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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 《现代通信网络》课程立体化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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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工科网络技术教学的必由之路。为适应高等院校开放式创新性教 学的要 

求，本文针对目前 《现代通信网络》课程教学体系存在的方法单调、模式单一和内容单薄等问题，探索出以 

“四维基点，三方立体面”为教学理念，以 “引、探、用”为教学方法的立体化教学体 系，拓展 了课 堂教 学和 

实践教学的内涵和外延，提高了教学的整体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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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ing the Open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System 

of《Modern Communication Network)) 
SHAO Zheng—rong，DONG Fang，MO You—quan，CHEN An—ping，ZHU Dong 

(1．Instructor ofBeijingAgriculture Training College，Beijing 100094；2．Information 

2．Engineering University，Zhengzhou450001；3．95957 Air Force，Beijing 100094) 

Abstract：To combine the theory with practice is the only way for the engineering course teaching．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colleges open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plan，aiming a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is course today： 

monotonous teaching method and mode and thin in content，the authors explore the” four—dimensions and three parts” 

teaching method，with” inducement、probe、application”as the teaching system to expan d the classroom teaching as 

well as practical teaching to improve the overall teaching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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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预言：今后各国的激烈较量，不在战场 ，而在 

课堂。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以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时代，通信 

网络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与人类社会之间形成 

了一种彼此促进的互动关系。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现代 

通信网络》的课程改革遇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积极 

探索创新性的思路和方法，推进开放式教学体系的建设， 

突出多手段立体化教学的直观性、设计性、综合性与创造 

性，在培养学生独立思维和提高学生动手能力方面具有重 

要意义。 

一

、 现行教学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学方法单调 

通信网络是信息化社会的基础设施，由于覆盖面宽、 

规模庞大、技术复杂、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使得其只能以 
一 种渐变的方式演进。目前，通信网领域呈现出新、特、 

广的特点。以上种种因素导致了通信网络课程的讲授和学 

习难度不断增加，经常采用 “课堂讲授为主，实验设计为 

辅”的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缺少切实的实验 

环境和动手机会，这与他们的期望——从 《现代通信网络》 

课程中了解建网、管网、用网的全过程，见识真正的通信 

网络是矛盾的。 

2、教学模式单一 

托尔斯泰说：“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 

发学生的兴趣。”这不仅是对教师专业行为的基本要求，更 

是对理论枯燥、实践性强的课程成功施教的关键。事实上， 

网络的强大功能和广泛应用就已经使学生产生了浓厚兴趣， 

因此挑战在于如何进一步激发并正确导向这种热情。传统的 

忽视学生基础、兴趣和能力，“一视同仁”、“一刀切”的教 

学模式，很难把握学生的兴趣点，兼顾他们的个性需求。 

3、教学内容单薄 

教学内容的选取直接影响学生知识面覆盖程度和理论 

素养水平。在长期的一线教学中，我们经常看到学生时常 

把计算机网络误认为通信网络，这与通信网络教学内容不 

尽合理有密切关系。目前，《现代通信网络》的教学主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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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讲授课和实验动手课组成。一方面，在课堂授课中有 

关计算机网络的内容课时比重偏大，造成对 “网”的理解 

不深入全面；另一方面，传统的实验教学主要集中于课时 

有限的实验课，导致难以在这有限的实验时间和空间内开 

展丰富多彩的网络实践。 

二、开放式创新性的立体化教学体系 

根据以上对现行教学体系存在主要问题的分析，针对 

授课对象不同爱好和自我发展要求以及他们对教学内容丰 

富程度和教学模式多样化的需求，我们倡导建立开放式创 

新性的 《现代通信网络》课程立体化教学体系。立体化教 

学体系包含 “四维基点，三方立体面”的教学理念和 

“引、探、用”的教学方法 ，突出课题参与教学的重要性、 

学生研究行为的能动性和教师自我完善的自觉性，赢得了 

学生的好评和良好的社会效果。 

1、立体化的教学理念 

教学理念是存在于教学过程之中，并对教学行为产生 

深刻影响的观念，它体现着教学本质，是指导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组织和实施教学的思想基础和行为准则，回答了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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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建立开放式创新型的立体化教学体系”理论层面 

的问题 。 

在现行教学体系下， 《现代通信网络》课程的教学方 

法、模式和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教学与科研的互动关 

系，疏远了师生和课题的互促联系。“四维基点，三方立体 

面”的教学理念对以上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个良好的思路。 

“四维基点”以教师、学生、研究行为和课题为能动因子 ， 

融洽各方合作关系； “三方立体面”包括了 “四维基点” 

的各种组合方式，每种组合方式都有各自的行为特点和探 

索、实践空间，强调思、行结合，充分拓展 《现代通信网 

络》教学的内涵和外延，如图1所示。这种完备的立体化 

教学理念，可以贯穿于教学组织的整个过程，并成为教学 

实施不同层面上的行动指南。立体化教学理念完备性主要 

体现在独思面、独研面、指导面和共研面的立体化分解上， 

其中，独思面和独研面强调教师和学生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而指导面和共研面消除了各个因子的孤立性。由以上四面 

