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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中 

对实践性教学相关问题的思考 

王小凡，高经纬，文晓宇，文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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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部队对具备较强实际操作能力与实践创新能力人才的迫切需求，本文对实践性教学模式、 

教学理念、教学体系、教学方法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思考，为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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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meet the urgent need for the personnel with remarkable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ability，the 

practicality teaching model，the teaching idea，the teaching system and methods are researched，which can offer reference 

for the new personnel training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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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条件下作战训练，部队迫切需要具备较强实际 

操作能力与实践创新能力的人才。院校如何培养部队需要 

的人才，已成为院校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本文将从实践性教学模式、教学理念、教学体系、教学方 

法等方面进行思考，试图为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提供 

参考。 

一

、 科学设计 “两长一短”三学期制，创新实 

践性教学模式 

笔者曾在 《渡河指挥专业实践性教学 的改革与探索》 
一 文中提出了适合军事职业教育特点的 “两长一短”三学 

期制设想，用三学期制中的 “短学期”集中完成综合性实 

践性教学”J。采用该实践性教学模式时，应依据实践性教 

学的特点，优化实践性教学计划，才能解决院校如何培养 

部队需要的人才的问题。 

(一J把握实践性教学的特点 

实践性是军事训练最基本的特征 。当前 ，军队院校 

的实践性教学有以下特点： 
一 是培养目标的针对性。军队院校培养的学员就是将 

来部队的一线指挥员，是应该面向战场的，因此实践性教 

学也应该是紧紧围绕这个目标的。军队院校与地方高校培 

养人才最大的不同在于面向的不同，军队院校是面向战场 

培养优秀的指挥员和战斗员。衡量军事人才质量的最终标 

准，不是平时的考试成绩 ，而是能否经得起战场 的考验。 

实践性教学要面向战场培养人才，首先，要研究战争对军 

人的要求，加强军人特殊气质的培育；其次，要根据未来 

战场对人才的需求，培养未来战争需要的谋略才能；再次 ， 

要把学习未来战争知识、培育战斗精神、磨练指挥能力等 

融入每一个教学环节，落实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之中。 

二是教学内容的目的性。实践性教学的内容，是与实 

践性教学的目标相辅相成的。首先，应该是瞄准现实需求 、 

体现岗位任职能力的，体现一名基层指挥员所需要的基本 

能力素质与知识水平。其次 ，教学内容还应该是着眼明天、 

体现先进性的，反映出专业领域的最新成果。 

三是实施计划的阶段性。军队学员的培养有它的阶段 

性规律，实践性教学也要凸现出这个规德。实践性教学环 

节的实施，也有其阶段性特点，学员在校期间的每个不同 

阶段 ，实践性教学实施不同的科 目，力争做到理论与实践 

联系不脱节、学员能力与实践性教学相一致。 

四是组训方式的多元性。实践性教学环节突出实践能 

力的培养，因此组训方式灵活多样，能够根据学员特点因 

材施教，培养学员自主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也是实践性 

教学贯彻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在提高教员授课能力的同 

时，还应重视和尊重学员个性。实践性教学是学员个性发 

掘和培养的最重要的途径，在实践性教学中不仅教给学员 

知识，还要体现育人的功能，做到 “教”与 “育”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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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实践性教学计划 

在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中，依据实践性教学的特 

点，优化实践性教学计划： 
一 是科学设计 “三学期制”。在 “两长一短”三学期 

制的短学期中，集 中制定入学人伍教育、社会实践、部队 

认识实践 (主要是当兵锻炼)、专业教学实践、部队专业实 

践等实践性教学计划 。 

二是重新审视和调整课时分配。增加实践性教学课时， 

加大专业实践，减少一般性实践，加大综合性实践，减少 

单一性实践。一方面是增强学员对部队的认识，增加部队 

实践的时间和次数，使学员认清定位，把握发展方向。另 
一 方面是增加与本专业密切关联课程的实践性教学时间， 

提高实践性教学的针对性和效益性。第三是增加毕业实践 

的时间，通过调整临职训练和综合演练的时间，增加新训 

法 、新战法的内容，提高毕业实践指向性。 

三是充实信息化实践性教学内容。根据信息时代特点， 

构建创新性教学内容体系，把学科前沿理论和综合知识列 

入实践教学内容，把利于学员科学思维的内容贯穿其中， 

把信息化条件下作战训练的内容融入其中，特别是专业实 

践和毕业实践的内容，要更加体现出信息化战争的特色。 

四是改进实践教学的手段。在实践性教学活动中要大 

力提倡启发式、开放式教学，以教员为主导、学员为主体、 

训练为主线 ，教学中充分调动学员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 

造精神，突出讲练结合，以练为主，在讲的指导下练，在 

练的基础上讲，引导学员积极思维，提高学员理论水平和 

实践能力。 

二、统筹处理好 “人才培养四个关系”，探讨 

实践性教学理念 

军队院校人才培养涵盖科学素养养成、部队任职岗位 

训练等方面，人才培养中通过实践性教学提升实践能力是 

关键 J。要确立实践性教学在军队院校人才培养教育教学 

体系中主体地位的理念，必须用 “三学期制”教学模式， 

统筹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统筹处理好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 

