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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及实践路径 
洪绍华 1  王志 2  辛振亮 3 

（中国人民解放军 91676 部队教研部政治理论教研室） 

摘要：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强化基层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题中应有之义，按照习主席针对现阶段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发展的一系列指示，本文深入分析十八大以来基层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优势特点，着重剖析当前基层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短板，并相应提出基层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具体实践路径，以期提高基层官兵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思想政治

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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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 30 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全军政治工作

会议，习主席就加强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时代课题，做出了高屋

建瓴的重要论述，深刻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要取得实效，就要奔

着现实问题和活思想去”，必须要不断增强教育的时代性和感召力。

全军按照习主席重要指示，积极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应势而

动、把握先机，主动抢占官兵思想阵地，教育效果日渐凸显。2019

年 11 月 8 日至 10 日，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上强调：

要用信任的眼光、欣赏的眼光、发展的眼光看待基层官兵，探索构

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提高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近年来，

习主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系列重要论述，既有对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具体要求、对思政课教员队伍的素质要求，也有对思想政治教育

的普遍性要求，对抓好基层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

意义。 

当前，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以及中西方意识形

态相互碰撞的国际局势，伴随着我国“和平崛起”的步伐，诸多西

方国家敌对势力不断以文化渗透、意识形态灌输等方式不断侵蚀着

我国青年人的思想，导致我军面临十分复杂的国际环境。当前，“95

后”、“00 后”官兵逐渐成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主力军，对基层部队

青年官兵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势在必行。 

一、十八大以来基层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优势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立足国

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提出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开辟了党的军

事指导理论新境界，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为强军

兴军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实践基础。以习近平强军

思想为理论指导，以改革发展伟大成就为基本动力，以推进强军兴

军、部队转型重塑为实践载体，以英雄人物、“时代楷模”为学习

榜样，基层部队思想政治教育主动与强军步伐同频，同时代发展接

轨，官兵的理想信念更加坚定，使命担当更加果敢从容。 

（一）更加注重绝对忠诚的政治态度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无数历史实践证明，理论基

础越牢固，教育效果越明显，官兵思想阵地也就越坚实。2013 年 3

月 11 日，习主席宣布：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1］几年来，基层部队高

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以习近平强军思

想为根本指导，通过读原著、品原文、知原意、悟原理，不断推进

理论学习学思悟贯通、知信行统一，官兵的政治定力得到有效强固，

政治能力得到淬炼提升，在全面彻底肃清郭徐房张流毒影响上旗帜

鲜明、立场坚定，在大是大非面前经受住了考验。特别是基层营连，

通过动漫解读、网络参与和广播滴灌等媒体渠道的多维灌输，官兵

对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充分认可，对习主席治党、治国、治军、内

政、外交、国防的雄伟战略无比崇敬，对改革强军的美好愿景充满

期许。 

（二）更加突出练兵备战的使命意识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其本身对战斗力形成和发挥有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所有官兵都应该认识到：把战斗力标准贯穿在军队

