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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驱动教学法在学历教育合训学员 《信息系统 

集成技术》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陆昌辉，刘青宝，邓 苏，黄宏斌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任务驱动教学法是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一种教学模式。本文针对 《信息系统集成技术》这门 

课程的特点，探讨了任务驱动教学法在 “学历教育合训”学员教学中的应用。实践表明，它是一种以学员为主 

体的有利于学员全面发展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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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ask-Based Pedagogy in Teaching the Junior Commanding 

OffocerCadets Information System Integrated Technology Course 

LU Chang—Hui，LIU Qing—Bao，DENG Su，HUANG Hong—Bin 

(College ofInformation ￡ and Management，Naziomd University ofDefense Technology， 咄 410073，Ch／na) 

Abst礴d：Task-based pedagogy is a teaching mode based on construcfivism theory．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fommtlon system integrated technology course，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task-~sed pedagogy in teaching thejunior 

comm~alng officer cadets．Practical results show that task-based pedagogy is such a teaching iilode that the cadets are the chief 

part，and it is beneficial to their overal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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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学历教育合训”是为培养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打 

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需要的复合型军事人才而改革组 

训方式的一项重大举措，它的目标是培养合格的 “懂技术、 

会管理、能指挥”新型军事指挥人才。为满足我军对信息 

系统建设人才的需求，我院在 “学历教育合训”学员中开 

设了 《信息系统集成技术》这一门高年级本科生专业课程， 

着力培养学员运用所学知识，为军队信息化建设服务的能 

力。 

《信息系统集成技术》既有技术专业课程的计算机实际 

操作内容，又有基于网络的信息系统建设理论方面的知识， 

是一门综合性的信息系统工程专业必修课程。该课程的讲 

授应使学员了解信息系统的体系结构，掌握信息系统集成 

的概念、原则、目标与基础技术，具备实施网络集成、数 

据集成和应用集成的基本技能，为学员毕业后从事军队信 

息系统的设计、实施和维护工作打下基础。 

正是由于 《信息系统集成技术》的综合性和实践性强 

的特点，再加上 “学历教育合训”学员学习课程多、课程 

学习时间较短等特点，传统的 “重理论轻务实、重传授轻 

参与、重书本轻实践”的课堂 “灌输式”教学方法，难以 

确保学员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培养。基于这一现实情况， 

课程组对任务驱动教学法在信息系统集成技术课程中的应 

用进行了研究和实践。 

二、任务驱动教学法的概念及其应用 

任务驱动教学法是建立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基础上的 
一 种教学方法，是建构主义理论在教育教学中的一种具体 

应用，其核心思想是 “以任务为主线 ，教师为主导，学员 

为主体”。任务驱动教学法强调以完成任务为中心，把学习 

设置到复杂的、有意义的任务情境中，通过让学习者完成 

真实的任务来学习隐含在任务背后的科学知识，以探索问 

题来引导和维持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动机，同时它强调教 

师支持与引导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 

下面围绕任务驱动教学法的实施过程介绍它在 《信息 

系统集成技术》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一)任务设计 

任务驱动教学法的首要步骤是下达任务。在教学的开 

始，就将学员引入到这样一个真实场景中：为 XXX集团军 

建设一个信息系统，它是以管理信息为主体，连接训练、 

政工、后勤、装备子系统的计算机信息网络系统，其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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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造一个既能覆盖本地又能与外界进行网络互通、 

