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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现代教学主张以学员为主体，倡导学员在教员的引导下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
究学习，培养学员的创新性思维和自主学习能力。本文在廓清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基本要求以及

针对军事地形学课程教学训练特点进行整体设计的基础上，阐述了研究型教学在军事地形学课

堂理论教学中的 “五步教学法”和实践训练中的 “三位一体”训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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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性教学，就是将课内讲授与课外实践、
教师引导与学生自学、教材与阅读有机结合并达

到完整、和谐、统一的教学。现代教学理念主张

教学活动以学员为主体，以培养学员的创新思维

和科研实践能力为目标，突破以知识传授为主的

传统教学模式，启发与引导学员自主学习和探索

研究。将研究性教学引入到军事地形学课程对提

高教员自身素质、培养学员创新能力和改进教学

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研究性教学模式的基本要求

（一）明确教员的主导作用

教员是知识的传播者、技能的传递者、学员

思维的引导者和学习的促进者。教员既要 “授之

以鱼”———传 授 基 础 知 识；又 要 “授 之 以

渔”———教授研究方法，引导学员把握该学科的

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 引导学员多角度、深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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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解基本原理，了解学科前沿；还要 “授之以

娱”———培养学员的学习兴趣。 “知之者不如好

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１］。

（二）突出学员的主体地位

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模式，研究性教学要让学

员成为教学活动的 “主角”，教员则更多起 “导

演”的作用。因此，课堂教学中教员要围绕教学

目标选择重要的问题，抓住学员思维的兴奋点，

有计划地、适度地、启发性地提问，努力引导学

员去积极学习、独立思考与创新研究。同时注意

让学员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讨论、分享。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采取换位教学，充分体现学员的主

体地位。

（三）转变教学的方法手段

转变教学的方法手段就是要突破 “以教员为

中心”的教学观念，树立以学员为本的教育理念，

实现教学方式的创新，使教学活动能够更有效地

促进学员的全面发展和教员教学能力的提高。教

学方式的转变不仅表现为合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还要表现为改变传统 “填鸭

式”教学方式，实现教学的互动。

（四）促进讲授内容的精炼

教员必须具备深厚的学术功底和较高的教学

艺术，能科学地组织教学内容，明确教学的重点、

难点、疑点与新点。一方面，讲授内容少而精。

内容精炼才能提供时间讨论，才能保证学员对知

识的吸收与巩固；另一方面，讲授内容宽而新。

既要保证讲授内容的全面，又要重视学科前沿的

发展。

（五）加强资源平台的建设［２］

研究性教学需要配套的课程资源平台作为重

要支撑。课程资源平台的功能包括：网络课堂

（如网络教材、网络讲义）、学习资源 （如参考书

目、参考论文、学术视频、学术网站链接等）、教

学录像、测试训练 （如习题库、模拟试卷）、学习

论坛，实现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交流。

（六）改革考核的方式方法

研究性教学模式中考核方式围绕培养学员的

创新意识与研究能力展开，改变平时 “一卷定终

局”的终结性评价方式，可采用课题论文、口试

答辩、小组讨论、读书笔记、参与教师项目研究

等考核方式。

　　二、军事地形学研究性教学的整

体设计

　　军事地形学的研究性教学是指教员以课程内
容和学员的学识积累为基础，学员在教员的引导

下创造性地运用知识；自主地发现问题、研究问

题和解决问题；在研究 （讨）中积累知识、锻炼

思维和培养能力；在研究 （讨）中体验创新乐

趣、分享研究成果。组织研究性教学必须发挥

“两主”作用、重视 “三个过程”、实现 “一个

结合”。 “两主”指教员的主导和学员的主体作

用；“三个过程”指开发学员智商、发展学员情

商和培养学员情操的过程； “一个结合”指学员

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在教学过程中达到完美

结合。

任何一种先进的教学理念必须与指导的教学

实践相融合才能发挥出应有的功效，研究性教学

应用于军事地形学教学训练中，必须要针对其特

点，方能做到有的放矢。通过多年教学训练实

践，我们认为军事地形学教学的特点主要有：知

识、理论与技能于一体；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相

结合；室内教学与室外训练须兼修；传统手段与

信息化手段应并用。针对这些特点，在军事地形

学教学中运用研究性教学应突出提高 “三个能

力”：即学员自主地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传统 “三图 （识图、用图、标图）”技能与运用

