政治教员也是有苦难言。

该总站装备测控任务繁重，站点较

多、人员分散，连队主官军政一肩挑是

常态。“‘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

层干部时间精力都有限，要想在完成好

各项任务的同时，把教育授课备出质

量、讲出成效，太难了。”某连指导员杨

欢的一番感慨，道出了不少政治教员共

同的心声。

教员感到课难讲，官兵觉得课难

听，如何破解这一难题？该总站广泛征

求官兵意见建议，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

研究决定，自主搭建网络教育平台，使

教员善讲的与官兵爱听的精准匹配，让

政治教育更加入脑入心。

他们按照“需求牵引、全员管理”

的原则，各基层单位根据教育计划及

大项活动安排，以季度为周期提出需

求，由机关汇总后统一发布在该平台

上。政治教员可根据专业特点和自身

特长，自主选择授课题目，决定授课内

容和方式。

此外，该平台还动态更新精品课程

教案和视频，方便分散在各海岛站点的

官兵观看学习；官兵也可网上约课，经

授课教员确认后，享受线下授课互动的

“点餐式”服务。

该总站领导介绍，网络教育平台具

有课程实时传输、资源即时共享的优

势，有效解决了单位点多面广、人员高

度分散带来的教育开展难题。

“自从有了网络教育平台，我们的

备课压力小了，可以把更多时间和精力

用于打磨精品课程。”杨欢介绍，目前该

平台已上线 150 余堂精品课程，各基层

单位还可根据自身需求邀请其他单位

优秀政治教员现场授课，使教育资源发

挥最大效益。

笔者登录该平台看到，每名政治教

员授课的观看次数和课程评分都会实

时更新，系统还会根据评分情况为每名

政治教员授课划分等级。

“ 课 程 好 不 好 ，官 兵 说 了 算 。 网

络教育平台变身政治教员‘线上比武

场 ’，推 动 了 教 育 质 量 水 涨 船 高 。”该

总站领导介绍，政治教员在该平台上

同台竞技，营造出比学赶帮超的浓厚

氛围。

某站教导员耿建伟的授课风格一

直四平八稳，官兵认可度不高。一次，

耿建伟通过网络教育平台邀请兄弟单

位教导员到该站授课，官兵反响热烈。

在网络教育平台上，这名教导员的授课

评分和点击量都位居前列。

怎样才能跟这名教导员一样，把

课讲到官兵心坎里？耿建伟深刻反思

后，在把课讲深、讲透、讲生动等方面

狠 下 功 夫 ，精 益 求 精 改 进 授 课 质 量 。

不久后，由他主讲的一堂教育课登上

网络教育平台，官兵点击量和课程评

分大幅提升。

面对官兵的好评，耿建伟深有感

触地说：“我要争取把每一堂课都打磨

到最好状态，发挥政治教员示范引领

作用。”

在网络教育平台的推动下，该总站

政治教育工作焕发出强大的吸引力、感

染力和凝聚力，越来越多的官兵主动请

缨，加入政治教员队伍。

前不久，上等兵李林伟登上讲台，

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为战友们奉献

了一道信息技术知识的“营养大餐”。

坐在台下听课的上等兵关国锋深受启

发，萌生了登台授课的想法。发现网

络教育平台上有单位提出自己擅长领

域的授课需求后，关国锋毫不犹豫地

报了名。

此后一段时间，关国锋广泛搜集资

料，积极备课试讲。最终，他精心准备

的课程受到官兵好评。

海军某总站利用网络平台提升教育课质效—

政治教员有了“线上比武场”
■姚泽海 陈海涛 林琨山

本报讯 余阳、杨帆报 道 ：2 月 中

旬，空军工程大学航空机务士官学校某

研究中心科研骨干雍霄驹走进空军某部

修理车间，围绕某型无人机的战伤评估、

应急修理等重难点问题，与该部官兵一

起研讨交流。看着最新的一组测试数

据，雍霄驹说：“来自一线的科研数据最

真实、离战场最近。研究课题聚焦一线、

瞄准战场，才能有效解决作战训练中面

临的现实问题。”