建设的各个领域，政治工作必不可少，必不可缺。政治工作必须要

强化围绕中心主业、服务大局全局的意识，走出自我循环、自我检

测，按照能打胜仗要求，探索服务保证战斗力建设的作用机理，使

其切实贯穿到军队战斗力建设各个环节、各项工作，使其融入到军

事斗争准备、军队建设发展全过程。十八大以来，从“战斗力标准

大讨论”到“和平积弊大起底大扫除”活动，在官兵思想深处刮起

了一轮轮“头脑风暴”，一层层剥离与打仗打赢相悖的积弊陋习，“二

八现象”“两个不够”和“五个不会”成为发力靶向，战斗力标准

逐渐成为评估建设、评判工作、评价个人和评选先进的根本的、绝

对的标准。习近平指出：“我想的最多就是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

我们这支军队能不能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能不能拉得上去、打胜

仗，各级指挥员能不能带兵打仗、指挥打仗。”实践证明，大讨论、

大辨析是抓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一环，通过开展活动，思想政治

教育与练兵备战实现了有机结合，融入到操场战位，官兵在讨论辨

析中头脑更加清醒、态度更加鲜明、行动更加坚决，一级级拉出了

问题清单，建立了问题台账，挂账销号、追责问责力度空前，官兵

看清了实战差距，増强了能力忧患，积极投身群众性练兵比武热潮，

充分彰显了血性胆气，有效开掘了实战练兵的精神源泉。 

（三）更加注重新兴载体的灵活运用 

不断强化互联网思维和一体化发展理念。十八大以来，“互联

网+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基层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改进创新的“主攻

方向”，互联网资源的有限引入，电子白板的逐渐普及、智能手机

的灵活运用等等，“数据分析”应用于思想调查，社交平合释放了

交流空间，网络思维和数据思维与教育理念有机融合，一定程度上

增进了官兵对教育的认同接受。随着 5G 技术逐步推广运用，必将

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上开辟出一片崭新天地。 

二、当前基层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短板 

客观地看，当前基层部队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诸多滞后于新时

代新要求的问题短板，制度设计不够系统规范、师资力量相对偏弱、

方法手段比较单一落后、主体受众参与热情不高、岗位实践对接不

够紧密，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教育效果，影响基层官兵对思

想政治教育的信任度和依赖感。 

（一）改进创新方式方法不够灵活机动 

随着社会发展、军队变革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却越来越庞大，

而且还陆续增加，针对日益严峻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形势，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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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政策教育任务也越来越重，确实有很多教育内容不得不讲，但也

