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教案 当前部队基层思
想政治教育现状与思考(大全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
适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
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教案篇一

当前，深化基层思想政治教育改革，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工
作质量和效果，已是摆在我们所有政治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迫
切任务，需要大家长期深入地研究和探讨。为加强和提
高**部队基层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我们专门对部队基层的
思想政治工作现状进行了较深入地调查，本文就针对基层思
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应采取的对策，作一尝试性
的探讨。

一、***部队基层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虽然各级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有了
很大提高，基本能做到了教育时间、内容、人员的“三落
实”，较好地完成了上级布置的教育任务。尤其对上级部署
的重大专题教育，都能做到党委集体研究教育，成立领导小
组，制定详实方案，进行思想动员，认真备课授课，许多大
队领导能亲自授课，形成了层层重视政治教育、人人关心政
治教育的良好氛围。但是，从平时督察、检查和年终考核情
况来看，还存在如下问题：

（一）虽然各级思想上比较重视，但政治教育中的不少环节
在实际操作时还不够到位，政治工作的强大生命力还没有得
到充分体现。主要表现在：一是抓教育的持久性不够，存
在“三重三轻”现象。即重视年初教育计划和专题教育计划



的制定，忽视教育计划的落实；重视支队督察和年终考核前
的查漏补缺，忽视平时教育内容的落实；重视专题教育，忽
视基础性教育。二是抓教育的检查不够，存在“五多一少”
的问题。即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支队政治处往往是发文
件多、提要求多、总结多、评比多、检查多，而深入基层具
体指导少，没有扑下身子蹲在基层搞教育，而是在督察时当当
“评委”、在年终考核时做做“裁判”。三是政治教育不能
按计划正常进行，被占、挤、压情况时有发生。少数同志存
在思想政治教育是“软指标”的错误思想，以致什么工作都
可以向政治教育要时间，每周一天的政治教育时间不能保证，
往往是空时天天搞教育，训练忙时没教育，没有从根本上保
证教育时间，被占、挤、压情况时有发生。

（二）虽然政治教育的内容基本得到落实，但形式主义“走
过场”现象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内容上“照本宣
科”。少数基层政工干部，对上级布置的教育没有结合本单
位实际认真备课，只求“搞过了”，不求搞好了，只是“照
葫芦画瓢”地把教材在课堂上念了一遍、提纲在黑板上抄一
遍就算了事。二是在时间上“偷工减料”。规定二天的内容，
只按排一天的计划；要求必学的科目，却利用十几分钟就学
完。表面上看，每项教育都有着落有回声，但时间往往
被“截流”，程序被“减化”，内容被“折扣”。三是在学
习质量上不高，教育效果欠佳。由于授课方式简单陈旧，内
容压缩简化，不结合官兵思想实际，以致少数大队尽管教育
声势造的不小，简报出了不少，但没有很好地解决思想问题，
教育效果不明显。

（三）虽然教育的条件得到较大改善，但教育方法没有新的
突破，“三老”现象普遍。近几年，基层消防部队基本上都
配备了电脑、电视机、影碟机、放像机、音响等设备，教育
条件有了很大的发展。然而教育手段先进了，教育方法却没
有多大变化，“三老”现象仍然普遍：一是“老观念”。许
多基层政治干部，上政治教育课抱着“老观念”，用的“土
办法”，依然还是台上读一读，黑板上抄一抄，应付了事，



工作怕麻烦，不肯动脑筋，不喜欢用现有的设备。二是“老
套路”。大多数大队的政治教育仍还是一上课、二讨论、三
总结的“三步曲”。少数大队甚至连这“三步曲”都不走好，
上完课后，讨论变成“自流”，小结基本省略。三是“老经
验”。政治教育总结过走场，不真正总结，离不开原原本本，
找不问题，理不出经验，以致在工作没有新的突破，没有提
高。

（四）虽然教育分层次，但“一锅煮”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近几年，虽然开展的“三讲”、“三项教育”及其“回头
看”、“学习黄东华”、“两个教育”等重大专题教育，都
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有侧重的分层次教育，取得了较
好效果，但从大量的经常性教育来看，部队教育中官兵不分、
层次不清的状况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一锅煮”的问题没有
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主要表现在：一是内容上官兵一个样。
如尊干爱兵教育，本来应该在干部中开展爱兵教育，在战士
中开展尊干教育，但少数政工干部为图省事，干部战士同课
堂，一个教案大家听，没有从层次上分开，许多该讲的话不
能讲，不该让战士知道的事情却让战士知道了，教育效果非
但不理想，甚至造成负影响；如党风党纪学习，本来应该在
党员干部中进行，有的大队却让战士也去学，有些问题本来
应在支队机关研究探讨，却要求基层官兵学习理解。二是形
式上官兵一个样。在教育形式上往往只注重战士的特点，而
忽视干部的层次。不是按照干部学习的标准组织战士学习教
育，造成要求过高、战士理解不了，就是用验收战士的尺度
去衡量干部教育的效果，造成干部教育质量不高。不少大队
什么教育都一样，干部不但和战士一起听课，还一起讨论，
以致讨论时战士不敢讲真话，提意见，根本不能敞开心扉。

