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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学员大队党委作为 /前沿指挥所0 , 要把抓好工作落实作为基本的工作方法, 研究特点、把握

规律、靠前指挥, 增强抓工作落实的创造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把 / 落实0 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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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主席指出: /部队基层是一个人员流动性
很大的集体, 一定要树立长期打基础、反复抓落实的

思想, 持之以恒地做好经常性、基础性工作0。我们

大队党委始终把抓好工作落实作为基本的工作方法,

按照打基础、强队伍、谋发展、创一流的工作思路,

研究特点、把握规律、靠前指挥, 突出重点、把握关

键、扭住中心, 扎实抓好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各项工

作落实, 基层全面建设取得明显成绩和进步, 先后带

出4个全军表彰和1个全国表彰的先进单位。

  一、发挥职能作用, 增强抓工作落实的

创造性

  学员大队处在 /一线指挥部0 与 /一线战斗堡

垒0 的中间层, 是抓好学员队全面建设的 /前沿指

挥所0, 要做到了解情况到前沿、检查指导到前沿、

解决问题到前沿, 创造性抓好工作落实。

(一) 当好 /加工厂0, 发挥 /集成0 作用

上面 /千条线0, 下面 /一根针0。学员队工作

头绪多、任务重、责任大。我们不当传话筒, 而当

/加工厂0, 坚持吃透两头、搞好结合、主动作为。

把上级的指示、任务和要求, 通过整合、加工后下

达到学员队, 便于操作完成; 针对临时性、突击性

工作和热点难点问题, 学员大队较多地采取随机指

导的方法, 使学员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教学管理和

行政管理等工作, 都能有节奏、有秩序地进行, 不

打乱仗。如 /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教育、学
习贯彻党章教育、科学发展观教育、社会主义荣辱

观教育0 等同时展开, 大队党委专题研究部署, 科

学统筹、有分有合、区分层次、突出重点, 形成切

实可行的教育计划; 每年入学入伍教育, 新生数量

大、层次多、要求高, 我们及时充实、培训新生队

干部, 召开教育训练准备会, 定目标、教方法、解

难题, 圆满完成了入学入伍教育任务。

(二) 当好 /雷达站0, 发挥 /预警0 作用

坚持打主动仗, 及时发现问题苗头, 未雨绸

缪。坚持思想形势分析制度, 充分发挥学员思想骨

干的作用, 经常深入学员队, 指导学员队主动捕捉

问题、盯着问题做工作, 在解决各种问题中推动工

作落实。因网恋引起纠纷或被婚恋问题困扰等, 是

研究生中带有一定倾向性的问题, 我们及时开展了

树立正确的婚恋观教育, 请心理学专家作辅导报

告, 帮助学员正确处理好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

针对电脑的普及使用所带来的负面作用, 我们制订

了电脑使用管理规定, 有效避免了少数学员因沉迷

于游戏而影响学习和身心健康。

(三) 当好 /变压器0, 发挥 /缓冲0 作用

学员队干部工作压力大, 最大的担心就是 /出
事0。我们结合大队的实际, 细化了上级的各项要

求, 制定了 5十五项日常工作制度6、5 /两防0 工

作措施6、5安全用电规定6 等, 摘编了五万余字的

5学员安全知识手册6, 严格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制,

有效地预防事故的发生; 学员队一旦发生问题, 我

们实事求是地处理, 及时指导学员队认真分析原

因、查找教训、举一反三、防微杜渐, 不以事故定

乾坤; 对于极个别学员对学员队干部的不满情绪,

我们客观分析、及时疏通、正确引导, 为学员队干

部积极做好工作撑腰、打气, 减轻干部的工作压

力, 起到了 /不用扬鞭自奋蹄0 的作用。

  二、解决重点问题, 增强抓工作落实的

针对性

  针对学员数量大、层次多、居住分散, 学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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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少, 管理教育难度增大的特点, 我们紧紧把握