有机组合的立方体很好地把握住了教学相长的辨证关系， 

强化了参与各方的互补作用。 

+ + 

学生 

课题 研究行为 课题 教 师 课题 教师 研究行为 

图 1“四维基点 。三方立体面”分解示意图 

(1)独思面 

做好 “独思面”，给教师 “组织课题”和 “布置任务” 

工作提出更高要求。首先，通信网领域的新理论、新观点 

层出不穷，教师只有适时、及时地 “充电”，才能制定出切 

合技术前沿又具研究价值的课题任务，这也是教师自己长 

远发展的必然要求。其次，教师要设计整合课题内容，分 

析制定每个层次的整体教学目标，有技巧性和针对性的给 

学生呈现既符合实际条件又锻炼能力的实际课题任务。独 

思面强调教师的主体作用，促使教师时时学习，终身学习。 

(2)独研面 

独研面以学生自学为主，要求学生继续扩大知识面，并 

积极参与实践活动。独研面期望取得两方面的效果，一是 

“温故”，二是 “知新”。而教师在独研面中则主要起辅助作 

用，在确保完成教学课时的同时，保证学生 “温故”有时 

间，“知新”有空间。 

(3)指导面 

指导面注重课题参与教学，并建立一种以社会及岗位 

需求为导向的运行机制，是多方力量共同参与人才培养的 

过程。在这里，教育资源和教育环境都是多样化的。一方 

面，教师针对学生在独研课题时存在的问题和遇到的疑惑， 

在课堂和实验室中给出帮助；另一方面，如果条件允许， 

课堂可以延伸至业务单位的实际环境或邀请业内专家指导 

讲学。显然，这样的帮助指导就不再是 “填鸭式”地喂食， 

而是引导性的、启发式的，不但让学生知道怎么做，更要 

让学生明白为什么这么做和将来要做什么。 《现代通信网 

络》是一门集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为一体的课程，其授课 

和实验操作贯穿于建网、管网、用网的全过程，这就需要 

教师在各个环节上充分履行自己的专业职责，在不断的指 

导中发展学生。 

(4)共研面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共研面是取长补短，教学相 

长的大舞台。理论观点的创新，课题实践手段方法的改进， 

正是立体化教学体系愿意看到的。这些成果一则可以更新 

课堂教学内容，更重要的是课题成果又成为教师、学生再 

思、再研的动力，从而使整个立体化教学体系不断提升， 

循环发展。 

2、立体化的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就是在教学理念的指导下，为完成一定的教 

学目的、任务所采取的教学途径或教学程序，是以解决教 

学任务为目的的师生间共同认识和实践的方法体系。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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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大学纷纷对教学方法进行探索与改革 ，涌现出许多与现 

实教学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典范，其中得到广泛认可方法有： 

案例教学法、基于问题的学习、基于项目的学习、暗示教 

学法等。在认真研究、学习这些方法的基础上 ，遵循开放 

式创新性教学体系的教学理念，结合教学实际，我们引入 

了一套适合本课的立体化教学方法。概括而言，该方法细 

层 

层 

深 

入 

分为引、探和用三个层次 。“引”首先启发新知， “探” 

继而深化所学 ，“用”而后指导实践 ，最后再将实践的问题 

和成果作为新知，开始下一轮的探索。显而易见，这个过 

程遵循学习和实践的规律，且层层深入、循序渐进，它最 

终给出 “怎么样建立开放式创新型的立体化教学体系”的 

具体实施方法 ，如图2所示。 

漪 以旧带新譬l入 卜_— 酬顺幸H哭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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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教学方法层次组成 

(1)引——新知的开端。 

引，有两层含义。狭义说，就是如何在课堂上导课； 

广义说 ，就是如何在课 内课外启发新知。引，要有情境， 

情境基于独思面和独研面师生双方的学习感受 ，其主要来 

源于三方面。一是以旧带新引入 ，立足于已学知识，从 回 

顾中发现新问题 ；其次是学习中接触的国内外追踪技术发 

展的大量资料作为课堂内容的铺垫和延伸；三是课堂教学 

未涵盖或是粗略带过的内容会变为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问 

题 ，成为教师和学生下一步的学习目标。 

(2)探——所学的深化。 

探究深化的组织者是教师 ，实施者是学生。延续 “引” 

