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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信息主导特色，全力构建信息化教学训练条件 

陶荣华，陈安平 ，沈 艺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训练部，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 面对风起云涌的新军事革命，面对汇聚交融的信息挑战，军队院校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把握信息 “叠加性、渗透性和兼容性”的生成特色，以 “加大信息化教学平台的饱和含量、加快现代教育技术 

的路径牵引、加强网络化教育训练的网聚能力”为切入点，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全面跃升，力争使信息化教 

学训练条件建设取得新突破、跨入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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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hasize the Leading Role of Information，and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and Training 

TAO Rong—hua，CHENG An—ping，SHEN Yi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1，China) 

Abstract：Faced with the new military revolution and the challenge of mixed information，military academies，in view 

of the present an d the future，have to grasp the generat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gruence，penetrability and compatibility 

of information，make overall pla,~，emphasize the important parts，raise the whole level，and strive to make breakthroughs 

in creating the information—based conditions for teaching and training，starting from the increase in the capacity of the 

inform ation—based teaching platform ，strengthening the traction of modem education skiHs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net—based education an d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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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信息化条件下战争形态的新变化、我军军事斗争 

准备的新情况，结合院校教育训练的新趋势，我校深入学 

习贯彻全军军事训练保障工作要点，积极探索信息主导的 

特点规律，紧扣国防和军队建设 “主题主线”，聚焦教育训 

练转型要求，以清晰的指向、切实的措施，全力构建信息 

化教学训练条件，不断丰富教学保障内涵，重塑教学保障 

结构，谋取教学保障能力的整体跃升。 

一

、 基于信息的叠加性。加大信息化教学平台 

的饱和含量 

信息素养的提升需要大量信息源的叠加。信息知识越 

多，信息含量越大，信息 “聚变”效应也越大。u 我校围绕 

规模化、仿真化、先期化 “三化”建设，为学员预设 “信 

息海洋、知识殿堂”，构筑信息获知的时空维度，培育学员 

优良的信息意识、信息认知能力、信息需求确定能力和信 

息利用能力。 

1．整合资源，加强集成，网络教学 “规模化” 

我校遵循 “互补、外延、重构”原则，依托总部下发 

的军队院校网络教学平台，应用统一的建设规范标准，对 

本科课程进行了网络教学内容大纲与脚本的编制，完成了 

传统课程的信息化改造，增设了信息安全类、程序设计类、 

信息网络类和信息作战类等一批信息素质教育课程，突出 

部队信息化建设 的难题和热点研究 ，加大信息攻 防、网络 

系统开发、维护管理等应用课程网络教学的比重，加速信 

息知识学习向服务部队应用的释放过程。目前，全校网络 

课程近百门，占本科课程 20％；利用网络的多媒体和超连 

接的特性，迅速、适时更新网络教材，实现网上教材的多 

媒体化、非线性化，贯穿以轻松活泼、自主 自助为主的网 

络学习活动 ，具有全校性质的网上教学、网上预约、网上 

答疑、网上讨论、网上考试 、网上讲评已成为组织教学的 

主要形式，网络化教学的常态化运行基本实现。学员在信 

息获取加工、交流利用 、分析对 比过程 中，发 散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进一步提升，以网络教学为有机 

支撑的新型学习生态环境已基本构成。 

2．面向战场，延伸部队，实践教学 “仿真化” 

我校紧贴使命任务，坚持把实战化、实案化作为实践 

教学的主要形式，依托作战环境工程、军事信息安全等重 

点实验室，积极推进1O余个模拟仿真训练平台建设，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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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理论教学、平台实验和网上推演的无缝链接，为学员 

营造出综合感知、实时指控、全维防护的近似实战的战场 

环境，设真设实设难情况，把侦察与反侦察、干扰与反干 

扰、对抗与反对抗作为重点，融合练谋略、练战术、练技 

术、练思想、练作风 ，不断提高学员信息力、执行力和创 

造力，使仿真化的实践教学训练真正成为未来作战的 “预 

实践”。 

3．多方联手，优势互补，信息资源 “先期化” 