关键环节、狠抓重点工作、化解突出矛盾, 增强抓

落实的针对性。

(一) 把握关键环节

在人们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

性日益增强的大背景下, 少数学员个人主义思想较

重, 缺乏奉献精神; 同时, 随着分配到一线作战部队

担任基层指挥员的毕业生逐年增多, 部分学员感到基

层部队技术含量低, 学非所用, 难以施展才华, 献身

国防的思想受到冲击。对此, 我们抓住入学入伍教

育、毕业教育和社会实践、认识实习、毕业实习等关

键环节, 全方位打牢学员的军政素质基础。制定了系

统的入学入伍教育、毕业教育计划, 建立了相对稳定

的社会实践、认识实习、毕业实习教育基地。组织学

员围绕 /如何为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做

贡献0 等重大问题进行讨论; 学习我院军事科技创新

青年先锋队 /成长在党的旗帜下, 成才在军事斗争准

备的实践中, 成功在团队的集智攻关中, 成就在自主

创新的不懈探索中0 的先进事迹; 邀请中国青年学习

成才奖获得者、全军学习成才标兵等给学员作报告,

引导学员自觉把实现个人理想与军队建设的需要统一

起来, 激励学员发奋学习、立志成才、献身国防; 充

分发挥教育基地的作用, 让学员了解社会、了解部

队、了解专业, 增强学员的光荣感、责任感、使命感

和志愿到基层建功立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先后涌现

出了不畏艰苦, 3年六上边防海岛做科研试验并取得

了5项自主创新成果的女博士; 主动放弃免试攻读研

究生机会积极要求到应急作战部队工作和志愿申请到

西藏建功立业的一大批优秀学员。

(二) 狠抓重点工作

为切实落实好校党委提出的 / 创新能力突出0

的要求, 我们积极为学员搭建实践平台, 激发创新

热情, 增强创新意识, 提高创新能力。一是以 /电

子科技苑0 为平台, 通过开展电子制作竞赛、

FLASH 大赛、猎狐大赛、电子科技知识竞赛等活

动, 鼓励学员大胆创新; 二是以学科竞赛为导向,

通过抓 /动员教育、组织队伍、跟踪服务、表彰激

励0 四个环节, 鼓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三是以研

究生学术活动节为牵引, 通过 /多拿学分、多写论

文、多参与课题研究0 等活动, 营造自主创新环

境, 鼓励学员奇思妙想。大队还设立了 /人才培养
奖励基金0, 对在学科竞赛、学术交流、文化活动、

入学入伍教育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

予奖励, 有效调动了全体人员比、学、赶、帮、超

的积极性。先后有 2000余名研究生参与了 400余

项重点科研课题的攻关, 撰写学术论文 3000余篇;

有 12名学员在国际大学生数模竞赛中获一、二等

奖; 200余名学员在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制作竞

赛、数模竞赛、/挑战杯0 赛、/微软杯0 程序设计

大赛、全国青年 /世纪风采0 电视大赛中获奖。

(三) 化解突出矛盾

随着研究生培养规模的扩大, 我院在读研究生人

数已超过本科生, 学历层次提高与军人素养弱化的矛

盾日益显现出来。研究生队干部与学员比例达到 1B
150, 工作中容易出现死角和真空。为了既充分尊重

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的特殊性, 又不降低对研究生军

政素质的培养要求, 实现由 /管住人0 向 /育好人0

转变, 我们注重发挥两大作用。一是发挥导师的作

用。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 我们制定了 5研究生日常

管理教育量化细则6, 从政治教育、行政管理和学风

建设等 17个方面对研究生进行量化考评, 通过 /联
系卡0 将考评结果及时提供给导师, 导师也将学员的

学习、思想和工作表现反馈给学员队, 加强了双向沟

通。二是发挥研究生骨干的作用。通过制定 5发挥学

员骨干作用的措施6, 规范骨干的选拔、培养和使用,

每年通报表彰一批优秀骨干, 较好地发挥了学员骨干

/小教导员0、 /信息员0、 /示范员0 作用, 促进了

/两个经常性0 工作的落实。

  三、加强干部培养, 增强抓工作落实的

有效性

  学员队干部的能力素质直接影响学员队全面建设
和人才培养的质量。我们通过抓好教育管理、搭建成

长平台、营造良好氛围, 加强学员队干部队伍建设。

(一) 抓好教育管理

针对个别干部对基层工作缺乏光荣感, 认为在

基层干作为小、没出路, 存在工作不尽心的问题,

我们着重从增强事业心责任感入手: 一是加强思想

教育。通过学习科学发展观, 开展国家战略利益与

我军历史使命教育, 不断增强干部的政治意识、使

命意识和责任意识, 激励大家把爱党、爱国、爱军

的深厚感情转化为带队育人的实际行动。二是严格

党管干部。制定了 5学员大队干部考评与奖励办
法6, 将个人述职、检查讲评、民主测评等综合考

评结果作为干部评功评奖、晋升职级的重要依据。

三是注重率先垂范。我们叫响了 /一级做给一级
看、一级带着一级干0, 大队领导做学员队干部的

榜样, 研究生队干部做本科生队干部的榜样, 全体

干部做学员的榜样。

(下转第 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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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和学生的不断需求中完善自己。

