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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一体 “无柄手榴弹投掷”教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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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针对无柄手榴弹实弹投掷组织难度大、突发情况多、安全风险高等特点，提出了
“解析－模拟－精控－创新”四位一体的手榴弹投掷教学理念并开展探索研究，实践证明，科学
定位知识结构，建立有效的理论解析资源库可满足不同专业学习者的需求；严格遵循训练规律，

开展层次递进的模拟训练可保证训练效果；深入研究训练特点，实施精细化的训练管控可实现

训练安全；紧贴实战从严从难施训，创新训练方法、革新训练内容，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从

而促进部队实弹、实爆、实装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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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榴弹实弹投掷是我军 《军事训练与考核大

纲》规定的必训必考课目，也是 《生长干部合训阶

段教学改革的意见》对全军各院校提出的明确要求。

８２－２式全塑无柄钢珠手榴弹，是我军列装的最新

型号手榴弹之一，也是当前部队、院校实弹投掷训

练广泛使用的手榴弹，然而，当前没有关于该型手

榴弹的专业教材、教学方法及训练场地设置标准等。

我校自２０１４年开设 “手榴弹投掷”课程并选用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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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榴弹，为科学施训、安全施训，教学组通过探索

与实践提出了 “四位一体”无柄手榴弹投掷教学理

念，以期为部队、院校无柄手榴弹投掷训练提供参

考并为相关标准建立提供支撑。

“四位一体”即 “解析———模拟———精控———

创新”，由专用教材、多媒体课件、动画视频及实

物模型构成理论解析资源库，可满足不同专业学

习者的需求；由 “教练弹规范投掷动作、模拟弹

熟悉实弹投掷流程、教员学员角色互换演练险情

处置”构成模拟训练，可保证训练效果；由 “设

置职责明确的区所、设置功用齐全的投掷掩体、

设置层层把关的教育防线、设置多角度视频采集”

构成精细化管控，可实现训练安全；提出的手榴

弹投掷教学 “五个一”建设：一本优质实用的教

材、一部标准规范的电教片、一块科学规范的投

掷场地、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训练法、一个品质

卓越的ＭＯＯＣ课程，及 “手榴弹投掷”教学 “三

练习”建设：一练规范投掷、二练投远投准、三

练战场运用，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一、科学定位知识结构，建立有

效的理论解析资源库

　　手榴弹实弹投掷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容易使

投掷人员在投掷实弹中产生紧张、恐惧、慌乱、

反应迟钝等心理问题，造成技术动作的变形，从

而出现险情或伤害事故［１］，是院校、部队教学的

一个重难点课目。为满足全校不同专业学员的需

要，激发对理论学习的兴趣，强化对理论知识的

掌握，在科学定位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建立了由

专业教材、多媒体课件、动画视频、实物模型构

成的理论解析资源库。

　　 （一）坚持理论与实用相统一，构建课程知

识结构

　　科学的知识结构对夯实学习者扎实的理论基
础至关重要。针对全校毕业学员既有工程技术专

业又有军事指挥专业，既有理工类专业又有文史

类专业，教学组在深入分析手榴弹投掷必备知识

基础上，确定课程内容设计主线为 “手榴弹是什

么→手榴弹能做什么→手榴弹如何使用→风险源
辨识、事故预防及处置”，课程主要知识结构如图

１所示。

　　 （二）着眼训练效能，编著训教通用的专业

教材

　　毕业学员即将走上工作岗位，多数即将成为
训练、作战一线指挥员，不仅自身要懂训练、会

训练，还要指导所属人员如何训练、如何实战。

图１　课程知识结构图

教材在吸纳有柄手榴弹教学、训练、实弹投掷经

验基础上，广泛研究国内外无柄手榴弹实弹投掷

案例，尤其是多次到研发单位观摩生产线，了解

研发历程，熟悉手榴弹性能指标，多次到一线部

队掌握应用现状，交流应用体会，总结训练经验，

探讨训练目标。着眼手榴弹投掷训练效能，梳理

训练内容，丰富训练方法，优化训练流程，研究

训练考核，以训练效能为牵引，架构手榴弹投掷

训练体系，确保教材的科学性、专业性、权威性，

确保教材既能作为高校授课用书也能作为野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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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教学、训练与考核指导用书。

