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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军校语文教学中的战斗精神培育

蔡静平
(国防科技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

湖南 长沙 41 (X) 73 )

[摘 要」 作为公共基础课程的大学语文
,

由于其教材中精选了古今中外的许多名篇佳作作为教学内容
,

其中涵蕴着较高的审美价值和生动的认知功能
,

深刻地反映了历史与现实
,

在对军校学员进行战斗精神培育方

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

而通过对这些作品的深人剖析
,

能够以直观可感的方式
,

积极帮助广大学员充分理解

和把握战斗精神的内涵和实质
,

使他们牢固树立献身国防的使命意识
,

锤炼出敢打必胜的战斗意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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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军委工作以来
,

就军队建设的若干

重大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和作 了重要指示
。

总参
、

总政联合印发的 《关于加强和改进军队院校政治理论课教

学的若干规定》就充分体现了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和胡

主席关于加强和改进军队院校学员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指

示精神
。

大学语文是一门关系到广大军校学员文化修养
、

人文素质以及思想政治素质等多方面内容的公共基础课
。

在当前形势下
,

着眼于我军
“

打得赢
,

不变质
”

这两大历

史性课题
,

探索军队院校语文教学中的战斗精神培育就具

有了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
、

军校语文教学是培育学员战斗精神

的重要阵地

所谓战斗精神
,

是战争精神力量在军人身上的集中体

现
,

它包括理想信念
、

信心勇气
、

意志品质等
,

是战争中

克敌致胜的重要因素
。

法国著名军事家拿破仑就曾经精辟

地指出
: “

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
,

就是利剑和精神
。

从长远

说
,

精神总能征服利剑
。 ”

当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

使战

争在形态
、

模式和手段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

特别是

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
,

敌对双方在精神领域的较量日趋激

烈
,

以战斗精神为代表的
“

软战力
” ,

其地位得到不断提

升
。

在这种形势之下
,

我军新修订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

治工作条例》明确提出要
“

培育部队的战斗精神
” ,

究其实

质
,

就是要求立足我军实际和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需要
,

努力培育和锻造我军官兵坚强的意志品质和过硬的战斗作

风
,

实现信息化条件下
“

打得赢
,

不变质
”

终极 目标
。

培育战斗精神是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军事斗争准备对

我军政治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

是时代赋予我军院校的重要

历史使命
。

然而
,

战斗精神并非是通过简单的政治 口号和

空泛的理论说教就一定能够产生的
,

它有赖于其独特的生

成机制
。

白居易说
: “

感人心者
,

莫先乎情
。 ”

我们认为
,

对军

校学员进行战斗精神培育的有效手段应该是以情感人
,

以

理服人
,

以生动的事例感染和引导人
。

对于文学艺术作品

的功用
,

孔子曾有
“

兴
、

观
、

群
、

怨
”

之说
: “

诗可以兴
,

可以观
,

可以群
,

可以怨
。 ”

也就是说
,

阅读文学作品不但

可以提高个人修养
,

还能对人的思想感情有启发和陶冶作

用
。

中外文学史上的精品力作大都能够以其灵动丰厚的文

学艺术形象使人的思想感情得到相应的净化和升华
。

作为

公共基础课程的大学语文
,

由于其教材精选 了古今中外的

许多佳作名篇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
,

这些作品大都涵蕴着

真挚饱满的情感
,

睿智深刻的哲理和生动鲜活的文学形象
,

深刻地反映了历史与现实
,

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认知功

能
,

在对军校学员进行战斗精神培育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

优势
,

能够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
。

我们应该通过课堂教学
,

积极探索战斗精神培育的有效途径
,

通过对历代优秀文学

作品的讲析
,

以直观可感的方式
,

帮助广大学员充分理解

和把握战斗精神的内涵和实质
,

引导他们牢固树立献身国

防的使命意识
,

强化他们爱党知军
、

敢打必胜的军魂意识
。

二
、

积极发挥大学语文课堂教学的作用
,

培育学员战斗精神

战斗精神生成的诸要素中
,

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
、

激

越的英雄主义内蕴以及健康的人格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居有

突出的地位
。

因此
,

在大学语文课堂教学中
,

我们不但要

努力提高学员的阅读理解能力
、

应用写作能力和文学审美

能力
,

还更应该在触发学员的爱国情感
、

锻造学员的英雄

气质
、

培育学员的健康人格和良好心理素质这三个方面有

所作为
,

力争与政治理论课教学一起形成合力
,

培养出政

治合格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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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爱国情感的触发

