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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军队改革，非现役文职教员成为军队院校教育教学的重要力量。非现役文职新教员大多来自地方非

师范类大学，思想独立活泼，有扎实的专业基础，但同时往往对部队工作环境，对部队听从指挥服从命

令、严谨的作风很不适应，也不了解部队。因此如何快速转变思想、融入部队环境、提升教学能力站稳

讲台是每一个新入职的非现役文职教员所面临的至关重要的问题。而新入职的前三年是新教员发展自己、

规划未来的最为关键的时间。本文以切身经历为基础，从思想转变、教学准备、课堂实践三个方面进行

阐述，为日后发展作出好的规划，为其他新教员在身份、心理等方面提供一些可参考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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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eform of the military, non-active civilian faculty will be an important force in military 
education. Non-active civilian faculty come from local universities, and have independent and 
lively thoughts, and solid professional foundat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army environment, the orders, the rigorous style and the army. So, how to change the ideas, 
integrate into the military environment,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ability is the crucial issue faced 
by every newly non-active civilian faculty. The first three years are the most critical time for new 
faculty to develop themselves and plan for the future. Based on personal experience,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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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unds on three aspects: ideological change, teaching preparation and classroom activities, so 
as to make a good plan for future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some referable experience for other 
new teachers in terms of identity and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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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军队院校的改革发展，非现役文职教员已经成为军队院校一线教学重要的组成力量，其建设水

平直接关系到军校的人才培养。非现役文职教员大多是来自地方重点高校的研究生、博士生，有深厚的

专业基础，创造力强，且思维活跃、思想自由，为部队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但是，首先非现役文职教

员缺少“军味儿”，缺乏对部队的认识，缺少对军队专业的了解，甚至也不清楚学员未来任职岗位是什

么。由于军队教育的特殊性、教学对象的特殊性，文职新教员不能贴近部队都影响着军队院校教育培养

[1]。其次，大多数文职新教员是非师范类院校毕业的，缺乏教育理论基础、教学基本功弱，授课经验少。

教员要想站稳讲台，需要有扎实的教学基本功，要想发展得更好，就需要有充分的教育理论的研究。因

此如何快速转变思想、贴近部队，更好地站稳讲台，提高教学能力与自身素质，是非现役文职新教员所

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问题。新教员所面临的这个问题不仅对新教员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更会直接

影响学员对知识的吸收，影响学员学习兴趣与效果。“初为人师的一至三年是教师成长的关键期，直接

关系到教员本人的发展与提升”[2]。本文将从已有经验出发，谈谈文职新教员在初为人师时的几点经验。 

2. 思想转变阶段 

2.1. 思想状态，从“地方”到“军队” 

非现役文职教员要快速的转变思想，积极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院校承担着军队的未来，教员的思

想状态和政治素养就十分重要。尤其是承担基础课的教员，学员一入学面对的第一教员就是基础课的教

员。教员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影响着学员。教员的思想，影响着学员的思想。然而，非现役文职教员自地

方高校而来，自我意识重，更加重视自我发展与自我满足，对部队的生活工作环境“水土不服”，对部

队服从命令、严谨自律的作风都不适应[1]。因此部队文职新教员要快速转变思想，积极学习先进的政治

思想理论，自查自律，增强自己的纪律性，加强团队协作能力以及集体荣誉感。时刻记得自己肩负的重

担，为军队培养人才，提高自己的军政素质。教员有血性，学员更有血性；教员有韧性，学员才更有韧

性；教员坚持不懈不服输，学员才更加崇尚荣誉向前冲。 

2.2. 身份变换，从“远离”到“贴近” 

文职新教员缺乏军事理论学习、缺少军事训练[1]。入职很长时间都不清楚部队的情况，也不了解学

员未来承担的具体任职情况、工作情况以及发展情况，对部队缺乏共情能力。因此，新教员要积极参加

这种培训活动，争取有较长的时间与学员共同实习，同吃同住同工作，切身体会“兵心”。在实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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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要尽可能的了解部队需要。即要将个人职业发展与部队实际需要相结合，以部队为先，全身心

融入部队，投入到部队生活中。 

3. 教学准备阶段 

3.1. 转变思维，以授业者的身份看待知识 

虽然在学校的时候，已经将知识都学过一遍，但当时是作为学习者，固态思维是重解题，重应用而

非理论以及知识来源。这就会导致出现这个题会解、会用，但是确说不出所以然，进而会影响授课状态、

学员的信任度降低。因此新教员的第一步要转换思维，以授业者的身份来重新研究课本。这样的好处有

三，一是重新复习巩固基础知识，打牢基础；二是每个字眼都究其来源，更加塑造严谨的学风；三是重

新对基础定义概念证明进行研究，会有不同的理解以及感悟。 

3.2. 教育基础，以研究者的身份研究理论 

除了专业知识外，对于非教育类专业毕业的新教员而言，有个十分明显的缺陷——缺乏教育理论的基础、

缺少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这在一开始看不出来，但是长此以往就会发现，缺乏相关教育知识基础，会严重制