（三）遵循认知规律，制作 “三性合一”的多

媒体课件

“手榴弹投掷”课程涉及的关键词有炸药与爆

炸、手榴弹、实弹投掷、事故与处置等，易给初

学者尤其是非军事指挥类学员造成初期的思想压

力和不自信，甚至引起后期的情绪紧张。课件通

过由现象到本质将晦涩的问题直白化、由身边生

活到战时战场将生疏的问题经验化、由情节故事

到案例战例将严肃的问题活泼化，极大地激发了

学员的学习兴趣。课件版式设计多图表少文字，

色彩搭配注重淡雅明快，视频穿插与课堂演示、

互动交流相结合，很好地活跃了课堂氛围。利用

３Ｄ－ＭＡＸ、Ｆｌａｓｈ软件定制了１∶１比例的手榴弹结
构演示动画、手榴弹引信击发原理演示动画及安

全使用操作演示动画，使手榴弹整体结构及各部

件一目了然，引信 “击针击发→火帽点燃→药柱
燃烧延期→火雷管引爆”过程清晰可见，安全操
作 “拨保险拉环→拉保险销→投掷松手→击针翻
转运动”过程简单明了。多媒体课件知识性、技

术性和趣味性三性合一，确保学员准确、高效地

掌握手榴弹。课件设计示例如表１所示。

表１　教学课件设计示例

序号 内容 方　法 效果

１ 炸药与爆炸

影片战场场景→爆炸现象
气球、轮胎的爆炸→爆炸
类型

烟花爆竹燃放→炸药爆炸

源于生活

引起共鸣

激发兴趣

２ 手榴弹

唯美的石榴图片→手榴弹
定义、结构

丰富多彩的手榴弹图片→
手榴弹种类

手雷弹相关故事→我国手
榴弹发展

国内外经典战例→手榴弹
的作用

感官冲击

展现美感

快乐记忆

３ 手榴弹投掷

教员投弹照片→从我做起
女兵投弹照片→人人参加
战场投弹图片→技能必备

消除焦虑

消除紧张

面向实战

注：表中 “→”为引出之意。

　　 （四）传承专业教学经验，大力突出模型教

学作用

多数学员没有或很少直接接触炸药，对炸

药可能产生 “畏惧”或 “无畏”的心理。炸药

爆炸声响大、爆炸温度高、冲击超压强，可能对

学员造成 “畏惧”的心理，而对炸药的性能参数

如敏感程度、爆炸威力等一知半解又易造成 “无

知而无畏”。对此，借助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专

业多年的教学经验，如在课堂上设计 “起爆自制

的烟火药”试验，既可让学员感受到小量炸药就

能产生较大威力，又能让学员体会到炸药爆炸是

可控的；让学员走上讲台用工具敲击火帽，既可

让学员体验近距离接触炸药与爆炸，又能让学员

确信自己可以控制炸药爆炸。另外，将我军列装

的手榴弹系列产品模型展示给学员，让学员在感

受产品技术革新的同时也经受军事文化的熏陶，

让对手榴弹的 “敬畏”心理转变为 “热爱”