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是军人最崇高的美德和最可贵的

品质
,

是战斗精神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取之不竭的力量源

泉
。

历史上很多优秀的军人之所以能够驰骋疆场
,

不怕牺

牲
,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们内心涵蕴着强烈的爱国情怀
。

作为一种高贵的情感
、

优秀的品格和伟大的精神
,

爱

国情感的触发应该是我们在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中实施战斗

精神培育的首要 目标
。

爱国情感首先表现为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和精神内蕴的

高度认同
。

大学语文教学以传承民族先进文化为已任
,

其

教材的编选也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

在这种情况下
,

以爱国情感的触发为重点
,

通过强化中国

语言文字
、

文学
、

文化等的教学与渗透
,

深人进行 民族精

神教育
,

可以有效增强广大学员的民族 自豪感和 自信心
,

有助于激发他们忠贞不贰
、

誓死为国的战斗精神
,

成为无

愧于国家和民族的优秀的龙的传人
。

虽然当前各校使用的 《大学语文》教材版本不同
,

特

色各异
,

但这些教材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

那就是它们大

都精选了相当数量饱含爱国主义的激情之作
,

充分体现了

仁人志士报效祖国的爱国精神
,

是我们激励和培育学员战

斗精神的绝好范本
。

历代爱国作家
,

如屈原
、

杜甫
、

岳飞
、

辛弃疾
、

李清照
、

文天祥
、

秋瑾等人
,

他们挽狂澜于既倒
,

撑大厦之将倾 ; 他们优国优民
,

弹精竭虑
,

英勇无畏
,

舍

生取义
,

铸就了民族坚强的脊梁 ; 他们用对 自己脚下这片

热土无比的挚爱
,

对祖国的无限忠诚
,

点亮民族的智慧之

光
,

燃起民族的精神之火
,

永远地照耀着后人的奋进之路
。

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作品
,

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

表

现出高远的政治理想和抱负
,

渗透着强烈的优国优民的思

想
。

从
“

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 你猜

得透火山的沉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春天里一个霹

雳 / 爆一声 /
‘

咱们的中国
’

!
”

(闻一多 《一句话》)
,

我们能

听到诗人泣血地呐喊 ; 从
“

我用残损的手掌l 摸索这广大

的土地 / 这一角已经变成灰烬 / 那一角只是血和泪
”

(戴望

舒 《我和残损的手掌》)
,

我们可以真切地体验到诗人在民

族危亡之际
,

对灾难深重的祖国由衷的关注和真诚的热爱
。

而一些名章佳句
,

如曹植的
“

捐驱赴国难
,

视死如归
” ,

诸

葛亮的
“

鞠躬尽瘁
,

死而后已
” ,

杜甫的
“

丈夫誓许国
,

愤

惋复何有
” ,

范仲淹的
“

先天下之忧而优
,

后 天下之乐而

乐
” ,

陆游的
“

位卑未敢忘优 国
” ,

顾炎武的
“

天下兴亡
,

匹夫有责
” ,

都可以用以激发广大学员忠于党
、

忠于祖国
、

忠于人民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

因此
,

我们可以在大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深人剖析历代

作家作品中深涵的爱国情怀
,

组织学员深情吟诵中外爱国

名篇
,

例如
,

艾青的名作
:

假如我是一只鸟
,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

这被幕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

这无止息地吹利着的激怒的风
,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
然后我死了

,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

为什 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
艾青 《我爱这土地》

这个时候
,

在抑扬顿挫
、

深情款款的语调中
,

一种以

天下兴亡为己任
,

以民族兴旺为职责的爱国情感就会油然

而生
,

从而使学员把忠于祖国
,

献身国防作为人生最大光

荣
,

作为人生最崇高的人格境界
。

这就比任何
“

强迫式
” 、

“

说教式
”

