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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军校学员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探讨

皮志高
(国防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

湖南 长沙 41 即3)

【摘 要】 新形势下
,

应加强对军校学员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
,

挖掘出更多更富有成效的教育途径与

手段
。

充分发挥随机教育
、

文化熏陶
、

感悟教育
、

示范教育
、

自我教育等的作用
,

确实增强教育效果
,

打牢军

校学员姓军
、

知军
、

爱军
、

为军服务的思想根基
,

确保实现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培养目标
,

确保军校培养的

人才
“

打得点
、

不变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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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形势下
,

广大学员在思想政治方面主流是好

的
,

他们爱党
、

爱国
、

爱军队
,

有着远大的理想抱负
,

勤

奋学习
,

肯钻研
,

愿意为国防建设贡献力t
。

但是
,

由于

他们还处在世界观
、

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时期
,

辨别是

非的能力有限
,

可塑性大
,

易受环境的影响
,

在思想观念
、

思维方式上常常表现出一种相互矛盾
、

摇摆不定的特点 :

既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对人的世界观
、

人生观和价

值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指导作用
,

又表现出忽视政治理

论学习
、

忽视思想道德修养的倾向; 既积极要求政治上进

步
、

渴望早日加人党组织
,

又往往缺乏脚踏实地的刻苦努

力
,

尤其在涉及到个人利益的考验面前常常表现出犹像和

仿徨
。

在目前各种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的情况下
,

只有加

强对军校学员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观教育的方法研究
,

挖掘出更多更有效的教育途径与手段
,

才能增强新形势下

军校学员
“

三观
”

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

才能打牢学员

姓军
、

知军
、

爱军
、

为军服务的思想根基
,

确保实现高素

质新型军事人才的培养目标
,

确保军校培养的人才
“

打得

点
、

不变质
” 。

的急速发展
,

对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

这

些都对随机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

并对学员献身国防和为

军服务的思想产生了动摇
。

只有下功夫搞好随机教育
,

才

能帮助学员更好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观
,

打牢学员献身国防和为军服务的思想根基
。

其次
,

随机教

育是提高教育针对性和及时性的有效方法
。

学员的现实思

想可以说是千差万别
、

千变万化
,

对教育的针对性和及时

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只有不失时机地抓好随机教育
,

才

能防止教育
“

挂空档
” ,

才能使教育
“

有的放矢
” ,

并收到

良好的效果
。

再次
,

随机教育与系统教育相结合是提高
“

三观
”

教育效果的正确途径
。

目前
,

军校搞教育上大课的

时间是有限的
,

而且一次集中性的教育只能解决一两个重

点问题
,

大量的思想认识问题则需要通过经常性随机教育

来解决
,

因此必须在搞好系统教育的同时
,

紧密结合日常

工作
、

学习和生活
,

认真抓好随机教育
,

把系统教育与随

机教育紧密结合起来
,

使二者互相配合
,

互相弥补
,

互相

促进
,

相得益彰
。

二
、

发挥民族文化的熏陶作用

一
、

发挥经常性思想工作的随机教育作用

随机教育是针对学员现实思想随时随地进行的思想教

育
。

学员正确的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
,

离不开军校经常性思想工作的随机教育
。

首先
,

随机教育

是形势发展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必然要求
。

改革开放的不断

深人
,

既为我军革命化
、

现代化
、

正规化建设创造了极为

有利的条件
,

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

物质利益观念和主

体意识强化
,

使学员因利益问题引起的思想相对增多 ; 各

种腐朽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渗透
,

使学员世界观
、

人生

观和价值观方面反映出一些新的倾向 ; 相对的和平环境
,

容易淡化学员的牺牲精神
,

滋长享乐主义思想 ; 网络文化

十六大提出
“

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 ,

这对我们做

好新时期学员
“

三观
”

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把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融人院校管理教育中
,

充

分发挥其文化熏陶作用
,

是加强学员
“

三观
”

教育的又一

重要途径
。

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光辉历史上
,

确实存在着

闪粗智慈光芒的人文文化
,

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

一
、

爱好和平
、

勤劳勇敢
、

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

以

人为本
、

仁者爱人
、

天下为公
、

注重个人修养等民族传统

美德
,

至今仍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内

容
。

当前我们加强学员
“

三观
”

教育
,

要切实把民族精神

教育和民族传统美德教育贯穿到军校思想政治教育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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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往应试教育存在重理轻文的倾向
,

致使我们不少学

员历史知识曦乏
,

这给发挥民族精神的人文熏陶作用带来

不利形响
,

因此
,

我们在对学员进行
“

三观
”