我校积极探索军民融合发展之路，先后与军地高校、 

科研院所、作战部队等广泛建立 “全方位、开放式、共享 

式”合作关系，单从 1O余所高校引进的中外文数字资源就 

达200TB，较好地满足了学员对校园网信息资源的检索需 

求，提升了信息资源综合保障能力，节约了建设经费，取 

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目前，共引进 CNKI、维普、万方、 

外文期刊数据库等40余个，自建作战信息与战场环境数据 

库、原生文献数据库等特色数据库 60余个 ，中外文电子图 

书135万余种、多媒体视频资料6000余部，数字资源总量 

由26TB增至 280TB，基本形成了 “适时更新同步、载体类 

型多元、军事特色鲜明、重点文献突出”的具有我校特色 

信息资源服务保障体系，使学员 “足不出户”即能实现异 

地教育资源利用的最新化、最大化和最优化。 

二、基于信息的渗透性，加快现代教育技术的 

路径牵引 

渗透性是信息天然具有的禀赋个性，它正以前所未有 

的力量和速度更新着军队战斗力的生成机理和基本形态 J， 

抓住这一特性的传递和倍增作用，借助现代教育技术的创 

新进步，革新教学训练手段、优化教学训练环境，加强一 

体化、精细化教学训练管控，促进院校教学训练由机械化 

背景向信息化背景转变，营造更为浓厚的现代化教学氛围。 

I．打破常规，创新信息化教学训练手段 

我校打破陈旧教学理念，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科学确 

定教学训练目标，优化教学训练设计，改进教学训练方法 

手段 ，实现教学实践和环境熏陶、知识传承和能力培养的 

有机统一。力求从 以下三个方面有所突破：在教学训练规 

划方面，通过教学训练信息系统，对教学训练计划进行网 

上制定、审批、查阅，确保实时准确的开展教学训练工作， 

有利于增强教学训练效果的系统性和深刻性 ；在教学训练 

形式方面，利用声像、视听等多媒体技术，实现对教学训 

练内容的仿真 、描述与回放，逐步形成交互式学习、套餐 

式训练、多方位消化的教学流程；在教学训练方法方面， 

推行网上讨论学习法、模拟实验学习法，激发学员学习的 

持久动力和不懈热情，彻底改变以往教员为 “主动轮”、 

“单项轮”的教育现状，实现教员与学员、教与学的双向发 

展、“双轮驱动”。 

2．把握契机，优化信息化教学训练环境 
一 是瞄准高效，加大对现有教学基础条件进行升级改 

造。先后对远程交互教室、容纳千人的计算机中心、数字 

化语音室、军地电子阅览室、近二百个教室进行信息化条 

件改造，使其具备查询获取多媒体教学内容及电子教案、 

实现远程教学、网络录播等多项功能；开展媒体资源中心 

建设、数字移动演播平台建设和数字高清一体化建设等媒 

体资源建设，完成了媒体制作由模拟向数字、标清向高清、 

独立向共享的转变，为学员获取信息提供了全新的平台。 

二是对照标准，确保信息化教学基础条件建设有所突破。 

依据总部基础实验室建设标准，找准差距，完善大学物理 

基本、仿真、创新、演示实验模块的建设，根据专业特点， 

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形成从低到高，从技术到 

综合，从基本技能到综合素质培养逐级提高的 “递进式” 

实验教学体系；充分利用计算机、多媒体、网络等手段， 

搭建了集 “听、说、读、写、译”于一体的语言学科平台， 

目前多语种的外语实验应用教学基地已初具规模，我校被 

评为全军唯一的 “全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示范点”院校。 

3．强化管理 ，实现一体化、精细化管控 

我校从细化管理 目标、细化管理过程、细化管理质量 

和细化管理责任人手 ，建立健全 《开放实验室管理规定》、 

《安全管理规定》、《教学设备管理维修登记本》等30余项 

规章制度，尤其是大学物理实验室 ，不断加强质量管理建 

设 ，提升规范化运行水平，率先在全军院校中通过 Isog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着力发挥教学指挥中心枢纽控制、多 

