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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教育课程的讲座式教学方式研究 

吕建伟，张卫红，杨建军 
(海军工程大学 管理工程系，武汉 430033) 

[摘 要] 分析了任职教育的生源特点和授课要求，提出了讲座式的授课方法，并进行了讲座的要素和 

特点分析。以 《定量化管理方法》课程为例，介绍了不同授课内容的处理方式，包括绪论内容的讲座式处理、 

偏重于理论部分教学内容的讲座式处理、偏重于实践部分教学内容的讲座式处理等，最后对采用讲座式授课方 

式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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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Lecture—M ode in Teaching the POst—oriented Courses 

LV Jian—wei，ZHANG Wei—hong，YANG Jian—jun 

(Dept ofManagement Science，Naval Univ．ofEngineering，Wuhan 430033，China) 

Abstract：The SOUl~eS and teaching requirements of the post—oriented trainees are analyzed．The lecture—mode 

teaching is suggested．The elem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cture are summed up．Taking Quantification Management 

Methods as an example，how to treat the various parts of the course is explored，including introduction part，theoretical part 

an d practical part．Finally，the problems still existing in lecture—mode teaching are pointed out．Th e印plication shows 

that it can obviously improve the effect on the post—oriented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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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教育是建立在学历教育的基础上，为了使培养对 

象获得适应工作所需要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际技能，具备 

胜任现职工作的能力而进行的专门教育。参训人员的特点 

包括：正规院校本科毕业 (或以上)，原有专业的理论基础 

扎实，从院校毕业的时间分别为 2—18年不等，基层工作 

和实践经验相对较为丰富。⋯ 

在这样的班级上授课，对于每一个授课教员来说都是 
一 个很大的挑战，例如单纯讲理论或单纯讲实践内容，都 

不是最佳选择。如果单纯讲理论内容的话，容易出现与实 

践结合不紧，不能满足参训人员的需求；如果完全面向工 

程实践进行授课，则除非个别较为特殊的领域，限于院校 

教员的知识结构和经验范围，非己所长，也不会取得很好 

的效果。 

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为了切实改进任职教育课程的 

教学效果，可以采取的处理方法之一就是：将课程中的部 

分教学单元改编成讲座，采用单元式授课 (常规方式)和 

讲座式授课相结合的方法，以便充分发挥讲座信息量大、 

表达方式多样等优点 ，实践证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

、 讲座的特点和要素分析 

讲座的基本特点包括：(1)相对完整性：讲座的内容 

是对某个领域的问题进行相对完整的阐述或描述；(2)相 

对独立性：各次讲座内容一般没有相互关联；(3)主题明 

确性；(4)内容有限性 ：一次就介绍一个专题；(5)内容 

的新颖性 _3]：要求讲座的内容相对较新，选题处于本领域 

的学科前沿。 

讲座的结构一般应包括 ：问题的提出 (包括研究 目的 

和意义)、问题描述和研究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相关定 

义、公理式起点、推理和过程、结论和结果、应用方式和 

具体的应用例子、本领域的发展和展望等，相对完善，但 

又不拘泥于某种结构形式，例如有的讲座主题就是讲发展 

趋势的。 

讲座的表达形式：讲座的表达形式一般应是多样化的， 

包括：文字、图形、图片、照片、表格、视频等。考虑到 

要表达的信息量较大，一般主要采用投影片讲解形式，板 

书较少或者没有。 

二、讲课中各部分内容的处理 

由于任职教育要求的多样化和起点较高等特点，一般 

所开设的课程的种类也较多。--I'-i课程，总的来说，大致 

上都包括了理论和实践两部分内容。具体到每次课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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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有的课时偏重于介绍理论部分，有的课时偏重于介 