之情。

　　二、严格遵循训练规律，开展层

次递进的模拟训练

　　模拟训练具有经济、安全、可控、可多次重
复等独特优势，逐渐受到各国军方的高度重视，

并将其作为军事训练必不可少甚至是唯一安全、

经济而有效的工具和手段，大力推广和发展［２］。

手榴弹模拟训练能够提高人员对实弹的认知，熟

悉实弹投掷的流程，克服实弹投掷初期可能的焦

虑情绪，进行安全、逼真、循序渐进的全面

训练。

（一）讲范结合，用教练弹规范投掷动作

８２－２Ｓ手榴弹教练弹外形、尺寸、重量与其
实弹一致，弹体内部没有火工品，使用安全。一

是利用教练弹展示手榴弹握持时左右手选择、握

弹位置、握弹手形、手指位置等；二是利用教练

弹演示 “拨保险拉环→拉保险销→投掷松手”过
程中手臂动作、手形控制、手指动作、用力方法；

三是利用教练弹示范投掷过程中身体各部位的动

作要领、发力顺序；四是利用教练弹示范实战环

境下常用到的立姿、跪姿、卧姿投弹及常用到的

投、抛、甩、滚、塞等动作要领。教学中讲解与

示范相结合、分解动作与连贯动作相结合、全体

练习与重点纠正相结合，确保全体学员动作准确、

规范。

（二）精研细琢，用模拟弹体验实弹投掷流程

８２－２Ｓ手榴弹模拟弹外形、尺寸、重量与其
实弹一致，弹体内设有火雷管及小量炸药，能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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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实弹爆炸时的声音、烟尘效果。用模拟弹熟悉

