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９卷第２期
２０１６年６月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３９，Ｎｏ２
Ｊｕｎｅ２０１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１－１３

作者简介：张洪波 （１９８１－），男，山东济阳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航天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飞行动

力学与控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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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战场环境概论”是为提高学员的联合作战指挥能力而开设的一门科技基础课程，
具有知识点多、军事与技术紧密结合、综合性强、实践性强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采用了研究

型教学方法，从武器装备关键技术、武器装备综合应用、联合作战案例三个层次设计课程课题，

取了良好的效果。本课程的实践经验对概论性、军事性课程开展研究型教学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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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是当前我军人才培养
的重中之重和战略抓手，是赢得未来信息化条件

下联合作战胜利的重要保证。习近平同志根据当

前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 “要按照能打仗、打胜

仗的要求，把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新型作战力量

人才培养作为重中之重，紧紧抓在手里，不断抓

出成效”。军委和总部下发的 《２０２０年前军队人才
发展规划纲要》中也提出，要 “以联合作战指挥

人才、信息化建设管理人才、信息技术专业人才、

新装备操作和维护人才培养为战略抓手，加快实

现关键领域人才建设局部跃升”。

为加强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国防科技大

学于２０１１年开设了联合作战科技基础课程———战
场环境概论。课程内容涉及陆、海、空、天各类

自然战场环境，将地球物理学、大气科学、海洋

科学、空间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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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员具备分析联合作战中复杂战场环境的能力。

课程具有知识点多、军事与技术结合紧密、综合

性强、实践性强的特点，在授课过程中为提高学

员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采用了研究型

教学模式，使学员从问题研究中掌握相关知识，

培养综合实践能力，提高联合作战指挥的素质。

一、课程的特点

自上世纪９０年代的海湾战争起，人类社会的
战争形态进入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阶段。与

之相对应的，是战场环境的急剧扩大化和复杂化。

战场的空间范围急剧扩展，虽然作战地区是局部

的，但与之相关的环境因素却可能是全球性的。

同时，在联合作战中陆、海、空、天、电磁、网

络等战场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更

为紧密的有机整体。战场环境对联合作战的作战

人员、作战装备、军事行动等各个方面都有非常

重要的影响，因此了解战场环境的基本特性是未

来联合作战的指挥员需要必备的素质之一。

开设 “战场环境概论”课程的目的就是要提

高学员在联合作战中对战场环境的认识和利用水

平，包括了解各类战场环境的要素组成，掌握战

场环境对作战人员和武器装备的影响机理，能够

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解决作战行动中运动的各种

问题等。课程内容包括地球物理基础 （陆战场环

境）、地球大气、气象、海洋、太空等各类战场

环境。

“战场环境概论”课程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

知识点多、知识体系宽泛。课程内容涉及地球物

理学、大气科学、气象学、军事地形学、海洋科

学、空间科学、系统科学等诸多学科门类。每类

战场环境中又涉及很多知识点，比如气象学就包

括太阳辐射、气压带、季风、气团、气旋与反气

旋、锋、降水、水汽凝结、气象病、冷云催化降

水、暖云催化降水等知识点。如果每一类战场环

境按照知识点逐个讲授的话，学员很容易形成碎

片化的概念，无法从整体上把握战场环境的综合

性。二是军事与技术的紧密结合。这个特点是由

于在战场中广泛使用各类高技术武器装备而出现

的。在冷兵器和热兵器早期的时代，战争指挥员

仅根据掌握的军事知识就可以对战场环境权衡利

弊，而在联合作战中则不然。比如，现代航空武

器中大量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都要采用光学或红

外导引头，风沙、云层、降水都会使弹药的作战

效能大幅降低，这与大气的光学传输特性密切相

关。如果指挥员不了解相关技术，仅根据军事指

挥的知识调动航空兵作战，无疑会使作战效果受

到影响。三是综合性强、实践性强。联合作战的

指挥员要有大战场、综合战场、复杂战场的观念，

要能够将陆海空天各类战场环境综合考虑，要能

够根据联合作战的战场态势做出判断，提出具有

可操作性的战场环境保障计划书，这些能力都不

是通过传统课堂讲授的方式能够培养的。

二、研究型教学模式的特征

研究型教学模式［１－２］，是将科学研究的基本要

素、基本环节渗透到教学中，让学生在独立的探

索、思考和实践的研究过程中吸收知识、应用知

识、创新知识，提高学生的素质、培养学生创造

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一种教学模式。

国外很早就出现了研究型教学的提法。早在

１９世纪初，德国教育家洪堡就提出 “教学与科研

相统一”的观点，并在柏林大学实践成功。之后，

许多大学纷纷把科研引入教学，形成研究型教学

模式，构筑研究型大学。研究型教学真正受到广

泛关注是在２０世纪末期［３］，１９９８年美国的博耶报
告 《重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蓝图》