（五）虽然政治教育的方法有所改进，但授课的知识含量不
高。近几年，应该支队积极探索改进部队教育方法，总结了
一定的经验，各大队在实践中也做过一些尝试，教育的形式
有了明显的进步，得到进一步搞活，但政治教育的知识含量
不高，还没有根本上解决官兵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的



疑难问题，增强官兵的学习积极性。授课时“照本宣科满堂
灌”，形式主义走过场，语言干巴枯燥空说教，尤其结合形
势不够，缺少市场经济和高科技知识，售的是“陈年老调”，
官兵们听起来没劲、没趣、没味。

二、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

一是重视不够，认识不足，“教育软指标”的错误观念仍然
存在。虽然上级部署教育任务时反复强调要高度重视，加强
领导，但下面在实际操作中，没有真正落实，积极性不够，
等、靠思想比较严重。不少干部战士，尤其是少数大队领导
总觉得灭火值勤、防火专项检查等时间紧、任务重，不能马
虎，而政治教育是个“软指标”，不象其它任务那样急，不
重视不会出问题，搞好了也不能一时见成绩，即使没搞好，
补补笔记本也能应付过去，所以教育的时间往往被挤占、内
容被压缩、人员被抽调，影响了教育的落实和效果。

二是教材不系统，教育的规范性较差。基层政治教育缺少一
套比较规范的教材，也是造成基层教育质量难以提高的一个
重要原因。近几年，公安部消防局编发了一批以人生观、价
值观为主要内容的教材，总队政治部根据教育的实际也编印
了一批关于政治工作的文件材料，还发了录象带、影响资料，
但从当前现状来看，还不能满足部队的需要，官兵学不到比
较完整的知识，政工干部备课找不到素材。

三是政工干部结构年轻，政治理论水平普遍不高。现在基层
部分的政工干部，一般是部队指挥学校毕业的生长类干部，
都是直接从战士考上的，虽然通过两年的学习使他们掌握了
一些理论知识，有了文凭，但指挥学校没有开设专门的政治
专业，没有对学员进行政治理论知识与政治工作技能的专门
培养，政治理论水平普遍不高。而且，政工干部队伍比较年
轻，全支队的18名基层政工干部，8名教导员，只有2名是政
工干部出身，其余不是战训干部就是防火干部，自身政治理
论知识缺乏。9名指导员和政工排长，只有3名从事政治工作



满2年，其余的不是指挥学校刚毕业，就是刚从战训、防火岗
位转过来的，所以政治工作经验缺乏，政治理论水平不高，
不少同志都对讲政治课感到比较吃力，常常出现无边无际地
胡扯，讲的'道理经不起推敲，没有说服力，对教育质量影响
很大。

三、加强基层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一是加强调查研究，掌握基层官兵思想脉搏，增强教育针对
性。

当前，部队官兵思想比较活跃，经常会遇到了许多新情况、
新问题，产生了一些有倾向性的思想问题。如：为什么越改
革下岗工人越多？、为什么复退和转业军人就业那么难？、
为什么当前社会总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腐败不止的问题？
等等。这些问题的形成，充分说明消防官兵知识在增长，关
心国家和社会，善于观察、善于思想，亟需我们的政治工作
者帮助他们进行辩正的分析和思考。只要我们深入调查研究，
充分了解和掌握部队的思想脉搏，有的放矢地实施教育，真
正做到对症下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就能提高官兵的学习
积极性，增强教育的针对性，提高教育的效果，切实解决官
兵存在的思想实际问题。

二是加强教育主动性，有针对地解决思想问题，增强教育的
经常性。

消防部队和其它部队相比，其中突出的特点是：消防部队人
少分散。在实施教育中，集中上大课必须要坚持，这是灌输
大道理，统一官兵思想，集中解决创造性问题的重要形式，
但从消防部队基层中队的实际看，还是要靠经常性的思想教
育。经常性思想教育的形式可以是多方面的，它可包括“一
事一议”，开展民主讨论。“面对面”，集体解答疑难问题。
“心交心”，互帮互助谈体会。“讲格言”，互相勉励鼓斗
志等多种形式。因此要提高消防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把上级统一部署的集中教育和深入
细致的、一点一滴的经常性的思想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使两
者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事实说明，由于集中教
育的时间有限，每次教育不可能解决干部战士所有的思想认
识问题。就是在教育中基本解决了问题，也可能因为环境条
件、形势的变化而出现反复。特别是由于各中队驻地的情况
不同、干部战士家庭状况不同、性格爱好不同、文化层次不
同、思想基础不同等每个人都可能碰到一些特殊的困难和矛
盾，产生某些特殊的思想认识问题。这些都要求我们下功夫
做好一点一滴的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政治机关在抓好
集中教育的同时，要经常深入基层，为基层干部做好经常性
的思想工作当好参谋，出好主意解决疑难问题，对个别有特
殊思想情况的战士，还要亲自谈心帮助做好工作。