实弹投掷流程，一是检验实弹投掷流程的合理性，

以便进一步优化；二是通过投掷人员的神情、语

言、动作观察其在投掷各环节的心理反应，以便

及时掌控；三是依据险情发生的概率，模拟险情

发生的可能性；四是验证投掷掩体的适宜性及掩

体内指挥人员连续指挥时长的适宜性。模拟全过

程严格按照实弹投掷流程、要求及标准实施，精

研细琢投掷流程环节及细节，确保模拟训练的指

导性。

（三）量化数据，以角色互换演练险情处置

经过专题授课及模拟弹投掷训练的人员，可

保证安全完成实弹投掷，但个别人员由于届时心

理变化或投掷动作不规范易在投掷掩体内出现

“掉弹”即弹体在拉拔保险销时或拉拔后脱手、

“砸墙”即弹体在引弹过程中或投掷松手后碰触掩

体等险情。为了快速、科学地处置可能的险情，

教学组以多角色、多角度演练险情处置，一是检

验险情处置方法的可行性，择优指挥员的站位、

步伐、步长；二是测算险情处置时间，与手榴弹

延期时间作比较；三是测量险情处置后人员在掩

体内的相对位置、失控弹体可能产生破片的飞散

角；四是察看险情处置后人员身体姿势、精神状

态，确保实弹投掷绝对安全。演练角色设置如表２
所示。

表２　演练角色设置

序号 险情 指挥员 投掷人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掉弹

砸墙

双方明确方向

预先不明确方向

教员 教员

教员 学员

学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教员 学员

学员 教员

　　三、深入研究训练特点，实施精

细化的训练管控

　　手榴弹实弹投掷组织难度大、突发情况多、
安全风险高，必须充分准备，严密组织。通过多

层面积累、梳理实弹投掷体验，深入研究实弹投

掷训练特点，精细化管理、控制实弹投掷各环节，

确保实弹投掷安全。

（一）离散风险，设置职责明确的区所

将实弹投掷场分为七个区：集合区———人员

分组、待机区———防护装具穿戴、发弹区———发

放手榴弹、待投区———确定人员状态、投掷区

———根据指挥员口令进行投弹、落弹区、警戒

区；三个所：指挥观察所———掌握实弹投掷场整

体情况、救护所———救援可能伤员、弹药所———

临时存放弹药。各区所指定负责人，一是将实弹

投掷 “连续直线”风险离散成 “断续虚线”风

险，将风险解耦，便于分片管控；二是将 “人

———弹”风险设定在空间相对靠拢的 “发弹区

———待投区———投掷区”，便于集中管控；三是

“七区三所”区间明晰，职责明确，实现专人

专管。

（二）整合资源，设置功用齐全的投掷掩体

当前，各部队由于训练层次及目标的不同，

投弹掩体形式多样，为保证毕业学员走上工作岗

位能快速适应环境并起到骨干作用，教学组深入

部队一线统计调研，整合优化出弧形、折线形、

三角形、房屋形、π字及山字形共六种类型投弹掩
体，统一修建，一是整合部队资源用于实战练兵，

既练实弹投掷技术，也练实战环境战术；二是开

拓学员视野，提升岗位任职能力。经过专家的多

轮现地论证和教学组多次１∶１现地推演比较，确定
房屋形投掷掩体为实弹投掷选用掩体，并分别修

建了适宜右手投掷的 “右手型”和适宜左手投掷

的 “左手型”，满足实际需求。

（三）信息贯通，设置层层把关的教育防线

各区所负责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但分区

不分家，通过通信设备保持信息贯通。一是实弹

投掷进程和投掷人员行进统一由指挥部统筹，控

制源头；二是发现不明情况及时向指挥部报告，

全盘掌控；三是全程宣贯动作要领和注意事项，

及时回答人员提问，布设层层把关的教育防线，

转换 “处置险情，被动地 ‘避’”为 “技术冗余

保障，主动地 ‘防’”，确保实弹投掷安全、

有序。

（四）全程录像，设置多角度视频采集

训练水平提高靠积累更要靠分析研究，实弹

投掷现场可收集第一手资料。在实弹投掷场针对

投掷掩体、落弹区设置多个角度摄像头并在线视

频、全程录像，一是即时了解掩体内指挥员、投

掷人员的情况，便于管控；二是即时了解投掷人

员训练水平，评价训练效果；三是准确定位落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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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便于可能 “哑弹”的快速销毁处置；四是收

集大量实弹投掷资料，尤其是个别紧张、动作不

协调投弹人员资料及指挥员情况处置资料，为进

一步的安全训练、科学训练建立数据库；五是录

像资料可广泛用于教学集体备课、教学课题研究。

　　四、紧贴实战从严从难施训，创

新训练方法、革新训练内容

　　手榴弹实弹投掷是军人基本战斗技能之一，
也是紧贴实战培育人才、培养军人血性和提高官

兵心理素质的重要举措，高等军事院校培养 “能

打仗，打胜仗”新型高素质军事人才应紧贴实战

从严从难施训。手榴弹投掷教学 “五个一”和

“三练习”建设既是训练方法的创新，也是训练内

容的革新，既是紧贴实战培养人才的客观需求，

也是人才参加实战能打胜仗的本质要求。

（一）“五个一”建设，创新训练方法

“手榴弹投掷”教学 “五个一”建设，一是在

已编讲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知识结构，融入实

弹投掷体验，形成一本优质实用的教材在全军发

行推广；二是将实弹投掷组织、实施流程尤其是

系关训练安全、训练水平的成功经验制作成一部

标准规范的电教片，巩固成果；三是依托学校

“十三五”建设规划修建一块科学规范的实弹投掷

场地，形成示范；四是不断总结诸如立姿徒手投

弹 “撤步引弹、蹬地送胯、转体挺胸、挥臂送弹”

１６字动作规范口诀、指挥员险情处置 “一拉、二

转、三推”３步法及掉弹处置 “一看、四不、一

快”３要素等成功经验，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
训练法；五是在已有教学课件和案例基础上，打

造一个品质卓越的 ＭＯＯＣ课程，促进部队实弹、
实爆、实装训练。

（二）“三练习”建设，革新训练内容

“手榴弹投掷”教学 “三练习”建设，一是按

章施训、科学施训，规范手榴弹投掷动作、组织

实施流程，确保实弹投掷安全有序；二是在规范

投掷的基础上向既定目标投掷，强化力度和精度

训练，达到既能在距离上投的远，又能在限定区

域投的准；三是在立姿、跪姿、卧姿投掷基础上

融合投、抛、甩、坠、滚、塞等动作，瞄准战场

实际应用，设定多个实战场景如城市反恐作战、

巷战，练习合理运用、灵活运用。通过 “三练习”

综合训练，达到既练实弹投掷技术，又练实弹投

掷战术，综合提升人员战场杀敌处突能力和单兵

生存能力。

五、结语

手榴弹实弹投掷是军人基本战斗技能之一，

是军事共同教学训练的重难点课目，具有组织难

度大、突发情况多、安全风险高等特点，但也是

紧贴实战培育人才、培养军人血性和提高官兵心

理素质的重要举措。２０１５年，我校合训类、技术
类共计１５００余人参加了手榴弹实弹投掷，无一例
险情发生。实践证明，教学组践行的 “解析 －模
拟－精控－创新”四位一体 “手榴弹投掷”教学

理念可保证手榴弹实弹投掷训练科学、安全、有

效，为无柄手榴弹投掷训练相关标准建立提供支

撑并促进部队实弹、实爆、实装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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