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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军校学员在研究性学习实施中的素质准备 

张绍翔，濮怀宇 
(海军工程大学 训练部高教所，湖北 武汉 430033) 

[摘 要] 研究型课程是掌握和运用 “研究性学习”、实现素质教育的课程栽体。研究性学习特别注重强 

调学员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学员自身所具备的认知、情感、能力等方面的基本素质，直接影响到研究型课程实施 

的成败。本文主要探讨研究性学习的实施中对学员基本素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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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Quality Preparation of the Cadets in Inquiry Learning 

ZHANG Shao—xiang． PU Huai—vu 

(Naz,a!Univ．ofEngineering，Wt&an 430033，China) 

Abatract：I Iy curriculum is a vehicle used to master and apply inquiry learning to realize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hlquiry learning lays emphasis on the cadets’subjectivity and independence．Their essential quatities in pereeption，emotion and 

ability exen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effeedveness of in~9"curriculum．This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cadets’basic qualiaes in their inquiry lear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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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治国兴邦之本，也是治军强军之本。想打赢未 

来战争，高素质军事人才是根本。军队院校作为部队人才 

培养的主阵地，更应走在军队建设的前列和战争的前沿。 

我们要提高认识起点，强化超前意识，站在 “明天战争” 

的基础上进行今天的教育，积极倡导素质教育，加强研究 

性学习，努力探索军校学员在研究性学习实施 中应具备的 

各项素质准备。 

一

、 加强军校学员学习性学习的认知准备 

“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是我军的首要任 

务，想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现代化武器装备是必要手段 ， 

高素质信息人才是根本。而在人才培养中布鲁纳认为，学 

生不是被动的知识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信息加工者。为 

了使学生学得好 ，提供信息是必要的，但掌握这些信息本身 

不是学习的目的，学习应该超越所给的信息。⋯因此，我们 

要注重学员对信息的获取、分析和运用，让学员在课题研 

究中调动最大的智慧努力，提高在实践中运用知识的能力， 

让知识不再只是正确反映现实规律的客观存在，而是一种 

干预生活、影响现象发展的工具和手段。 

具备广阔的智力背景和丰富的精神世界。在当今的信 

息时代，知识本身在不断走向综合和统一，现实问题的解 

决也越来越需要一种综合的、统一的思维。而未来信息化 

战争舞台上的风流人物，无疑都是高科技知识化的指挥人 

才。军人的文化素质是作战素质的基础，没有丰富的科学 

文化知识，就没有开阔的思路、敏捷的思维、灵活的战术， 

甚至连武器都不会操作和使用。当前 ，军事领域与 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的联系已不同于以往。据统计，目前正在研 

究的科学技术中，很多都直接或间接的为军事服务，具有 

重大的军事应用价值 ，这种情况对军队建设和部队作战都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当前的许多学员局限在单凋的 

识记、保持和再现的脑力劳动里，没有发展和培养 自己的 

兴趣和爱好，更没有用自己的双手去从事过任何复杂的、 

需要动脑筋进行研究和操作的作业。研究性学习的内容更 

多地采取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的方式。这种方式要求军校学 

员必须具备丰富的基础知识以及广阔的智力背景，要在 自 

由支配的时间里广泛阅读 ，内容可以是学校课程以外学科 

的基础知识，也可以是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与当前人类 

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以利于在研究活动中激活其它的 

“知识储存”，从而有可能深入地学习并运用知识。 

在元认知基础上习得一定的认知策略。元认知是对 自 

我认知的认识。它监视和指导认知活动的进行，评估学习 

中的问题，确定用什么策略来解决问题，评价所选策略的效 

果，并且改变策略以提高学习效果。而认知策略是加工信 

息的一些技术和方法，这些技术和方法能使信息较为有效 

地获取、加工和运用。智力的发展程度并不与所获知识的 

分量成正比，而在于在各种复杂活动中，知识的生命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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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所以，为保证研究性学习顺利高效地实施 ，军校学 

