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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精确打击是现代信息化战争的重要制胜因素，精确制导武器是典型的信息化主战
装备，自动目标识别是装备发展的核心关键技术。随着我军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深入推

进，武器装备和新型作战力量快速发展，对拓宽人才培养渠道、改进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

要求。本文提出 “顶天＋立地”教育教学方案，着力解决精确打击领域的人才匮乏和培养质量
问题，主要实践和理论创新包括创建新体系、发展新模式、提升新理念。教学成果在五大战区

推广应用取得优异成绩，为提高部队战斗力做出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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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习近平论强军兴军》反复强调各军兵种的新

型作战力量建设是我军新型作战能力的重要增长

点，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新

型作战力量。当前，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

新型作战力量成为军事能力跨越式发展的增长极。

发展新型作战力量离不开先进武器装备和大批高

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笔者所在的精确制导自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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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别 （ＡＴＲ）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与防空反导、
远程打击、战略预警等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密切相

关，长期从事精确制导武器装备核心关键技术攻

关，培养了大批相关专业的博士硕士等高层次创

新型人才，积累了丰富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经

验［１－２］；近年来，我们进一步贴近部队、贴近实

战，以培养精确制导领域的部队建设急需人才为

目的，依托当前广泛应用的数字化在线教育模式，

构建了系列教材［３－１１］、精品课程［１２］、教学团队等

资源的精确制导教学体系，在全军大力推广教学

成果，获得了高度认可和广泛好评，为健全 “三

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设计 “顶天 ＋立地”教育教
学方案

　　习近平主席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视察国防科技大学时
指出：“面对军事斗争准备的鲜活实践，院校教育

必须与时俱进，坚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围绕

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使培养的学员符

合部队建设和未来战争的需要。”

精确制导武器是现代信息化战争的主战装备，

精确制导技术是装备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精确

制导技术涉及电子、信息、自动控制、系统工程

等众多学科专业，具有高精尖、跨学科等特点，

该领域的教学工作长期局限于相关专业的研究生

培养，少数高等院校开设的课程也由于专业性强

而受众面小。

我们针对培养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特

别是新型作战力量建设的要求，在精确制导专业

领域探索如何拓宽人才培养渠道、改进人才培养

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出 “顶天 ＋立地”
的教育教学方案，将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问

题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 “顶天”———面向未来

战争需要，探索军队院校教学改革，进一步提高

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质量［１３－１４］，同步打造高水平教

学团队；二是 “立地”———支撑部队现实需求，

探索实践军事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同时把提高

官兵科技素养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提高官

兵对精确制导武器装备的理解、把握和运用能力。

总体方案：贴近部队、贴近实战、贴近未来，

深入一线部队和武器研制部门调研，了解人才培

养需求，把握我军精确制导武器装备研制现状；

紧跟世界精确制导技术发展潮流，充分发挥和利

用ＡＴＲ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军委装备发展部精
确制导技术专业组、教育部目标识别创新团队、

国防科技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一级学科 （双一流）

的科研教学优势和教育教学资源，创建精确制导

教学体系，培养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服务

新型作战力量建设。

教育教学方案设计要点：一是结合精确制导

领域的国防９７３等重大前沿基础、武器装备预研与
信息化改造重大工程项目，培养科技创新高端人

才，并打造一支教学科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

高水平精确制导教学团队；二是主要面向部队官

兵，构建科学准确、简明实用、通俗易懂的教材

体系；三是着眼解决部队官兵工学矛盾，采用大

规模在线开放课程 （ＭＯＯＣ）教学理念和模式，建
设精确制导课程体系；四是探索大规模群体的教

育教学规律，通过教学团队与广大学习者线上线

下教学互动，实现教学相长。

“顶天＋立地”教育教学方案对应的成果主要
体现为 “精确制导教学体系”，如图１所示。

　　三、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新理念

　　实施 “顶天 ＋立地”的教育教学方案，改进
教学与人才培养工作，形成人才培养的 “精导模

式”（如图２），提升教育教学新理念。
（一）精确制导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的 “精导模