信息化手段的能力；灵活地组织指挥与沟通协调

的能力。

基于以上考虑，军事地形学研究性教学的整

体设计为：以完成教学基本要求为目标；以提高

学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着眼点；以军

事需求为切入点和兴趣点；以军事地形学的主要

教学训练内容为专题；以学员小组研究为主要组

织方式；针对专题内容，提出基本问题和学员须

完成事项，教员运用启发式、讨论式、作业式、

民主式等灵活多样的方法进行师生互动，通过学

员自主研究经历构建知识体系，掌握 “三图”技

能，提高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

　　三、军事地形学研究性教学实践

与运用

　　军事地形学教学训练，既包括课堂理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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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包括野外教学训练。

（一）研究性教学在军事地形学课堂理论教学

中的运用

在军事地形学理论教学中，我们依托地图和

教学想定，采取 “问题牵引、方法提示、讲练结

合、随堂作业、课后练习”五步教学法，使学员

在快乐中学习，在掌握 “三图”技能的同时，全

面夯实学员的军事素质。

１．“问题牵引”———用问题牵引研究
“问题”的含义有多种，这里的 “问题”主

要指 “要求回答或解答的题目”、“需要解决的矛

盾、疑难”、“关键、要点”三种含义。在地形学

课程学习前，我们建立了教学想定：已知 Ａ点在
地球的北半球，距赤道 ３１２０６６千米，位于 １９
投影带，距投影后的中央经线的投影２１９４２５千
米。已知 Ｂ点同在北半球和 １９投影带，距赤道
３１２８５千米，距 投 影 后 的 中 央 经 线 的 投 影
２０８４５千米，问： （１）两点的全值精确坐标和
精确坐标是多少 （如图１所示）？（２）如果两点
在你拥有的地形图上，该点所在地物的名称是什

么？在什么地貌形态上？其高程是多少？Ａ点到
Ｂ点的坐标 （磁、真）方位角分别为多少？ （３）
两点间直线距离为多少？沿道路最短距离约为多

少？如果某学员大队 （行军长约１千米）组织徒
步行军，从 Ａ点向 Ｂ点开进，请用你所学过战备
基础理论将这一情况标绘于地形图上并计算其通

行的时间； （４）９９主战坦克能否通过该路段？
（５）如用直瞄火器从 Ａ点向 Ｂ点射击，能否实
施？这样使学员一开始就沉浸在问题中，被问题

所吸引。

图１　偏角图

又如地貌表示与识别是军事地形学识图部分

重要内容之一，为使学员打牢识图基础，讲授之

前，我们给学员设计了以下问题，如表１所示，让
学员带着问题去预习课程。

表１　地貌表示与识别的问题设计

专题名称 问题设计

地貌表示

与识别

１．表示地貌的方法有哪些？各有哪些优点
与不足？哪种方法较为科学？表示方法的发

展受什么牵引？制约其发展的因素有哪些？

２．等高线法表示地貌的特点是怎样的？等
高线法表示地貌原理是受何种表示法的

启示？

３．等高线法是怎样表示地貌形态的？你能
进行归纳吗？

４．地貌各部形态的定义完美吗？你能给出
一个更加科学的定义吗？

……

　　通过层层设置问题，使学员带着问题预习，
带着问题查找资料，在预习、查找资料中解决问

题，在解决问题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在解决

问题中得到乐趣，不断激发学员自我学习、相互

学习，促进共同提高。

２．“方法提示”———用方法助力研究
方法的含义也较广泛，这里所说的方法主要

指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途径、步骤、手段等。

方法是观察、认识事物的工具，也是研究和解决

问题的途径。军事地形学在识、用、标、判等各

项技能中，有许多方法、技巧。教材上不可能也

没有必要将所有操作方法一一列出。如在进行方

位角与偏角的教学时，为使学员快速、准确地掌

握方位角的量读技巧，授课前，我们对方位角的

量读提出了如下问题，并结合教材进行了如表２所
示的提示。

表２　坐标方位角量读方法的提示

专题名称 需解决问题 问题设计 方法提示

方位角

与偏角

在图上量取

坐标方位角

１．方位角的定义
及种类？防空兵

的方位角又是怎

样定义的？

２．密位比分、秒
更精确吗？为何

在方位角中使用

密位这一单位？

３．坐标方位角量
读方法有哪些？

有更好的方法吗？

好在哪儿？

……

１． 用 量

角器量读

坐 标 方

位角；

２． 用 指

挥尺量读

坐 标 方

位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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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员带着问题去预习，根据提示进行练习，
在掌握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研究探索新的方法，