的要求 ，在新问题引入之后 ，揭示新知识就成了要完成的 

学习任务，这通常采用教师授课的形式。传统的平铺直叙 

“满堂灌”的方式，使学生疲于听讲，很难 “引”之 “抛 

砖”后，“探”之 “引玉”。这就要求教师做到教学内容的 

“少而精”与教学方式的 “趣味性”。少而精，要讲出教师 

独思面的精华；趣味性，来减少学生独研的心理压力。同 

时，发扬团队精神，合作研究，可扩展独思面覆盖范围， 

教师应在指导面中大力鼓励和提倡。对棘手的难题主要放 

在指导面和共研面完成，教师给予点拨，师生充分讨论， 

最终全方位的理解新知识，完成学习任务。 

(3)用——知识的应用。 

用，就是将所学知识指导实践，巩固所学，升华所学， 

其主要服务于实验教学。用的基础是学生独研面的理论知 

识，用的形式采用教师独思面设计的大量课题实验，用的 

方法依赖于指导面的教学设计，用的更新由师生共研面的 

成果推动。这些在通信网的教学中，主要体现在实验内容 

循 

序 
渐 

进 

和类型的精心安排上。 

实验是分层次的，包括基本实验、变化实验和拓展实 

验 J，如图3所示。第一个层次是基本实验，以网络基本 

配置验证为主，一般安排在有限的计划学时内完成 ，主要 

指向较低层次的教学目标，使学生巩固理论知识，培养基 

本动手技能、工程素质和简单创新能力。在基本实验 中， 

基础实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对所学知识几乎全部覆盖， 

重在打牢实践基础；针对实验对实验 中的薄弱环节，有 目 

的的进行加强，达到查缺补弱的 目的。变化实验是第二个 

层次，起承上启下的作用，本层次以多方位的设备使用和 

协议分析型实验为主 ，强调学生 自主进行学习和设计，主 

要目的是紧密结合课程进度来考察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应用和再创新能力。以上两大类练习可以满足多数学生的 

求知愿望，但程度好、热情高的学生还会有进一步拓展学 

习的需要。拓展实验以应用、业务及参数验证等创新型实 

验为主，要求学生有新思路、新方法，不断精益求精，融 

会贯通。以上各种实验的来源均具有多源性 ，包括课程设 

计、毕业实习，第二课堂活动、参赛科技制作等实验研究 

项目，更鼓励学生结合所学知识自行提出实验课题，并依 

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实验内容，组织攻研团队、制定开 

发计划和完成结题答辩等 J。 

概括而言，“四维基点，三方立体面”的教学理念要求 

教师准确把握学生个性特点，激励学生自选、自研课题， 

激发他们不断的学习兴趣。“引、探、用”的教学方法突破 

课堂教学的局限，扩展研究和实验空间，在知识层面澄清 

了网络的概念，在实验层面从简单的验证型实验扩展至多 

方位、多元化的研究型实验，从而提升了 《现代通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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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立体化教学体系的整体构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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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实验内容层次组成 

三、开放式创新性的立体化教学体系的优势 

我们在 《现代通信网络》的教学实践中积极运用这种 

立体化教学的教学体系，并不断总结、改善和提高，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实践表明，这种教学体系具有以下优势： 

(I)立体化教学体系理清了教学与科研的辨证关系， 

打破了传统的 “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方法，给学生创 

造切实的研究环境和更多的动手机会。 

(2)立体化教学体系自底向上，由易到难，循序渐进， 

层层深入，符合学生的认知和技能提高的规律，有利于满 

足学生的个性化需要和创新性人才的脱颖而出，使各个层 

次的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空间。 

(3)立体化教学体系是师生间共同认识、共同进步和 

共同实践的方法体系，克服了知识学习的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充分发挥教学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4)教学体系的实现形式和实现过程具有灵活性，结 

合不同类型、难度和工作量的实验，实现了课堂授课和课 

外实践的有机统一，克服了实验课时有限的困难，从多方 

面拓展和延伸了课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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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法国、日本、印度等。每个国家每种类型卫星是在 

不断动态变化。因此，在空间威胁继续教育课程学习中， 

必须加强案例教学，使学员清楚了解各个国家各类卫星的 

在轨情况，掌握我国卫星的信息支援保障能力以及国外卫 

星的信息威胁特点等。 

鉴于军事应用的大背景，案例设计及建设需结合联合 

作战环境进行。例如侦察卫星系统在支持联合作战的过程 

中，其作战效果受到时间、空间、轨道特性、载荷能力、 

气象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侦察卫星系统的威胁，是在上 

述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 

综合归纳获得的。在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中，指挥员 

必须了解掌握敌侦察卫星系统的威胁，才能做到 “知己知 

彼，百战不殆”，降低各类军事行动受敌侦察卫星系统的影 

响程度。 

根据目前空问环境和各国空间目标、卫星分布的现状 

和特点，《空间威胁》继续教育课程设计了32个案例，并 

设计了自选案例作为学员学习的备选方案。通过案例教学， 

学员清楚掌握空间卫星和碎片的分布情况，了解不同卫星 

的特性和用途，对来自空间的威胁及其应对措施也有了较 

为清晰的认识。 

四、结束语 

空间系统应用与空间威胁对抗是军队信息化建设关注 

的重点问题之一，本文以 《空间威胁》课程建设实践为例， 

就如何在继续教育中加强空间系统教学，提高教学效果进 

行了研究。随着技术的日新月异，网络化教学等更新形式 

的教学方法日渐成熟，相关课程建设应与时俱进，积极吸 

收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手段，提高继续教育的教学效果 ，为 

部队信息化建设服务、为战斗力提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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