式”

在精确制导与自动目标识别领域的科技创新

人才培养方面，秉承 ＡＴＲ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桂蓉
院士倡导的 “敢问路在何方”的团队创新理念，

结合国防９７３等重大军事科技前沿课题，培养了一
大批高端创新人才。特别强调，教学团队的主要

成员也是郭桂蓉院士培养的科技创新人才，是战

斗在精确制导科研第一线的教员。

郭桂蓉院士每次与 ＡＴＲ实验室师生团聚时，
都带领大家高唱电视连续剧 《西游记》主题歌

“敢问路在何方”，以此告诫我们做学问如同西天

取经，科研道路上一样是荆棘丛生，需要我们信

仰坚定、脚踏实地、团队合作、开拓进取；只有

敢于创新、披荆斩棘，凝聚集体的力量，才能实

现共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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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顶天＋立地”的教育教学方案

图２　人才培养的 “精导模式”

　　在培养研究生方面，导师组实施 “目标识别”

＋“精确制导”的专业教育，将研究生 “导引”

至精确制导技术前沿，对核心关键技术开展 “特

征抽取”，并进行 “目标识别与选择”，不断修正

“目标跟踪”误差，直至完成目标的 “精确打击”。

高端人才培养工作上，注重教研 “导”弹，教育

“导”人，让学生充满动力、保持定力、发扬威

力，最后解决问题。

（二） “器术道并重”的教育教学理念及其

实践

精确制导教学团队陆续建设了多门以 “精确

制导”为主题的在线课程，如视频公开课、ＭＯＯＣ

等，为中国大学生群体讲授精确制导武器和技术

常识。课程教学旨在强化受众的国防观念，让大

家关心国防、关心国防科技、关心国防科技大学。

由于受众以学生群体为主，因此授课时发扬中国

教育重道的优良传统，坚持师者 “传道、授业、

解惑”的定位，主要讲授精确制导武器和技术知

识，同时也弘扬正道。制导的英文是Ｇｕｉｄａｎｃｅ，其
本义是引导和向导。“精确制导”虽是特定的军事

技术词汇，但实际上精确制导技术不只是应用于

军事领域，制导的对象可拓展为人、事、物，制

导的层次可涵盖器、术、道。

大学视频公开课 “精确制导新讲———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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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正道”于 ２０１３年完成并在军网 “梦课平

台”上线，２０１４年在 “爱课程”、 “网易公开课”

上线，２０１５年被教育部评选为第七批国家级 “精

品视频公开课”。

视频公开课贯彻 “器术道并重”的教育理念，

注重知识传授与立德树人结合。课程在讲解精确

制导武器和技术知识之后，每一讲都提炼出相关

联的 “金句”概括各个层次的中心思想，提升了

视频公开课的品味和境界：

（一讲）：热爱是良师，心往神驰。

（二讲）：术业有专攻，求精求确。

（三讲）：有矛必有盾，同生共长。

（四讲）：实践出真知，知行合一。

（五讲）：极目楚天舒，道术一统。

四年多的在线教学，效果良好，受到学生群

体和社会大众的广泛赞扬。

“学堂在线”全国工程硕士 ＭＯＯＣ“精确制导
器术道”，进一步通过ＭＯＯＣ教学方式向学生群体
介绍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增强受众的国防观念，

