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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军事医学现场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卞永桥 ，李 颖 ，曹 佳2，刘 勇 ，贺 加 
(第三军医大学 1．社会医学-9卫生事业管理学教研室；2．军事预防医学院，重庆 400038) 

[摘 要] 在总结第三军医大学 “地震灾害卫生防疫现场实践课堂”主要做法和体会的基础上，紧密结 

合今后我军多样化军事任务下军事医学教学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讨论提出了构建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现场实 

践教学模式的基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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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Field Teaching M odel of Military M edicine 

in Peace—time Operations 

BIAN Yong—qiao，LI Ying，CAO Jia，LIU Yong，HE Jia． 

(Department ofSocial Medicine and Health Service Management，College ofMilitary Prevention， 

ThirdArmyMedical University，Chongqing400038，China) 

Abstract：Based on analyzing and summarizing the teaching of hygiene and anti—epidemic in the Third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on the site of Wenehuan Earthquake，this study deals with the military multi—mission in the future and 

puts forward 8ome basle tactics to build field teaching model in military medicine education adaptable to peacetime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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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医学教育有其特殊的职业需求 ，始终以军事任务 

为导向，特别注重培养和训练学员的现场实践能力。进入 

新世纪新阶段，国家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上升，执行国内 

抢险救灾、安保执勤、反恐维稳和境外军事援助、护航、 

维和、联合军演等非战争任务成为部队军事行动的主要内 

容 J。在多样化的非战争军事任务下，军队可能奔赴国内 

外灾害、事故、暴乱、恐怖活动现场或者安全热点地区。 

开展现场实践教学，培养任务型、实践型的军事医学人才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结合我校在抗震救灾现场开设 

“卫生防疫现场实践课堂”的做法，对非战争军事行动 

(operation other than war)中军事医学教育的现场实践教学 

模式进行研究和探讨，以期为院校开展相关教学活动提供 

理论指导。 

一

、 开设 “地震灾害卫生防疫现场实践课堂” 

的教学尝试 

抗击四川汶川 “5·12”特大地震期间，我校将军事预 

防医学专业2004年级本科学员全员派往理县灾区，在那里 

开设 “地震灾害卫生防疫现场实践课堂”r ，对非战争军 

事行动中的军事医学现场实践教学模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一)教学组织安排 

灾区卫生防疫工作由应急状态转入常态阶段后，学员 

由学校驻地重庆经成都以西方向远程机动进入现场。教学 

由军事预防医学院负责实施，以先期派驻的卫生防疫队员 

为师资基础，制定明确的目标要求和实施计划。根据现场 

工作将学员编入卫生防疫指挥部下设的疾病监控、环境卫 

生、营养与食品卫生、检水检毒、健康教育和信息统计等6 

个专业组，白天组织学员现场实践，晚上集中体会交流， 

每 3—4天轮换一次岗位。 

(二)实践课前准备 

带教队员在各专业组岗位相对固定，课前熟悉现地环 

境和工作流程。分别与各批轮转新入学员进行师生见面， 

介绍本组任务区域、特点和人员配置情况，强调现场纪律 

和安全事项。根据前期经验提出困难和常见问题假设，帮 

助学员树立灾情就是敌情、灾区就是战场、敢打必胜的战 

斗意识；回顾卫生防疫知识，急学适用的现场处置技术， 

做好进入现场的各种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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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场教学实施 

学员进入任务区后，首先是熟悉情况。帮助他们完成 

对地形方位、任务范围、任务对象 ，以及可能潜藏的危险 

因素的认知把握。其次是任务分解。将学员编入教员任务 

小组，按区域、内容或时间梯次等不同形式展开学习实践。 

比如，参与安置区多个饮食加工点卫生监督；加入消毒和 

杀虫专业小组交叉作业；或者轮流参加厕所、污水池、垃 

圾堆放点的环境卫生值班等等。再就是任务训练。结合现 

有装备、现地环境，示范和讲解具体任务下的卫生防疫现 

场处置技术要领，强调一些实用小技巧和任务危险区域、 

安全事项。让学员先观摩见习，而后逐渐放手参与，再到 

独立完成任务。最后是验收讲评。对学员表现好的方面加 

以肯定，对不足之处提出要求 ，并组织改进和补充强化。 

(四)课后讨论交流 

课后讨论交流活动通常在每晚 自习时间进行，由值班 

教员主持 ，学员全部参加。主要内容包括：①各专业组组 

长小结当日工作情况；②学员自由发言分享现地实践新体 

会 ，包括学会 了哪些新东西?遇到 了哪些棘手的问题? 自 

己或者同学一起又是如何应对的?以及对今后工作的建议 

等等 ；③教员选取几个与当前任务密切相关的问题组织讨 

论 ，并对课本知识进行穿插提问。④综合点评，进一步统 
一 认识，强化责任，鼓舞土气。 

二、关于 “地震灾害卫生防疫现场实践课堂” 

