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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针对我院合训类各专业学员必修的专业基础课 “战场环境概论”的特点，着眼实

现知识深度与广度的统一、认知与实践的结合，通过教学目标分解、重点问题牵引及理论讲授

与案例研讨并重，采用 “点面结合”与 “定性定量结合”的理论讲授方式和 “学习情境构建”

与 “角色扮演”的案例研讨方式，探索并实践了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取得了初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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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场环境概论”是我院合训类各专业学员

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授课对象的学科专业不

同，成长经历各异，他们对相同课程知识的理解

也不完全一致。根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学员在

学习共同体中基于自身经验和推理判断形成对问

题更丰富多角度的解释，因此，这种差异本身就

是一种宝贵的学习资源。基于此，教学组实施了

“战场环境概论”的课堂教学设计与实践。

一、建构主义教学模式的基础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行为主义发展到认知主

义以后的进一步发展［１］。近年来，建构主义学习

理论受到愈来愈普遍的关注。建构主义教学观强

调，“教”是一种学习情境的创设过程，“学”是

学习者自主建构知识的过程，“教学”是师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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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的过程［２］。各门课程知识的客观性和确定性

并不是完全的，不是最终答案。因此，学习是积

极建构知识的过程，是经验结构的生长［３］。教学

需要通过激发和挑战原有的知识经验，提供有效

的引导支持和环境帮助。新知识要在原有知识的

基础上生长，这种过程是一种动态过程，只有通

过学员自己的建构活动来完成 （见图１）。

图１　建构主义教学模式视角下的知识建构过程

　　二、“战场环境概论”课程的建构

主义教学模式实践

　　针对 “战场环境概论”课程的特点以及学员

的具体情况，着眼实现知识深度与广度的统一、

认知与实践的结合，教学组探索并实践了建构主

义教学模式，具体思路为：层次分解教学目标、

设计重点问题提供牵引、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构

建学习情境提供支撑，促进学员新旧经验间双向

的相互作用得以充分有序地进行，提高新知识建

构的效率。

（一）教学目标分解

本课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讲授战场环境的组

成和特点，分析战场环境对装备、人员与军事行

动的影响，揭示战场环境与军事行动、特别是信

息化条件下作战行动之间的关系和矛盾运动规律，

提高学员对战场环境的认知水平，使学员初步具

备战场环境分析与运用的能力，培养学员在多维

一体化战场环境中的联合意识，为快速适应第一

任职岗位需要奠定基础。

教学组将本课程的认知和能力教学目标分解

为 “认知 －探索 －实践”三个层次，各层次的预
期目标、地位作用以及主要内容分别如表 １
所示：

表１　本课程的认知和能力教学目标分解

层次 地位 预期目标 主要内容

认知 基础
战场环境的

整体认知

战场环境的基本要素、主

要特点及相互联系

探索 重点
战场环境的

影响分析

军事行动对战场环境的依

赖以及战场环境对军事行

动制约的量化分析

实践 核心
战场环境的

改造运用

战场环境的改造及灵活

运用

　　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注意达成培养学员的联
合意识、重视战场勘察以及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情

