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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院校工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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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军队院校工科专业具备新工科的特点和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提出了基于产出
导向的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方法，并以电磁频谱技术与管理专业为例，阐述了军队院校工科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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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军队院校正按照新的职能定位，重新
设计制定各类培养方案。本文只研究本科培养方

案的制定。由于工科类专业占据军队本科专业的

绝大多数，一方面对军队本科人才培养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其培养方案制定着相似的拟制规律，因

此，本文以电磁频谱技术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为例，探讨军队院校工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

计的一些共性问题。在阐述课程体系设置时，由

于代表通识教育的公共基础课程已在全军层面组

织专家组进行了系统的论证，本文不再阐述通识

教育课程的设置。

　　一、军队院校工科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的特点

　　此次军队的工科专业，主要根据新时代军事
战略方针，主动适应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战争

形态要求而设置。它与国家为适应以新产业、新

模式为特征的新经济建设而设置的新工科专业十

分类似，因此有专家称它为强军新工科。

（一）具备新工科特点

新工科［１－２］专业是国家为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

与产业变革，支撑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和 “中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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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２０２５”等国家战略，让教育主动适应以新技术、
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为特征的新经济建设，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而设置的专业。例如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智能制造等。这些专业区别于传统

专业的特点，是围绕新技术、新产业建专业，核心

就是让教育面向产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因此

新工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 “问产业需求建专业”。

军队院校工科专业也是如此，它是军队针对新时代

军事战略方针的实施，让教育主动适应新技术、新

装备、新体系、新战法需要而设置的专业，核心就

是要让军事教育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

同样也是问需求建专业。所以，其人才培养方案建

设与新工科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本质趋于一致，可以

借鉴新工科人才培养方案建设的方法。

（二）具备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

军队院校工科专业是新时代军事建设和信息

化联合作战牵引的专业，不会单纯由某一个学科

专业体系支撑，需要多个学科专业知识能力体系，

因此，它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多学科交叉融合。

以电磁频谱技术与管理专业为例，其涉及的知识，

涵盖了军事信息技术、电磁兼容预测与分析技术、

电子对抗技术、军事仿真技术、资源需求预测技

术、优化决策科学和效益评估科学等方面；从学

科看，涉及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和军事指挥

学等多个一级学科，多学科交叉融合特点突出。

传统的以学科专业体系构筑学员知识能力体系的

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办法存在缺陷，多学科交叉融

合特点也需要人才培养方案设计新方法。

综合来看，军队院校工科专业与新工科专业

类似，其培养目标明确，多学科交叉特性鲜明。

因此，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应紧扣部队要求，

借鉴新工科人才培养方案设计的方法，来进行人

才培养方案设计。

二、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方法

综上所述，军队院校在制定本科人才培养方

案制定时，应该从部队岗位对知识、能力、素质

的要求出发，参照新工科人才培养方案的产出导

向设计方法，反向设计教学环节与教学内容。

产出导向的设计方法，符合产业牵引类的人

才培养方案特点，参照工程教育认证标准要求［３］，

按照方案反向设计，实施正向展开原则进行，如

图１所示。首先，紧扣人才的岗位和岗位要求，设
计人才的培养目标，其次，依据培养目标，制定

学生完成大学培养时的毕业标准，毕业标准在于

更直接评价毕业要求的达成，一般也是从知识、

能力及素质三个方面刻画学生的毕业要求；第三，

是根据毕业标准分解知识体系和细化能力素质，

并确定掌握程度或培养要求，形成专业培养标准；

最后按照专业培养标准设计学员成长路径，设置

教学环节和课程体系及其时间安排，形成一体化

教学设计 （即专业培养规划）。反向设计从反映岗

位需求的培养目标开始，人才培养时正向实施，

从教学设计计划的教学活动着手，在微观层面面

向学习效果。宏观层面系统培养学生各个方面的

知识、能力和素质，让学生达到毕业要求，面向

岗位需求。

图１　产出导向的培养方案设计思路

三、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过程

根据产出导向人才培养方案设计方法，我们

首先要厘清拟制的该工科专业在军队有哪些岗位；

这些岗位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完成这些任务的需

要哪些能力；针对岗位需求，学生的培养目标是

什么；落实培养目标的毕业标准是什么；细化后

的培养标准是什么；落实培养标准的培养规划怎

样制定等。下面以电磁频谱技术与管理专业培养

方案设计为例，阐述军队工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制定的主要环节。

（一）厘清人才的具体岗位及其主要任务

按照产出导向设计方法，人才培养方案的制

定首先要厘清人才的具体岗位及其主要任务，人

才岗位可以用表１进行统计。以电磁频谱技术与
管理专业为例，现全军电磁频谱管理岗位主要分

布于两级联指。主要的岗位有：指挥人员、参谋

人员、部队工程师，以及相关技术与勤务保障

人员。

８４



　
黄纪军，等：军队院校工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计的思考

表１　人才岗位统计表

细分

岗位１
细分

岗位２
细分

岗位３
细分

岗位４
……

部队１ √ √

部队２ √ √

……

厘清岗位的主要任务，应当依据部队成立时

赋予的职能任务，此次军改后部队都有明确的职

能任务，岗位主要任务可用表２进行统计。例如电
磁频谱管理部队成立时赋予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监测重点区域的电磁环境，二是监