三是加强干部培训，提高政工干部政治理论水平，增强政工
干部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支队要每年组织政工干部进行培训
和利用检查工作和蹲点指导的机会，进行面对面的指导，以
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政治工作能力。同时，政工干部
一定要养成爱学习的良好习惯，肯钻研，勤探索，不断改进
工作方式方法，不断提高政治工作水平。要怀着对每个战士
负责任的态度，与战士实行“五同”，及时掌握战士的困难
疾苦和思想状况，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主动沟通官兵
感情，化解战士之间的矛盾、解答战士疑难问题。另外，政
工干部不能调动过于频繁，要保证一支相对稳定的政工干部
队伍。

四是加强干部自律，以干部教育为重点，增强教育的示范性。

身教重于严教。应该说，当前消防部队党员干部总体的模范
作用是好的，但也确有少数人受腐朽思想和社会不正之风的
影响，不同程度地存在思想不纯、作风不正、模范作用不好
等问题。所以提高消防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和效果，一
定要把党员和干部作为重点，下大力抓好干部的学习教育，
使他们带头站到拒腐防变的前列，站到抵制不正之风的前列，



站到正确处理深化改革中利益关系调整的前列，站到部队教
育训练和完成其它各项任务的前列。要真正从自身做起，从
现在做起，从具体事情做起，严格要求带头反腐倡廉，纠正
不正之风。只要我们的党员和各级干部按照“三个代表”为
己任，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真正为广大官兵做出了榜样，那
么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坚强、有力。

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教案篇二

作者/李伟

摘要：完善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是民办高校教
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深刻分析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现状，思考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学的意义，对于提
升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水平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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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教案篇三

兴趣是指一个人力求认识、掌握某种事物，并经常参与该种
活动的心理倾向。学习兴趣就是学生在心理上对学习活动产



生爱好、追求和向往的倾向，是推动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的
直接动力。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真正有价
值的东西，并非仅仅从责任感产生，而是从对客观事物的爱
与热忱产生。”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也说过：“知之者不如
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只有“好之”、“乐之”方
能有高涨的学习热情和强烈的求知欲望，方能以学为乐，欲
罢不能。学生只有对思想政治课有浓厚的兴趣，才能积极主
动和富有创造性地去完成学习任务。前苏联教育学家斯卡特
金认为：教育效果取决于学生的学习兴趣。可见，学生的学
习兴趣关系直接关系到教学效果的好坏。

我在学校时期的性格来说，其中对我后来发生重大影响的，
就是我有强烈而多样的兴趣，沉溺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深
入了解任何复杂的问题和事物。”因此，改变当前中学生对
思想政治课厌学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下面就讲述一个发生在哲学课堂上的故事。

这件事发生在月考之后的一节政治课上，我既是高二14班的
政治老师又是班主任，在月考之后很多同学都在谈缺点、找
不足，对自己的学习方法不满意，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还
有的同学抱怨哲学课的枯燥和乏味，正好今天的政治课是规
律的客观性，我就给同学们讲了一个邯郸学步的故事：

战国时期，赵国的都城邯郸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

有一天，一个燕国的青年到邯郸来办事。他身背一个小小的
铺盖卷，风尘仆仆地在大街上走着。走着走着忽然站住了，
他发现邯郸人走路和燕国人走路不一样。

邯郸人走路，有的悠闲、潇洒，有的矫健、飘逸。迈步、抬
手都显得那么好看，姿势也很美。看了一会儿，他也学着走。
可是，刚走两步就觉得那么别扭，腿也有点迈不开了。他下
定决心：不管花多少时间，一定要学会邯郸人走路的样子！



第二天，他草草梳洗之后，就急急忙忙来到街上，仔细打量
过往行人，还跟在人家后头，人家抬腿他抬腿，人家甩手他
也甩手，可是，他总是跟不上。因为，他一看人家抬腿，就
学着人家悠闲的样子把腿一抬，可是他的腿还没有抬到适当
的高度，人家已经迈出另一条腿了，他就赶紧快迈另一条腿。
结果弄成一条腿慢慢抬，一条腿又急急地往上跟，这样一来
可热闹了，没有走两三步就摔了一个嘴啃泥。