中，明确指出要把研究型教学作为本科教学的要

求，自此引发研究型教学的热潮。国内关于研究

型教学的研究和实践主要来自于对国外的跟踪，

２０１０年之前［４－５］主要侧重于对教学理论、教学方

法、实施方式等理论方面的研究，近几年［６－８］则侧

重于研究型教学模式在具体课程中的实践探索。

研究型教学模式的特征主要有在四个方面。

一是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占主体地位，教师在教学

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学生不再是教师讲授知识

的被动接纳者，而是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对问

题的研究、探索主动掌握相关知识。二是教学目

标更加多样性。学生除了掌握相关知识外，通过

解决问题体验研究过程、掌握研究方法、学会团

队配合、发掘新的知识都成为教学的目标。三是

实施过程中，教学手段更加丰富、教学组织形式

更加灵活。除了课堂讲授的传统方式外，还可以

通过案例教学、小组研讨、实地见学等方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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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四是更加注重实践性。研究型教学强调理

论与实际的联系，特别注重所学知识的运用能力。

研究型教学虽也要求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但

更强调用学到的知识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三、课程研究型教学的实施方式

针对 “战场环境概论”课程的特点，同时考

虑到课程授课时间短 （２８学时）的限制，为达到
教学目的，我们在授课过程中采用了研究型教学

模式，通过设计 “以武器装备的关键技术／应用问
题串联知识点、以某种武器装备的综合应用问题

熟悉某类战场环境、以联合作战综合案例设计提

升实践能力”的阶梯式课程研究课题，使学员在

课题研究中对所学知识达到知晓、内化、综合应

用的水平。课程的整体设计如图１所示。

图１　课程研究型教学整体设计方案

（一）以武器装备的某项关键技术／应用问题
串联知识点

针对课程知识点多、知识体系宽泛的特点，

在课程知识点的引入、讲解、分析和应用中都以

某种武器装备的关键技术／应用问题为主线，将
知识点串联起来。在每一种战场环境的教学中，

都结合装备的技术或应用问题来引入相关知识

点，并与经典的战例相结合，以战例为引导对知

识点进行分析和讲解，让学生体验如何应用相关

知识来分析武器装备应用中的问题，最后再让学

生应用知识点来分析战例。例如，地球物理基础

中的地球重力场一直是教学的重难点问题，涉及

引力位、重力位、球谐级数、大地水准面、重力

异常、垂线偏差等诸多抽象难懂概念。我们注意

到这些概念可以用弹道导弹的快速发射和精确制

导问题串联起来，便在这节教学的一开始先引入

设问：现在洲际弹道导弹的射程可达 １００００ｋｍ，

而精度最高的圆概率偏差小于 １００ｍ，为达到这
样的精度需要考虑哪些战场环境要素？以这个问

题为主线，先介绍导弹飞行和导航制导的基本原

理，再引入地球重力场的描述，进一步从导弹的

精确制导引入重力异常和垂线偏差的概念及其影

响。在教员的引导下，通过与学员共同研究这个

问题，不仅达到了掌握知识点的目的，而且通过

实例切实了解了地球重力场这种环境要素对武器

装备的影响。

（二）以某种武器装备的综合应用问题研究某

类战场环境

针对课程军事和技术紧密结合的特点，为提

高学员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在每一种战场环境

的教学中，课前会布置一个难度较大的、带有研

究性质的大作业，作业内容涉及某种武器装备的

综合应用或者某个经典战例战术层面的方案选择

问题。学员课后通过资料调研、分析总结，写出

研究报告并在课堂讨论 （部分学员），老师加以指

导后修改报告并提交。图２所示是针对各类战场环
境设计的装备综合应用问题。例如在气象环境的

教学中，一开始我们就给学员提出二战中日本海

军偷袭珍珠港时的作战路线选择问题，要求学员

在课后分析日本海军选择南航线和北航线会给部

队行动和作战带来什么影响。学员通过对该问题

的分析，不仅综合应用了大气环流、西风带、信

风带、气候类型、气象对军事活动的影响等技术

方面的知识，还用到了在作战中要充分利用环境

因素达成作战的突然性等军事知识，实现了军事

和技术知识的综合应用。

（三）以假想的联合作战案例设计提升综合实

践能力

针对课程综合性、实践性强的特点，我们结

合我国周边的热点问题，设计了５个假想的联合作
战案例，使学员通过对战例的研究提升综合实践

的能力。研究过程中，每６个学员组成一组，分别
担任陆军、海军、空军、二炮、航天力量和情报

系统的指挥官。要求学员根据作战任务详细分析

战场周边的作战环境，根据环境特点拟定作战计

划，并根据作战计划制定战场环境保障的任务书。

课程结束后，针对各个战例进行研讨。研讨时由

学员组成裁判组打分，同时邀请我校军事教员一

起点评并打分，得分最高的前三名颁发奖励。例

如，根据我国南海问题，我们设计了南海夺岛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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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装备综合应用问题设计

的假想案例。 ××岛是南沙北部岛屿，目前被某
国实际控制。岛上驻有约８０人的守军，修筑有防
御工事和１条机场跑道。假定岛上守军不断对我南
海渔民骚扰寻衅，扣押我渔民事件时有发生，我