教育时
,

应

高度重视民族文化所包含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美德的教

育燕肉作用
,

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有机融合在一起
,

这

将对学员坚定马列主义信仰
,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观发挥巨大的促进作用
。

英雄战士李向群
,

航天英雄杨利伟等英模典型
,

都具有鲜

明的时代特点
,

集中体现了人生价值观的正确取向
,

其有

强大的感召力和带动力
。

在人生观
、

价值观趋于多元化的

今天
,

宜传
、

学习这些英棋人物
,

就是要通过这一形式
,

号召和要求全体学员
“

学英雄的思想
,

走英雄的道路
”。

这

对于学员坚持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导向
,

具有长期的示范教

育作用
。

三
、

发挥实践活动的感悟教育作用

学员要确立正确的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观
,

不仅需

要从书本中学习
,

更需要从实践中感悟
、

体会和升华
。

实

践是连接理论与实际的桥梁
,

是知识常新和发展的源泉
,

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
,

也是军校学员锻炼成长
,

树立正确

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观的必由之路
。

脱离社会实践
、 “

闭

门修养
” ,

要想使思想觉悟得到真正提高
,

是根本不可能

的
。

因此
,

要高度重视社会实践这一重要环节
,

积极创造

条件
,

为学员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
,

组织他们参加社会调

查
、

参观见学
、

义务劳动
、

教学实习
、

部队锻炼
、

第二课

堂等实践活动
,

让他们经风雨
、

见世面
,

学到在教室里
、

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

受到具体
、

生动
、

活泼的体验和教

育
。

体验是最好的教育
,

让学员走出去
,

胜过千言万语的

宜讲教化
。

学员走出校园
,

直面社会和部队
,

在体验实践

中获得最直接最感性的认识和丰富的情感体验
,

在实践中

受到燕肉和激励
,

达到净化心灵
、

澄清认识
、

强化革命理

想的目的
。

四
、

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教育作用

青年学员正处于崇尚英雄
,

崇拜
“

偶像
”

的年龄段
。

针对青年学员的这一特点
,

必须注重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

教育作用
,

使他们学有榜样
,

赶有目标
。

发挥先进典型的

示范教育作用
,

是一种形象化教育方法
,

它的最大特点在

于典型的感召力
。

榜样的力t 是无穷的
,

提倡什么
,

反对

什么
,

允许什么
,

典型的感召力无可比拟
。

典型是一面镜

子
,

对照它可以着到自己的不足
,

从而及时娇正自己的缺

点 ; 也可以看到自己的成绩和优点
,

从而增强不断前进的

信心和决心
。

先进典型走在时代前列
,

又里身于群众当中
,

他们的事迹群众最熟悉
,

看得见
,

摸得着
,

易于学习
,

是

最生动
、

实在
、

具体的活教材
。

宜传一个英模形象
,

就会

在学员心中树立一座丰碑 ; 接受一次英模教育
,

就是对学

员心灵的一次洗礼
。

军校学员在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观

的形成过程中迫切孺要有先进典型作榜样
,

如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
,

在平凡岗位无私奉献的张思德
、

雷锋
,

新时期

五
、

发挥学员的自我教育作用

在加强军校学员
“

三观
”

教育中
,

我们必须清皿地认

识到
,

教育者从外部施加的思想教育
,

不管如何深人精细
,

最终都必须通过受教育者的内因方能发挥作用
。

衡t 军校

思想政治教育是否成功
,

不能只看课讲得如何
,

而要粉教

育能否转化为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
。

须知
,

学员正确的世

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
,

归根结底是在自我

教育中实现的
。

自我教育
,

是学员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观教育的孟

要形式
。

在当前学员思想
、

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的情况下
,

只有把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观教育的主动权交给学员
.

充分发挥其自我教育的功能
,

才能更好地润足不同层次学

员的需求
,

有效解决学员的现实思想问题
,

收到理想的教

育效果
。

在自我教育活动中
,

主要是教育引导学员开展自

我要求
、

自我批评
、

自我控制
、

自我评价
、

自我完善的
“

五自
”

教育活动
,

依靠自我思想矛盾斗争
、

自我选择来实

现自我转变
、

自我更新
。

其中
,

自我要求是指用自我认同

的目标来要求和约束自己
,

规范自己的言行
,

努力使自己

的言行符合学校的要求和部队的裕要
。

自我批评是自觉地

对自己的错误
、

缺点进行贵难
,

以求符合培养目标要求
。

它包括自省和自贵两方面 : 自省
,

表现为自觉地检讨
、

反

思自己
, “

吾日三省吾身
” ; 自贵

,

表现为严于解剖自己
,

从过失中吸取教训
,

并设法弥补过失
。

自我控制即对自己

的思想
、

言行进行自我管束和调节
,

抵制外界不良影响
,

把自己的思想
、

言行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
,

使个人言行被

社会
、

军队认可
,

并沿粉正确的方向
,

实现自身应有的价

值
。

自我评价是指对自己的品德
、

学识
、

能力等的优劣和

自我要求目标的实施情况进行判定
。

自我完善是指有目的

地发展自我
,

使自己发扬成绩
、

克服不足
、

不断进步
。 “

五

自
”

的自我教育
,

能起到严格自律的作用
,

有助于正确的

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观的自我形成和发展
。

自觉打牢献

身国防
、

为军服务的思想根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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