他一天天地学，一天比一天摔得更狼狈。

斗转星移。学了多少天，他自己也弄不清。不过，他倒是出
了名，邯郸人说：“有一个燕国的疯子，天天跟在人后边，
走路怪模怪样的„„。”这以后，人们只要一看见他就都远远
地躲开了。

他实在呆不下去，盘缠钱已花光，该办的事却没办成，只好
打点行装返回燕国。

回家的路上，他还想照着邯郸人走路的架势走，但是一脚高，
一脚低，一脚慢，磕磕绊绊，走了不到十里地不知摔了多少
跤。他无可奈何地叹口气说：“算了，照原来的走法回去再
说吧！”可是，刚想按自己原业走路的样子走，就又是一跟
头！怎么回事？坏了他已经忘记自己原来是怎样走的了！他
只好连滚带爬地回到家。

这则寓言故事辛辣地讽刺了那个燕国青年不从实际出发，生
搬硬套，教条主义的错误。走路的姿势，不同的国家，不同
的地区，男人和女人是各不相同的，即使是同胞兄弟走路也
不尽然一样，这是长期以来自然形成的姿势，不是照搬照抄
便可以学到的。燕国青年不了解，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的特
殊的规律性，更不应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现实。



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教案篇四

新的历史时期，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意
义。如何深化**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进一步提高思想政
治工作的质量和效果，这是当前**部队政治工作中一个迫切
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我们在下基层检查指
导工作时作了调研。

我省**部队基层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对政治教育普遍比较重视，但在实际操作中摆不到应有的位
置。近年来，随着消防部队政治工作的不断加强，大家对政
治教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有了较大的提高。特别是帮助官兵
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上，各级领导的思想更
为统一。基层政工干部登台授课，形成了领导重视政治教育
的宏大声势。但真正做起来却显得不到位，没有充分体现政
治工作的强大生命力。一是党抓教育的持久不够，年初布置
任务时比较重视，教育展开后又容易放任自流；上级检查时
就抓一抓，上级不检查就放松；对大的专题教育比较关注，
而对基础性教育却常常忽视。二是政治机关对教育检查的不
经常。据对基层中队调查，大家反映机关在抓思想政治教育
时基本处于“五多一少”，即发文件多、提要求多、总结多、
评比多、检查多，而深入基层具体指导少。没有真正把基层
当作工作重点，有的支队党委成员很少给基层官兵讲课，有
的领导一年都不见，甚至政工干部也很少去，没有扑下身子
蹲在基层搞教育。只是到了年终去当“总裁判”。三是政治
教育不能按计划正常进行，被占、挤、压情况时有发生。不
少同志都谈到，什么工作都可以向政治教育要时间，教育时
间从根本上没有保证。有的单位还存在交差应付现象，存
在“三不搞”现象，即不发生问题不搞、上级不检查不搞、
不重要的教育不搞。我们在平时工作检查中也发现，基层政
治教育工作没有真正落到实处，致使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薄弱，
工作不扎实。教育内容基本落实，但走过场的现象普遍存在。



我们先后查看了部分基层中队教育笔记本，发现上级部署的
学习内容都有。但从战士交谈看，教育中不深入、不扎实、
走过场的现象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
内容上“照本宣科”。有的基层政工干部，对上级布置的教
育不是结合本单位实际认真备课，而是“照葫芦画瓢”，把
上级下发的讲课提纲原原本本地念了一遍了事，只求“搞过
了”，不求搞好了。二是在时间上“偷工减料”。规定二天
的内容，只按排一天的计划；要求必学的科目，却利用十几
分钟就学完。表面上看，每项教育都有着落有回声，但时间
往往被“截流”，程序被“减化”。因而学习内容就大
打“折扣”。三是学习质量不高、效果欠隹。一些单位尽管
教育声势造的不小，但给战士脑子里留下的却很少，我们在
下基层同战士交谈中也体会到，战士思想空虚、工作单调已
成了共性的问题。

教育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教育方法没有新的突破。目前，
我省**部队基层教育条件有了很大的发展，基本上都配备了
电视机、影碟机、放像机、音响等一些设备。个别单位还配
备了更先进的教育设备。然而教育手段先进了，教育方法却
没有多大变化。“三老”的状况仍比较突出：一是“老观
念”。虽然这几年条件优越了，购置了各种教育设备，但是
很少在教育上发挥作用。基层一些同志说，这些设备使用起
来比较麻烦，不如用老办法省事、简单。还不适应新的形势，
没有从根本上转变观念。二是“老套路”。绝大多数单位的
政治教育仍延续一上课、二讨论、三总结的“三步曲”。一
部分单位连这“三步曲”都走不好，政工干部上完课后，讨
论变成了自流，小结基本省略。三是“老经验”。政治教育
总结，还是离不开原原本本，按要求去搞。在工作进程中没
有新的突破。

