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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 《高技术武器装备系统概论》课程的特点与难点，在教学实践中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 

的优势，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着重加强课后作业、测验的实施和交互式教学与讨论，可以弥补传统教学课时少、 

辅导难、交流不足的问题，提高教学效果。三年的教学实践证明，根据课程本身的特点，采取恰当的教学方法 

与手段，充分利用网络教学的资源，可以有效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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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thotis and Practice of the Network．aided Teaching of the Course 

Introduction to High-tech W eaponry Systems 

HUANG Xiao—tao ，DING Hong ，ZHOU Zhi—min ，ZHANG Han—hua ，TAN Dong—feng 

(1．College ofElectronic Science and Engineering；2．College ofInformation System andManagement，NUDT，Changsha 410073， ) 

Abatract：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tilculdes of the new course Introduction to High-tech Weaponry Systems are analyzed．In 

teaching we have solved the problems of deficiency in class hours，tutorshlp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then improved the teaching effects by making 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network teaching platform and by increasing 

homework，exams and mutual teaching and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It has been proved by three years’ 

teaching that using appropriate teaching methods and making the best of the network teaching resoLLre~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the course Can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effici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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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不断发展给高等教育的质量提出愈来愈高的要求。 

不断摸索课程教学规律，改进教学方法是提升高等教育质 

量的重要环节 J。许多教师根据课程特点，对传统教学方 

法的改革进行 了探 索和实践，并 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 

果L2 。本文总结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实施 《高技术武器装备 

系统概论》教学的经验，并试图探索此类课程的教学规律 

与方法。 

一

、 《高技术武器装备系统概论》课程特点分析 

《高技术武器装备系统概论》是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新开 

设的本科课程，该课程以典型高技术武器装备为教学载体， 

使学生了解相关的关键技术，进而从系统层面上建立武器 

装备技术体系的概念，为展开后续相关专业课程学习和掌 

握各种武器装备奠定理论基础。 

本课程与其他本科课程相比，有许多突出特点，给教 

学的顺利实施带来新的问题与挑战。特点主要有： 

(一)内容丰富、知识覆盖面广 

教材内容包括雷达系统、光电装备、导弹武器装备、 

装甲车辆、无人作战系统和指挥信息系统等作战常用的 6 

大武器装备系统，每一系统既相对独立 ，又相互联系，构 

成了陆、海、空、天、电等作战环境下较为完整的武器装 

备体系。 

(二)教师构成复杂、涉及单位多 

无论是编写教材还是实施教学，参与的人员均来自全 

校相关优势专业的骨干教师，其单位涉及全军高级干部高 

科技知识培训班、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光电科学与工程 

学院、航天与材料工程学院、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和信 

息系统与管理学院等。 

(三)学生人数多、班次复杂 

根据教学计划安排，修习本课程的学生是学校大三的 

全部应届合训学员，来自不同的专业和班级，每名教师要 

连续上半个学期才能将其负责的内容给全部班次讲授一遍。 

由于上述特点，教师在实施教学时遇到相当多的困难。 

从教学效果的角度出发，困难主要有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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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课时较少，难以将相关概念、技术讲得深透。按 