绍实践部分。不论是偏重理论部分的内容还是偏重实践部 

分的内容我们都可以采用讲座式的授课方法，区别主要在 

于其结构有所不同。对于偏重理论部分课时较多的内容也 

可以采取常规式和讲座式相结合的授课方法。 

以我们为装备指挥与管理等班次所开设的 《定量化管 

理方法》来说，定量化管理方法很多，其不能脱离具体的 

研究对象和理论分析。相关内容主要包括：线性规划、目 

标规划、运输问题、整数规划、非线性规划、动态规划、 

图与网络分析、网络计划、存储论、排队论、博弈论、决 

策分析等。这些教学内容具有比较典型的讲座内容特征。 

针对这些内容，我们的处理方法是：首先，分析教学对象 

的需求，通过研讨和征求意见，选择最合适的教学内容。 

再根据不同内容进行讲座式处理。主要教学内容包括 ：绪 

论、线性规划、决策分析、网络计划、博弈论等内容。其 

中，绪论属于概述性内容；网络计划方法侧重于应用和实 

践；其余内容则包括了理论、实践和应用比较完整的内容。 

(一)绪论内容的讲座式处理 

定量化管理方法的绪论内容旨在让参训人员对定量化 

管理方法的研究对象、研究模式、定量化管理方法的起源、 

发展和应用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从沈括运粮、丁谓挖沟等 

经典故事体现的朴素的定量化管理思想到现代的嫦娥奔月 

计划的实现等必须采用的定量化管理方法，从第一次世界 

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遇到的典型的定量化管理问题及 

其成功的解决到现代复杂管理系统的优化问题分析，展现 

了定量化管理方法的产生和发展应用。并通过对制定海军 

装备的研制计划问题的分析形成定量化管理问题的解决思 

路和研究模式。这就是该课程的第一个讲座。 

(二)偏重于理论部分内容的讲座式处理 

本课程中，偏重于理论部分的内容主要包括线性规划、 

决策分析与博弈论这三部分。各个部分主题明确、内容集 

中、相对独立，采用讲座式授课方法，形成三个讲座。 

例如，在博弈论这个讲座中，从田忌赛马谈起，了解 

博弈论的发展和基本内容。认识博弈论的三要素：局中人； 

局中人可以采取的策略；局中人可能得到的盈利。根据局 

中人是否能达成某种有约束力的契约或默契以选择共同的 

策略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根据局中人是否同时决 

策可以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根据局中人对其他局中 

人的特征及策略和策略结果的了解情况可以分为完全信息 

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结合以上三种分类角度，介绍了 

四种非合作博弈：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 

弈、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重点介绍 

了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和纳什均衡。分析了博弈论经典模型： 

囚徒困境，并用囚徒困境解释生活中出现的价格战、军备 

竞赛及应试教育等现象背后的本质。提出了囚徒困境的弊 

端及打破囚徒困境的方法，以及囚徒困境的有效应用。 

最后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俾斯麦海的海空对抗中 

的博弈行为。进一步通过实例分析了博弈论在装备管理中 

的应用。 

此外，针对已经做过的线性规划讲座，再次指出线性 

规划是一个经典的定量化管理方法。在博弈论求解 中可以 

采用线性规划的方法。另外，指出了在博弈论中存在的鞍 

点对策恰是决策分析中最小遗憾准则的朴素自然的应用和 

体现。由此可见，各种定量化管理方法的独立性也是相对 

的。 

另外的两个讲座——线性规划及决策分析与该讲座结 

构相似，采用了典型的讲座结构。 

(三)偏重于实践部分内容的讲座式处理 

在本课程中，偏重于实践部分的内容主要是网络计划 

技术。网络计划技术开始于美国海军北极星导弹计划的成 

功应用。目前 ，它已被许多国家公认为当前最为行之有效 

的管理方法之一。国外多年实践证明，应用网络计划技术 

进行管理一般能缩短总工期 20％左右，降低成本 10％左 

右。网络计划技术的理论内容很少，本质上是一种做计划 

和调整、优化计划的方法。这种方法通过网络图描述工作 

之间的关系，并表示工作进程。通过对网络计划图进行时 

间参数的计算，找出计划中的关键工作和关键线路；通过 

不断改进网络计划，寻求最优方案 ，以求在计划执行过程 

中对计划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监督，保证合理的使用人力、 

物力和财力 ，以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这种方 

法简单，但是，应用起来却有些复杂。 

在网络计划技术这一讲座中，首先，结合实例介绍网 

络计划技术的相关概念，网络计划的表达方式及网络图的 

绘制思路。对网络计划 中各项工作的时间参数进行描述： 

工作最早开始时间 (ES)、最早完成时间 (EF)、最迟开始 

时间 (ts)、最迟完成时间 (LF)、总时差 (，rF，机动时 

间)及自由时差 (FF)。分析时问参数之间的关系。确定 

关键线路，得到初始计划方案。再根据有关要求和实际资 

源的配置，对初始方案进行调整和完善，即进行 网络计划 

的优化。目标是综合考虑进度，合理利用资源 ，降低费用 

等。图 1为计划调整流程图。 

图 1 计划调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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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计划技术应用非常广泛，在海军装备的研制及维 

