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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军队院校理科实践教学的几点思考 

王红霞，陈 波，宋松和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理科教育对于培养军事高科技人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理科实践教学作为培养学生创新能 

力的重要环节，是高质量理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全面分析国内外著名军事院校理科实践教学现 

状的基础上，针对理科学科特点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军队院校理科实践教学的基本思路，即从观念 

转变、课程设置、案例建设、评价体系几个方面构建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培养高科技新型军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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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ideration of Science Experimental Teaching 

WANG Hong—xia．CHEN Bo。SONG Song—he 

(College ofScience，National Un~rsityof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410073，China) 

Abstract：Science education is essential for training military hish—teeh talents． Science experimental teaching， 

which is important to cultivate the ability of innovation，is a vital part in science teaching system．First，the higll quality 

science teaching systems in famous military academies at home and abroad are analyzed thoroughly．Then，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ce disciplines and their main problems，the basic idea of science experimental teaching in military 

academies is proposed，including constructing the stereo experimental teaching system and training new high—quality 

mi litary talents through the change of the idea，curriculum design，case design and assessmen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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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理科教育对于培养高科技新型军事人才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理科实践教学着重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新意 

识，是构成高质量理科教育的重要环节。在我 国，由于历 

史原因，理科教育中长期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学员第一任职的能力以及未来应对多样化 

军事任务的能力⋯。面向我军科技人才的培养目标，建设 

军队院校理科实践教学体系，成为提高我军高素质人才培 

养质量的关键环节之一。 

所谓军队院校理科实践教学体系，就是 以提高学生数 

理应用能力和创新意识为目的，对数学、物理、化学等理 

学学科中组成实践教学的各个要素进行整体设计，以未来 

信息化战争为背景，分层次、按梯度设置实践内容，并探 

索实践方法，建设与之匹配的软硬件条件，从而建立起来 

的与理论教学体系相辅相承的教学体系。理科实践教学旨 

在突破理科教学偏重严密化和形式化的倾向，重视理科与 

其他学科特别是未来高科技战争的紧密联系，提高学员的 

科学素养，加快他们适应军队岗位需要的过程。 

尽管理科实践性教学的作用已日益凸显，多所学校建 

立了理科实验室，但是与国外一些著名军校相比，我军院 

校还有较大差距。实践教学 内容平面化、形式相对单一、 

管理和评价制度不完善等问题还很突出。本文在分析国内 

外部分军队院校理科实践教学现状的基础上，依据笔者所 

在团队多年从事数学实践课程教学的经验 ，从 内容设置、 

案例建设和评价体系几个方面，对军队院校理科实践教学 

提出了几点基本构想。 

二、国内外军队院校理科实践教学的基本现状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构建 “创新型”军队院校的 

教育体系，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潜能。具体表现在： 

本科教育的重点由 “专业型”向 “厚基础型”转变，教学 

过程由教师 “教”向学生 “探索实践”转变。理科实践教 

学在人才培养中具有基础性、长效性优势，而且可开放性 

程度高，因此得到各国军事院校的普遍重视。 

西点军校在其招生简章中直接宣称，其理科教育水平 

完全可与东部世界名校媲美。西点在课程设置上十分重视 

对学生数理基础及应用能力的培养，其理科教学理念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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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在最大程度上了解理论与各种事实之间的联系，应 

