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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游戏在本科学员军事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 — 以 《联合作战基础》为例 

张志勇，曾 璞，徐黎平，周 鹏，杨小锋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指挥军官基础教育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2) 

[摘 要] 首先分析了将军事游戏引入军事理论课程教学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然后以 《联合作战基 

础》课程教学为例，从游戏平台的选择、训练科目的设置和组织形式的确定三个方面探讨了军事游戏在军事理 

论课程教学中的应用过程，最后，提 出了三点应当把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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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f the Application of Military Games in the Military Theory Course 

Taking the Course of the Basic of Joint Operations as an Example 

ZHNAG Zhi—Yong，ZEN Pu，XU Li—Ping，ZHOU Peng，YANG Xiao—Feng 

(college ofbasic educationfor command够 ce ，National Univemity of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2，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first analyses the foundation of using military game in the military theory course．It takes the 

coupe of the basic of joint operations as an example and gives some advice to use military game in military theory coui~e， 

including how to choose the game，offer the project of training and organize the training．Finally，it puts forward three 

kinds of relations that must be well hand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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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游戏模拟训练，是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的重要 

方式，是开展部队训练及院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外军特别 

是美军，着眼军事斗争的需要，不断深入挖掘军事游戏的 

教育训练功效，将军事游戏作为培育新型军事人才的新平 

台，开展战法训法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利用军 

事游戏进行军事训练与教学 ，我军也 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尝 

试，例如，2011年6月，我军研发了第一款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军事游戏 《光荣使命》。近年来，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兵之道”军事创新实践基地 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 “军事 

游戏模拟对抗大赛”，在学员中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 

为了深入贯彻我校2012年人才培养工作会议精神，不 

断深化教学方法手段改革，进一步加大实践教学比重，本 

文以全校本科学员军事理论必修课程 《联合作战基础》为 

例，探讨了利用军事游戏开展军事理论课程教学的理论依 

据和教学实践，对于将军事游戏有效地引入军事理论课程 

教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一

、 理论依据与现实基础 

(一)利用军事游戏开展军事理论课程教学有科学的理 

论依据 

利用军事游戏进行模拟训练的本质是一种学习。 学习 

是人们的主观世界认识 (反映)客观世界物质的存在状态、 

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向以及运用认识到的规律和发展趋向改 

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人的学习过程是一个循环过程，尤其 

是信息被获取后，在记忆空间中储存并被思维策略反复调 

用的过程，使人记住了知识，促进 了思维策略和其他能力 

的发展。这是学习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样，军事游戏 

则是以模拟武器系统性能、战场背景和人员行为等，通过 

完成各种作战任务以满足军事对抗和训练需要的电脑游戏。 

军事游戏结合了游戏与军事的诸多关键要素，是对战争题 

材的反应，从策略和虚拟上都是对现实的一种仿真，是计 

算机游戏技术和军事作战思维相结合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因此，可以认为利用军事游戏进行模拟训练从本质上 

说，也是一种学习。而游戏作为一种有效的学 习方式，与 

训练具有相通性。这就决定了军事游戏所具备的学习和训 

练特征在模拟训练过程中都能得到较好发挥，并具有传统 

训练方式所不具备的优势。 

利用军事游戏开展军事理论课程教学是情景教学法的 
一 种形式。情景教学法是以建构主义理论为理论支撑的一 

种教学方法，目的在于让学员在一定的情境中，借助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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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其他学习者的帮助，通过意义建构而主动获得知识。 

“情境”、“协作”、“会话”和 “意义建构”是建构主义学 

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教员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 