感目标。

（二）重点问题牵引

问题解决是人类思维的典型形式。没有问题，

就没有创新。学问就是学习问问题，而不是学习

答问题［４］。通过问题解决来学习是研究性教学的

核心思路，也是建构主义学习模式广泛采用的基

本思路，即：根据学习内容设计问题，通过解决

问题来获得相应的概念性理解。因此，在教学过

程中，教学组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精心设问，

引发学员思考，然后通过理论讲授、案例分析、

研讨等手段，逐步回答问题，从而帮助学员深入

理解课程重难点。

例如，在引导学员构建对于战场环境的整体

认知时，针对学员容易混淆的基本概念，设计了

如下问题，引发学员思考： “战场环境是客观的

吗？”、“武器装备是战场环境的组成部分吗？”从

教学效果来看，学员的回答自然就分成了两种意

见；教员在此基础上梳理和辨析，加深了学员对

于基本概念的理解。

再如，今年恰逢诺曼底登陆战役７０周年。对
于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作战，有

关国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军事学术界也进

行了广泛思考。就在纪念日的第二天，也就是

２０１４年６月７日，日本 《外交学者》杂志责任编

辑扎克里·凯科撰文认为，“诺曼底登陆”式的两

栖突击行动在今天会失败［５］。６月１２日，美国海
军陆战队上校布雷特·弗里德曼则撰文表示，两

栖突击作战并没有 “消亡”［６］。教学组在讲授典型

海战对于海战场环境的改造及运用时，引导学员

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讨论，深化了学员对于海战

场环境改造及运用的认识。

又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拉尔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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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朗格内尔在分析网络空间的发展后，认为美

军网络空间的发展应该由进攻为主转向以防守为

主［７］。讲授网络战场环境时，教学组在介绍相关

背景之后，相应设问：“结合我军实际，我军网络

空间的发展策略应该是以攻为主、以防为主还是

攻防兼备？”

问题求解活动能促进学员更主动、更广泛、

更深入地激活自己的原有经验，理解分析当前的

问题情境，通过积极的分析推论生成新理解、新

假设，而这些观念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又在问题求

解中自然地得以检验，其结果是对原有知识的丰

富充实，或对原有知识进行调整重构。在此过程

中，学员要综合运用原有知识、查阅相关文献，

进行分析推论，形成自己的假设和解决方案，在

此基础上建构自己的知识；教员则进行引导［８］。

（三）多种方法并举

针对本课的覆盖面广、知识点多、案例丰富、

定量分析少、实践性强等特点，教学组依据建构

主义教学模式，采用理论讲授和案例研讨并重的

教学方法，其中，在理论讲授上主要采取 “点面

结合，以点带面”和 “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

在案例研讨上主要采取 “学习情境构建”和 “角

色扮演”的方式。

１．点面结合，以点带面
课程涉及陆战场环境、海战场环境、空天战场

环境、电磁环境、网络环境、多维一体化战场环境

等多种类型战场环境，每种类型战场环境又涉及地

形、气象、水文、电磁等多种自然和人文要素，每

种要素又有多种环境实体，每类环境实体具有多个

属性及活动现象。在理论讲授过程中，既要 “点面

结合”以帮助学员构建战场环境的整体认知，又要

“以点带面”以突出战场环境中影响军事行动的主

要因素，而不能面面俱到，没有重点。

例如，在讲授本课程重点内容———陆战场环

境对于军事行动的影响时，首先，从５类地形中
重点选择了山地、高原，从６类作战行动中重点
选择了机动、观察、火力，以两者构成的矩阵作

为分析对象，并从总体上分析各类地形对陆军军

事行动的影响 （见表２）；在此基础上，学员很容
易理解陆战场环境对于其他军种作战行动以及联

合作战行动的影响，从而建构了整体认知而又重

点突出。

表２　陆战场环境对于军事行动影响的分析矩阵

陆战场环境
军事行动

机动 观察 火力 伪装 工程构筑 三防 总体影响

山地

高原

平原

丘陵

城市

２．定性定量相结合
以往在讲授和分析战场环境对军事行动的影

响时，以定性分析为主。教学组充分发挥教研室

在战场环境仿真、军事地理信息系统、指挥信息

系统等相关领域的科研积累，向学员展示山地地

形仿真、Ｘ岛台地地形三维影像、不同坡度分布及
占比、不同类型海岸线分布及占比等统计数据及

可视化资料，并分析了不同类型土质、不同坡度

对装甲装备机动的定量影响，以及不同类型海岸

线对登陆作战的定量影响 （见表３）。定性定量相
结合，有助于学员既能从理论上掌握战场环境有

关要素对于军事行动的影响，又了解如何运用战

场环境仿真、军事地理信息系统等手段进行这种

影响的定量分析，并生成地形分析报告。

表３　定性定量相结合

科研成果类型 科研成果实例

战场环境仿真
山地地形仿真、海战场环境仿真、

电磁环境可视化等

军事地理信息系

统　

Ｘ岛台地地形三维影像、坡度分
析、通视分析、土方作业量计算等

空间分析

指挥信息系统 地形分析报告生成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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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案例研讨
案例研讨对于发挥学员的主观能动性、调动

