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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以军事运筹学为背景, 对军队工程硕士的课程教学问题进行了探讨, 分析了军队工程硕士的
基本特点, 指出在军事运筹学的教学工作中, 必须更新观念, 牢固树立面向 21世纪的军事教育观念, 建立以学

员为本的教育模式, 将现代军事高技术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成果充实进来, 实现教学内容的高层次、高起点

和高技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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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Some Problems about the Teaching of Military Operational

Research for Military Engineering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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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talent of military engineering master, the authors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litary engineering master and discuss some problems about teaching of military operational research for military

engineering master1 Firstly, the authors point out that the teaching concepts must be renovated1 Military teaching concepts should

meet the needs in the 21st century1 Secondly, the authors suggest that teaching method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students and adapt
well to the curriculum1 Last, the authors propose that teaching content must be updated1 To achieve this aim, new theories and

technologies which emerge in the research about military high- technology should be include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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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近年来, 军队院校开始招收工程硕士等应用型研究生,

以加速研究生教育与国防建设的紧密结合。但是, 目前军

队工程硕士的课程建设, 绝大部分是参照工学硕士的课程

建设方案, 无论是内容还是方式, 与实际需求仍然有一定

的差距。所以有必要针对军队工程硕士的具体特点, 研究

其课程建设问题。

工程硕士的生源绝大部分是部队的在职干部, 且在部

队至少服役了三年以上。他们的本科专业包括军事学、文

学、理学、工学等各个学科; 在职岗位包括部队基层及部

队机关各个部门; 他们事业心和责任感强, 有着强烈的求

学欲望, 学习动力足, 有着良好的军人素质, 有一定的理

论知识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但也有着参差不齐

的理论功底。因此, 工程硕士的课程建设必须在落实培养

目标的前提下, 充分考虑培养对象的实际情况, 允许在总

体原则相同的基础上, 针对培养对象的具体情况, 做出相

应的调整。

军事运筹学是自然科学与军事科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

学科 , 它的研究对象是在军事力量的建设和运用中, 为达

到一定军事目的而进行的决策优化问题, 其研究内容十分

广泛。军事运筹学是军事指挥、军事工程等相关专业研究

生教育的一门最主要的基础课。军事运筹学课程设置的目

的是通过课程的学习, 使学员掌握有关军事运筹学方面的

基本知识、方法和技术, 能对该领域的研究问题有一个较

全面的了解, 为研究军事运筹中的有关问题打下较扎实的

理论基础。针对军事运筹学的发展, 工程硕士的军事运筹

学课程建设如何把握时代脉搏, 立足于未来高技术局部战

争中军队建设的实际需要, 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军事人才,

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探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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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树立面向 21世纪的军事教育观念

必须看到, 目前人类已进入 21 世纪, 新军事革命的蓬

勃发展, 为军事运筹学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机

遇; 同时, 军事运筹学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军军事运

筹学的现状尚不能适应我军跨世纪发展和世界军事领域深

刻变革的要求; 自身尚存在着理论体系继续完善与创新问

题, 实验手段、模拟方法改善更新问题, 向各个基础军事

理论学科进一步延伸与结合问题, 吸纳各种高新技术为己

所用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问题 , 等等。因此, 我们在军

事运筹学的教学工作中 , 必须更新观念, 牢固树立面向 21

世纪的军事教育观念。

首先, 要树立素质教育观念。在军队工程硕士的培养

教育中, 要注意到教育本质上是对人的素质的训练, 是培

养人的能力, 是 / 授之以渔0 , 而不仅仅是 / 授之以鱼0。
因此, 军队工程硕士培养的主要任务就从传授专业技术知

识转向了着重奠定坚实的基础知识和培养能力素质, 军队

工程硕士教育也就从强调培养精于一艺的专门人才, 转向

注重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 专博结合的通才。

/ 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0 是军队工程硕士
教育的基本要求, 也是军队工程硕士的基本培养目标。它

要求培养对象 /掌握所从事工程领域的坚实的基础理论和
宽广的专门知识, 以及解决工程问题的现代实验研究方法

和技术手段, 具有复合的知识结构和综合能力。掌握科学

的思维方法, 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能够敏锐地发现

问题、正确地分析问题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具有独立担

负工程技术或工程管理工作的能力。0 [13]

