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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5反恐工程支援与抢险技术6 是工程兵合训专业的新增专业选修课。本文针对课程特点、反
爆炸恐怖的新形势及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人才培养的使命要求, 提出教学过程中的案例式教学、研讨式教学、

引导式教学等方法, 试图探索一套适宜于课程发展需求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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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恐怖活动日趋频繁, 各种爆炸恐怖活动愈演

愈烈, 爆炸已经成为最常用、最普遍和最难预防的恐怖活

动形式。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 完成多样化军事任

务的能力, 遂行反爆炸恐怖、抢险救援等非传统军事任务,

不仅是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基本要求, 也给

军事院校开设反恐类教学课程提供了有利契机。

5反恐工程支援与抢险技术6 课作为地雷爆破与破障工
程专业、土木工程专业学历教育合训类学员新增设的专业

选修课, 其教学目是培养学员反爆炸恐怖、抢险救援技术,

强化学员以工程支援手段参与处置爆炸恐怖事件的实践能

力。5反恐工程支援与抢险技术6 作为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
较强的课程, 军事特色鲜明, 教学对象特定。根据该课程

教学特点, 抓好课程教学方法探索, 切实围绕需求, 培养

能够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新型军事人才, 确保学员适应

岗位任职的需要, 是亟待深入探索的问题。

  一、案例式教学

案例教学是基于特定的教学目的和教学对象, 以具体

案例为教学载体, 理论联系实践, 丰富课堂教学内涵, 使

教学过程更加具体生动的教学方法。结合案例教学, 既能

够提高课程的教学氛围, 也能够达到启发学员智力潜能,

培养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当今世界爆炸恐怖事件

时有发生, 应根据 5反恐工程支援与抢险技术6 课程教学
内容的需要, 精选典型案例实施教学。

(一) 结合最新的案例教学

恐怖活动案例的选择应充分考虑时效性, 尽可能选择

最新的国际国内恐怖活动案例。例如关于 / 恐怖主义0 的
定义界定, 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立场各不相同,

而且诸如战争与恐怖主义、刑事犯罪与恐怖主义等类似行

为也难以完全区分, 造成了专家学者对 / 恐怖主义0 的定

义难以形成广泛共识, 这就需要在教学过程中, 筛选新近

发生的案例加以梳理。2008 年春季学期开设的 5反恐工程

支援与抢险技术6 课程, 选择 2007 年 12 月 27 日, 巴基斯

坦前总理贝- 布托在该国东北部城市拉瓦尔品第参加集会

遭自杀式炸弹袭击死亡的恐怖袭击最新案例进行剖析, 既

使学员们了解到国际国内反恐怖形势的严峻性, 又从案例

的剖析中得出 / 恐怖主义0 的内涵。
(二) 选择有较大影响的案例教学

对于恐怖主义发展史的讲解, 教学过程中选择了 / 荆
轲刺秦王0、 / 1914 年萨拉热窝刺杀事件0、 / 9#110 事件等

有较大影响的案例, 通过古今中外的经典案例将数千年的

恐怖主义发展史串联起来。通过分析这些典型案例, 使学

员充分认识到: 一方面恐怖活动自古有之, 但像 / 9#110
这样的 /大手笔0 , 则只有在当代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并由

此引申出,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进行恐怖活动, 将是恐

怖主义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 通过 / 9#110 事件的分析,

不难得出, 在战争仍是国家安全最大威胁的今天, 恐怖主

义的危害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有超越战争的趋势。将 / 9#110
事件与珍珠港事件相比较, / 9#110 事件死亡人数为 3000 余

人, 所造成的财产直接损失达 3500 亿美元, 而珍珠港事件

死亡人数为 2000多人, 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也只有数十亿美

元。而且结合西班牙马德里 / 3#110 恐怖连环爆炸恐怖事
件, 讲解现代爆炸恐怖起爆技术的发展, 也能够促使学员

更加容易掌握爆炸恐怖装置的核心起爆技术等反爆炸恐怖

技术。

(三) 结合教员、学员亲身参加实践活动教学

5反恐工程支援与抢险技术6 课程教学团队教员, 多次

参加爆炸物的销毁、重大活动的安检、协助地方公安机关

进行反恐演习、爆炸案件的侦破等工作, 具有丰富的爆破

实践经验, 我院地雷爆破与破障专业学员大多参加过大型

活动的安检工作。在讲解反爆炸恐怖技术和应用等相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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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时, 我们充分利用丰富的实践性案例资源, 以教员、学

员亲身参加的实践活动作为教学案例, 紧扣教学中爆炸装

置的检测、识别和排除, 奥运安保中有关爆炸物安检等难

点、热点问题进行教学, 力求通过实践性的案例, 促使学

员们实践操作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的跃升。

  二、研讨式教学

教学不仅要 / 传道授业解惑0, 还应给学员提供一个自
我展示的舞台, 让学员主动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研讨式