的教学体会 

开设 “地震灾害卫生防疫现场实践课堂”是我校积极 

适应当前多样化军事任务新形势 ，围绕非战争军事卫勤保 

障新要求，大力开展军事医学教学改革的一次创举。回顾 

本次教学经历 ，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创新军事医学教学方法势在必行 

远离现代化的教学环境设施，不使用多媒体手段，卫 

生防疫实践课堂反而取得了更加理想的教学效果。我们认 

为，正是卫生防疫现场教学的实践特色从真正意义上激发 

了学员的学习兴趣和动力。①直观动态的任务情景所唤起 

的战斗意识；②军人特殊的使命要求所激发的主动精神； 

③承担真实任务所带来的压力驱动；④现地侦察、任务分 

解、见习实习、提醒纠正、验收讲评等直观教学方式所产 

生的特殊效应；⑤运用所学知识完成现时急难险重任务建 

立起来的自我成就感。因此，开展现场实践教学，创新军 

事医学教学方法势在必行。 

(二)开展现场实践教学是切实可行的 

长期以来，受制于战时任务管理的特殊性，有人认为 

任务现场不可能成为军事医学的教学课堂l3 J。因此，现场 

实践教学在军事医学教育活动中很少得以运用和发展。但 

从我校的现场实践课堂经验来看，只要选择好时机和方式， 

精心组织和安排，学员完全可以从教室进入现场。较之普 

通医学而言，军事医学专业生长干部学员培养周期略长， 

每年培养的数量很少，尤其是一些小专业人数尚不足40 

人，都为现场实践教学创造了有利条件。仇湘云等人将现 

场实践教学称之为精英型人才的培养模式，这完全符合我 

军军事医学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宗旨 J。 

(三)军事任务现场教学特点非常鲜明 

通过卫生防疫实践课堂，我们体会到学员参与非战争 

军事任务实践，具有不同于现场观摩教学和模拟训练、演 

习的显著特点。①以任务为牵引。教学活动融人到具体的 

任务之中，师生之问围绕如何完成任务建立教学联系。因 

此，任务是现场教学的牵引，规定了每次教学的具体目标 

和内容。②以问题为中心。整个教学基于 “如何完成任务” 