( 2) 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我们的教学

面向全体学生, 力图使全体学生都得到全面和谐的

发展;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特点,使学生在教学中体

现出学习的主体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着眼于学生的

终身发展, 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为核

心。如何在他们汲取知识的同时培养其创新意识与

科研能力,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课题。课题研

讨式教学法是将研究与讨论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科,

涵盖了教与学、课内与课外各个环节,而每个环节都

有学生的影响和参与, 因此有助于学生主体作用和

学习主动性的发挥, 通过指导学生研究和讨论问题,

强化了包括科研能力在内的多种能力的培养。

2. 具有通用性

随着形势的变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0 的教学

内容会作相应的调整, 但教学方法可以通用。 /课
题研讨式0 教学法较好地解决了两大难题:

) ) ) 教师如何教: 对教师而言, 教学中最为困

惑的不外乎两个方面: 一是教学内容的相对稳定与

不断更新的关系。 /思想政治理论课0 的教学内容
相对比较稳定, 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的讲义上永远

只有那些内容。教师应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

化, 研究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 并及时将自己及

他人的新的研究成果, 充实到讲义中, 不断更新教

学内容, 使课堂教学内容具有新鲜感、时代感, 更

好地吸引学生, 增强教学效果。二是教学内容的思

想性与知识性的关系。 /思想政治理论课0 不是纯
知识课, 它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理论性。教师在授

课时, 将思想性、理论性与知识性有机地结合起

来, 在阐述理论、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同

时, 给学生以新的知识和新的信息, 做到寓思想性

于知识性之中, 方能收到好的教学效果。

) ) ) 学生如何学: 我国自古就有 /授之以鱼不

如授之以渔0 的说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提出了
/学会学习0 的口号和 /终身学习0 的观点。/学会

学习0、/终身学习0 已成为教育要面向未来的重要

标志之一。学习知识、提高能力是学生永恒的追

求, 也是他们最困惑的问题, 他们常常将 /知识0

与 /能力0 割裂开来, 在两者之间左右为难, /课

题研讨式0 教学法则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既学到

了知识又锻炼了能力, 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责任编辑: 阳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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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搭建成长平台

针对干部流动快、成分新、普遍年轻, 存在不

会干、不能干的实际情况, 针对少数干部存在重干

轻学、重脱产学习轻岗位成才、重学历学习轻履行

职责学习的问题, 我们狠抓了干部履职尽责能力的

培养。一是在抓好学习培训中提高能力。坚持每周

半天集中学习, 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学习业务知识,

学会按章办事; 坚持重大教育集体备课, 提高教育

效果; 定期组织干部交流工作经验, 互相学习、共

同提高。二是在完成重大任务中提高能力。结合组

织参加学科竞赛、文艺擂台赛、田径运动会等重大

任务, 给干部压担子、教方法, 既圆满地完成了任

务, 又较好地锻炼了队伍、提高了干部的能力。

如, 参加学校 /铸军魂、谋打赢0 文艺擂台赛, 每

个队承担一个节目的创作、编排和演出任务, 演出

获得圆满成功; 由学员队干部组织精神文明啦啦

队, 连续三次夺得校田径运动会 / 体育道德风尚

奖0。三是在传帮带中提高能力。搞好分类指导,

分别帮助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个层次学员队理清抓

落实的工作思路; 进行重点帮教, 在遇到重难点问

题时, 帮助学员队查找原因、制订对策、解决问

题。目前, 学员队干部普遍能独挡一面, 做到 /站

起来能说, 坐下来能写, 沉下去能干0。

(三) 营造良好氛围

针对部分干部担心 /想进步进步不了0、/想干

干不长0 的思想顾虑和渴望实现自身价值的愿望以

及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我们注重做好三方面

工作: 一是树好标杆, 把好用人导向。大力表彰在

基层建设中甘于奉献、成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

干部。一名干部三次提前晋级并荣立三等功, 一名

干部两次荣立三等功并被评为学校优秀基层干部。

二是以人为本, 解决实际困难。在条件建设、职务

晋升、学历提高等方面尽可能为干部办实事、办好

事, 用关心换取干部对工作的热心。三是团结互

助, 营造和谐环境。公事讲原则、私事讲友谊, 大

队上下形成了较强的集体凝聚力和向心力。学员队

干部普遍能 /安心0 ) ) ) 做到了把学员队工作当事

业干, 把学员成才当作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 有

/爱心0 ) ) ) 能以父母之心、兄长之情对待学员, 使

学员时刻感受到集体的温暖; 更/尽心0 ) ) ) 全身心

扑在学员队工作上, 为学员成长成才搞好服务。我

们在全体学员中进行了学员队干部事业心责任感和

能力素质的民主测评,优良率达到 95%以上。

(责任编辑: 林聪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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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锦晓: / 课题研讨0 式教学法的实践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