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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指出，政治工作过不

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关。新

时代官兵成长于互联网时代，他

们的思维观念、交流习惯等都发

生了很大变化，政治工作只有延

伸到网络上，才能走进新时代官

兵的内心，进而激发他们的强军

激情。

当前，我们的部分思想政治

教育传统模式已不适应年轻一代

官兵的心理需求，这就倒逼着各

级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作出符合时

代要求的转变。

借助网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是时代所需。不可否认，当

前网络教育依然存在不少矛盾问

题：有的授课人能力素质欠缺，网

络教育平台的软、硬件还有一定

的局限性，运行维护人员也较为

紧缺，等等。即便如此，面对网络

普及、媒体融合的新形势，部队的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具备创新

实践的勇气，敢于走前人没有走

过的路，大胆向前闯，自觉扛起探

索网络教育的责任和使命。

南部战区陆军某基地着眼新

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特点规律和官

兵实际，运用网络技术精准掌握官

兵思想、革新教育形式、评估教育

质效，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

展。他们通过信息网络，将时代前

沿与军营现实、线上培育与线下践

行、网络空间与思维空间、部队教

育与个人成长等有效衔接，切实增

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和感

召力。

网络信息空间是开展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必须要占领的新阵

地。然而，网络教育的前景虽然

广阔，其创新探索的征程依然艰

巨。让理念更新一点，让平台更

活一点，让教育更“潮”一点……

与时俱进的网络教育新模式必将

成为强化我军政治优势的有力抓

手，推动部队政治工作焕发出新

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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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传统教育模式

面临的困境，必须借助网

络的力量”

刚当上指导员那阵子，伍阳升对上
好一堂思想政治教育课很有信心。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跟上时代发展”

“教育内容必须紧贴官兵思想实际”“开
展教育必须分类指导、因材施教”……对
照大学期间的教育理论笔记，伍阳升开
始积极准备自己的第一堂教育课。

为了摸清官兵的现实思想底数，伍
阳升找战友单独谈心，组织集体座谈，并
进行了心理测试和问卷调查。他还查阅
了大量资料，精心打磨教案，反复练习试
讲。

那天，登上讲台，伍阳升自信满满地
讲了起来。然而，效果不尽如人意。连
队官兵上课兴致并不高，还有两人打起
了哈欠。

课后随机抽问，一名新兵对伍阳升
授课的内容，几乎是“一只耳朵进另一只
耳朵出”。

第一堂课遇囧，伍阳升找来几名战
友谈心，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见指导员如此坦诚，战友们七嘴八
舌地说开了：“课题不错，但就是没啥参
与感”“大家习惯在网络上说真心话、在
现实中说正确的话，所以谈心和问卷结
果很可能是失真的”……

一番交心后，伍阳升认识到，年轻官
兵都是习惯网络交流互动模式的“网生
代”，而传统教育方式受限于“我说你听”
的单向灌输，对他们的吸引力已经大不
如从前。
“对于他们来说，传统教育模式更像

是一种把大家‘圈’起来进行‘管理’的方
式，教育效果可想而知。”他不无忧心地
说，对于处在“三观”成形关键期的年轻
官兵，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对他们
的成长至关重要，改变低效的传统授课
方式刻不容缓。

闲暇时，伍阳升打开手机，刷朋友
圈、看短视频、追评热搜……沉浸在移动
互联网空间，他心生期待：希望思想政治
教育也能带给战友们这种沉浸式的互动
体验。

除了无处不在的网络冲击，传统授
课方式还面临部队任务新趋势等现实问
题的挑战。

勤务保障连有多个驻兵点。以往，
在每个驻兵点，该连指导员付司宇都会
指定一名教育骨干，负责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结果，各驻兵点教育进度不同步、
教育效果参差不齐，有的授课内容还有
遗漏。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有段时间，付司
宇不得不进行集中授课。

然而，每次上思想政治教育课，光是
把各点位人员集中起来就颇有难度：有
的战士要赶很远的路，有的要中途换岗，
有的在上课途中还经常接到临时保障任
务，连事后补课的人都很难凑齐……如
此一来，教育效果并无多大起色。

在该基地，这些问题困扰着不止一
个单位。

由于任务需要，该基地跨 3省 6市，
“小远散”单位众多。此外，随着演习驻
训等任务逐年增多，部队动态分散的特
点愈发突出。这些因素让传统的集中授
课模式越来越难以达到预期教育效果。
“破解传统教育模式面临的困境，必

须借助网络的力量。”付司宇很早就注意
到地方院校的网络授课。他觉得，网络
直播授课可能是解决传统教育难题的一
种有效方式。

伍阳升的期待和付司宇的思索，也
是部队众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共同的

攻关方向。
“当下，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为思想

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带来了机遇。”该基地
政治工作部主任刘强说，“如何适应当代
官兵特点，用好移动互联网，占领网络教
育新阵地，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点难
点问题。”