“情境”的建构者。借助军事游戏，教员可以更好地建构军 

事理论的教学环境，使学员在这一 “真实的情境”之中。 

主动学习军事知识，磨练军事技能，从而达到更好的教育 

训练效果。 

(二)利用军事游戏开展军事理论课程教学有良好的现 

实基础 

军事游戏运用于军事训练已经比较普遍。随着信息技 

术的飞速发展，现代作战训练模式正向基地化、网络化和 

模拟化方向发展。美军等发达国家军队已着手借助军事模 

拟游戏进行相关军事技能训练。[3 我军也已认识到军事游戏 

模拟训练的重要性 ，各大军区和相关军事院校都在积极探 

索和开展基于军事游戏的模拟训练，全军政工网已率先在 

军事综合信息网上架设游戏作战平台。近年来，我校指挥 

军官基础教育学院 “兵之道”军事创新实践基地已经成功 

举办四届 “军事游戏模拟对抗大赛”，学员反响强烈。 

利用军事游戏开展军事理论课程教学具有较好的硬件 

与技术支持。随着我军信息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军队信息 

网已初具规模。各综合性大学也都加大校园网络的建设， 

有的院校学员宿舍不仅配上了电脑，还实现了与校园网和 

军队信息网的联接。这为实现军事模拟游戏走进军校提供 

了很好的硬件与技术支持。目前，我校教学专网已经架构 

完成并开始试运行，这为将军事游戏引入军事理论课程教 

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学员对于军事游戏具有相当好的适应能力。由于现代 

信息技术的普及推广，军校学员的信息素养得到了普遍提 

高，就像美国防部一位专门负责军事模拟游戏应用的官员 

所说的，“这是一代在游戏中长大的士兵”，有些学员在入 

伍前就是 “电脑高手”，对计算机有很强的应用有力，甚至 

还能开发一些简单的军事游戏软件。l4 这为实现军事游戏走 

进军校奠定了良好的智力基础。 

二、教学实践与应用 

目前全军学历院校已经开设本科生军事理论必修课 

《联合作战基础》。从当前的教学实践来看，该课程目前侧 

重于课堂理论教学，对于实践教学还没有展开。 

军事游戏通过不同战场和作战任务，能够帮助学员了 

解不同兵种、不同部队作战特点，熟悉各种地理以及不同 

气象条件等复杂战场环境，提高学员的战术意识、战术水 

平和协同作战能力，是 《联合作战基础》实践教学的重要 

学习平台。 

本文以 《联合作战基础》教材的第七讲 《联合进攻作 

战》中联合空降作战教学内容为例，探讨了利用军事游戏 

开展军事理论课程教学的组织与实施过程。 

(一)游戏平台的选择 

从现今市场上已经发行的众多军事游戏中，筛选出具 

备满足 《联合作战基础》教学的游戏，为构建游戏训练模 

式提供基本平台选型是开展教学的首要工作。 

根据 《联合作战基础》课程标准，结合联合空降作战 

的教学内容，一方面要体现联合空降作战的基本程序，另 

一 方面，要体现指挥员的联合意识，即在联合空降作战过 

程中，要体现参战各军种指挥员围绕联合作战全局主动配 

合，寻求与其他军种的共同认知，谋求与其他军种力量的 

优势互补和高效联动。因此，所选择的游戏平台应该满足 

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能够扮演不同的角色、提供足够多 

武器装备、具有可操作的指挥平台、具备建立比较完善的 

军事编制体制、提供比较真实的战场环境。 

战地2这款游戏能够满足上述要求，同时战地2使用 

了高度修改引擎，画面、声音效果真实，能够营造比较真 

实的战场环境使玩家有亲临战场的感受，因此，对于辅助 

《联合作战基础》教学是个很好选择。 

(二)训练科目的设置 

训练科目的设置依据现有的联合作战样式，要能体现 

模拟训练的目的，能使受训者直接感受联合作战的特点， 

才能有效进行联合意识的培养。一是要以联合作战样式作 

为模拟训练的战斗背景。依据联合作战样式作为战斗背景 

开展模拟训练有利于营造培养联合意识的氛围，有利于学 

员对不同联合作战样式的理解。二是要体现联合作战行动 

的特点和要求。为了能使参训人员在训练中认识和体会联 

合作战行动的特点和要求，进一步融人到作战行动之中主 

动形成联合意识，在模拟训练中必须充分体现联合作战行 

动的特点和要求。三是选取联合作战样式中某个具体行动 

展开训练。由于游戏平台自身的局限和开展模拟训练的时 

间有限，在模拟训练时只能围绕联合作战样式中某个具体 

行动作为重点展开。联合空降作战主要任务是夺占敌方纵 

深的重要目标和地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作战以空降兵 

为主，通过空中机动，在敌纵深进行的作战，能在敌意想 

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实施突然攻击，无后方依托，作战行动 

相对独立。 

根据战地2的游戏特点，结合联合空降作战的教学内 

容，训练科目的设置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一 是任务想定的设置。根据战地 2中 Dragen Valley 