修等阶段目前已有推广应用。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和网 

络计划软件的不断更新换代，网络计划技术还会在为海军 

装备管理中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和应用。 

三、采用讲座式授课方式要注意的问题 

通过实践，我们认识到，采用讲座式授课方式，固然 

具有所能提供的信息量较大等优点，不可避免地需要较多 

地采用多媒体授课方式，因此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部分共 

性的问题如提前做好教室设备调试、处理好学员听课与做 

笔记的矛盾、注意课件的颜色和文字搭配、注意讲授节奏 

和课件更新等，可参见文献 J，不再赘述。 

此外，采用这种方式进行授课时，还要考虑到讲课毕 

竟不完全是作讲座，还要突出前后单元之间的联系，为此 

除了在每次课最后留3—5分钟时间进行小结之外，且在下 
一 次上课前，还要花3—5分钟时间进行上一次课的内容回 

顾 (再小结 )。如果通过反馈得知上一次课的效果不够理 

想，还要设法采取一定措施进行弥补，如进行内容简要复 

述 ，或者换一个角度再强调一遍，等等。 

四、结束语 

采取以上措施的授课方式，目前已将 《定量化管理方 

法》课程划分成了5个讲座内容，每个讲座内容使用 2学 
● Il h● _̈◆  _◆ 一” ◆ -̈l● 一 ● Il_● -” ◆ I_D．~ tl_◆ ¨● 一I 

时。也可以根据需要，将大部分的讲座内容 (除了绪论的 

讲座)进行简化或细化分别形成 1—4学时的讲座；采用类 

似的思路和方法，我们还将 《海军装备保障学》课程转化 

成了5个常规教学单元和1个正式讲座 (2次课，4节)、4 

个专题讲座 (1次课，2节)、2个小型讲座 (1节课)的 

形式。据两年多以来对5个上过这两门课的培训班的参训 

人员反馈，取得明显效果。例如某培训班90％以上的参训 

人员对于 《定量化管理方法》课程85％以上的教学内容表 

示 “满意”或 “较满意”(问卷略)，表明教学效果有了明 

显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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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多角度地思考问题，甄别不同的观点、指导学生运用 

正确的工具和方法，主要从英文媒体中获取知识。学生角 

色是选择感兴趣的研究主题，分析主题的构成部分，通过 

分工合作，收集、分析、处理信息，再彼此协商交流得出 

结论。在教学过程中由教师确定研究问题并组织分工，学 

生通过收集中和整理中、英文信息来构建解决方案，最后 

师生互动进行展示与评价。其典型教学方法包括小组合作 

学习、在线学习和交流、虚拟实验室、实地调查，专题讨 

论、自学、个人发现、小组发现、问题解决等。例如，在 

学习网络课程中距离矢量算法和链路状态算法两种不同的 

路由选择算法时，教师布置任务，让学生理解 国外原版教 

材上的算法，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在网络的发展过程中，距 

离矢量算法为什么被链路状态算法取代，学生通过对原版 

教材相关内容进行学习、网上资料查询、分组讨论，再通 

过与教师的探讨得出结论。 

“评中学”中教师角色是使用事先规定的评价量规，作 

为参与评价的一员来指导学生对 问题进行多元化的评价， 

学生主动尝试以中英文结合的方式汇报和自评自己的作品、 

与教师共同评价他人的作品，从评价中反思得失。其典型 

教学方法包括量规、学习契约、绩效评估、电子学档 (作 

品集)的建立，自我评价等。例如，教师布置任务，让学 

生学习网络中各种不同的互连设备 (如集线器、网桥、交 

换机、路由器等)的不同之处，学生通过使用原版教材和 

网络来收集、整理、分析己有资料，学生以英文文档和英 

文演示文档形式展示结果，教师引导学生共同进行中英文 

相结合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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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束语 

探究式教学是一种积极的教学过程，通过教师积极的 

指导性教学，高校学生以主体的姿态进行探究式学习，在 

准科研的氛围和意境中，潜移默化的培养科学创新意识和 

创造精神，提升综合素质和竞争力。 

探究式教学模式下双语教学的研究和实践开展至今， 

受到了学校及学院教学督导组的认同。听课学生问卷调查 

反映运用该模式的双语教学能较好的调动学习积极性，提 

高学生主动采用双语进行学习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能达到 

教与学的共鸣。 

下一步的主要工作包括如何将探究式教学模式向更多 

的双语课程进行推广，推广过程中将遇到如何合理设计教 

学梯度，如何根据教学内容设计探究题 目等问题。另外。 

采用该模式进行双语教学的教学质量以及学生素质的评价 

内容和评价指标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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