其次, 要树立创新教育观念。军队工程硕士绝大部分

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对新知识和新理论有着强烈的渴望。

我们必须打破旧的思维模式, 大胆引进新的军事思想、新

的理论体系以及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当今世界已进入信

息时代, 信息技术是新军事革命的核心, 而目前课堂上所

讲授的军事运筹学, 往往是二次大战后40年代到 60年代建

立起来的, 基本上反映的是二次大战期间的作战运用研究

成果。随着信息技术、军用航天技术等大量高新技术在军

事领域的应用, 再用这些理论来指导现代战争中的武器装

备运用及作战运筹分析, 显然已经过时。新的历史时期,

创新的思维与观念的更新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 为了适

应未来高技术战争的要求, 军事运筹学的教育观念必须创

新。只有树立了创新的思维与观念, 才能在教学工作中开

展创新教育, 才能推动军事运筹学的前进与发展。

第三, 要树立应用型人才教育观。科学家与工程师并

存的现状充分证明应用型人才与学术型人才是客观存在的

两种人才类型, 缺少或忽视其中的任何一类人才, 都将对

军队现代化建设产生消极影响。而这两类人才在知识结构

和能力要求上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我们必须加深认识, 明

确应用型人才与学术型人才的共性与差异, 明确人才培养

上的相同要求与不同要求, 形成研究生培养的多样化格局。

军队工程硕士教育具有强烈的职业指向性, 部队向现役军

官提供研究生教育源于军队当前及未来某些职位对高层次

人才的需要, 是希望培养对象到相应的职位任职, 并做出

组织期待的贡献。因此, 在工程硕士的课程教学中必须满

足部队对相应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树立应用型人才教育观。

第四, 要树立开放教育观念。军事运筹学研究是一个

开放的动态过程, 既要立足我军现实, 又要研究、跟踪国

外军事运筹学研究理论、方法、技术及经验教训等 , 消化

吸收先进科技成果为我所用, 使军事运筹学研究、教育与

国际接轨, 更具科学性、先进性, 提高教育质量。军队工

程硕士绝大部分来自于军队基层, 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以

及大量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他们更注重运用所学的理论

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因此, 在工程硕士课程教学过程中,

应注意引导学员积极参与课程教学, 要改变传统的注入式

教学模式 , 从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模式向

以学员为主体、以学员为本的模式转变 , 充分调动学员的

积极性。

  三、采用与课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

由于军队工程硕士绝大部分属于军队基层管理干部,

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相当的管理水平, 传统的 / 一支
粉笔, 一块黑板, 教师讲, 学生听0 的 / 注入式0 课堂教
学方法显然不能满足要求。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组织方式,

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引导学员积极参与课程教学, 增

强学员之间和师生之间的交流, 变学员的被动为主动, 培

养学员勇于探索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军事运筹学的教学内

容较多, 涉及面较广, 包括规划论、排队论、对策论等诸

多基础理论以及效能评估、辅助决策等许多应用。许多学

员在本科阶段已经学过一些相关的课程, 在研究生学习阶

段, 不能单纯地将军事运筹学作为数学课和军事课来教学,

需要处理好基础知识与思想方法、严谨与浅近、理论与应

用的关系, 提高学员掌握知识去独立思考、独立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 采用相适应的教学步骤实施教学:

( 1) 明确问题: 针对学员在工作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

对现实系统进行详细分析, 找出影响系统的主要因素, 启

发学员围绕问题展开思考, 通过对问题的深入分析, 明确

主要目标、主要约束条件、主要参数和变化范围, 弄清它

们之间的关系。

( 2) 构造模型: 从解决问题的需要出发, 对现实问题

进行抽象, 根据一些合理的假设设立前提条件, 建立描述

问题的模型。模型应尽可能简化而又逼近或符合客观实际,

必须搜集与问题有关的信息, 对其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加工,

以获得模型所需要的各种参数。应着重培养学员综合运用

军事运筹学的各种建模方法, 抓住问题的本质, 提高运用

定量分析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的能力。

( 3) 模型求解: 在模型建立后, 需要对模型进行求解

运算。在该阶段, 需要学员掌握基本的军事运筹学模型的

典型求解方法, 例如, 求解线性规划问题的单纯形法, 运

输问题的表上作业法等。由于军事运筹学实践的复杂性,

往往模型非常复杂或者求解空间的时间复杂度太大, 需要

对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简化。

( 4) 结果分析: 借助模型求出结果, 并不是军事运筹

学研究的总结, 应该指导学员对结果进行分析, 一方面,

通过模型描述的实际问题来检验结果的合理性, 对模型进

行验证, 修改模型结构和逻辑关系, 对模型进行更改; 另

一方面, 通过结果的分析, 对军事运筹学所研究的作战任

务、作战过程进行思考, 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同时, 在教学过程中, 采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 不