照总体课时计划 ，通常每个具体的装备与技术仅有 2个学 

时左右的讲授时间，而在技术类学员的专业课程中，往往 

需要几十个学时才能讲授完毕。因此，在有限的学时内较 

好的完成教学任务是一个突出的矛盾。 

二是实施课后辅导、答疑的难度极大。首先，由于学 

员人数、班次多，教师讲授密度较大，即使安排辅导教员 

也很难保证每堂课后都有时间进行辅导；其次．教师办公 

与实施教学相距较远，给实施辅导增添了实际困难；再次 ， 

大三学员课程多、时间紧，自习时间少 ，难以保证参加答 

疑的时间。 

正是存在上述诸多困难，影响了教学 的效果与质量。 

首次开课 ，虽然学生的热情很高，但学习效果一般 ，成绩 

不甚理想。在随后两年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借鉴其他单位 

经验 ’ ，逐渐摸索出利用网络教学平台提高教学与学习效 

果的方法，成效显著。实践证明，网络教学平台灵活性强、 

交互性好的特点，特别适合于本课程的教学。 

二、网络教学手段与做法 

(一)Blackboard网络教学平台 

Blackboard是一个软件平台 7’ ，教师可以用它创建、 

发布和管理课程的网络内容，可以为传统教学的课程增加 

在线内容，也可以开发基本或完全没有面授环节的网络课 

程。Blackboard平台的功能主要有： 
· 发布通知 

· 异步交流：讨论区 
· 同步交流：分组 聊天，可同时应用或不应用 白板、 

小组浏览器等工具 
· 在线测试和调查，具备自动评分和统计功能 
- 作业和课程文档区 
· 外部链接 
· 数字收发箱 
· 及时发布其它课程材料 
· 学生花名册，电子邮件和在线成绩簿 

Blackboard平台具有强大功能，可以为传统课程教学提 

供相当大的便利 ，比如发布通知的功能可以在课前课后快 

捷地提供最新教学信息，外部链接的功能可以将与课程相 

关的辅导资料、多媒体资源等放在 固定的位置便于学生查 

阅、下载、利用。对于本课程的教学实践，更为有益的是 

异步交流和讨论、在线测试和在线成绩簿等功能，它们大 

大延长了有限的教学时间，拓展了师生的交流机会 ，可在 

相当程度上弥补教学课时少、辅导难的问题。 

(二)作业与测验的布置与反馈 

课后及时留作业、复习题并进行小测验是能够巩固课 

堂教学成果的重要手段，当班级较小、学生人数较少时可 

以采用手工操作，尤其是文化基础课程需要亲自动手实践、 

动脑思考才能加深理解 ，将书本知识转化为 自己的知识。 

但对于班级较大、学生人数又非常多的情形，手工批改作 

业、实施测验无疑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有时甚至是 

不可能实现的。另外 ，本课程的教学重点是理解和掌握武 

器装备技术的基本概念 ，重在动脑思考 ，因而采用网络教 

学平台进行作业与测验是一个自然而又合理的想法。 

具体的做法是课后留有作业题，并要求在规定时间内 

做完，教师根据情况给出评语 ；有时将作业题 目、小测验、 

复习题结合在一起，并在线给出答案和评分结果，这样实 

现了对课堂教学内容的评估，又加强学生的学习效果 ，同 

时对其学习方向和重点也进行了必要的引导。根据作业完 

成情况，教师可以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而改进教 

学方法与手段。 

(三)网络交互平台的利用 

本课程包含众多武器装备及其技术，是学生非常感兴 

趣的内容 ，这在课上与课间学生们的踊跃提问就可窥见一 

斑。但平时由于课时安排紧凑 ，答疑时间无法保证，很难 

满足广大学生的求知欲望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利用网络异步交流和讨论功能，对学生提出的 