这一根本问题，培养学员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 的实际能 

力。它是 PBL教学法在非战争军事任务现场 的运用和发 

展 J。③以现地为情景。极具破坏、危险和震慑的火灾、 

地震、洪涝、爆炸等任务场景并非人工所能调整或复制， 

也不具备可重复利用的特点，以此作为教学课堂既真实可 

信又难能可贵。④以实践为手段。学员到现场后不仅仅是 

感受气氛和熟悉环境 ，而主要是通过实践的方式来学习和 

掌握卫生防疫现场处置知识和技能，想方设法解决实践过 

程中遇到的各种专业问题。 

(四)现场实践教学组织保障相当重要 

我校在震后都江堰至汶川直达公路 中断的情况下，经 

阿坝自治州马尔康方向绕行 800余公里将24名学员投送到 

理县任务区，并克服环境危险、保障缺乏和人手紧张等 困 

难，历时2O余天，边教学、边执行任务。完成如此繁杂的 

远程机动教学任务极具挑战性，没有精心的组织谋划和成 

熟高效的教学保障支持是很难做到的。开展现场实践教学 

充分体现了学校首长和训练机关的智慧与决心，全面反映 

了教学和保障单位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检验了军事医 

学教员的现场业务和教学能力。 

三、构建非战争军事任务下的军事医学现场实 

践教学模式 

军事任务非战争化、常态化和多样化不仅对当前军事 

医学人才的培养 目标提出了新要求 ，而且为实践教学提供 

了丰富的现地课堂形态，大大增加了学员到现场体验学习 

的可能性。构建科学的现场实践教学模式 ，应该做好以下 

几个方面： 

(一)选择适当的切入时机 

尽管非战争军事任务使现场实践教学更具可能性，但 

不是每一次任务都适合现场教学，其本身往往也是可遇而 

不可求的。将学员派入现场的时机必须加以斟酌 ，否则将 

本末倒置、事倍功半。应该避开特别危险、敏感事件和保 

密行动；避开各次任务应急繁忙早期、最危险的时间段和 

地域。严格地讲，只有进入相对安全和平缓的任务阶段以 

后才考虑安排学员进入现场体验。但对于那些展开范围较 

大、处置时间较长、需要大量人手的抢险救援任务应该及 

早将学员现场实践纳入任务行动和教学计划。 

(二)采用适当的组织方式 

军事医学院校属于后勤中的后方基地，除非特别事件， 

单独执行现场任务的机会较少。此外，由于现场教学组织 

工作特别繁杂，各年级、各专业学员的情况又参差不齐， 

不可能一次性全部进入现场。因此，应该依托院校和实习 

医院、部队训教一体化的人才培养平台，选择多种方式完 

成现场教学任务。①将教员应急分队编为若干梯队，通过 

轮流值班将学员编入每个梯队轮训 ；②通过教学计划将实 

习学员编人所在医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分队待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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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③与作战部队建立若干现场训练基地，有任务时派教 

员和学员代表随应急分队遂行保障。 

(三)精心组织和实施教学 

现场实践教学必须确保任务、安全和教学三重目标全 

部实现，需要院校多个职能部门、单位和全体师生通力合 

作。机关要深入调查研究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部队非战 

争军事任务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在制定任务行动预案时充 

分到考虑现场实践教学的可行性。一旦付诸行动，周密组 

织协同，从物资、通信、车辆等方面为部队机动和现场教 

学做好保障；教学单位结合上级指示和现场实际组织师资 

力量，灵活安排教学内容和形式；学员队负责所属人员在 

集结、机动、作业、撤离等过程中的宣传动员、生活保障 

和安全管理工作；教员必须熟悉多种任务现场的特点，掌 

握基本技能和明确教学要求 ，并精心地组织和实施 ；参与 

学员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具备 良好的服务意识和牺牲精 

神。 

(四)需要妥善处理的几个问题 

1．任务、教学和安全之间的关系 

尽管教学是院校的中心工作，但在任务背景下开展教 

学时完成任务始终是第一要务，抓好部队机动和任务期间 

的安全管理是教学取得成功的基本保证。学员要 自觉融入 

到任务角色当中，不仅要广泛参与实践，而且不能影响任 

务的正常进行 ；既要敢于挑战各种 困难和危险，又要善于 

排除安全问题，进而在确保高质量完成任务的前提下，开 

展有效的教学实践。 

2．多种实践教学方法之间的结合 

非战争军事任务本身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现场实践教 

学没有固定的计划可言。因此，军事医学教学要突出实践 

教学的中心地位，就必须以案例分析、模拟演练l4 为基础 ， 

适时将学员派往不同种类的任务现场开展实践和体验活动， 

将多种实践教学方法相互结合、相互补充。 

3．现场教学重要环节之间的衔接 

现场实践教学面临着许多困难和干扰，应该把握关键 

环节，确保教学过程流畅高效。①做好相关知识和技能的 

突击准备；②重视学员现场感觉的培养和引导；③科学地 

实施任务分解与课堂安全管理；④通过讲评强调标准要求 

和鼓舞士气；⑤通过讨论促进实践体会在短时间和大范围 

内得以交流和共享。 

4．师生参与现场教学的基本条件 

现场实践教学是教员、学员、环境、器材等多个要素 

的有机结合。由于非战争军事任务环境极具挑战性，教学 

器材和设备也只能立足现场仅有的配置，教员应该具备一 

定的实践经验、现场管理和随机应变能力 ，学员应当是完 

成基础医学和军事医学理论学习即将进入或者已经处于实 

习阶段，经过短暂培训便可投入到任务中的高年级学生。 

5．任务现场实践教学的评价支撑 

军事任务现场的教学活动以任务为中心，具有实践性、 

灵活性和合作性等特点，其教学质量评价应该包括学员对 

知识和技能的运用能力，对现场情况的适应和灵活处置能 

力，对身心健康的管理和调适能力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因 

此 ，符合现场实践教学的评价体系尚需进一步论证和探讨。 

总之，我校卫生防疫现场实践课堂尽管任务背景单一， 

但作为近年来我军军事医学教学活动中的一次特殊经历， 

为解决如何培养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新型军事医学人才这 
一 重要课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展望未来，军事医 

学院校应该紧紧围绕部队可能担负的非战争军事任务特点， 

认真研究其卫生保障和医学救援活动的人才需求，以提高 

学员现场实践能力 目标 ，大力开展军事 医学教学改革，构 

建更加科学的现场实践教学模式，为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 

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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