“三学期制”教学模式的实施将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很 

好地统筹起来 ，不至于二者有所偏废。在 “长学期” 以学 

历教育为主，专业教学必须面更宽、基础性更强，并且与 

学科基础学习有紧密的联系。“长学期”教育阶段的实践教 

育着重放在提高学员基本素质，理解专业基础理论，掌握 

进一步学习的方法和技巧等方面。在 “短学期”则以职业 

教育为主，在教学 内容安排上与实际工作直接挂钩，多设 

置岗位职业指向性较强的实践课程，教学的内容和重点使 

学员能够迅速适应部队基层指挥员工作岗位的需要 ，提高 

学员实际带兵能力和组织指挥能力。在 “短学期”教育阶 

段，专业教学必须在学员己经具备的军事素质和能力的基 

础上，以更紧凑的方式进行教学，在相对短的时间里显著 

提高学员的军事素质与技能。 

(二)统筹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 

“三学期制”教学模式利用灵活设置课程这一优势协调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之间的关系。由于 “长学期”理论教 

学时间安排紧凑，专业实践时间相对较少，因此，在 “短 

学期”安排与上一个 “长学期”和下一个 “长学期”相关 

的实践课程，能够让学员充分参与实践。在 “短学期”的 

实践性教学活动中，学员与教员一起分析、研究战法的实 

用性和可靠性，并借助实验室进行模拟仿真演练，必要时 

进行实兵演习，这不仅培养了学员的实践能力，还提高了 

他们的创新思维能力和科研能力。通过 “三学期制”，把专 

业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效地协调起来 ，使理论教学上具 

有一定的超前性。 

(三)统筹处理好院校日常训练与野外驻训的关系 

长期以来，由于 日常训练与野外驻训两种训练方式的 

训练科目、训练条件和管理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很难统一 

于院校教学训练实践中。“三学期制”教学模式的实施在一 

定程度上统筹处理好这两种不同科目、不同环境和不同管 

理模式的训练。通常在 “长学期”采取营院训练管理模式 ， 

配合理论教学需要，进行 Et常训练；在 “短学期” 由于训 

练时间相对集中，适宜改变管理模式，采取野外驻训，保 

证学员在驻训中既掌握了专业基础训练，又实际体验了部 

队野外驻训的知识。 

(四)统筹处理好院校模拟代职与部队代职的关系 

院校模拟代职和部队代职的目的都是培养学员的组织 

管理能力，只是实践锻炼的环境不同。有的学员片面地认 

为很难在院校模拟代职期间学到真正的知识、得到真正的 

锻炼。针对上述问题，院校组织学员利用 “短学期”赴部 

队代职锻炼，直接参与部队工作，以此端正模拟代职的态 

度 ，增强对部队的感性认识 ，促进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的 

转化，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同时还可以了解和掌握信息 

化条件下部队建设实际及对人才知识能力 的需求，增强下 
一 步学习的针对性 ，激发学员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通过 

“短学期”的代职经历强化了学员对 “长学期”院校模拟 

代职的认识和能力，这样使得 “短学期”与 “长学期”互 

相补充、互相促进，提高整体教育效果。 

三、优化制定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构建实践 

性教学体系 

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中应构建实践性教学体系。 

该体系应以人才培养为中心 ，以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两 

大能力模块为教学目标 ，以认识实践、专业实践、毕业实 

践三个层面组成有机联系的实践教学内容整体 ，以实践教 

学管理及规章制度、实践教学质量督导机制、实践教学考 

核及评价机制和实践教学队伍及条件建设作为实践性教学 

的四个有力支撑 。 

构建一个中心、两个模块、三个层面、四个支撑的实 

践性教学体系是根据人才的培养 目标，将其对学员创新能 

力和实践能力培养的整体 目标分解为各个子 目标 ，并分解 

落实到各具体实践性教学环节中，通过各具体实践性教学 

环节中所需培养实践能力子目标的实现来保证整体目标的 

实现。实践教性学计划单列，并不是把实践性教学孤立起 

来，而不考虑理论教学内容与目标，相反，恰恰是把实践 

性教学体系与理论教学体系综合考虑，使两者的培养目标 

能够相互补充，并且相互衔接 ，紧密配合，共同完成对整 

体目标的实现 J。该体系有如下基本特点： 
一 是改变实践性教学从属于理论教学的状况。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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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通过建立自身的教学计划和考核体系，就是将实践性 