各种问题进行解答与讨论可以较好地解决这样的问题，提 

高学生的参与热情。 

具体实施中，教师充当解疑释惑和论坛管理员的角色， 

引导学生针对教学内容、方法等问题展开讨论，有时教师 

可以提出共性的问题供所有学生思考，教师的解释与学生 

们的相互讨论可以供其他人借鉴参考。实际操作中，学生 

的参与热情很高，所提问题既有对一般技术的疑问，也有 

对最新装备、发展趋势的探求，还有对教师教学手段、方 

法的直接建议。 

由于网络交互平台是开放性的，这使得所有教师和学 

生均可以方便地看到其他专题的相关话题，这使得平时不 

在一个单位的教师之间有了相互学习与借鉴的机会，同时 

也使学生们可以轻松地查看所感兴趣方向的内容，这在实 

际中是非常有益的。 

(四)在线成绩簿的生成与使用 

前面已经提到，选修本课程的学生人数多 ，平均有上 

千人，给平时批改作业、测验以及课程考试带来相当大的 

困难，尤其对课程结业考试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从准备试 

题、考场的布置到监考老师的选调，都牵扯到学校多个单 

位和部门，最后进行试卷的评判与分析亦是非常细致而又 

繁琐的工作，需要更多的人员与精力。考虑到这些实际因 

素，如何在有效完成教学效果的评估又能尽量减少人员的 

选调成为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 

而网络教学平台的在线成绩簿的功能可以将平时作业、 

测验与最后的考核有效地结合起来，并能够实现考试的自 

动化评判、分析功能，可以有效提高考核效率 ，因而成为 

教学的有力助手。 

具体实施中，需要在开课前对本课程各个部分的作业、 

测验、考核分数比重有个清晰的规划，并给出具体的权重， 

在网络教学平台进行必要的设置。然后就可以在实施教学 

过程中，将平时作业、测验与复习题的完成情况计入最后 

的考核成绩当中。最后课程结束时，借鉴计算机等级考试 

的模式，实施在线上机考试，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在线评分 

系统就可以实现考核、评分 自动化操作。考虑到参加考核 

人数多、上网电脑数目少不足以同时完成上机考试的实际 

情况 ，可以将考试题 目设置成题库的形式 ，每次随机抽取 

试题形成试卷，从而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完成考试又避免了 

试题的重复。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对在线成绩簿的功能进行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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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虽然没有全部实现上机考试 ，但通过试点已经取得 

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将在今后的教学中推广此做法。 

(五)网络教学平台使用中的问题 

虽然网络教学平台具有传统教学所不具备的交流广泛、 

测试方便及考核 自动化的功能，但在使用中亦存在一些问 

题，主要表现在： 

(1)部分教师、学生思想观念上没有更新。一部分教 

师还没有完全接受网络教学这种新的教育方式和手段，有 

些传统教学非常出色的老师还不适应网络教学的新的特点 

和优势，这样就限制了教师在网络教学平台的发挥；而在 

这方面学生的情况要好得多，因为论坛、灌水对于学生已 

经非常熟悉，不过学生上论坛更多的是作为娱乐、休闲的 

用途，将其作为学习的一个重要阵地依然还不那么习惯。 

(2)使用不熟练，不能够充分挖掘网络教学平台本身 

的潜力。由于 Blackboard网络教学平台引人学校时间较短， 

教师和学生对其都不甚了解，多数人都是初次使用。所以 

教师对网络教学平台的利用往往侧重于弥补传统教学的缺 

陷上，对平台本身的特点研究还不深入，没有最大程度的 

发挥网络教学平台本身的潜力。这在本课程教学的过程中， 

实施授课的教师来 自多个单位，对网络教学平台的掌握水 

平参差不齐，经常出现步调不一的情况。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学校逐渐将网络教学载体纳入精 

品课程评选的重要 内容，还专门设置网络教学评 比，这样 

加强了广大教师对 网络教学平台的重视，促进了教师对网 

络教学平台的使用水平；另外，在教学过程中，经常组织 

网络教学平台使用较好的教师为其他教师讲解、示范，从 

而提高了全体教师利用网络教学的能力，提升了整体教学 

水平。 

三、教学效果评价 

在传统教学中结合网络教学平台的某些特殊功能，较 

好地实现了教与学两方面的互动与反馈，有力地推动了教 

学，提高了教学效果，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 是活跃了课堂气氛。适时的网上引导与讨论使得学 

生对课上内容充满期待，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接收，从而在 

课堂上能够紧跟教师的教学思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二是加强了交流沟通。课后作业使得教师及时、清楚 

地了解学生对课上内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主题讨论使得 

教师了解学生感兴趣的方向和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同时学 

生也可以对教师的教学提出意见和建议。 

据国防科技大学信息中心统计数据表明，实施网络辅 

助教学的两年中，本课程的网络点击量在全校所有课程中 

名列榜首，这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学生参与网络平台进行学 

习的积极性和热情，另一方面也表明网络教学平台对于弥 

补传统教学资源不足方面所具有的突出优势。 

三是提高了考核成绩。使用网络教学平台前 ，课程考 

试平均分数为 65分左右，而使用网络教学平台后，平均分 

数为 74分左右。图 1给出了使用网络教学平 台实施教学 

(2008年、2009年)的考核成绩分析结果。通过实际考核效 

果来看，成绩在各分数段的分布基本符合正态分布，平均 

成绩较使用网络教学平台前有了较大水平的提高。 

b．2009笨 

图 1 考试成绩各分数段人数比例分析图 

四、结束语 

素质教育要求教与学两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实施教育 

者手段形式多样、学习者积极主动。作者在实施教学过程 

中，努力尝试根据课程的特点，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弥补传 

统教学的不足和缺陷，提高教学的效果与水平。实践证明， 

牢牢把握课程的特点，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的优势实施 

教学，可以有力地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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