路径交流和辐射带动作用，同时强化视频会议系统、办公 

自动化系统、教务 、研究生、教保管理系统和校园 (就餐、 

借阅、网上选课、网上成绩查询等) “一卡通”管理系统 

等项目的建设，突出解决感知需求、创新手段、调控资源、 

提高效益等问题 ，按照适时、适地、适宜的要求 ，在校 内 

与校外、机关与基层、办公场所与宿舍 区域、学员与教员 

之间构建 “直达通道”，逐步实现实时感知需求、资源可视 

掌控、管理保障精确、行动全程调控。着力构建点面结合、 

传控同步的实时动态监控系统 ，实施无人化管理和边缘化 

统控，建立分级控制、适时传输、终端摄像、影像存储、 

闭合操作的监控体系，实现对 教学、训练、考核、演练进 

行全过程全要素管控，及时发现问题 ，纠正错误，以视频 

剪辑、情景回放的方法提高分析讲评的直观性、连续性和 

实效性。 

三、基于信息的兼容性 】。加强网络化教育训 

练的网聚能力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在军事领域的逐 

步应用 ，新一代网络化教育训练 日益成为信息化条件下军 

事教育训练的突出特征和必然趋势。我校围绕搭建 “信息 

高速路、高速运行器、核心载重物” J，即网络环境 、软件 

平台和数据资源建设为突破口，深入研究、深化发展，为 

网络化教育训练有机链接各种要素，快速聚合各方力量。 

1．注重通联顺畅，强势推进支撑全领域的网络环境 

依据 “2020年军队人才培养纲要”，结合我校 “综合 

强校”、“教育转型”和 “中心校区建设”三大战略的有关 

要求，针对与军队单位、地方其他单位的横纵信息交互现 

状，着眼 “智慧校园”的远景规划，按照 “一校三网 (校 

园网、机要网、军训网)、四级接入”的网络结构，着力实 

现 “三个突出”：校园网突出信息资料查询和对外信息交 

互，军训网突出我校特色教育训练信息系统和信息资源建 

设，办公机要网突出机密业务处理。目前，中心校区骨干 

网为万兆，教学楼、办公楼、宿舍楼、实验室、图书馆等 

实现了全楼宇覆盖，信息点近万个，学员 (下转第6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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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在外激励的基础之 

上，既要实施一定的物质奖励满足基本物质需求，同时也 

要对学生个体实施较高层次的精神激励，经常不断地给予 

褒奖，使其在学习或工作中充满乐趣和成就感，从而获得 

自尊的极大满足和个人价值的充分实现。广泛开展国防生 

之星、队列标兵、内务能手、优秀国防生等评奖评优活动， 

不断激励国防生争先创优。三是坚持群体激励与个体激励 

相结合。在实际教育活动中，既要重视树立先进个人典型 

带动身边的同学共同进步，同时也要注重表彰优秀集体， 

进一步增强个人的集体荣誉感和凝聚力。群体激励与个体 

激励是相互作用、互相促进的，必须同时注重相互补充， 

方能收到良好的激励效果。 

(三 )对目标成果进行检查和评价 

定期和不定期对目标成果进行阶段性的评价，并根据 

目标成果实施奖励或惩罚。在 目标检查 中，要按照既定 目 

标的要求和标准进行检查，从检查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来 

保证检查的公正性与严肃性 ，确保检查的结果能够令人信 

服，并将检查的结果及时公布。在 目标评价中，要注意运 

用科学发展和全面的眼光看待国防生的目标成果。注重评 

价国防生的发展性 ，国防生的进步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对 

于达到 目标的国防生应该给予最大的奖励和肯定 ，对于还 

未达到目标的国防生也应该寻找他们的值得肯定和鼓励的 

方面，不可要求一蹴而就。另外，在实际的工作中，应该 

结合科学全面的评价做好相应的奖励与惩罚，真正实行 

“奖惩结合”、“奖罚分明”、 “教育与批评结合”的制度， 

使国防生看到并得到实现目标后的效益。只有这样，目标 

才有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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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终端 3个，在宿舍内就能上网自主学习，查阅下载数 

字资料。 

2．注重兼容共用，自主研发学科优势类软件平台 

我校充分发挥学科专业领先、领军人才汇集的校内自 

身优势，以一线部队作战应用需求为软件开发的出发点和 

着眼点，突出机要通信、测绘导航等研发优势，分类型、 

分任务、分层次，筹划、设计、开发各类软件平台系统， 

其中，全军数字证书认证系统、MappingStar等已经配发和 

应用于全军军以上单位、训练基地、部队和有关院校，牵 

头对国家和军队级重点科研项 目进行了顶层设计，先后获 

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以上奖励近百余项 ，为构建全军立体 

化多层次的信息化应用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 

3．注重超前谋划，加快实施信息资源标准化、规 范化 

建设 

作为 “智慧校园”信息化建设的核心工程，建立全校 

统一数据中心建设是重中之重。‘6 根据国内外信息化建设的 

成功实践，建立统一数据标准和高档次的以主题数据库为 

核心的数据环境是数据中心建设 的首要先导性工程，是未 

来数据中心实现集中存储、集中使用、集中管理和集中服 

务功能的必经途径。我校已完成了数据标准v1．0的数据集 

和代码集拟制工作，其中，6个数据子集，69个数据类， 

(责任编辑：卢绍华) 

437个数据子类，3542个数据元，296个代码表，近 12000 

个代码，涉及军队院校训练、政工、后勤和科研等管理领 

域。下一步我校将以 “十二五”建设为契机，力争在全军 

院校率先实施 “智慧校园”数据 中心建设 的先导性工程， 

开展军队院校数据综合展现和数据驾驶舱、信息资源元库 

系统、数据环境分析系统、主题数据库设计与管理系统等 

高端数据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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