学员的学习热情、活跃师生的交流互动、体现学

员的主体地位、培养学员的创新思维能力有着重

要的作用［９］。教学组在集体备课时，通过经典战

例与开放性案例 （见表４），为学员构建学习情境；
学员采用角色扮演的方式进入案例。其中，在选

取战例时，既关注最近发生的几场高技术条件下

的局部战争，又兼顾我军历史上的几次失利；在

设计案例时，紧密结合我军军事斗争准备实际。

目的是触动学员，引发学员思考。

表４　经典战例的选择与开放性案例的设计

战场环境 典型战例与案例

陆战场环境

平型关大捷 （山地作战）、费卢杰

作战 （城市作战）、抗美援朝第五

次战役 （山地作战）、中 Ｘ东段边
境自卫反击作战 （案例）

海战场环境
诺曼底登陆、仁川登陆、金门战

役、夺占Ｈ岛作战 （案例）

空天战场环境 海湾战争

电磁环境 第五次中东战争、贝卡谷地战争

网络环境 俄格战争

（四）学习情境支撑

教学组通过从实际背景取材 （见表５），为学
员构建学习情境，使得学习活动真正切入到学员

的经验世界中，而不只是按照教员预先确定的框

架和路线来生成知识间的联系。此外，典型案例、

科研项目也能够为学员构建一定的学习情境。

表５　学习情境从实际背景取材

实际背景类别 实例

装备实际

“坦克两项 －２０１４”国际竞赛、我
院承担的装甲装备试验 （寒区、热

区、海区、高原、水网稻田）

部队实际
我军近几年跨区战役机动演练、火

力演练

学员学习实际
２０１４年中外记者进军营接待活动、
学院学员俱乐部相关活动

生活实际
学员家乡及北京的自然条件、人文

条件

　　三、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实践的反

馈分析

　　作为一门新开的全院合训四年级学员必修的
专业基础课，本课程教学得到院、系两级领导与

教学督导专家的高度重视，多次听查课，并参与

座谈交流。在开课一周之后，教研室组织授课教

员与各教学班课代表进行了座谈交流，系领导、

系教学督导专家也应邀参加；在课程结束之后，

教学组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８日）委托各自课代表向
全部１０个教学班６００余名授课对象 （本课程是面

向全院合训四年级学员开设的通识类课程）进行

了问卷调查；教学组又与院教学督导专家进行了

座谈，分析了下一步课程改革与教学面临的任务。

为尽量得到学员的真实反馈，问卷调查为匿

名，仅保留教学班次信息，且大部分为客观题。

调查问卷一周之后收回，全部为有效。经数据分

析，教学组得出了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实践的正面

评价和负面评价，主要结果见下表 （见表６）。

表６　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实践的反馈

主要的正面评价 比例 主要的负面评价 比例

与自身经历结合紧

密，增 强 了 感 性

认识

１００％

课外准备时间占

用较多，忙于应

付 （课外自主时

间本来就不多）

７０％

锻炼了分工协作、

独立思考、交流表

达的综合能力

９８％
组长约束力不够，

小组内部负担不

够均匀

８５％

提高了文献查阅的

能力
９６％

对自身的研究比

较清楚，对其他

人的汇报听得不

够明白

８０％

教员讲授理论、学

员学习应用相结合，

可以兼顾学习的广

度和深度

９０％
针对文献汇报的

课 堂 讨 论 时 间

较短

７０％

通过学习能够回答

现场提问，增强了

自信心

９０％
小 组 课 外 交 流

不够
６０％

　　除了上述负面评价，结合领导、专家的反馈
意见，还有一些问题引发了教学组的思考，有待

进一步探讨，例如：如何合理分配各类型战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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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学时分配，以更好地满足学员第一任职及长