有部分内容机械性重复且和实际工作联系不大，使组织教育者认为

是“苦差事”，辛辛苦苦收集资料讲了半天没人听；而接受教育的

感到“很无聊”一个教育讲来讲去都是大话套话，和正常工作结合

不紧、实用性不强。现实地看，部分基层部队的干部抱残守缺思想

严重，还死守着课堂讲、分组谈、查笔记、讲体会这些固有套路，

与官兵求新、求活、求变的现实需求形成强烈反差。评估教育效果

仍旧是看授课天数、査笔记字数、数体会篇数、点到课人数，离开

“痕迹主义”就不会评价教育质量。 

结合开展的主题教育和贯彻落实为基层官兵降压减负措施，

“痕迹主义”虽然有所缓解，体会和笔记不再作为教育检查评估的

硬性指标，但基层政工干部普遍缺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抓

手，以至于出现了“土”“新”政策过度的“空档期”，特别是在纪

律要求和安全管理的重压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偏向传统权威和文

件精神，未能及时更新内容体系，没有找准官兵的关注点所在。教

育方式难以真正贴近官兵，未能及时更新方法手段，对于新兴的媒

体技术、社交手段应用不足，未能真正走进官兵。还有就是部队思

想政治教育的组织模式仍旧比较单一，多数情况下还是“一人台上

讲，全连合下听”，互动性和参与性不够，不能实现因地制宜、因

人施教，兵的主体地位还得不到充分彰显。 

（二）情理交融双向沟通不够主动深入 

交流的最高境界是思想的交流、情感的认同。我们的军队能够

始终不渝的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

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是一对矛盾体、更是共同

体，要求我们在组织教育时，理性妥善处理二者的定位，尤其不能

高高在上，一味地我讲你听。空洞的念经说教和机械的照本宣科，

只能使教育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换来冷冷清清的课

堂，昏昏沉沉的听众。当前，基层部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最大的“瓶

颈”就在于对官兵“用情不真”。有的把搞教育当负担，拿着讲稿

一念了之；有的站在官兵对立面，出了问题一批了之；有的抱着手

机不撤手，与士兵和和气气一笑了之，错失了官兵情感、丧失了自

身威信、丢失了教育阵地，没架起“连心桥”，反而拉起了“隔离

带”，施教者与受教者形成了心理隔膜，产生了情感代沟，特别是

有些干部，精力不在岗位、心思不在战场、工作不在状态，严重侵

蚀了干部在士兵中应有的威信。 

（三）释疑解惑反馈效果不够有针对性 

思想政治教育任何时侯都不能游离实际、脱离工作、远离官兵，

如果手里没有情况、心里没有底数，总搞概率瞄准、隔山打牛，就

跟不上趟、解不了渴。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式，

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只有紧贴不同层次官兵的思想特点和

工作训练、生活实际，用官兵喜爱的语调和身边的感人事例表达心

声才能增强说服力和渗透力。 

当前的基层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还不能触及官兵

的思想深处，单调枯燥的说教严重，过于重视形式而忽视了正确思

想的真正传递。同时，对受教官兵没有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在没

有掌握官兵思想动态和部队整体思想动态的情况下，就开展思想政

治教育，缺乏针对性和倾向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未能满足官兵

的利益诉求，对于一些突出问题没有实质性解决，从而引起官兵对

思想政治教育的排斥和抗拒心理。基层政治干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往往是“大呼隆”“一锅煮”，缺乏对偶然现象的具体研究，用普遍

现象概而统之地搞教育、做疏导，导致针对性实效性不强。 

三、新时代下基层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下，赋予基层部队各职各类人员新的职能定位，特别是

对一线政治教员身份要求更高，能力考核也更严。在这样一个大前

提下，抓好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必须要探索、拓宽能够与其岗位职

能高度契合的实践路径，让教育教学更加符合时代发展需要，更能

贴近使命任务实际。 

（一） 抓好优良传统与社会新兴元素的有机融合 

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动力和活力也在于创新。要

积极推动长期以来积淀形成的优良传统与当前“自媒体”“融媒体”

等网络元素融合对接，赋予教育新的生机活力。在教育理念上，要

不断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向灌输趋于双向互动，克服经验主义的

盲从；在方式方法上，要力求生动活波，让官兵喜闻乐见，克服形

式主义的僵化；在资源配置上，既要挖掘军营内部教育资源，也要

向社会和家庭借力，引入“共享”理念，盘活用好外部教育资源。 

（二）抓好教育者自身的言传与身教的结合 

卢梭在《爱弥儿》中告诉我们：“教育需要爱”。教育者与受教

者的联系媒介就在真理、真情、真实的“真”字上，抓好基层部队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在于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实动人。要

取得实效，就要奔着现实问题和活思想去，实现以理服人。教育走

心入脑，实现以情感人。教育者要首先受教育，一线政治干部应不

断增强表率意识，让台上和台下表现一致起来，把言传与身教有机

结合起来，切实做到心口如知行合一、言行统一，强化示范引领，

实现以实动人。要定期组织政治干部、政治教员到院校培训，到营

连队代职，着力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和实际授课能力。 

（三）抓好理论教育与实践应用的相互促进 

无论是习主席亲自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令还是在中央军委军

事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四个立起来”，以及在军委基层建设会议上

提出的“四个坚持扭住”、“三个过硬”要求，都树立了大抓练兵备

战的鲜明导向。拿破仑说：“战争的胜负，四分之三于精神因素，

只有四分之一于实际力量的对比”服务打仗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

职能，要把教育的实践落点放在统一思想、鼓舞士气砥砺血性、化

解矛盾，促进战斗力提升上。要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教育和

生死观、苦乐观教育，广泛开展学战史、战例、战将、战斗英雄活

动，不断増强广大官兵实战练兵的使命感和本领升级的危机感。要

把战斗精神培育贯穿实战化训练全过程，锤炼官兵顽强的意志品质

和过硬的战斗作风。要注重发挥先进军事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

突出作用，综合运用知识竞赛、故事讲述、读书演讲、嘉宾访谈、

仪式典礼、实地参观、红歌教唱、影视欣赏、文艺演出等形式深化

教育内容，在潜移默化间感染官兵，有效制造、浓厚战斗氛围，砥

砺血性胆气、催动蓬勃朝气、鼓舞军心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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