(龙谷)地图的具体特点，将任务目标想定是：我军一部奉 

命在发电站大坝周边地区担任守备任务，确保各项设施安 

全。敌军意图摧毁我军海岸据点的后勤保障设施，决定突 

袭我军位于海岸纵深炼油厂或发电站。 

二是双方兵力数量、载具、固定火力和据点设置。在 

武器种类上，要满足不同作战样式中进攻或防御手段的需 

求；在数量上要能够满足参训人员的需求。在空降与反空 

降作战中，为满足敌方排级规模的空中投送需要，将2架 

UH一60“黑鹰”运输直升机临时配属于其主要作战单位， 

并提供其他轻型载具作为辅助使用。 

三是胜负判定条件的设置。演练科目空降与反空降作 

战中，敌军决定突袭我军位于海岸纵深炼油厂或发电站， 

意图摧毁我军海岸据点的后勤保障设施。因此设定，若占 

领并控制炼油厂和发电站其中任意一个据点五分钟以上， 

便创造了摧毁该处设施的各种条件，可以判定为胜利。 

(三)组织形式的确定 

在确定具体的组织形式过程中，建议采取以下两种组 

织方式 ： 
一 是红蓝方对抗的方式。依据课程内容进行重点训练， 

突出某一兵种的优势。首先 ，由红蓝双方各 自选出一名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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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官，指挥官主要负责本次训练中己方的兵力部署以及作 

战指挥。兵力部署包括兵种的选择，武器装备的选择 ，组 

建小队，并任命各自的小队长。其次，再由各自小队长依 

据自己小队所担负的任务明确所需成员的人数、成员的兵 

种以及携带武器。在模拟训练中，指挥员负责指挥整个战 

斗，主要是通过指挥平台了解战场信息，指挥各个小队作 

战，最终达到作战目的；小队长主要负责完成由指挥员所 

下达的任务 ，并且及时向指挥员汇报作战情况。 

二是交换攻守角色的方式。每次对抗演练，都要至少 

进行两次。每训练一次之后，双方交换攻守角色再进行对 

抗。联合空降作战本身就包含进攻和防守两个方面，进行 

攻守角色交换的 目的就是为了让学员能够全方位感受联合 

空降作战。交换攻守角色但不能改变红蓝双方各自的体制 

编制。在进攻和防御中，各方的目的不同。进攻方作战目 

的是为了占领或夺取某个重要的战略位置，而防守方必然 

是为了坚守该位置。由于交换攻守角色能使双方的参战人 

员更加全面地体会联合空降作战，因此，该组织方式能使 

学员更好地理解联合空降作战中应该注意的事项。 

三、应当把握的几个关系 

在利用军事游戏开展军事理论课程教学中应 当把握以 

下几个问题 ： 

一 是要正确处理游戏训练与课堂教学之间的关系。在 

课堂中引入军事游戏 ，将教学因素和游戏 因素紧密结合在 
一 起，是传统教学的延伸，其根本出发点是辅助课堂教学。 

教员在课堂中选择和安排军事训练游戏时，仍然要受到教 

学 目标的制约，教学过程也要受到教学内容的限制。因此， 

在教学重心上要分清主副关系，正确处理课堂教学和游戏 

训练的比重 ，游戏的设置上要围绕课程的相关内容，让学 

员在游戏中加深对课程的理解和掌握。另外 ，在教学过程 

(上接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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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必须要有正规严密的训练程序和严格的训练纪律。 

二是要科学把握好教员和学员之间的关系。把军事游 

戏应用于课堂教学中，使传统的教员和学员之问的关系发 

生了变化。在开展教学之前，教员主要是根据教学目的和 

教材内容来选择或设计军事训练游戏，同时，教员对学员 

必须进行相关的教育和辅导，调整受训者的心态。这个阶 

段教师起着直接的作用。在课堂上组织学员开展游戏活动 

时，教师的主体地位化为隐性，学员才是学习活动的主体， 

教员此时已变成了学习活动的观察者、游戏伙伴和环境的 

创设者，问接地对活动进行调控，诱导学员向教师希望的 

方向发展，同时通过各种途径疏导学员的不良心理，以降 

低军事游戏的负面影响。 

三是要有机整合军事游戏与其它教学手段之间的关系。 

课堂中开展教学活动的手段是多样化的，每一种教学手段 

都有 自身的独特的优点。军事游戏作为一种教学手段，可 

以与其它教学手段相结合 ，如研讨式教学、案例式教学等。 

在课堂教学过程当中，教员应当灵活地运用各种教学手段， 

更好地为实现教学 目标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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