去年初，作为上级的试点单位，该基
地开始“探索运用信息网络手段开展政
治教育”试点工作。

他们推出的教育手机与“军旗飘飘”
APP组合，使依托移动网络直播授课成
为现实，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革新带来新
的途径。

“政工干部只有学会

线上‘冲浪’，才能战胜网

络浪潮的冲击”

在手机网络直播授课的探索方面，
指导员伍阳升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上第一堂网课，伍阳升几乎是被战
友们“怼”下场的。那堂课的主题是《青
年军人的形象》。课上，当伍阳升以雷锋
为例，用网上查到的资料来还原雷锋形
象的时候，原本安静的手机直播间突然
热闹起来——
“雷锋也穿夹克，还和摩托车一起

合影”“我也看过那张照片，雷锋在那
个时代也算‘潮’爆了”“雷锋其实跟我
们一样，也是个爱追求时尚的青年
吧”……

一串串文字不断从伍阳升的手机屏
幕上划过，都快盖住了他这个主讲人。

那一刻，伍阳升意识到，自己的第一
堂网络授课已经“崩了”。他抓紧跳过中
间的大段授课内容，让那堂课草草收尾。

关停手机直播功能后，伍阳升坐在
直播位上久久失神。
“第一堂网络直播课，我怎么会上成

这样？”伍阳升一时想不明白，自己有 5
年的政工业务工作经验，任指导员期间
还获得过基地“四会”政治教员比武季
军，却在网络直播授课中“溃不成军”。

他意识到，自己显然小看了这小小
的手机网络直播间。
“‘网生代’的年轻战友见多识广、思

想活跃，教育者如果不加强学习、更新观

念，必然会在直播授课中露怯。”该基地
政委胡迅打了个比方，“虽然有‘呛水’的
可能，但政工干部只有学会线上‘冲浪’，
才能战胜网络浪潮的冲击。”

冷静下来后，伍阳升逐渐从这场遇
挫的网络直播授课中看到了积极的一
面。他发现，当战友们以虚拟网友的身
份进入手机直播间时，更容易说出自己
的心里话。

而这也是网络直播授课中伍阳升和
其他教育者必须面对的新挑战：线上的
有效互动和实时反馈，要求教育者的授
课准备必须更加充分，才能应对战友们
的全方位点评、挑剔，甚至是“吐槽”。

想明白这些，伍阳升重振旗鼓，打算
在网络直播授课这个新“战场”打一场翻
身仗。
“上一堂网课，充分说明我的授课准

备不足。在此，我诚挚地向战友们道
歉！”那堂课后没多久，伍阳升就在直播
主页上登出了这样一则道歉信。

在伍阳升全力备战下一堂网络直播
授课的同时，他的“同行们”也纷纷进行
了探索。

该基地某仓库官兵分散在大大小小
10余个点位上。以往每次上大课，仓库
教导员张永红都会为“是否要集中授课、
如何集中授课”而感到挠头。

第一次尝试手机网络直播授课后，
张永红虽然也承认“还有很大改进空
间”，但网络直播授课的明显优势还是让
他觉得“这条路走对了”。
“有的战友即便在偏远点位执行保

障任务，也可以在方便的情况下随时随
地掏出手机观看直播授课。”张永红欣喜
地说，哪怕错过了直播，他们还可以点
“回放”进行补课，“效果有保证”。

众多政工干部纷纷试水手机网络直
播授课，渐渐摸出了一些门道。
“没有人愿意在线上花 45分钟听人

讲大道理。”这是仓库教导员张永红在网
络直播授课中最大的感受。

为了吸引手机屏幕另一端官兵的注
意力，张永红每 5至 8分钟就要讲一个相
对完整的故事，而且“金句频出”。

在之前一堂谈读书的直播课上，他
穿插了一个从书中学到的小魔术，屏幕
上点赞的弹幕瞬间多了起来。
“讲课时一定要有真感情，不能照本

宣科”“要注意肢体动作、面部表情，要有
‘镜头感’”“要不断更新自己的语言，要
更加具有‘网感’，更贴近年轻人的表达
方式”……课后的线上复盘交流中，政工

干部们总结出了越来越多的直播授课经
验。

手机网络直播授课渐渐步入正轨，
伍阳升也再次做好了准备。

“每一次网络直播授

课都是一次思想交锋，我

们必须赢”

为了最大程度发挥出网络教育的优
势，伍阳升选择了“聊聊社会舆论爆点”
话题，作为下一堂手机网络直播课的内
容。

这一次，伍阳升不敢有丝毫疏忽。
连队几名理论骨干都被他动员起来，加
班加点做好课前准备——

他们组织了网上调查问卷，在完全
匿名情况下，进一步摸清了大家真实的
思想状况，把准了大家对教育课最迫切
的需求；

吸取前次授课的教训，他们加大了
对资料的搜集和查证，大量细节丰富的
真实故事和新颖观点被融进教案；

借助“军旗飘飘”APP，他们开设论
坛，引导大家对预设话题展开激烈讨论，
进一步校准了授课思路……

正式授课时间终于到了，并不宽敞
的课室里静了下来。伍阳升端坐在课室
讲台上，身前架一台亮着互动界面的笔
记本电脑，还有一台场外监看手机和一
沓稿纸。

他稍稍理了理领带，换了个较为舒
服的坐姿，点开“军旗飘飘”的直播间，开
始讲了起来。
“社会舆论爆点从未像当下这般波

诡云谲，有无数案例值得我们思考。”伍
阳升顿了一下，“大家了解到的社会舆论
爆点有哪些？请大家在讨论区跟战友们
分享一下。”