但可以直观生动地反映军事画面, 而且可以增加授课的信

息量。将一些有关的计算软件 (如MATLAB) 引入课堂教学

中, 让学员通过计算软件进行求解, 从而将抽象的数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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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军事应用有机结合, 增强学生定量分析能力。现代社

会是信息社会, 培养学员利用互联网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

让学员通过浏览军事运筹、仿真技术、指挥自动化等相关

网站, 密切关注学科当前发展动态。

此外, 还可针对目前进行的课题项目研究, 让学员进

入到实际的项目工作中, 针对项目研究中的问题, 运用书

本上学到的知识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 , 培养学员理

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 同时也可以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

  四、强调高新技术为核心的教学内容

由于现代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内的运用和发展引起的

在整个军事领域发生的新军事革命, 使得现代军事、技术

理论体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军事运筹学作为军事科学

体系中应用科学技术最广泛、深入的一门学科, 同样也面

临着在新形势下面对新军事革命中军事科学研究、军事斗

争实践对军事运筹学的迫切需求以及军事运筹学的新发展,

因此, 在军队工程硕士的军事运筹学教学过程中, 必须着

眼于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实现, 研究新世纪军事人才应

该拥有的知识结构、能力和素质, 删除陈旧落后的知识,

及时将现代军事高技术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成果充实进

来, 实现教学内容的高层次、高起点和高技术化。

例如, 作为军事运筹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搜

索理论, 原先是以目力搜索和二次大战期间的侦察设备为

主要搜索装备的, 而自20 世纪 70年代以来, 随着卫星在军

事领域应用的日益广泛, 卫星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

此, 我们在对军队工程硕士授课过程中, 必须考虑以卫星

为主要搜索设备的新内容。

信息时代层出不穷的高新技术强烈地推动着军事运筹

学的新发展。在授课过程中, 要强调信息技术的发展, 特

别是网络技术、分布式仿真技术、虚拟现实技术这些与军

事运筹学密切相关的高技术的飞速发展, 为军事运筹学的

创新与发展注入了旺盛的活力与强大的动力 , 同时也为军

事运筹学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计算机技术、

多媒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仿真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

为军事运筹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方法与手段 , 使得军事运

筹学能够研究许多先前无法研究的军事问题 , 涉足许多先

前不能进入的领域, 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军事运筹学的创新

与发展。例如, 网络技术已成为 C3 I系统、C4ISR系统的命

脉; 基于网络的分布式仿真技术不仅支持战术、战役、战

略不同层次的作战模拟, 而且使得聚合各个层次的模拟于

一体, 形成战术、战役、战略、多军兵种战区级联合作战

模拟成为可能。

因此, 在对军队工程硕士授课过程中, 必须强调高新

技术对军事运筹学发展的推动作用, 强调在时代变革和新

军事革命中军事运筹学的已有理论在不断更新, 全新理论

在不断产生, 空白领域在不断填补。军事运筹学已从开始

的单一领域军事问题研究发展到对军事科学中多学科全面

系统的运筹研究, 逐步形成了军事运筹学下属的作战指挥

运筹研究、战役运筹研究、战略运筹研究、武器装备运筹

研究、后勤运筹研究、军制运筹研究等多个专门研究门类。

因此, 在教学内容方面, 我们必须密切注视军事运筹

学理论的发展动态, 积极引进新的思想和理论, 推动军事

运筹学理论的发展。

  五、结束语

军队工程硕士的培养贯穿于整个工程硕士的教育教学

活动 , 而不仅仅只是涉及教学过程, 课程教学仅仅是军队

工程硕士教育的重要环节之一。军队工程硕士应确立 / 基
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0 的人才培养模式;
军队工程硕士必须有深厚的基础, 知识面广, 视野开阔,

掌握多学科知识; 院校教育必须打牢学员的基础, 增强学

员的自我学习能力; 应采用 / 走出去, 请进来0 等各种方
式, 拓宽学员的知识面; 必须培养学员的动手能力 , 实验

能力, 表达能力, 管理能力, 协同能力等; 要注重素质教

育, 教育学员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 立志献

身国防, 确保政治合格, 掌握一定的军事理论知识 , 具备

战略、战役、战术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具备适应高技术局

部战争中实施作战、指挥、技术保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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