“ 作 为 航 空 装 备 战 伤 抢 修 的 一 支

重 要 科 研 力 量 ，我 们 始 终 坚 持 向 战 为

战、研战教战。”该中心领导介绍，近年

来 ，他 们 坚 持 围 绕 提 升 战 斗 力 展 开 科

研 攻 关 ，在 演 训 场 上 检 验 阶 段 性 研 究

成 果 。 定 期 组 织 教 研 团 队 赴 部 队 一

线，在实战环境中发现、研究和解决问

题，找准科研创新增长点，蹚出一条科

研工作服务军事人才培养和部队战斗

力建设的新路。

演训一线是最好的实验场。近期，

该中心领导分头带领技术骨干赴部队一

线调研。团队成员广泛收集演训课题、

采集技术数据，还邀请一线部队指挥员

和技术骨干对拟申报立项的科研课题进

行“会诊”，广泛听取官兵意见。

该中心领导介绍，近几年，他们探索

创新的多项装备抢修技术和工艺，在实

兵对抗演训中得到有效检验，促进了一

线部队战斗力建设发展。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机务士官学校

课题源自战位 成果服务战场

本报讯 董家坤、特约记者朱桁冈

报道：日前，陆军工程大学研究生院社

会调查实践活动结束，学员们纷纷整理

归 纳 调 查 实 践 成 果 ，登 台 分 享 个 人 成

长、家乡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的奋

进故事。

前期，该院组织数百名研究生，以

“探寻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的精神密码”

为 主 题 ，分 赴 多 地 开 展 调 研 活 动 。 学

员 们 用 脚 步 丈 量 祖 国 大 地 ，深 入 挖 掘

红 色 资 源 的 丰 富 内 涵 ，在 学 思 践 悟 中

感受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中国精神和

中国力量。

活动中，学员们深入英模部队、荣誉

连队参观见学，在触摸历史中激发思战

研战的内在动力；寻访当地老红军、先进

典型、家乡建设者等，聆听红色故事，感

受时代脉动；参观重要会议旧址、革命根

据地纪念馆、烈士纪念馆等红色场馆，重

温我们党走过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

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参加社会调查实践活动，让我真正

读懂了革命前辈用鲜血和生命凝结而成

的宝贵精神财富。”学员吴建钦拜访家乡

数名老红军后，加深了对我党我军艰苦

卓绝的奋斗历程的理解，体悟到今天幸

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厚植家国情怀，激扬奋进力量。该

院博士学员宫建成说：“社会调查实践活

动是一次发现之旅、感悟之旅、心灵之

旅。作为新时代军校学员，我们要传承

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把自己锻

造成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陆军工程大学研究生院

深入调研实践 汲取奋进力量

1962 年 8 月 15 日，年仅 22 岁的雷

锋不幸因公殉职。这个脸上始终挂着

灿烂笑容的青年，把服务人民、助人为

乐作为自己人生最大的幸福。这种享

受做好事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源

自他内心深处的自觉追求。

习主席指出，要学习雷锋同志的

幸福感。这种幸福感建立在利他的基

础之上，是一种属于奉献者的幸福、奋

斗者的幸福、乐于助人者的幸福、许党

报国者的幸福。“我是人民的勤务员，

自己辛苦点，多帮人民做点好事，这就

是我最大的快乐和幸福”“为党的事业

贡 献 自 己 的 一 切 ，这 才 是 最 幸 福

的”……雷锋在服务人民中获得了精

神上的满足，拥有了幸福的体验；在无

私奉献中实现了人生的价值，找到了

幸福的源泉；在奋斗奋进中贡献了青

春的力量，感悟到幸福的真谛。

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然而，

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幸福的

认识和理解各不相同。有人把帮助他

人、奉献社会视为幸福，有人则把锦衣

玉食、醉生梦死视为幸福；有人把奋斗

和创造当作幸福，有人则把高官厚禄、

荣华富贵当作幸福；有人在踏实肯干、

爱岗敬业中收获幸福，有人则靠贪污

盗 窃 、巧 取 豪 夺 获 取 所 谓 的“ 幸

福”……对幸福的不同理解，折射出不

同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

马克思曾说，“历史承认那些为共

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

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

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奋斗

是艰辛的，但没有艰辛就难言真正的

奋斗，也无法收获真正的幸福。“为有

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是革

命先辈追求的幸福；“宁肯少活 20 年，

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是“铁人”王

进喜追求的幸福；“苦战三五年，改变

兰考面貌”，这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

裕禄追求的幸福；“60 多年深藏功名，

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这是老

英雄张富清追求的幸福；“宁洒热血，

不失寸土”，这是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

官兵追求的幸福……这样的幸福感体

现了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是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当前幸

福和长远幸福的有机统一。

革命军人自有革命军人的追求，革

命军人自有革命军人的幸福。革命军

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幸福？就是争做

雷锋式的“一滴水”“一线阳光”“一颗粮

食”“一颗螺丝钉”，竭尽所能地为党分

忧、为国尽忠、为民造福。像雷锋那样，

把幸福感体现在对党忠诚、听党指挥的

如磐信念上，体现在热爱人民、服务人

民的宗旨本色上，体现在爱岗敬业、恪

尽职守的责任担当上，体现在奋发图

强、争创一流的进取精神上，体现在严

于律己、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上，锚定

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踔厉奋发、笃行

不怠，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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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上图：2月 14日，东部战区海军

某支队开展实战化训练。

刘 博摄

下图：2 月上旬，陆军某团组织

驾驶训练。

冯驰宇摄

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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