教育层次不清，但“一锅煮”的问题仍较突出。近几年，我
们在部队当中搞的教育不少，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官兵理
论学习制度坚持得也比较好。但从部队大量的经常性教育来
看，部队教育中官兵不分、层次不清的状况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一锅煮”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主要表现在：一
是内容上下一般粗，如搞教育好多都是干部战士标准一个样，
没有从层次上分开。有的内容本来应该在干部中进行，有的
支队却让战士也去学，有些问题本来应在领导机关研究探讨，
却也要求基层官兵学习理解。二是方法上下一个样、标准一
样高。不少单位的干部随战士一起上课，一样讨论。在教育
方法上往往只注重战士的特点，而忽视干部层次。要么按照
干部学习的标准组织战士学习教育，造成要求过高、战士理
解不了；要么用验收战士的尺度去衡量干部教育的效果，造
成干部教育质量不高。

政治教育的方法有所改进，但在教育中的知识含量不高。这
些年，总队也积极探索改进部队教育方法，总结了一定的经
验。各基层部队也在实践中做过一些尝试，力求把教育搞活。
应该说，在教育的形式上较过去比较，确实有了明显的进步。
但现在的消防官兵，他们期望值很高，希望在部队的大熔炉
里回答他们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他们希
望改变被动的位置，在乐于学习中获得理论教益和知识的启
迪。总的来说，他们迫切需要提高政治教育中的含金量。但
在现实当中这个问题相当严重。基本上是“照本宣科满堂灌、
形式主义走过场、知识含量不太高、干巴枯燥空说教”。尤
其是缺少市场经济常识、高科技知识、国家政策法规以及立
身做人的基本素质。战士们听起来没有劲、没趣、没味。一
个专题教育结束，除了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几个基本观点，其
它知识性的东西掌握不多。

基层政治教育质量不高的问题症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重视不够，认识不足，仍然持有“教育是软指标”的观
念。我们在下发文件时反复强调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但
在实际操作中，没有真正落实。各支队政工干部没有充分发
挥职能部门应有的作用，而等、靠思想比较严重。工作开展
起来积极性不够。当我们同基层官兵座谈时，将此归结于各
项工作任务太重，有的同志谈到，政治教育不象其它任务那



样急，总觉得灭火值勤、政府布置的临时性任务重要，不能
马虎，要认真对待。这样挤来挤去就占用政治教育的时间。
还有一部分同志讲政治教育是一个慢功夫，一时难以见效，
平时多搞一天少搞一天看不出来。持有“教育是软指标”思
想的同志虽然不是多数，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特别是领导
干部持有这些认识时，就往往成为影响教育落实的主导因素。

完整的知识，政工干部常常为备课难而苦恼。

三是政工干部来源匮乏，教员队伍素质普遍不高。这几年，
从地方院校招收了不少大学生，但总体来看，进防火部门的
多，进政工部门的少。现在基层政工干部的来源，主要靠每
年的指挥学校毕业学员，但这些同志一开始都是从战士直接
考上的，虽然通过两年的学习使他们掌握了一些理论知识，
有了文凭，但这些同志缺乏基层的学习锻炼。尤其是对政治
教育方面的知识与技能缺乏专门的培养，对讲政治课感到比
较吃力。还听说有的中队指导员把政治教育时间主动让给队
长去训练。有的尽管讲了课，但效果不佳。常常出现无边无
际地胡扯，讲的道理经不起推敲，没有说服力，对教育质量
影响很大。

通过调研我们感到，改变政治教育质量不高状况的任务是坚
巨的，其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教育改革。当前，我们要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15号、17号文件精神和军委的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进一步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破除旧思想，着力研究探讨新
情况、解决新问题，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的主动性、
创造性，努力在改进和创新上作出大胆的尝试。

下面就如何搞好基层思想政治教育并结合我省工作实际，谈
一谈个人工作思路。

一、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对基层官兵中重要的思想问题的调
查研究，努力增强针对性。