员必须在元认知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认知策略，要客观地 

评价教员的指导和同学的学习，从他们身上吸取有益的经 

验，以弥补自己的缺陷，对自己的思维过程有正确的认识和 

有效的监控 ，在学校这个大乐队里 ，找到自己喜爱的乐器和 

适合自己的旋律。同时，军校学员是部队明日各个工作岗 

位的中坚 ，他们不仅需要清楚 自己正在学习什么，还要对 

自己的学习状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在和同学的比较中发 

现自己还需要什么，习得一些认知策略，有利于军校学员 

不断整合 自己的所学，及时修正自己的学习努力方向。 

学习方式的转变。知识不是消极地掌握而是靠 自己的 

努力积极地去获取的。伟大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 

“学生在分析某种现象时，在多大程度上积极地表现了智慧 

的努力，不仅决定着知识的深度，而且决定着学生在实践中 

运用知识的能力。” 2 由于某些教育惰性的存在，教师和学 

员都习惯了 “接受型”的学习方式，只是机械地麻木地将 

知识一点一点地存放、堆积在头脑里，而不是去运用和创 

造，从而导致学员智力迟钝 ，阻碍才能和兴趣的培养和发 

展。研究性学习的实施过程是一个问题的提出、研究和解 

决的过程，而不只是知识的储存和再现过程。这就要求军 

校学员变 “接受型”学习方式为 “探究型”学习方式，以 

思考、疑问、研究的精神参与到其中，直接与 自然和社会 

进行对话 ，让自己的知识在活动在 中鲜活起来、运转起来， 

从 “学会”转为 “会学”，进行创新性学习。 

二、加强军校学员学习性学习的情感准备 

布卢姆认为，学生对某一学习任务的情感准备状态，决 

定了学生为完成该学习任务准备付出必要的努力程度，同 

时还部分决定了学生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试图克服它们 的 

程度。-3 从本质上讲，研究性学习强调的是学员 “研究”、 

“探究”的情绪和情感过程 ，是要在真正意义上提高学员的 

素质，在认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过程中，给学员 

以享受文化财富和审美财富的幸福感及创造生活的成就感。 

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义务感 

不是靠语言来描述的，也不是靠外力强加的。它是人用自 

己的身心去感知世界时产生的积极的高尚的情感体验。研 

究性学习的实施要求军校学员不但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创造 

能力和实践能力，而且要通过社会实践了解科学对于 自然、 

社会和人的意义和价值，学会关注人类社会的深层次问题， 

进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培养对社会的责任感和 

义务感 ，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军校学员应该牢记 自己的 

军人职责，清楚地知道一名军人对于军人家庭本身、对于 

军队、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应该在入学入伍之初 ，就确 

立起合格军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明白自己 

的职责所在、任务所系。只有明确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义务 

感，军校学员才会更好地在学习生涯 中主动探索。这同时 

需要军校学员更多地走到 自然界和现实生活中去，用 自己 

的双手去触摸、探索社会，在关注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 

中，让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带着鲜明的感情色彩进入 

自己的意识；在与人类社会同呼吸共命运的过程中，享受崇 

高的幸福感和自尊感。 

积极的学习态度和强烈的自尊感。亚里士多德曾说过 ， 

思维是从惊奇开始的。研究性学习的实施要求学员把知识、 

思想同自尊感融合起来，成为真正的发现者、研究者、探 

索者，用活动来激发兴趣，用兴趣来唤醒思考。如果学员具 

有强烈的学习热情和高度的求知欲，那么课程的实施就成 

为他们的自我需要，进行课题研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会 

油然而生，研究的内驱力与对成功的渴望也会随之增加，对 

知识的感受性就越敏锐。如何才能使军校学员保持研究性 

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一方面，教员应该对研究性学习 

进行实践和研究 ，也就是所谓的 “元研究”，找出研究性学 

习的规律和原则、影响研究性学习的因素和激发研究性学 

习动力长久保持的动因等等，并将这些问题不断总结和引 

入学员的课程学习中，同时，对在逐步探索使用研究性学 

习的学员予以经常性的鼓励和褒奖，激发他们不断学习的 

兴趣 ；另一方面，军校学员对 自身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和 

积极的学习规划，每达到一定的成绩要对 自己进行总结和 

提出更高的目标，时刻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 

健康、愉悦的审美感。德国美学家和文学家席勒说： 

“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 

人，没有其他途径。” 军校学员的成长既包括智力的成长， 

也包括精神的成长，更包括其他多方面素质的成长 ，没有 

审美的发展，军校学员的发展是不全面的。美感以其特有 

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着学员整个身心的发展。正确的审 

美观念、健康的审美趣味和稳固的审美情操，可以丰富和 

活跃想象力，开发智能，完善个性品质 ，增进心理健康。研 

究型课程的实施过程，是一个不断与 自然、社会接触的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军校学员不免要接触到各种纷繁复杂的 