的方法更具有教育感化的功能
。

(二 ) 英雄气质的锻造

英雄气质是战斗精神最直接
、

最鲜明的体现
。

历代战

争实践业已证明
: “

两军相遇
,

勇者胜 !
”
虽然与军事强国

相比我军当前的武器装备在总体上仍处于劣势
,

但只要我

们始终保持和发扬英勇顽强
、

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
,

提高立足现有装备战胜强敌的信心
,

我军就能在精神上
、

气势上压倒敌人
,

进而弥补在信息技术和武器装备方面的

不足
,

使精神优势转化为决胜优势
,

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
。

因此
,

英雄气质的锻造应当是我们在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中

实施战斗精神培育的一个重要环节
。

中华民族的历史
,

既是一部 自强不息
、

艰苦卓绝的奋

斗史
,

也是一部抵御外侮
、

维护民族尊严的英雄史
,

而这

上下五千年的英雄伟业折射到 《大学语文》教材之中
,

就

赋予了它极强的英雄气质的锻造功能
。

《大学语文》中的军旅之作
,

大都富于浓烈的英雄主义

色彩
,

具有阳刚之气和崇高之美
。

历代军旅文学作品在我

们眼前展现出一座座栩栩如生的英雄群雕
,

他们不畏强敌
,

乐于牺牲奉献
,

用生命铸就了军旅的辉煌
。

例如
,

(诗经
·

秦风
·

无衣》写出了秦军将士同仇敌汽
、

共御外侮的英勇无

畏 ; 屈原 《国疡》刻画了楚军将士前仆后继
、

捐躯沙场的

英雄气节 ; 《史记
·

李将军列传》中活现了一位戍守边疆
、

晓勇善战的
“

飞将军
”

李广的英雄本色 ; 《张中承传后叙》

高度赞扬了
“

守一城
,

捍天下
”
的张巡

、

许远为制止叛乱
、

维护统一而不惜慷慨赴死的忠贞和刚烈 ; 而魏巍的 《谁是

最可爱的人》
,

则更是一部当代军人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

观主义精神的写真集
。

从
“

黄沙百战穿金甲
,

不破楼兰终

不还
”

(王昌龄 《从军行》)
,

我们仿佛看到了戍边将士征战

荒漠孤城
,

仍然满怀报国御敌的凌云壮志 ; 从
“

醉卧沙场

君莫笑
,

古来征战几人还
”

(王翰 (凉州词》)
,

我们能深深

感受到一种视死如归
,

勇于献身的精神 ; 从
“

金戈铁马
,

气吞万里如虎
”

(辛弃疾 (永遇乐
·

京口北固亭怀古》)
,

我

们体会到一种军人排山倒海
、

气吞山河的高昂士气
。

我们把 《大学语文》教材中所蕴含的丰富的英雄主义

精神作为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传递给广大学员
,

对他们起

到诫怠
、

劝进
、

励志的作用
,

成为动员和鼓舞他们顽强战

斗
、

无私奉献的力量源泉
,

从而锤炼出顽强的战斗意志
,

树立起高昂的战斗士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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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健康人格和良好心理素质的养成

强大的战斗精神离不开过硬的心理素质
,

健康的人格

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是战斗精神形成的要素
。

高技术条件下

的现代战争具有强度高
、

节奏快
、

激烈残酷的特点
,

对军

人的心理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我们要充分发挥大学语

文课程的特点
,

在教学实践中对学员渗透人格健康和心理

健康教育
。

从本质上而言
, “

文学就是人学
”