军决定从某国手中夺回该岛。为此成立联合作战

指挥部，要求夺回 ××岛，并能在周边形成长期
驻守态势。学员针对该战例开展研究，详细调研

了南海的气候、水文、海底地形、水下声道、岛

屿地形等战场环境要素，经综合研究后提出联合

作战的计划。通过对该战例的研究，学员除了体

会到联合作战中大战场、综合战场、复杂战场的

含义外，还能从联合作战指挥的角度出发，体会

如何最大限度利用环境发挥各军兵种的优势，趋

利避害，达到作战效能的最大化。２０１４年秋季学
期，作者在２个教学班开展了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实
践探索。结果表明，研究型教学一方面可以提高

学员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有学员课后就反馈道，

“这样讲很有意思，一下子把大气红外窗口、窗口

对导引头波段的选择和装备性能的影响都讲明白

了”；另一方面，学员的综合实践能力有了较大的

提高，某些学员对假想联合作战案例的探讨深度

超出了作者的预期，比如有位学员针对 “南海夺

岛战”案例，把岛礁的地形地貌、周边海域的水

文气象、海底的地形及声道情况做了十分详尽的

调研和分析，令作者不禁感叹只要调动起积极性，

学员的潜力是很大的。这２个教学班的最终平均成
绩也要优于其他班。

四、关于研究型教学的几点思考

在课程研究型教学的实践中，除了体会到文

献中提到的关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组织形式、

教师角色、考核方式等共性的问题外，还有几点

独特的思考。

（一）研究型教学是一种理念，而不应局限于

某种具体的形式

提出研究型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在研究中接

触知识、掌握知识、应用知识、创新知识，让学

生尽早体验科学研究的过程、接触科学研究的要

素。本科生的研究创新能力毕竟是很有限的，因

此更主要的是让学生变被动为主动地去接受知识，

为研究解决问题去调研资料、商讨和实践解决方

案。在我们的课程实践中，虽然学生研究问题的

“主动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迫地，但效果要比

为应付考试而 “被迫地”去学习要好，接受的程

度也更深。可能在某些精英化的教学中以科学研

究的形式组织课堂教学效果会更佳，比如就有学

者提出，研究型教学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所特有

的教学模式［９］。但在大众化的教学中，也可以用

我们这种形式组织教学，把 “研究”的理念贯串

到课程教学中、而在具体实施上采取灵活多样的

形式，这样会更具有操作性。有资料表明，美国

高校８３％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主要采用讲授法进行
教学，但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都渗透着研究型教学

的方法［１０］，这也验证了我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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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型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与传统的讲授型教学相比，研究型教学对教

师要求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作量

大幅增加。教师除了要讲授部分知识外，还要花

费大量的时间来设计课程的研究型课题、指导学

生开展研究工作、组织课题研讨、设计和实施合

理的考核方式等。我们体会到，研究型课题设计

的好坏是决定研究型教学质量的一个关键因素，

课题除了要求能把学生需要掌握的知识蕴含到其

中之外，还要兼具一定的探索性、趣味性才具有

吸引力，学生参与的热情才高，这就需要教师花

费大量的心思去设计课题。二是教师在引导教学

活动的过程中，要随时准备应对一些突发情况。

打个比方，在讲授型教学中，教师可以说是编剧、

导演、演员三种岗位集于一身，学生主要当群众

演员，基本按照教师的设计往前走。在研究型教

学中，教师除了要当好导演外，还要编写更精彩

的剧本，同时还要和学生演对手戏，随时可能面

临一些突发情况，要求自然更高。也是因为这种

原因，我们了解到许多教师不愿组织实施研究型

教学，因此还需要学校在教学工作量计算、考核

机制上出台配套政策加以引导。

（三）研究型教学可以与ＭＯＯＣ课程形成优势
互补

近几年来，ＭＯＯＣ课程 （大型开放式网络课

程）迅速发展，给学生课下的系统学习提供了可

能性。ＭＯＯＣ的优势主要是学生学习的时间、地
点、内容比较开放和灵活，学生可以利用课下零

散的时间自主学习，且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可以

通过平台互相答疑；其不足是学生缺乏与教师交

流互动的环节，除了接受知识外，大学教育中的

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学术氛围等学生无法体验

到。研究型教学的优势是教师可以与学生就问题

开展充分的交流讨论，可以引导学生体验科学研

究的过程，体验大学的精神；其实施的难点在于

学时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完成必要的教学内容同

时又能给学生充裕的开展研究的时间。由于我国

大学课堂的授课时数要远高于国外，因此这一点

表现得更为突出。由 ＭＯＯＣ课程和研究型教学的
特点可以看出，两者恰好可以形成优势互补。“战

场环境概论”也建设了 ＭＯＯＣ课程，因此我们在
课程实践的部分章节采用了两者融合的教学方式，

学员在课下通过 ＭＯＯＣ学习相关内容，课堂上主
要用来研究、指导和研讨课程作业，取得了不错

的效果。随着上线的 ＭＯＯＣ课程数量的增多，也
许越来越多的课程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开展研究型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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