邓小平同志指出：“解决部队的思想问题，也要实事求是。
要针对每个单位、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去做思想工作”，“教
育一定要联系实际。对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流行的影响社会
风气的重要思想问题，要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由适当的人进
行周到细致、有充分说服力的教育”。无数事实证明，在新
的历史时期，我省消防官兵思想十分活跃，遇到了许多新情
况、新问题，产生了一些重要思想。比如：为什么越改革下
岗工人越多？、为什么复退和转业军人就业那么难？、为什
么当前社会总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腐败不止的问题？等
等。消防官兵思想的形成，一方面反映了当代青年思想趋于
成熟，另一方面充分地说明了消防官兵知识在增长，从而也
说明了青年官兵缺乏辩正的分析思考。要提高政治教育的质
量和效果，一定要像邓小平所讲的那样，充分了解和掌握部
队的思想脉搏，有的放矢地实施教育，真正做到对症下药，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当前，一些单位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官兵
的思想联系不紧，有的在进行教育时不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仅凭以往掌握的部队思想状况订计划，提要求，教育如
同“隔山打炮”，无的放矢；有的满足于对思想状况的大体
了解，教育只能概略瞄准、有的教育与部队脱节，有的只重
视搞集中教育，忽视因人而异做好教育工作等等。教育缺乏
针对性必然影响教育的效果。现实社会中，事物是在不断发
展变化的，昨天的情况不能反映今天的现实，个别的实例不
能反映普遍的情况，点上的经验不一定能解决面上的问题，
对多数人的要求未必适应个别人的思想。因此，思想政治教
育一定要紧密联系具体的实际，对干部战士中的思想问题一
定要经过广泛的而不是个别的、深入的而不是浅肤的调查研
究，针对每个单位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去做周到细致、有说
服力的教育工作。这是提高消防部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和效
果的环节。

二、思想政治教育要把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紧密结合起来，
努力增强经常性。

**部队和其它部队相比，其中突出的特点是：部队人少分散。



在实施教育中，集中上大课必须要坚持，这是灌输大道理，
统一官兵思想，集中解决创造性问题的重要形式，但从消防
部队基层中队的实际看，还是要靠经常性的思想教育。经常
性思想教育的形式可以是多方面的，它可包括“一事一议”，
开展民主讨论。“面对面”，集体解答疑难问题。“心交
心”互帮互助谈体会。“讲格言”，互相勉励鼓斗志等多种
形式。因此要提高消防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很重要的
一条，就是必须把上级统一部署的集中教育和深入细致的、
一点一滴的经常性的思想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使两者互相补
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事实说明，由于集中教育的时间
有限，每次教育不可能解决干部战士所有的思想认识问题。
就是在教育中基本解决了问题，也可能因为环境条件、形势
的变化而出现反复。特别是由于各中队驻地的情况不同、干
部战士家庭状况不同、性格爱好不同、文化层次不同、思想
基础不同等每个人都可能碰到一些特殊的困难和矛盾，产生
某些特殊的思想认识问题。这些都要求我们下功夫做好一点
一滴的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到像邓小平所要求的那
样，做工作不满足于热热闹闹，而是“极端细致”、“精雕
细刻”。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在抓好集中教育的同时，要经
常深入基层，为基层干部做好经常性的思想工作当好参谋，
出好主意解决疑难问题，对个别有特殊思想情况的战士，还
要亲自谈心帮助做好工作。作为基层干部一定要增强事业心、
责任感，怀着对每个战士负责任的态度，与战士实行“五
同”，对战士的困难疾苦和思想状况、行为举止了如指掌，
及时、细致、耐心地做好工作。同时，要建立和健全基层思
想骨干队伍加强对业务骨干的培训，使他们在了解部队思想
状况、沟通官兵感情、化解战士之间的矛盾、解答战士疑难
问题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三、思想政治教育要把干部作为教育重点，努力增强示范性。

身教重于严教，是我党我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条重要原
则。思想政治教育要做到有针对性、细致深入和官兵易接受，
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凡是需要动员战士做的，每个党员干部，



特别是在一定领导岗位上的干部，必须首先从自己做起。在
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党员和领导干部要身
体力行，他指出：“党和政府愈实行各项经常改革和对外开
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
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在新的历史时期，
我省**部队广大干部和党员模范总体作用是好的。但是，在
新形势下，也确有部分党员和领导干部受腐朽思想和社会不
正之风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存在思想不纯、作风不正、模范
作用不好等问题。所以提高消防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和
效果，一定要把党员和干部作为重点，下大力抓好干部的学
习教育，使他们带头站到拒腐防变的前列，站到抵制不正之
风的前列，站到正确处理深化改革中利益关系调整的前列，
站到部队教育训练和完成其它各项任务的前列。要真正从自
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具体事情做起，严格要求带头反腐
倡廉，纠正不正之风。只要我们的党员和各级干部按照江主
席提出的“三个代表”为己任，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真正为
广大官兵做出了榜样，那么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坚强、
有力。