话音刚落，直播间的讨论区就出
现了七八条跟帖。其中一条热帖显然
得到了绝大多数战友的认同，手机屏
一侧的“大拇指”点赞数瞬间飞涨，很
快被置顶。

伍阳升顺着这条高赞热帖，讲到新
冠疫情期间国内外的舆情时，手机屏幕
上的弹幕忽然“炸了”，陡然弹出数十条
代表不同观点的弹幕。

伍阳升眉头微蹙，抛出这个话题就
像在一池深水中投入了巨石。

他定了定神，将目光的焦点对准
桌前的镜头：“看来，大家对这个问题
高度关注。接下来，我列几组数据，大
家看完之后，可以再来品评我说的是
否有理……”
“原来我们还有那么多没有了解到

的真相”“这些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
意思”……随着伍阳升的讲授慢慢深入，
手机屏幕上的弹幕内容也从刚开始的混
乱，渐渐一致起来。
“如果大家没有疑问了，接下来请大

家完成测验和评价，记得给个五星好
评！”循着伍阳升的提示，官兵们纷纷点
开手机直播界面上的“随堂测验”“评教
评学”和“精华分享”等模块。

一部小小的手机，完整囊括了一堂
思想政治教育课前前后后的所有环节和
要素。
“太险了！刚才差点没接住招，看来

下次准备还要更加充分才行。”这堂网络
直播授课结束，伍阳升关闭手机直播功
能，搓搓浸出汗的手心，才感觉那股紧张
劲稍稍有些舒缓。

复盘该基地众多教育者的网络直播
授课，伍阳升提到的这个“险”字是所有
网络授课“主播”的共同感受。
“理不辩不明，不‘险’怎么能吸引官

兵注意力，激发大家的头脑风暴？”在该
基地政治工作部主任刘强看来，这个
“险”字，正是破解新时代基层思想政治
教育痛点问题的突破口。
“大家参与探讨的积极性越是高涨，

教育者越要果断出击，抓住‘战机’拨开
大家的思想迷雾。”按他的话来说，“每一
次网络直播授课都是一次思想交锋，我
们必须赢。”

令伍阳升惊喜的是，网络直播授课
结束时，不少战士意犹未尽，在“军旗飘
飘”APP的论坛上留言，询问下一堂课什
么时候上、主题是什么。

这，也正是伍阳升想要的效果。
如今，该基地众多像伍阳升一样的

教育者，都摸到了网络直播授课的入门
诀窍。而网络直播授课带给该基地的新
气象，正逐渐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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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一堂精品网络直播课的诞生
■本报记者 段江山 通讯员 肖驰宇 关 磊

拧紧最后一颗螺丝钉，维修班班长王强放

下扳手，脱下满是油污的手套，掏出教育手机，

开始收看一堂网络直播授课。

这天，是南部战区陆军某训练基地的教育

日。除了部分官兵在授课现场听课外，分散在

不同点位的众多战友跟王强一样，都通过手机

直播间同步上课。

手机镜头前，某连指导员伍阳升快节奏地

讲完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外加一个能够引发头

脑风暴的“梗”……

王强听得津津有味，忍不住打出了“666”

的弹幕。他的不少战友也给伍阳升刷了“飞

机”“坦克”“奖章”等虚拟礼物，还有的打赏了

“红旗币”。

有战友在手机直播窗口下方的评论栏里，

连提了好几个尖锐问题。伍阳升结合战友的

提问，接着讲授后续内容……

实时的反馈、有效的互动，使这堂网络直

播授课的热度毫不逊色于当下流行的“网红”

直播。同时，官兵们在线上展开激烈的思想交

锋，观点不断碰撞，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随之

得到提升。

可以说，作为南部战区陆军指定的“探索

运用信息网络手段开展政治教育”试点单位，

该基地依托为官兵们量身定制的教育手机，

以及“军旗飘飘”APP，创新了网络直播授课新

模式。

依托手机直播平台，伍阳升和该基地众多

政工干部成为军营教育“主播”。他们精心打

造的一堂堂精品网课，不仅将思想政治教育延

伸到官兵们的手机屏幕上，也深入到每名官兵

的心里。

聚焦网络政工创新实践

深度调查

南部战区陆军某训练基地官兵利用教育手机和“军旗飘飘”APP进行网络直播授课。 颜胜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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