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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视域下的武警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对象分析 

游嘉 
（武警警官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13） 

 

摘要：学员是学习的主体，是课堂教学的实施对象。了解和懂得学员的特征和需求是高效开展课堂教学的前提。大学语文在

课程思政上有着天然的优势，在育人过程中发挥着精神引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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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学员既是军人又是在校大学生，双重身份的定位让

军校学员的特征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他们是新时代的军

人，也是处于成长期的青年人，既要肩负军人的神圣职责，

也要通过刻苦的学习和训练让自己成长成才。 

一、武警部队大学语文教学对象的特征 

（一）军人身份特质 

军人的职责重于泰山，军人的使命神圣而光荣。武警部

队担负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神

圣使命。在城市的繁华背后，在涛涛的洪流之中，无论是烈

日炎炎还是风霜雨雪，总有一群人默默的守护着一方安宁。

他们用汗水、热血和青春铸就最坚强的堡垒，用牺牲和奉献

的精神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于百姓而言，橄榄绿代表着

依靠和希望。为完成使命任务，学员们必须拥有铁一般的信

仰，铁一般的信念，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担当。他们要

抛弃个人的欢愉和团聚，守护万家灯火，必要时甚至要付出

宝贵的生命。这就要求青年学员要锻造坚定不移的崇高理

想、敢打敢拼的勇气、坚韧不拔的毅力、勇于自我奉献和牺

牲的精神，将个人价值融入到国家使命之中。当同龄人在追

求繁华绮梦时，他们必须要坚定意志、甘于寂寞、勇于付出，

将精神专注于课堂，将热血和汗水挥洒在训练场。 

（二）学习特点 

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在学习上既有较大的个体

差异，也具有很多共性。 

1.对大学语文课程认知不清，学习动力不足 

语文课程自小学阶段开设，学员们大多经过了 12 年的

学习，打下了的一定的基础，也熟悉了语文课程的基本特色，

但是对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和学科性质了解不透彻。从之前

学习或训练中的努力付出，到如今终于进入大学阶段学习，

在实现一个目标之后难免出现懈怠心理。再加上高标准、严

要求的军事科目，难度系数较大的数学、物理、英语等课程，

日日接触的母语学科便成了难得的放松时间。综合以上因

素，学员对大学语文的学习既不够重视，也没有足够的精力

消耗在这门课程上，学习动力不足，难以改变被动接受的状

态。 

2.学习方法不得要领，自觉性差 

 与学习动力相伴而生的就是自觉性差。对大学语文学

习的概念模糊，不知道怎么学，哪些内容是需要掌握的，哪

些内容是需要内化于心的。总体学习兴趣一般，课堂表现一

般、多数是随意性的学习方式。因此也不会去探究语文学科

的特点、学习方法和规律。多数学员是以考试为目的，及格

为底线，常常是上课不听讲，考前临阵磨枪。这样就致使语

文学习的目标难以达到，更不可能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

问题的能力，只能使学生掌握一般的理论知识，语文课程的

精神指引作用难以发挥。     

（三）思想状态 

军队的一个特点就是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军人作为

社会关系中的人，和一般人的人生价值一样，是个人对社会

的奉献同社会对个人的尊重与满足的统一。 

1.崇高理想和现实行为的矛盾 

大多数学员能清醒认知并且认同军事职业“不是军人谋

生的职业，而是要求军人献身的事业。”他们大多数能意识

到军人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赢得战争的胜利，应该

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年轻的他们带着父母的期望、美

好的憧憬来到军校学习，然而军校艰苦的训练、高要求的学

习标准等等都令他们始料不及。对于军校学习具体状态、今

后工作任务的认知不足，对困难的心理准备不充分等都让学

员陷入思想斗争中，致使一部分学员表现出与崇高理想相悖

的行为。 

2.个体思想与集体要求之间的矛盾 

部队讲的是纪律，军人的天职是服从，一切以集体利益、

国家利益为重。部队学员在日常生活和学习训练中都要服从

统一的严格管理。学员多为 90 后、00 后且多数为独生子女，

是家人捧在手心的宝贝，他们生长在和平自由、国家经济稳

步提升和腾飞时期，青少年成长阶段又多是同龄人中的佼佼

者，在鲜花与掌声中一路走来，较少受到约束，追求个性自

由和独立。他们思想活跃，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自我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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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较差。当其他高中同学在全面的拓展社会生活、感受世

界的多姿多彩时，他们却要面对严格的管束和高强度的训

练，这难免引起心理落差，从而出现思想上的漏洞，导致行

为上与军校管理和要求上的冲突。 

二、大学语文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品德教育和价值引领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军校学员，若没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为人民服务的忠

诚就不能成为人民的卫士。大学语文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具

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人文色彩，能在润物无声中，潜移默化

的提升学员素质。 

（一）大学语文课程思政是思政课程的有益补充 

我党我军向来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思政工作是我党我军

的法宝，是我们取得重大胜利的保障。人文类课程在思政德

育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大学语文课程内容的选取体现了人

文性、思想性等，为学员提供了依据的范本，通过学习能够

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培养学员形成积极向上的军旅生活情

趣，是思政课程的有益补充。 

（二）将精神力量转化为战斗力量 

恩格斯在《毕若元帅论战斗中的精神因素》一文指出:

“战斗有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我认为前者最为重要。”我

军靠着顽强的战斗精神在军事装备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打赢

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即便在信息化战斗

的今天，精神因素也是十分重要的要素之一。面对艰苦的训

练和琐碎的工作，更要有一颗坚韧顽强、不屈不挠的意志去

抵挡岁月的磨砺。大学语文选文中孔子、屈原、杜甫、辛弃

疾等本身就是表达崇高思想的范例，让学员在课堂上充分领

略中华文化的思想美、人文美、语言美，传授语文知识，训

练语文能力，进行思想熏陶，培养审美情趣，塑造健全人格，

传承人类文明、提升人文综合素养，既满足学员目前的就业

需要，又能促进学员的长远发展。 

语文的学习要在日常点滴中注重人文素养的积淀，进一

步化为学员对待生活的态度、对人生的思考，用五千年的文

明积淀为部队培养有道德、有社会责任心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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