共享信息、展示部队的计算机信息网络。 

(2)整个集团军计划采用 100M光纤接入到运营商提供 

的 Intemet，整个集团军统一一个出口，便于控制网络安全。 

(3)采用办公 自动化软件进行办公 ，做到集数据、图 

像、声音三位一体，提高管理效率、降低信息传递成本。 

(4)系统完全符合开放性规范，能将训练、政工、后 

勤、装备等子系统进行有效集成。 

(5)设备选型上必须在技术上具有先进性、通用性， 

且必须便于管理、维护，还具备未来良好的可扩展性、可 

升级性，保护已有的投资；设备要在满足该项 目的功能和 

性能上还具有良好 的性价比；设备在选型上必须是拥有市 

场份额的主流产品，同时也要有 良好的售后服务体系。 

结合 《信息系统集成技术》课程的具体教学 内容，在 

整个教学阶段安排了如下三个任务： (1)为该集团军设计 

集成方案； (2)将已有的各种样式业务数据进行有效 

集成； (3)将已经建立的训练、政工、后勤、装备等应用 

系统进行集成。针对每个任务根据教学进度又安排了若干 

子任务。比如，针对设计网络集成方案这一任务 ，根据课 

程的进度，先后安排了这样一些子任务：网络连接方案设 

计，综合布线方案的设计，网络设备选型，主干网络技术选 

型，路由交换部分的设计，网络安全设计。完成网络方案 

设计任务后，针对市面上一些主流的网络应用 ，接着又安 

排了下述实验任务：文件服务器组建与安全管理，打印服 

务器组建与安全管理，代理服务器组建与安全管理 ，Web 

服务器组建与安全管理，邮件服务器组建与安全管理，FI'P 

服务器组建与安全管理，视频点播服务器组建与安全管理 ， 

BBS服务器组建与安全管理，网络会议服务器组建与安全 

管理，网络杀毒服务器等的组建与安全管理等。 

(二)任务认领 

授课学员共有 70人，由于人数较多 ，采用分组 的方 

式，7人一组，共分为 1O组。每组在人员安排上兼顾个人 

的能力水平，将各个层次的学员进行合理搭配，同时还推 

举一名组长来负责协调分工。由于学员的课程学习时间短 ， 

为了减轻学员的负担 ，针对实验任务，每个组从中认领一 

个，但组与组之间不得有重复。 

针对每个具体任务，在课堂上明确任务要求，并引导 

学员去讨论、分析任务，让他们思考要完成任务需要做哪 

些事情，需要具备哪方面的知识等问题。这样学员就会针 

对所面临的任务来评价 自己的知识状态，不仅看到了自己 

已经知道了哪些，还会了解到自己欠缺的是什么，从而形 

成学习的动力，增强了学习的主动性。 

(三)任务完成 

学员围绕任务主题展开学习后 ，往往就会有将所学知 

识运用于问题解决中的强烈欲望。此时，就安排相应的实 

践时间来让他们尝试完成任务。在学员探求任务的最终解 

决方案过程 中，任课教师 以帮助者和指导者的身份出现， 

及时为学员提供帮助，给予提醒和指导。对于学员存在的 

共性问题，进行统一示范，集体解决 ，对于学员的个别问 

题则在答疑时进行单独辅导。 

根据完成的情况，针对基础好、能力强、兴趣高的小 

组，可以适当增加一些要求 ，不仅提高了他们的综合能力， 

还能使各组的学习进度得到很好的同步。 

(四)交流经验 

针对一些阶段性的任务 ，在学员完成任务要求后，及 

时组织学员进行交流与讨论。比如，在学员完成网络集成 

方案设计后，从每一组抽取一个人加上任课教师组成评议 

组，然后由各组选派代表进行设计方案的陈述，该组的其 

他人员组成答辩组 ，主要对评议组和其他组成员的质疑进 

行现场解答。评议组根据每组的介绍情况、提问回答情况 

进行评比打分。为了公平起见，评议组在评判前，首先明 

确评判的标准以及各部分所 占的分值 ；在评判时，还给出 

了具体意见，指出其优点在哪里，还存在什么不足。 

这种交流方式不仅锻炼了学员的组织、表达与协作能 

力 ，而且在他们展示完成任务的方法与过程中，进行了详 

细的对比分析 ，从而达到互相启发 ，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的目的。 

(五)归纳总结 

在学员完成任务要求、进行交流与讨论后 ，任课教师 

及时点评 ，进行查漏补缺。任务驱动教学法强调学员进行 

自主探索式学习，但学员的学习能力各不相同，所掌握的 

知识也会有所不同，容易造成教学知识点的疏漏，因而及 

时进行课堂或阶段性归纳总结是非常必要的。教师适时进 

行归纳总结，帮助学员理清知识的脉络、巩固知识，全面 

掌握知识点，以达到教学目标的要求。 

三、结论 

作为一种有意义的教学改革尝试 ，将任务驱动教学法 

应用于 《信息系统集成技术》课程的教学中，对教师和学 

员都是一个挑战。它要求教师转变传统的知识传授的角色， 

成为任务的设计者，学员学习的指导者、中介者和评价者； 

学员从知识的接受者转变为学习的主体和主人；教学过程 

也从教师 “满堂灌”转变为师生共同参与，从而使学员在 

富有吸引力、好奇与感性的氛围中获取知识。总的来说， 

在 “学历教育合训”学员的 《信息系统集成技术》的课程 

教学中，任务驱动教学法较好地解决了教与学的矛盾 ，在 

整个教学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学员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引导 

作用，调动了学员学 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可以在较短时 

间内提高学员学习和应用知识的能力，是一种值得推广的 

教学理念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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