教学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始终，就是要着手改 

变以往实践性教学的从属地位，使其处于与理论教学同等 

重要的主体地位川。 

二是形成实践能力的整体培养。如在第三学年 “短学 

期” (专业课教学之前)进行部队认识实践是对基层部队 

进行了解和认识，巩固军事基本技能、组织管理能力，提 

高对本专业的感性认识。此后进行两个学期的专业知识学 

习与实践，因为有了丰富的感性认识，再学习专业知识和 

技能就能做到带着问题学，有的放矢 ，效果会更好。而后， 

再到部队进行专业实践，就有了实践一理论一实践的过程。 

第四年毕业临职训练 (毕业设计和综合演练)是高层次的 

实践性教学环节，要求把掌握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运用 

到解决实际问题中。 

三是体现以学员知识、技能、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的 

要求。按照循序渐进的方式，进一步有序地构建起一个与 

理论教学体系相匹配，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由单项到综 

合性、设计性的相对独立的实践性教学体系。 

四、完善教学内容动态更新机制，改革实践性 

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只有紧随社会实践的变化而进行动态更新， 

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教员只有始终站在本专业的发 

展前沿，才有可能使学员学到最新的知识。实现教学内容 

的动态更新，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 

(一)突出教员的主导性与教材的拓展性 

突出教员的主导性是遵循教学基本规律的必然 J。首 

先教员要转变传统教育观念，把握军事专业知识内在的基 

本特点 ，强化发展意识，坚持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 

发展的办法解决教学中遇到的新 问题。其次教员要始终站 

在本专业的发展前沿，紧跟学术发展动态。将学术研究与 

教学研究结合起来，使两者相互促进，推动教学内容的更 

新。最后教员要不断学习，丰富教学内容，院校应不断完 

善教员再学习的途径和方式，使其提高教学水平。 

突出教材的拓展性就是在讲授课程大纲规定的基础性 

知识的基础上 ，适当补充与科研项 目相关的学科前沿性知 

识 ，留有适量的课外 自学的自主性知识，扩充面向部队需 

求的实践性知识，实现对教学内容的动态更新。 

(二)强调教学方法与考核手段的多元性 
一 是强调实验演示与实装操作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 

突破单纯课本教学与幻灯片教学，在讲授理论性知识的基 

础上，增加一定的实验课时与实践课时，通过实验演示与 

实装操作提高学员掌握理论性知识的能力。二是强调问题 

启发与专题研讨的教学方法。教学过程中不再拘泥于单纯 

地教员讲授、学员听讲的授课模式，而是采用专题研讨、 

课程提问、课程启发等教学方法，变单纯的灌输式教学为 

互动式教学，提高学员参与课程的程度。三是强调综合课 

程测试与实践评价的考核手段。将考核内容扩大至课程表 

现、课后作业、课程设计、实践成绩、课程考试等多个方 

面，实现对学员的多元化考核。 

(三)加强实践性教学的开放性与延伸性 

在实践性教学中，应善于打破教学实践与部 队专业训 

练之间的壁垒，实现资源共享。采取教学实践与部队相关 

专业训练、演习相结合的方式，让学员实际参与部队演习、 

训练 ，将教学实践 “移植”于部队相关演习当中。特别是 

学员参与部队的新装备、新战法训练，甚至可以将教材中 

有关的扩展性内容放到部队演练中进行检验。通过加强实 

践性教学的开放性，延伸教学内容，实现教学内容动态更 

新。 

(四)完善教学评价体制的科学性 

教学实践是一种有 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离 

开教学评价，教学实践也就不存在 。因为评价本身就是 

从实现的目标 出发来考察、判断教学实践的一种活动。要 

使现行的教学评价体制更具科学性 ，首先，将衡量教学内 

容动态更新的相关指标纳入到教学评价指标体系中；其次， 

在评价方法的选取上宜采取定量分析法，就是学员、部队 

和专家共同参与到教学评价中来，分别赋予一定的权重值， 

综合给出评价结果；最后，作为教学评价体制的必要保障 

手段，激励机制的作用应得到进一步加强。院校将教学评 

价结果作为教员教学评优的依据，设置奖励措施，以调动 

广大教员主动地参与到实现教学内容动态更新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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