促进科技与人文的交流与融合，提升了 “人事物

关联，器术道并重”的教育理念，实现 “传道授

业解惑”与现代教学手段的有机结合。这种教育

教学理念与实践创新可以归纳为：贯通人事物，

纵横器术道；弘扬真善美，凝聚精气神。

　　四、教材和课程体系创建及其推

广应用

　　充分发挥国防科技大学在精确制导领域的学
科优势，有效利用军内外先进开放在线教学平台，

大力合作与引进军委装备发展部精确制导专业组

国家资源，优化整合，集成创新，在装备研制部

门—联合作战院校—作战部队三者之间 “筑路架

桥”，创建了精确制导系列教材与精品课程为显著

标志的教学体系。

（一）系列教材的内容与体例创新

针对军队院校学员和基层部队官兵的学习需

求，由国防科技大学牵头组织精确制导武器装备

研发的 “国家队”，主编 《精确制导技术应用》丛

书，公开发行量１７７万册。系列教材内容兼具科
学性、实用性和系统性，体例独具一格、特色鲜

明。系列教材的创新性主要表现为：通俗有高度、

实用成体系、图文接地气。

１通俗有高度。（１）以部队官兵为主要对象，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写作，使其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２）站在体系对抗／信息化装备／战斗力生成的高
度，演绎精确制导武器的技术原理与应用常识。

２实用成体系。（１）分析战场环境对各类精
确制导武器的影响，给出典型案例剖析，并启示

怎样用好精确制导武器，或如何对抗敌方精确制

导武器，为部队训练实践提供教材和参考读物；

（２）按照 “制导武器—制导技术—战场环境”的

紧密关联展开系统写作，分门别类涵盖主要精确

制导武器。

３图文接地气。（１）采用大量实物、场景等
高清图片，尽可能让人 “看图长知识”；（２）运用
“武侠”、 “战例”和 “酷图”等要素，传授精确

制导武器应用知识，基本没有出现公式，较好地

满足了部队官兵的学习需求。

（二）分层分类的矩阵式课程体系

在精确制导系列教材基础上，根据广大部队

官兵、院校学员的多样化需求，纵向分不同层次、

横向按武器门类，设计并建设了矩阵式的课程体

系，包括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普及类和拓展类

军网ＭＯＯＣ和军队信息化培训班课程等。
中国大学精品视频公开课 “精确制导新讲

———武器·技术·正道”面向中国大学生和社会

大众，传授精确制导知识；全国工程硕士 ＭＯＯＣ
“精确制导器术道”也在 “学堂在线”开课。

面向部队的普及类 ＭＯＯＣ“导弹与制导技术
———精确制导常识通关晋级”主要为初学者开设。

面向部队的在线拓展类 ＭＯＯＣ，分别是：“弹道导
弹”、“飞航导弹”、 “防空反导导弹”、 “空空导

弹”、“智能化弹药”、“水下制导武器”，涵盖了精

确制导武器的主要门类，分别满足不同作战部队

的实际需求。还有１门 ＭＯＯＣ“精确制导概览”，
是拓展类课程的精华版。目前，精确制导系列

ＭＯＯＣ的选课人数已超过３５万人。
在军队中高级干部信息化知识培训班开设

“弹道导弹的发展与作战应用”、“目标识别与精确

打击”、 “反舰寻的导引头技术”等，为我军中高

级干部提高信息化素养和带兵打仗实际本领做出

贡献。

（三）教学成果推广应用效果

近五年，精确制导系列课程教学团队利用军

网 “梦课”平台、军队信息化培训班、教育部

“爱课程”、“网易公开课”、“学堂在线”等平台，

积极推广教学成果；参加许多线下活动，走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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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部队、基地和院校宣传推广系列教材和课程。

教学团队共收到一线部队、院校的书面反馈评议

和感谢信１８０余份，中央电视台、人民网、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中国新闻网、光明日报、中国青年

报和解放军报等３０余家国内主流媒体给予了大量
深度报道。

火箭军指挥学院、火箭军工程大学士官学院、

空军预警学院、空军工程大学、海军陆战学院、

海军潜艇学院、陆军军官学院、航天工程大学等

众多军队院校认为该成果具有教学示范作用；中

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３５所、上海机电工程研究所、中国船舶 ７０５所、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西北

工业大学等相关专业领域的国防工业部门和高等

院校对系列教材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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