用数学、应用物理系列课程都有不低于15％的实践教学环 

节 。因此，西点学生的理科实践能力非常突出，在连续 

多年的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比赛上，西点军校一直保持着 

世界领先的优异成绩。 

近年来，利用地方著名大学在教育理念和学术水平上 

的优势，提高军队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成为英国、日本、 

澳大利亚等国的共同做法。例如，布里塔尼亚皇家海军军 

官学院与英国普利茅斯大学海洋研究学院联合办学，理科 

教育主要在普利茅斯大学完成。由于培养目标是应用型海 

军高科技人才，所以理科教育中较多地融入了实践环节， 

特别是与声呐、潜艇、海洋等有关的综合实践内容，这些 

实践教学内容不但要求学生对数学、物理的基础知识有深 

刻理解，而且能够对多学科知识进行灵活运用 J。以这种 

方式培养的学生，不但可以更快地适应第一任职岗位的需 

要，而且在面临军事变革和角色转换时，学习能力更强， 

发展潜力更大。 

由此可见，近年来，美国、英国等 国综合性军事院校 

在理科教育中，特别重视强化学生的实践环节，通过精心 

设计并不断更新一系列具有鲜明军事背景的实践项 目，引 

导学生自主学习，培养他们的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这种 

教学模式已成为世界各国军校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 

由于历史和体制等原因，我军院校教育长期以来封闭 

运行，与地方高校沟通较少；此外学历教育院校和任职教 

育院校肩负的使命不同，理科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一直未得 

到普遍认可。“十一五”期间，在多方努力之下，国防科技 

大学率先建成全军唯一的 “数理实验中心”和 “数学建模 

创新实践基地”，其 中全军 “数理实验中心”主要服务 于 

全校本科生数学、物理公共课程教学实验 ，“数学建模创新 

实践基地”则主要用于各级数学建模竞赛的组织和培训。 

这两个实验室也是 目前全军唯一的理科公共实践平台。建 

设运行近五年以来，为提升国防科技大学学生的创新能力 

起到了积极作用，本科生大学物理、大学数学竞赛成绩一 

直处于湖南省前列，数学建模竞赛成绩长期位居全国前两 

名。此外，第二军医大学建有 “化学实验中心”，海军工程 

大学也建有 “物理实验中心”。 

总的来看，国防科技大学理科实验的软硬件条件走在 

全军前列，但是实践教学功能比较单一、体系尚未完善， 

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很多突出问题。例如，部分老师重理论、 

轻实践，对实践教学的意义认识不够；或者实践教学浮于 

表面，实验室开放流于形式，学生并不能通过实践真正受 

益；实践内容过于简单或陈旧，对于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没 

有实质作用。此外，如何对实践教学实施有效管理，对教 

学效果进行合理评价，也是目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 

三、建设理科实践教学体系的思路与方法 

鉴于目前理科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外部分 

著名军校的成功经验，笔者以数学实践课程体系建设为例， 

依据自己多年的教学体会，对于理科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简要谈几点看法。这些思路与方法并不限于数学实践教学， 

对于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主干课程的教学都有借鉴意 

义。 

(一)转变观念。改革教学内容与方法 

充分认识理科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改变将理科教育 

等同于纯理论推导的旧观念，是建设理科实践教学体系的 

首要任务。目前数学教学过于强调逻辑推理的严密完整， 

把演绎证明放在第一位。教材上先定义、再定理，接着是 

长长的证明，最后是一两个例子。课堂上也都以定义和定 

理为主，长期下来，给学生形成的印象就是，这些数学都 

是客观存在的真理，不管是否理解都强迫性地背下来。这 

种教学方式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非常有害，不但 

割裂了数学与生活和其他学科的关联，而且会严重影响学 

生对于数学乃至科学的兴趣 J。 

事实上，无论是抽象的定义还是复杂的定理，大都有 

形象化的本源。教学的任务不是让数学显得严密和深奥， 

而是尽可能重现由形象思维到抽象表达之间的过渡，让学 

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学会这种思考和表达的方式。实践 

教学融于数学课程就是一种很好的回归，通过设计一些实 

践环节 ，让学生体会 和理解数学理论的来源和应用 ，不但 

有利于学生更好地学 习和理解相关知识 ，而且可以培养他 

们好奇心和想象力，这是枯燥的理论教学所难以实现的。 

在具体的实践教学环节上，数学实践教学可以采用与 

主干课程教学相结合 (目前最为普遍)、与暑期学校相结 

合、与课程竞赛和创新实践活动相结合等多种形式。其中， 

暑期学校时间相对集中，可以有效地将传统意义上讲授、 

辅导的平面教学形式转为立体化 ，特别注重实践环节 ，可 

成为春秋学期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 

(二)精心设计 ，加强课程内部及课程之间的联系 

要提高实践课教学质量就必须加强课程内部以及相关 

课程的沟通和联系。例如， 《高等数学》中的很多内容与 

《大学物理》密切相关，《高等代数》中的内容与多元函数 

微积分联系紧密，《抽象代数》中的群论对于原子与分子物 

理以及量子物理至关重要。此外，数学课程之间，比如 

《概率论》与微积分、线性代数与 《计算方法》等之间都 

有紧密联系。在过去的课堂教学中，大多将某些知识作为 
一 门课程学习的基础 ，并不注重揭示这些课程之间、特别 

是某些学科知识点之间的内在关联。例如，高等数学 中多 

元二次函数条件极值本质是就是线性代数中实对称矩阵的 

特征值，但是无论是高等数学还是线性代数对此都不会有 

进一步阐述。实践教学环节可以很好地弥补这个不足 ，帮 

助学生更好地理解 “条件极值”与 “对称矩阵特征值”这 

两个重要数学概念。 

实践教学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教师必须对数学系列 

课程有全面的把握，对于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也有一 

定了解。特别是理科教师之间应该多沟通，了解其他课程 

对于自己主讲课程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在不同 

课程和知识之间建立起联系，使他们体会到所学的价值， 

不断拓展他们的视野和想象空间，增进他们的科学观和创 

造力。 

(三)与时俱进。不断丰富与更新实践案例库 

与工科课程相比，理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基础性和 

普适性。数学、物理、化学几乎是其他所有学科的基础。 

当今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如何在实践性教学中既体现 

其他学科对理科不断提 出的新问题、新要求 ，同时体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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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自身的新成就，就成为实践教学中的核心问题。而这两 