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教案篇五

近年来，虽然各级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有了
很大提高，基本能做到了教育时间、内容、人员的“三落
实”，较好地完成了上级布置的教育任务。尤其对上级部署
的重大专题教育，都能做到党委集体研究教育，成立领导小
组，制定详实方案，进行思想动员，认真备课授课，许多大
队领导能亲自授课，形成了层层重视政治教育、人人关心政
治教育的良好氛围。但是，从平时督察、检查和年终考核情
况来看，还存在如下问题：

（一）虽然各级思想上比较重视，但政治教育中的不少环节
在实际操作时还不够到位，政治工作的强大生命力还没有得
到充分体现。主要表现在：一是抓教育的持久性不够，存



在“三重三轻”现象。即重视年初教育计划和专题教育计划
的制定，忽视教育计划的落实；重视支队督察和年终考核前
的查漏补缺，忽视平时教育内容的落实；重视专题教育，忽
视基础性教育。二是抓教育的检查不够，存在“五多一少”
的问题。即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支队政治处往往是发文
件多、提要求多、总结多、评比多、检查多，而深入基层具
体指导少，没有扑下身子蹲在基层搞教育，而是在督察时当当
“评委”、在年终考核时做做“裁判”。三是政治教育不能
按计划正常进行，被占、挤、压情况时有发生。少数同志存
在思想政治教育是“软指标”的`错误思想，以致什么工作都
可以向政治教育要时间，每周一天的政治教育时间不能保证，
往往是空时天天搞教育，训练忙时没教育，没有从根本上保
证教育时间，被占、挤、压情况时有发生。

（二）虽然政治教育的内容基本得到落实，但形式主义“走
过场”现象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内容上“照本宣
科”。少数基层政工干部，对上级布置的教育没有结合本单
位实际认真备课，只求“搞过了”，不求搞好了，只是“照
葫芦画瓢”地把教材在课堂上念了一遍、提纲在黑板上抄一
遍就算了事。二是在时间上“偷工减料”。规定二天的内容，
只按排一天的计划；要求必学的科目，却利用十几分钟就学
完。表面上看，每项教育都有着落有回声，但时间往往
被“截流”，程序被“减化”，内容被“折扣”。三是在学
习质量上不高，教育效果欠佳。由于授课方式简单陈旧，内
容压缩简化，不结合官兵思想实际，以致少数大队尽管教育
声势造的不小，简报出了不少，但没有很好地解决思想问题，
教育效果不明显。

（三）虽然教育的条件得到较大改善，但教育方法没有新的
突破，“三老”现象普遍。近几年，基层消防部队基本上都
配备了电脑、电视机、影碟机、放像机、音响等设备，教育
条件有了很大的发展。然而教育手段先进了，教育方法却没
有多大变化，“三老”现象仍然普遍：一是“老观念”。许
多基层政治干部，上政治教育课抱着“老观念”，用的“土



办法”，依然还是台上读一读，黑板上抄一抄，应付了事，
工作怕麻烦，不肯动脑筋，不喜欢用现有的设备。二是“老
套路”。大多数大队的政治教育仍还是一上课、二讨论、三
总结的“三步曲”。少数大队甚至连这“三步曲”都不走好，
上完课后，讨论变成“自流”，小结基本省略。三是“老经
验”。政治教育总结过走场，不真正总结，离不开原原本本，
找不问题，理不出经验，以致在工作没有新的突破，没有提
高。

（四）虽然教育分层次，但“一锅煮”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近几年，虽然开展的“三讲”、“三项教育”及其“回头
看”、“学习黄东华”、“两个教育”等重大专题教育，都
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有侧重的分层次教育，取得了较
好效果，但从大量的经常性教育来看，部队教育中官兵不分、
层次不清的状况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一锅煮”的问题没有
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主要表现在：一是内容上官兵一个样。
如尊干爱兵教育，本来应该在干部中开展爱兵教育，在战士
中开展尊干教育，但少数政工干部为图省事，干部战士同课
堂，一个教案大家听，没有从层次上分开，许多该讲的话不
能讲，不该让战士知道的事情却让战士知道了，教育效果非
但不理想，甚至造成负影响；如党风党纪学习，本来应该在
党员干部中进行，有的大队却让战士也去学，有些问题本来
应在支队机关研究探讨，却要求基层官兵学习理解。二是形
式上官兵一个样。在教育形式上往往只注重战士的特点，而
忽视干部的层次。不是按照干部学习的标准组织战士学习教
育，造成要求过高、战士理解不了，就是用验收战士的尺度
去衡量干部教育的效果，造成干部教育质量不高。不少大队
什么教育都一样，干部不但和战士一起听课，还一起讨论，
以致讨论时战士不敢讲真话，提意见，根本不能敞开心扉。

（五）虽然政治教育的方法有所改进，但授课的知识含量不
高。近几年，应该支队积极探索改进部队教育方法，总结了
一定的经验，各大队在实践中也做过一些尝试，教育的形式
有了明显的进步，得到进一步搞活，但政治教育的知识含量



