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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接力’’装备实操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刘 涛 ，孟凡磊 ，李冀鑫 
(1．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1；2．海军飞行学院，辽宁 葫芦岛 125001) 

[摘 要] 为解决装备课程实操教学中存在的学习主动性不足和效果检验不充分的问题， 

创新 “教学接力”模式，将原来的 “静默式”操作转变为 “讲解式”操作，实现 “教” “学” 

角色的灵活转换，提高了课程教学效果，教改试点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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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a New Equipment Operation 

Teaching M ode of Teaching Relay 

LIU Tao，MENG Fan—lei ，LI Ji—xin。 

(1．Naval Aeronautical and Astronautical University，Yantai Shandong 26400 1，China； 

2．Naval Flying Academy，Huludao 125001，China) 

Abstract：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shortage of study go—aheadism and deficiency of effect— 

checking in equipment operation course， a new teaching mode of teaching relay was innovated to 

transform primary“silent operation” into“explaining operation”and realize the role transition between 

teaching and learning．The teaching effect has been improved obviously，and elementary effect has gotten 

in the experimental unit of teaching re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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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军事变革对军事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引领 

着军事院校由传统的学历教育向任职教育进行逐步 

转变，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都更贴近部队，突出岗 

位的针对性和应用性。装备课程针对部队岗位实 

际，讲授装备结构、使用、维护、管理和应用等相 

关内容，并强调实践性教学，重点培养学员的岗位 

综合任职能力。在具有相应实装配备或者模拟设备 

的条件下，装备课程一般安排一定课时的实操训练 

内容，作为理论内容的应用与提高，更贴近于部队 

工作岗位，在装备课程教学乃至整个任职教育体系 

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一

、 问题提出 

在以往的装备实操教学中，教学效果往往仅停 

留在学员具备了一定感性认识的阶段，难以达到熟 

悉装备操作的水平，需要后续更多操作锻炼或到部 

队岗位任职后再重新学习，实操教学效果不够理 

想。 ’ 造成这一被动局面的原因通常有 ：(1)操 

作训练量不足。受课时和装备数量限制，学员每人 

实操次数仅为 1—2次，甚至两人以上共同操作一 

次，操作训练量不足。 (2)学员主动性不足。教 

员一般仅讲解示范一次，学员难以及时理解和领会 

操作步骤，而操作训练时是在教员的指导指挥下完 

成，出现错误会有教员进行纠正，学员主动性和自 

主性不足，主观上易出现敷衍完成的现象。 (3) 

学员实操基础差。学员接触相关装备机会少，实操 

基础差，易出现畏手畏脚现象，影响了操作训练的 

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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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新能力的评价单元之一，学校在教学计划中规 

定每个学生毕业前必须完成一定的创新学分，并制 

定相应的实施方案。创新学分可以从学科竞赛、专 

利发明、学术论文、行业证书、社会实践等多种项 

目中获得。 

(二)开展课外实践活动 

通过开设机械创新设计与实践、产品造型设 

计、新材料应用、三维建模等方面的选修课，丰富 

学员的知识结构，开阔视野；利用实验室和金工实 

习车间，开展 自主实验、自主设计、自主实习等以 

学生为主体的实践教学活动，提高学员的动手、动 

脑能力；积极创造条件把学生引导到各种科学研究 

活动中去，如参加大学生组织的各种科技创新活 

动，或参加教师的科学研究工作，培养创新兴趣， 

提高科学素养；通过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实践活 

动，开展以学生为主体和中心的集体性自主实践教 

育活动和课外科研活动，如计算机绘图大赛、“挑 

战杯”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机械创新设计大 

赛等，培养学生工程设计思想、敢于创新的精神以 

及分析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j。另外，组织 

学生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也有利于扩大视野、 

启发科学思维。近几年，我院在机械创新设计大 

赛、挑战杯大赛中取得的良好成绩充分证明了开展 

课外实践活动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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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束语 

实践性教学作为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必 

须贯穿于整个教学体系中，做到有 目标、有计划、 

有步骤地开展各项活动，同时注意有效性、层次 

性、整体性。本文对多年的教学实践进行了总结和 

思考，从实验、实习、第二课堂等多方面分析了全 

方位、多形式、立体化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该模 

式的实质是以培养学员创新意识、提高学员创新能 

力为核心，必将对我院 “指技合一”型高素质军 

事人才的培养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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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后续任务实施打下坚实基础 

该专业学员后续参加了部队实操训练，并执行 

实弹打靶演习任务。通过部队实操训练情况反馈， 

较好地掌握了该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的组成结构和操 

作使用等内容，能够很快融人部队训练工作和熟悉 

相关技术岗位，受到了部队领导和带队教员的好 

评，显现出该课程教学改革的初步成效。 

四、结束语 

军校教学模式的创新，应以引导任职教育学员 

和生长干部学员积极发挥主体作用和创造性，以提 

高学员综合能力和全面素质为宗旨。本课程立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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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岗位任职需求，创新装备实操教学方法，提出 

“教学接力”模式，有效地提高了学习学习积极 

性，检验了学员学习和掌握情况，提升了教学效 

果，将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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