约自身事业的发展。除此之外，由于部队院校的特殊性，因此要增强先进军事教育理论的研读与研究。 
新教员首先要补充军事教育理论、教育基础，有针对性的进行理论研究，再随着教学经验的不断增

加，深入研究。这就要求有效的快速补充法，一是可以找“攻略”即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的考研笔记，先

将骨架搭建起来；二是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观看 MOOC；三是积极吸取新的教学方式；四是要动笔将感悟

记下来，形成自己的一套教育体系。 

3.3. 虚心求教，以学习者身份请教前辈 

新教员缺乏教学经验，除了可以通过单位组织的各项培训学习，也可以向资深的教员请教。但是每

个优秀的教员的风格不一样，甚至因为学科性质的不同，会产生很大差异，因此在每一次培训后，要及

时反思，将精华内化成为自己的。 
要听课，同一门课有好几个教员上，因此最好都听一遍，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跟全程，这样的好

处是不仅可以将知识再吸收，还可以了解真实课堂情况反映，而且还可以快速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教

员在课堂设计环节、课堂节奏把控、学员不懂得点在哪、教员如何解决重难点的以及必不可少的教姿教

态问题，都可以提前掌握，进而少走弯路，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 

4. 课堂实践 

4.1. 摆正心态，注意知识为王 

首次进行授课，和试讲完全不同，没有假设完美的学员、取而代之的是一群不可控的学员，没有“自

己人”坐镇、却有经验丰富的督导以及领导评价。因此有的新教员面对后面的领导们、督导们以及没有

见过的学员们，产生害怕紧张心理、语音颤抖、语速过快等等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但是要注意调节，

一定要牢记自己是知识的传递者、完成教学目标、解决重难点的。教员要控制着知识的传递、学员积极

性的调动等。讲课要忘我，要会演，要会互动。 

4.2. 根据实情，及时调整教案 

现场授课与试讲不同，通过前面几堂课，能够对课堂、学员有初步实际的把控。因此，要根据实际

情况对教案的内容以及设计的课堂环节进行及时整改。还可以对学员的学情进行分析整理，以便后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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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建设课程。 

4.3. 自我总结，把握课堂节奏 

新教员对课堂节奏的把握不足，也很难因为一节两节课就能调整最适合的节奏。这是一个较为长的

过程，因为很容易出现一堂课平平淡淡没有重点下来，可以利用提问环节来整理思路，调整课堂进度。

最好的还是在课前对学员们进行重难点的简单介绍，让其有心理准备。 

4.4. 思政教育，润物细无声 

对于新教员来说，最关键的永远是清楚明白的讲完一堂课的知识点，完成教学目标。但是新时代教

育教学中，无论学科是什么性质，其内在都有一定的德育思政在里面。但是新教员在进行思政的时候很

容易过犹不及。思政教育讲究润物细无声，自然而然。可以听老教员是如何思政的，进行适当的模仿，

不要照搬全抄。 

5. 自我进步 

5.1. 课后反思 

每堂课都要写课后反思，每堂课下来，甚至相同的课下来，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将这些想法记录下

来，进行思考，为以后的课堂作坚实的基础。如果授课后不对整个授课过程重新进行思考回顾，不对产

生的问题及时进行总结，并且在下次授课时改正，那么就会使得每一堂课都是“新课”，每个时期的教

员都是“新教员”。 
学员的反馈也要注意，教学是教员与学员之间的活动，这种活动需要及时的反馈来实现，因此新教

员要对学员的反馈进行收集梳理，对自己的教学过程及时作出调整，从而使教学效果达到最优。 

5.2. 以赛促教 

教学比赛十分重要，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以最优秀的方式提升自己的教学基本功。比赛实际上不仅仅

比得是授课，比得也是创新。在比赛后，无论结果如何，都能对教学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是一个可以看

清自己不足的平台。当然，在比赛中，获得的心得体会要及时运用到课堂上来，否则只是一场“表演”

了。 

5.3. 为战而教 

上好一堂课，看似仅仅只是教授一本书、一门课，其实不然。有着本学科坚实的学术功底以及前沿

研究的新教员是能走的远的，但是仅仅拥有这些还不够。文职教员是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国防以及军

队建设[3]，因此要注意为战而教，有针对性地培养未来军事人才。坚实的学术基础，时刻与军事相结合，

可以避免在课堂上照本宣科，让他们更加地信任、信服教员。研究学科领域的前沿、军事科学可以开拓

教员与学员的眼界，提高学员的兴趣、创新、创造能力以及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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