在比较方法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最有效的方法。如

坐标方位角的量读，有学员提出了用计算法量读

坐标方位角和用指北针量读坐标方位角。前者，

只要量读出两点的坐标，将坐标输入预先编辑好

的小程序，立即可得坐标方位角，精度非常高；

后者，只要在作业场地没有磁场干扰、指北针灵

敏度高的情况下，以坐标纵线标定地图即可按量

读磁方位角的方法量读坐标方位角。教学中，我

们根据多年教学经验和实践，给学员以提示，激

发学员再去思考、去创造，创造出了多种基本方

法的变式，使教员也在教学中学得更多方法，分

析问题更有理论支撑。如判定方位时，按 “季

风”、“太阳能的朝向”来判定，这些教材上没有、

教学辅导资料上也找不到的知识都在教学实践中

创造出来了，大家深深地体会到 “军事民主”在

军事地形学教学中的力量。

３．“讲练结合”———教员指导学员进行研究
军事技能教学强调 “精讲多练”。军事地形学

虽不能完全等同于一般的技能课程，但光讲不练，

容易眼高手低，因此，在精讲理论、精授方法的

同时安排了大量练习。课堂练习采取集团作业的

形式，将整个教学班分为几个大组 （有时也按照

班、排），选出组长、副组长，练习题展示后，由

组 （班、排）长适时调控，全组 （班、排）通力

协作，组 （班、排）与组 （班、排）之间 “创先

争优”，教员和学员一道进行作业讲评。课堂练习

成绩作为课程平时成绩。通过课堂练习，既培养

学员组织指挥能力，又培养学员协作精神、合作

意识。

４．“随堂作业”———学员与教员共同研究
通过课堂练习，暴露了学员知识点的掌握与

方法技巧运用的不足，在拾遗补缺的基础上，安

排了随堂作业。随堂作业只安排那些理论不深、

大部分学员带着问题预习便可以明白的，如距离

量读；需要通过动手练习才能弄清原理、掌握规

则的，如点位高程判定；不便于进行大班教学，

通过示范很快就可以学会的，如标定地图、量读

磁方位角等。作业前，我们利用休息时间培养了

部分教学骨干。课堂上采取教员教学员、教学骨

干教学员的方式，学员在预习、练习时发现了更

好的方法，与教员一起研究。将我军优良传统

———军事民主，充分运用于课堂理论教学之中，

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５．“课后练习”———学员与学员深化研究
为了掌握知识、理论，特别是使课堂学到的

技能做到 “熟能生巧”，课后我还布置了课后练习

题，明确了本堂课需要消化的 “问题”和下次课

需要解决的 “问题”。使学员在课后练习中一起研

究，共同消化所学知识和理论，在课后练习中熟

练技能；在预习、解决下堂课的 “问题”中发现

问题、提出问题。

（二）研究性教学在军事地形学实践教学中的

运用

在军事地形学实践教学训练中，我们依托军

事基础训练中心和军事地形学训练基地，采取

“图上分析与沙盘分析”、“研修室模拟训练与野外

实地训练”和 “传统手段与信息化手段”“三位一

体”的训练方法，全面夯实了学员 “三图”技能，

培养了学员信息意识。

１．“图上分析与沙盘分析”———对照研究
学习识图基本理论后，我们分批次组织学员

到军事基础教学训练中心———军事地形与军事地

理研修室进行图 “地”对照研究。学员利用手中

的二维线画图与研修室三维地形模型逐片进行对

照，在进一步加深对山顶、凹地、山背、山谷、

鞍部、山脊等基本形态等高线表示法的理解上，

初步建立起二维线画图的 “立体感”，为学员野外

用图训练奠定基础。同时，我们在地形沙盘模型

上实时摆放一套摩步团进攻 （防御）战斗首长决

心图的兵棋，学员在学习军事标图后，按照提供

想定在标绘要图前后，分批次到研修室对照想定

或已标绘好的要图在沙盘兵棋上进行对照研究，

为标绘或修改要图提供 “立体的印象”。

２．“研修模拟训练与野外实地训练”———结
合研究

在 “十一五”建设完成的军事地形与地理研

修室，我们建设了 “地形模拟训练平台”（仿真区

域为地形学野外教学训练基地）。在野外教学训练

之前，组织学员分批次到研修室进行 “决定”站立

点和目标点在图上的模拟训练；根据给定控制点，

选择行进路线，进行按图行进模拟训练；在数字

地图上量读距离、面积、方位角，判定通视等。

实践表明，模拟训练虽不能完全取代野外实地训

练，但通过室内模拟训练，在进行野外实地训练

时，学员们普遍感到，所到之处有“似曾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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