远军事生涯的需求；如何解决好案例研讨的准备

与学员课外自主时间不足相冲突的问题；如何协

调好学员的合作与分工，进一步发挥好组内学员

的积极性，避免个别学员包揽任务的问题；如何

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交流讨论和角色互换，提高

团队学习的质量。

对于存在的问题，教学组将在以后的教学实

践中通过进一步流程优化、加强监督、时间调整、

考核改革等措施加以改进。

参考文献：

［１］　邹艳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发展根源与逻辑起
点［Ｊ］．外国教育研究，２００２，２９（５）：３４－３６．

［２］　温雪梅．基于建构主义教学观的探究式课堂教学设
计［Ｊ］．大学教育科学，２０１３，３２（５）：３５－３７．

［３］　余先伦，程伟，赵威威．建构主义研究型学习反思模型
的构建———以信息专业理论课程为例［Ｊ］．黑龙江高

教研究，２０１０，２９（１０）：１５９－１６１．
［４］　杨福家．质疑：培育杰出人才的关键［Ｎ］．文汇报，２０１０

－１２－２８（５）．
［５］　ＺａｃｈａｒｙＫｅｃｋ．ＷｈｙＤ－ＤａｙＷｏｕｌｄＦａｉｌＴｏｄａｙ？［Ｎ］．

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２０１４－０６－０７（６）．
［６］　Ｂｒｅｔｔ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Ｎｏ，ｔｈｅＡｍｐｈｉｂｉｏｕｓＡｓｓａｕｌｔＩｓｎ’ｔＤｅａｄ

［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０６－１２）［２０１４－１１－２８］．ｈｔｔｐ：／／
ｗａｒｏｎｔｈｅｒｏｃｋｓ．ｃｏｍ／２０１４／０６／ｎｏｔｈｅａｍｐｈｉｂｉｏｕｓａｓｓａｕｌｔ
ｉｓｎｔｄｅａｄ／．

［７］　ＲａｌｐｈＬａｎｇｎｅｒ．ＤｅｆｅｎｄｉｎｇＣｙｂｅｒ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ＥＢ／ＯＬ］．
（２０１４－０３－１９）［２０１４－１１－１６］．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ｅｄ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８］　叶国荣，陈达强，吴碧艳．高校本科生教育中研究型教
学模式探讨［Ｊ］．中国高教研究，２００９，２５（３）：９０－９１．

［９］　邓雪妍．三结合课堂教学方法研究［Ｊ］．中国大学教
学，２０１１，３３（７）：６２－６３．

（责任编辑：陈　勇

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

）

（上接第１０７页）

之感，“整条行进路线已在我脑海之中”，大大提

高了训练效益。

３．“传统手段与信息化手段”———并举研究
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军事地形学教学训练

中的运用，使军事地形学教学训练发生了革命性

变化。正如有了电梯不能废弃楼梯一样，有了先

进的信息化训练手段，也不能将传统的训练手段

全盘抛弃，而应加以改造使用。教学训练中，传

统的 “一把尺子、一张地图、一个指北针和一根

三棱尺”方法手段我们有的采取自学自练，有的

少讲多练，有的则融入信息化手段之中。如用极

距法确定站立点、目标点图上位置时，我们在教

会学员用估测法估测距的同时，重点介绍如何使

用激光测距机精测距离。又如使用 ＧＰＳ（或北斗
手持机）确定站立点在图上的位置，不但教会学

员如何利用其提供的坐标图解在地形图上的位

置，还教会他们如何使用 ＰＤＡ直接同步确定站立
点在图上的位置。再如，以往地形分析主要是利

用手中地形图结合实地进行分析， “十一五”建

设完成的 “地形信息分析系统”使我们可以在研

修室按照给定的报告完成一份完整的科学分析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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