者结合的好坏则主要体现在实践教学案例库的设计上。 

以数学公共课教学为例，在过去的课程实践教学中， 

我们就较多地设计了来自信息处理、遥感遥测、管理决策 

等领域中有鲜明军事背景的问题作为实践内容，其中有些 

内容直接来自教师的科研项目。但是与材料、生物、控制 

等学科的联系体现得还不够。这就要求实践课设计中除了 

融人教师 自己的科学研究问题之外 ，还要不断加强与其他 

学科，特别是对军事技术有重要影响的工科专家之间的联 

系，了解他们关心 的问题、对于数学的要求 ，以及相关学 

科的发展趋势。 

如果说工科实践的载体是实验设备，那么数学实践教 

学的载体就是案例库。一个好的实践案例不但可以帮助学 

生理解多学科知识，而且可以促使他们通过实践和思考形 

成新知，乃至解决工程或科学问题。为此，建立有效机制， 

鼓励教师不断充实和更新实践教学案例库十分重要。 

(四)科学评价 ，切实提升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在加强具体环节实践教学的同时，需建立健全实践教 

学体系的管理和评价机制。一方面可以通过学分制、学科 

竞赛等充分调动教与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教与学之 

间形成竞争和评价机制，切实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同时，还可以通过对学习效果、管理工作、规划工作进行 

监督和指导，规范教学环节，加强教学研究，使实践教学 

成为实现教育培养 目标的有效手段。此外，评价实践教学 

效果时，应避免过去那种只关注学生知识性考试成绩的倾 

向，特别重视对学生好奇心、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评价， 

注重对学生素质形成过程的评价，这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 

高将会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 

四、结语 

未来高科技战争对军事人才的科学素养及创新能力提 

出了更高要求，理科实践教学对于提高新型军事人才的综 

合能力具有重要作用。随着教育部对地方重点院校理科实 

践教学的加大投入和持续关注，目前，军队综合院校对此 

已日益重视。理科实践教学对教学双方以及校院管理机构 

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国内外已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 

但是远未完善。特别是军队人才培养 目标特殊，需要解决 

的问题还很多。本文提出了一些建设思路和方法，通过未 

来几年的实践和努力，相信会对军队未来技术人才的创新 

能力提升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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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整个 “学员论坛”开展的过程中，又尤为重视学员作 

为学习主体的自主参与意识，充分调动和发挥他们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能动性，真正做到使整个教学围绕学员更为 

有效的学习而展开，以切实提高学员的能力素质为核心目 

标，树立教师主导、相信学员、发动学员的教育教学理念， 

围绕教育教学的中心工作和学员能力素质培养的最终目标， 

实施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的扎实推进工作。这就需要 

教员对整个 “学员论坛”的展开过程事先有通盘的考虑和 

设计，并思考课堂上可能出现的偶发问题和情况，提前设 

计好相应的对策和处理方法，以达到从容而富有成效地驾 

驭课堂教学全局的良好局面，保证在有序而气氛热烈的教 

学环境中，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基础上，实现对基本 

理论、现实运用、解疑释惑等方面的良好把握与提升。“学 

员论坛”并不是每堂课都必须进行，而是在一些重要的难 

点、热点与焦点问题处适当地展开，教员将设计好的任务 

提前布置给学员，让学员通过查资料、队里讨论、与教员 

探讨等方式做好充分的准备，使得课前利用十分钟左右时 

间开展的 “学员论坛”活动，能够收到扎实、有效的训练 

效果，切实起到提升学员能力素质、提高教育教学效果的 

作用。 

学员在整个 “学员论坛”过程中经过了一系列的扎实 

锻炼环节，在自主学习意识和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 

(责任编辑：赵惠君) 

论等方面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步，这是对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教学团队一直以来探索和实践研讨式教学 

法—— “学员论坛”的充分肯定。历经十几年的风雨历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团队通过潜心培育和塑造 

“学员论坛”，如今已经逐渐成熟起来，并日益开放出桃李 

的芬芳、结出沉甸甸的累累硕果。思想政治素质作为高校 

大学生必须具备的首要素质，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更为突 

出地呈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面前。“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概论”教学团队将继续办好 “学员论坛”，不断开 

创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崭新局面，并为学员更加自觉、 

自主的学习理论和提高自身的能力素质发挥教育教学的重 

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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