(高尔基语 )
,

更是人

心之学
。

《大学语文》教材所精选的课文
,

以诗词文赋等各

种不同形态美的文体
,

通过富于哲理的格言警句和栩栩如

生
、

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
,

传递了古今名流贤达对生活的

深刻体验认识及观照思索
。

学习这些文章
,

就犹同与名家

大师们一次次心灵上的直接交流
、

沟通
,

体验他们的人格

魅力
。

如 《苏武传》中的主人公苏武在孤独寂寞的流放生

涯中
,

始终信念坚定
,

展现了崇高的人格
。

阅读这样的篇

章
,

有助于学员在这种灵魂的碰撞和感染 中
,

人格魅力的

体验中
,

冰释 自己人生中的种种迷惑
,

促使 自己健康人格

的形成
。

古往今来
,

大凡杰出人物
,

特别是那些赤胆忠心
、

勇

武超群的爱国军人无不具备百折不挠
、

处变不惊的良好心

理素质
。

对学员进行有效的耐挫教育
,

使他们胜不骄
,

败

不馁
,

是培育战斗精神的重要一环
。

《大学语文》教材中相

关的内容比比皆是
。

例如
,

《孔孟语录 (十二则 )》其一
:

“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

必先苦其心志
,

劳其筋骨
,

饿其体

肤
,

空乏其身
,

行拂乱其所为
,

所以动心忍性
,

曾益其所

不能
。

人恒过
,

然后能改
。

困于心
,

衡于虑
,

而后作
。 ”

就

有助于学员消除焦虑
、

紧张状态或沮丧
、

失意的情绪反应
。

又 《坟下之围》的作者司马迁遭宫刑而不失志
,

以
“

究天

人之际
,

通古今之变
,

成一家之言
”
的毅力和勇气

,

写出

了被誉为
“

史家之绝唱
,

无韵之 《离骚》
”

的千古名篇 (史

记》
。

在清末民初天崩地裂之际
,

许多作家面对黑暗腐败和

落后虚弱的国家
,

四处奔走宣传变法以图强国
,

屡遭挫折

打击依然奋斗不止
,

《强学会序》和 《少年中国说》就是他

们最好的人生写照
。

只要我们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贯彻一定

的耐挫教育
,

就能使学员在未来军事斗争中
,

面对突如其

来的危险和困难
,

能够做到不惧不怯
、

从容应对
,

并能够

抓住有利时机
,

对敌人实施积极有效的
“

心战
”

攻击
,

占

有
“

不战而屈人之兵
”

的先机
。

综上所述
,

通过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
,

我们不但要使

学员掌握和提高语言
、

语法
、

文学
、

文化等方面的知识与

能力
,

进一步提高其人文素养
。

更重要的是
,

我们要充分

发挥大学语文课堂教学这个主阵地的作用
,

让学员在潜移

默化的感染熏陶中培育出精忠报国
、

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怀
,

牺牲奉献
、

不畏强敌的英雄气概
,

以及处变不惊
、

沉着果

敢的心理素质
,

以期打赢未来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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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化基础扎实
、

较早较好地接受信息化教育等
“

先天
”

优势
,

是我军信息化建设不可多得的人才资源
。

信息素质

培养既是完成军队机械化建设的现实需要
,

又是满足未来

军队信息化建设的长远需求
,

也是军队院校创新教育和超

前教育思想的体现
。

培养信息化人才首先应当在传授信息知识上下功夫
。

阁

使国防生了解信息技术常用名词术语
、

特点
、

作用等基本

信息技术常识
,

掌握信息系统的构成与工作原理
,

如数字

化原理
、

程序
、

信息传播原理等
。

未来信息战很大程度上

将是利用信息人才
、

信息技术或信息武器在信息资源争夺

战中展开的攻防较量
。

因而
,

对于国防生而言
,

信息安全

保密和信息战知识需要作为培勺!1的重点内容
。

其次
,

既要

坚持打牢基础
,

又要拓宽口径
,

学习新装备
、

新战法
,

增

加教学内容的高科技含量
,

使信息化人才既有广泛的适应

性
,

又有持久的发展后劲和超前意识
。

再次
,

要坚持教学

与科研相结合
,

为国防生参与到对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

备有重大意义的信息战课题中创造条件
,

在培养信息素质

中提高其创新能力
。

最后
,

要坚持学习信息技术与战术研

究结合起来
,

以作战需求为牵引
,

既不单纯地学工程技术
,

也不单纯地研究战术
,

确保国防生信息素质的全面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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