控电磁频率的使用，三是组织战场电磁频谱管理

管控，四是保障作战和重大任务用频。对于细分

岗位，还可能承担一些其他职能任务也要进行统

计，例如在 ××部队的规划工程师岗位，还承担
了频谱资源规划与协调、用频装备频率审核、卫

星轨位资源规划等任务。

表２　岗位主要任务统计表

部队 岗位 主要任务

部队１
细分岗位１

……

部队２
细分岗位ｎ

……

…… ……

（二）分析人才岗位的能力需求

厘清人才岗位及其主要任务，目的在于分析

这些岗位的能力需求，这是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

一步，是人才培养方案能否满足人才军队需求的

前提。人才能力需求可根据岗位任务，按共同能

力需求和细分岗位特殊需求的确定，如表３所示。
对于电磁频谱技术与管理专业的岗位而言，其共

同能力描述如下：具备系统的频管理论结构和技

术知识；熟悉频管装备／设备操作；掌握频谱管理
部队的训练、指挥和管理；掌握频谱管理流程；

能掌控战场电磁态势，预测战场频谱需求，进行

用频筹划和用频协同，定位和消解电磁干扰，开

展频谱信息服务。对于不同的细分岗位，其特殊

能力描述也要量化描述，如电磁频谱技术与管理

专业频管参谋的岗位能力还包括：能掌握作战用

频需求，制定作战用频和频管组织预案、计划，

编制作战文书；能辅助消解潜在用频冲突，辅助

指挥员制定正确作战计划等。

表３　人才能力需求分析统计表

岗位 共同能力需求 特殊需求

细分岗位１

细分岗位２

……

（三）制定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学员的毕业标准

培养目标是学员在毕业一定时间后所能够达

到的培养预期，即期望学员在毕业一段时间后所

能够达到或满足的质量和规格的总要求，回答了

培养成什么样人的问题，这由前面总结的岗位能

力要求决定。另一方面是岗位需求和教学设计的

桥梁，直接指导毕业标准制定。培养目标的内容

一般包括具备的知识、能力、素质，能够胜任的

岗位，未来能成为的人才等方面，一般回答如下

几个方面问题：一是掌握什么知识，二是具备什

么能力，三是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四是能胜任什

么岗位，五是成为什么人才。

毕业标准是对学员毕业时所应掌握的知识、

能力、技能和素质的具体描述，是学生毕业时具

备的全部知识、能力和素质，是为达成培养目标

对学员的毕业要求。因此毕业标准必须与培养目

标一致，能有效支撑培养目标达成。在毕业标准

制定完成后，需构建毕业标准对培养目标达成的

支撑表，如表４所示，来反应其是否能够支撑培养
目标，若不能有效支撑，则需修订毕业标准。

表４　毕业标准对培养目标达成的支撑表

培养

目标１
培养

目标２
培养

目标３
培养

目标４
……

毕业标准１ √ √

毕业标准２ √ √

……

（四）进行一体化培养规划设计

制定完成学生毕业标准后，需把毕业标准进

一步细化为学生的知识体系和能力素质，并确定

培养要求，形成培养标准；然后按照培养标准设

置教学环节和课程体系，形成一体化培养规划设

计。一体化专业培养规划的设计就是通过对教学

环节和课程体系的设计，在专业层面落实培养目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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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和毕业标准，保证教育过程使学生达到了培养

目标。一体化培养规划设计包含许多方面，但最

核心的依旧是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的设置。按照

军委机关的要求，军队院校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

系除了公共基础课程外，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

专业背景课程，二是任职教育课程。任职教育课

程直接面向学生的岗位任职需求所需的能力素质；

专业背景课程是任职教育课程的前导和基础；下

面同样以电磁频谱技术与管理专业为例，说明任

职教育课程与专业背景课程设置的方法。

按照反向设计方法，先设置任职教育课程，

以电磁频谱技术与管理专业为例，根据前述的任

职岗位能力要求，把这四类能力按照四个层面来

划分，可以分为电磁频谱管理基础知识、基础技

术、基本装备和基本战术四个层面的知识，则电

磁频谱技术与管理专业主要课程体系设置与教学

内容见表５。

表５　电磁频谱技术与管理任职教育课程体系与主要内容

主要课程 主要内容

电磁频谱管理

基础知识

电磁频谱管理概念、对象、内容、手

段，频率划分、规划、分配、指配，用

频装备与台站、用频秩序、卫星轨道／
频率资源管理，频谱管理的法规，电磁

频谱决策流程，无线电划分规定等。

电磁频谱管理

基础技术

电磁干扰分析与预测技术、电磁频谱共

用技术、电磁频谱规划技术、电磁频谱

监测与测向定位技术、电离层探测技

术、电磁频谱检测技术。

电磁频谱管理

基本装备

频谱管控系统、频谱监测系统、电磁频

谱探测系统、用频装备检测系统、频谱

信息服务系统等频管装备原理、构成及

其组织运用。

电磁频谱管理

基本战术

电磁频谱管理分队训练，电磁频谱管理

分队战术，电磁频谱管理分队管理等。

在专业背景课程方面，专业背景课程是学生

的学科基础课程，直接服务于岗位能力培养或对

后续任职教育课程的支撑。因此在制定培养方案

时，也要根据任职岗位需求，全面梳理学生体系

化的知识结构，例如，电磁频谱技术与管理专业

根据培养标准要求和对任职教育课程支撑要求，

学生应掌握如下五方面的知识领域的知识［４］，分

别是电子电路知识领域、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知识

领域、信息技术知识领域、计算机基础知识领域、

管理学知识领域。最后根据知识领域进一步细分，

形成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四、结语

军队院校工科专业是新工科特点鲜明的专业，

多学科交叉融合特征突出，毕业学员的岗位指向

性特征突出，因此在制定其人才培养方案时，必

须以岗位要求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为起点，坚

持产出导向的人才培养方案设计方法，物化培养

目标，量化毕业标准，细化知识能力和素质模型，

同时坚持跟踪评估和持续改进，使得人才培养紧

贴部队需求，使培养的人才真正做到面向战场、

面向部队、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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