教学, 是在授课教员的组织下, 以学员独立自主学习和合

作讨论为前提, 以教学中的重点、难点、有争议的学术问

题或学科前沿问题为研讨内容, 展开课堂讨论和交流, 使

不同的学术观点相互碰撞、切磋、交流和补充。同时, 通

过发散的思维, 也可为教员授课提供一些新的思考点, 使

得教与学相得益彰, 让教员和学员都能在 / 活动0 中学习,

在 / 合作0 中增知, 在研讨中教学相长。

(一) 精选研讨主题

恰当的研讨主题是研讨式教学成功与否的前提。研讨

的题目、内容必须主题鲜明, 与当前教学内容相统一, 体

现本阶段教学特点。研讨题目由教员或学员确定, 学员确

定的研讨题目需经教员审定。确定主题后, 提前通知主题

研讨时间, 让学员有时间收集资料, 形成自己的成熟观点,

实现教学重点难点问题的同步掌握。2008年春季的5反恐工

程支援与抢险技术6课程, 进行了如下三方面问题的研讨:

1、关于恐怖主义的基本概念问题。如: 以 / 9#11 与本

拉登0 作为整个研讨的引子, 对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和人物

进行讨论; 通过 / 铁蝴蝶 ) ) ) 贝布托之死盘点 2007 世界恐

怖活动与反恐0 主题研讨, 分析最新发生的恐怖事件, 探

讨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势。

2、结合重大爆炸恐怖事件, 分析现代爆炸恐怖技术的

现状及发展。如: 从 / 3#11 马德里连环爆炸案看现代爆炸

恐怖技术的发展0, / 伊拉克的路边炸弹0 等。
3、在反恐维稳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如 / 2008 奥运安

检之我见0、/ 如何在反恐维稳中发挥工程兵的作用0 等。

(二) 精心组织课堂研讨

组织课堂讨论, 形式、时间、气氛的把握是重点。课

堂研讨的形式可以使分组谈论或双方辩论的形式, 时间控

制在20分钟左右为宜。当一研讨主题进行完毕后, 教员要

及时进行小结, 对学员们不同的观点进行讲评, 给学员留

出进一步思考的空间。如在对 / 2008 奥运安检0 这一主题

进行讨论时, 很多学员根据所学反爆炸恐怖的知识, 一部

分学员将自己设想成为恐怖分子, 一部分学员将自己设想

成安保人员, 双方从爆炸装置的制作、设置、携带等角度

展开讨论, 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 达到了提高自身反爆

炸恐怖技术, 为防范爆炸恐怖提供参考的目的。

  三、引导式教学

学员潜在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是教学质量升华的基

础, 教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即是运用正确的引导方法, 将学

员的创新意识和能力转化为创新成果。以教员为主导的引

导式教学方法, 对学员创新能力向创新成果转化大有裨益。

(一) 结合专业知识引导创新发明

地爆专业学员在学习 5反恐工程支援与抢险技术6 课
程之前, 已经通过了大部分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学习,

有了较为深厚的知识积淀。通过引导式教学, 把地爆专业

学员学过的电子电工技术、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等知识与

爆破技术结合 , 协助教员亲手设计、制作小发明、小创作,

具有很好的效果。通过教学团队成员与学员结成创新小组,

以教员为主导, 先后带领学员制作了 / 电子继电器欠压反
排自爆装置0、 / 无线传输遥控起爆装置0、 / 语音识别起爆

装置0 等。由学员自行制作的爆炸模拟装置, 已经作为课

堂研究教具辅助教学。通过引导学员创新发明, 在提高学

员对所学知识的深刻程度之外, 也实现了学员理论知识向

应用能力的转化, 对学员的岗位任职也有巨大作用。

(二) 结合使命要求引导创新研究

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 在给人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

也为恐怖分子实施恐怖活动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恐怖活动

的形式、手段不断发展变化, 反恐技术、装备、器材也要

不断创新研究。在 5反恐工程支援与抢险技术6 授课过程
中, 正确引导学员思考方向, 鼓励学员对履行军队历史使

命过程中反恐维稳、抢险救援等非传统军事任务进行创新

研究 , 既是课程教学的现实需求, 也是培养完成多样化军

事任务人才的长远要求。如在学习爆炸物排除一章时, 部

分学员提出多种新的隔爆措施, 设计了防爆围栏、用于爆

炸物转移的爆炸罐等, 在反恐维稳中具有很好的现实应用

前景。对于学员提出的创新观点, 我们会积极加以引导,

紧密结合当前和未来的使命要求, 引导学员开展深入研究。

通过结合使命要求, 积极引导学员自主创新, 在课程教学

过程中培养了学员善于思索、勇于探索、崇尚科学的创新

精神 , 也为课程的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结束语

5反恐工程支援与抢险技术6 为一门新开课程, 需要在

教学过程中不断丰富教学内容, 完善教学方法, 使之在培

养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人才方面发挥更大效能。此外, 为

提高反恐工程支援和抢险技术的实践能力, 教员、学员应

当更加积极参加军队组织的反恐训练、演习; 应发挥专业

优势积极支援地方公安、武警组织的反恐训练、演习、安

检工作, 在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中, 形成课堂教学与实践

应用相结合的特色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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