不高，还没有根本上解决官兵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的
疑难问题，增强官兵的学习积极性。授课时“照本宣科满堂
灌”，形式主义走过场，语言干巴枯燥空说教，尤其结合形
势不够，缺少市场经济和高科技知识，售的是“陈年老调”，
官兵们听起来没劲、没趣、没味。

二、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

一是重视不够，认识不足，“教育软指标”的错误观念仍然
存在。虽然上级部署教育任务时反复强调要高度重视，加强
领导，但下面在实际操作中，没有真正落实，积极性不够，
等、靠思想比较严重。不少干部战士，尤其是少数大队领导
总觉得灭火值勤、防火专项检查等时间紧、任务重，不能马
虎，而政治教育是个“软指标”，不象其它任务那样急，不
重视不会出问题，搞好了也不能一时见成绩，即使没搞好，
补补笔记本也能应付过去，所以教育的时间往往被挤占、内
容被压缩、人员被抽调，影响了教育的落实和效果。

二是教材不系统，教育的规范性较差。基层政治教育缺少一
套比较规范的教材，也是造成基层教育质量难以提高的一个
重要原因。近几年，公安部消防局编发了一批以人生观、价
值观为主要内容的教材，总队政治部根据教育的实际也编印
了一批关于政治工作的文件材料，还发了录象带、影响资料，
但从当前现状来看，还不能满足部队的需要，官兵学不到比
较完整的知识，政工干部备课找不到素材。

三是政工干部结构年轻，政治理论水平普遍不高。现在基层
部分的政工干部，一般是部队指挥学校毕业的生长类干部，
都是直接从战士考上的，虽然通过两年的学习使他们掌握了
一些理论知识，有了文凭，但指挥学校没有开设专门的政治
专业，没有对学员进行政治理论知识与政治工作技能的专门
培养，政治理论水平普遍不高。而且，政工干部队伍比较年
轻，全支队的18名基层政工干部，8名教导员，只有2名是政
工干部出身，其余不是战训干部就是防火干部，自身政治理



论知识缺乏。9名指导员和政工排长，只有3名从事政治工作
满2年，其余的不是指挥学校刚毕业，就是刚从战训、防火岗
位转过来的，所以政治工作经验缺乏，政治理论水平不高，
不少同志都对讲政治课感到比较吃力，常常出现无边无际地
胡扯，讲的道理经不起推敲，没有说服力，对教育质量影响
很大。

三、加强基层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一是加强调查研究，掌握基层官兵思想脉搏，增强教育针对
性。

当前，部队官兵思想比较活跃，经常会遇到了许多新情况、
新问题，产生了一些有倾向性的思想问题。如：为什么越改
革下岗工人越多？、为什么复退和转业军人就业那么难？、
为什么当前社会总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腐败不止的问题？
等等。这些问题的形成，充分说明消防官兵知识在增长，关
心国家和社会，善于观察、善于思想，亟需我们的政治工作
者帮助他们进行辩正的分析和思考。只要我们深入调查研究，
充分了解和掌握部队的思想脉搏，有的放矢地实施教育，真
正做到对症下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就能提高官兵的学习
积极性，增强教育的针对性，提高教育的效果，切实解决官
兵存在的思想实际问题。

二是加强教育主动性，有针对地解决思想问题，增强教育的
经常性。

消防部队和其它部队相比，其中突出的特点是：消防部队人
少分散。在实施教育中，集中上大课必须要坚持，这是灌输
大道理，统一官兵思想，集中解决创造性问题的重要形式，
但从消防部队基层中队的实际看，还是要靠经常性的思想教
育。经常性思想教育的形式可以是多方面的，它可包括“一
事一议”，开展民主讨论。“面对面”，集体解答疑难问题。
“心交心”，互帮互助谈体会。“讲格言”，互相勉励鼓斗



志等多种形式。因此要提高消防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把上级统一部署的集中教育和深入
细致的、一点一滴的经常性的思想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使两
者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事实说明，由于集中教
育的时间有限，每次教育不可能解决干部战士所有的思想认
识问题。就是在教育中基本解决了问题，也可能因为环境条
件、形势的变化而出现反复。特别是由于各中队驻地的情况
不同、干部战士家庭状况不同、性格爱好不同、文化层次不
同、思想基础不同等每个人都可能碰到一些特殊的困难和矛
盾，产生某些特殊的思想认识问题。这些都要求我们下功夫
做好一点一滴的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政治机关在抓好
集中教育的同时，要经常深入基层，为基层干部做好经常性
的思想工作当好参谋，出好主意解决疑难问题，对个别有特
殊思想情况的战士，还要亲自谈心帮助做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