景象，在这些景象中，或有高雅的美，或有粗俗的美，学员 

只有培养健康的审美感 ，才能正确地辨别美、欣赏美。 

坚强的意志品质。人的成长是离不开挫折与磨练的。 

在军事斗争准备 日益复杂的今天，军校学员如果缺乏克服 

困难、战胜挫折的意志品质，是无法适应部队发展的。学 

习性学习的实施 ，从选题 ，收集资料，制定研究计划 ，实施 

具体研究到最后汇报成果，从内容到形式，都需学员 自主完 

成 ，具有很强的自主性与开放性 ，这些均给完成研究课题带 

来一定的难度。这就要求学员必须具备坚强的意志品质， 

积极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在困难和挫折面 

前可很快地调整心态，不因一时的困难和挫折放弃活动的 

计划或对 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造成消极的不良情绪。 

三、加强军校学员学习性学习的能力准备 

研究性学习强调学员的自主性，学员根据 自己的爱好、 

特长 自主选择课题，自主独立进行研究、开展活动。因此， 

研究性学习的内容是开放性的、综合性的，涉及到学员生 

活的各个领域，需要综合运用各种能力。 

(下转第 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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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信息的搜集和处理是研究型 

课程实施的准备阶段，成功的课题研究离不开资料的搜集 

和处理。研究性学习的实施通常围绕一个需要解决的实际 

问题展开。但这～问题的解决几乎没有或很少有现成的资 

料 ，所需要的数据资料、事实事例 ，都要靠学员 自己寻找、 

查阅、选择、摘录和分析，然后依据收集的信息形成假设 

并进行验证。 因此，军校学员具备高效、迅速、准确地找 

到课题研究所需要的丰富资料并对之进行加工处理的能力 

是必要的。目前大多数的军队院校图书馆藏丰富，校园也 

开通了局域网，对于不能常常走出校门接触社会的军校学 

员来讲，这些都是丰富的资源。在信息时代，课程绝不只 

是课堂上的事情，在课后，需要军校学员做大量的资料收 

集整理和预习的工作，这对学员在进行研究性学习时是具 

有极大的作用的。 

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由于 目前军校人才培养模式 

和管理体制的局限性，许多学员缺乏独立发现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对 自己所属的群体有较强的依赖性，或者说，发 

现和解决问题的主动性不高，一遇到问题，容易循着既有 

的模式去处理，没有创造性。这一问题的解决首先应依赖 

于课程教学，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逐步推广和使用研究性 

学习，帮助军校学员树立独 自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意识、锻 

炼解决问题的能力，即使是在课程教学中，教员也要勇于、 

敢于放手，经常表扬具有独创性 的思维模式和解题办法。 

研究性学习的实施过程以发现问题开始，以解决问题和表 

达、交流结束。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学员必 

须具备一定的问题意识，走出课堂、走出校园，融入社会。 

用 自己的眼睛去认识自然，了解社会，用 自己的头脑去分析 

鉴别各种复杂的现象。从中发现问题，并最终通过独立思 

考、自主学习创造性地解决问题。通过 自己的努力发现和 

解决的问题，更有利于增强学员的成就感。 

独立和创新的能力。研究型课程提倡学员对过去和现 

实持扬弃的态度，从新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并在前人的研究 

成果基础上有所创新。学员在遇到问题时，注意分析和收 

集资料，将它们集中起来 ，进行独立思考和多向思维，创造 

性地运用所学内容，适应新情况，探索新问题，不断拓宽视 

野。即使对别人 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也不满足于结论性的 

内容，而是借助 自己的创造性想象，将他们解决问题的情景 

重现出来以把握其思维过程和思维方法，发展 自己的创造 

性思维。 

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现代社会， 

积极的合作精神和有效的人际交往能力是现代人所应具备 

的基本素质之一。良好的表达与交流能力是学员成功进行 

人际交往，分享研究信息的重要保证。对于军校学员而言， 

交流与合作显得更为重要 ，一方面，部队是一个作战单位， 

其对所属成员的团结协作、优势互补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拥有良好的交流合作能力，是军校学员在军校生活中直至 

走上工作岗位都十分必需的能力 ；另一方面，现代战争的 

一 个重要特征就是信息传播渠道广、速度快 ，在战场上迅 

速捕捉到有用信息，对战局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这 

个意义上来讲 ，锻造交流合作能力，也是军校学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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