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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指挥信息系统工程专业是在钱学森的倡导下创建的。国防科技大学指挥信息系统
工程专业遵照钱老的系统工程教育思想，经过４０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结
合国防科技大学指挥信息系统工程专业建设实践，对钱学森系统工程教育思想进行了案例研究，

为加强专业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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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为中国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学科专业的开

创者和引路人，钱学森院士高瞻远瞩的科学思想引

领着中国系统工程事业走过了４０多年的蓬勃发展
历程。在钱老的系统科学思想体系中，其系统工

程教育思想，自始至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并指导

中国系统工程教育从起步到发展，再到繁盛，培

养了一大批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的理论创新和应

用人才。钱学森系统工程教育思想有文献总结归

纳为：提出 “攻关、突破、创新”型人才培养目

标，试点培养 “科学技术帅才”；要有创新，理工

结合，落实到工；坚持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创新

原则；要建设立足前沿创新的学科专业等［１］１５７－１７９。

本文以国防科技大学指挥信息系统工程专业建设

实践为例，对钱学森系统工程教育思想进行了案

例研究，实践表明钱学森系统工程教育思想在高

校专业建设中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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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钱学森系统工程教育思想在

专业建设中的应用———以指挥信息系

统工程专业建设为例

　　钱学森同志于１９７９年在国防科技大学亲自指
导创建信息系统工程本科专业，是国内最早设立

的两个系统工程本科专业之一［２］。１９８９年按照军
队院校专业目录，信息系统工程专业调整为指挥

自动化工程专业。２０１２年，指挥自动化工程专业
调整为指挥信息系统工程专业。国防科技大学系

统工程学院始终坚持钱学森系统工程教育思想，

牢记钱学森指导专业建设嘱托，以应用创新型指

挥信息系统专业人才培养理念为指导，强调 “理

工结合，落实到工”，强调用系统工程方法优化

设计课程体系，强调科研与教学相融合，强调学

生创新能力培养，系统构建了一个涵盖培养方

案、课程体系、实践创新体系、组织保障体系等

要素在内的特色化人才培养体系。目前此专业经

过多年建设已成为全军指挥信息系统工程人才培

养的重要单位，为军队培养了一大批具备系统思

维、信息素养、管理能力的指挥信息系统高端

人才。

（一）以 “理工结合，落实到工”理念设计专

业培养方案

钱学森系统工程创新教育思想强调了 “理工

管结合、注重基础，落实到工”，要把握学科内

涵，多学科交叉融合，注重数理基础，落实到工

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要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并

从工程实践中提炼科学问题开展研究，不能坐而

论道［３］。

用人需求是人才培养的根本依据。本专业教

学团队瞄准未来作战和一线部队对于指挥信息系

统领域的人才需求，先后赴军委机关，原兰州军

区、广州军区、南京军区、北京军区、海军东海

舰队、空军第八师等单位实地调研，发现原有学

术研究型人才偏重于理论素养和研究能力，指挥

素养和实践能力不足；技能应用型人才偏重于技

能的培训和解决现有问题的能力，信息素养和创

新能力不足。坚持理工结合原则，团队确立了

“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理念：让学员在实践中理

解问题，在问题研究中掌握理论，在理论应用中

锻炼能力，在能力养成中塑造创新意识，在实践

与创新中体会成长快乐，在快乐激励下积极实践，

形成 “实践→理论→应用→创新→实践”的螺旋
上升式成长路径；并以培养目标 （指挥信息系统

理解、构建和运用）及相应能力素质需求 （指挥

信息系统谋划、设计、管理、使用和维护）为核

心，通过构建课程、实践、保障三者与目标、能

力素质之间的映射关系 （如图１所示），开展培养
方案的顶层设计。

图１　 “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方案设计

（二）用系统工程方法优化设计课程体系

钱学森讲，“学校是一个庞大的体系，高效运

转就是要按照工厂的管理办法，系统工程用到教

育上就是教育工程，就是用系统工程那一套办法

来办学校”［１］３２。同样，课程体系规划也可应用系

统工程方法开展设计。

本专业教学团队采用 “自顶向下分解，自底

向上聚合，上下驱动耦合”的体系结构设计理念

优化课程体系 （如图２所示）。首先是 “自顶向下

分解”，根据岗位需求确定培养目标，依据培养目

标细化分解为知识和能力培养标准，绘制能力素

质－目标贡献图；然后是 “自底向上聚合”，按照

学生成长路径，将专业知识体系划分为信息管理、

军事运筹分析、军事指挥控制和指挥信息系统应

用４个系列，通过绘制课程－知识聚类图、课程－
能力素质贡献图，将专业的知识体系按照知识 －
能力－素质一体化设计模式聚合形成课程体系；
最后是 “上下驱动耦合”，将岗位的问题与案例，

到岗位的实验与实习融入教学实施计划当中，通

过教学方法的改革创新，实施基于学习目标的课

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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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课程体系设计

　　 （三）依托科教协同搭建多层次实践体系

钱学森讲， “为了不断的发展，必须加强科

研，通过科研深化教学内容，要结合教学开展科

研”。钱学森还讲： “我们的专业必须有与专业一

起的研究机构，老师既是研究员，又是教员。教

学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原则必须坚持”［１］１６８－１６９。

本专业突破教学与科研、学校与军队、学校

与企业边界约束，建立教学案例实践与国家重大

科技工程相融合、专业理论学习与创新实践相融

合的科教协同新模式。依托信息系统工程国家级

重点实验室，长期坚持以国家级平台与科研实践

为手段，以国家、军队重大科研项目为载体，根

据 “由简入难、逐级迭代、软硬融合”的原则，

打造系统性、综合性、实装级的 “指技合一”育

人集成环境 （如图３所示）。环境集成了 “联合作

战指挥控制技术创新实践基地”“联合作战指挥信

息系统实验平台”“信息系统与决策技术研究生创

新基地”等平台，涵盖７０多个装备模型、２００多
个交战模型，构建了依托重大科研项目的３大类６
个系列的实验体系，开发了以联合实战演习、防

空作战等为背景的演示案例１００余个，建立集成大
量工具、模型、数据和案例等优质资源的教学科

研一体化实践体系，支持实验教学、综合实践项

目、主题创新研究活动。针对本科生课堂教学，

设计课程实践环节；针对研究生教学内容，开设

指挥控制系统综合实践课程；针对联合参谋人才

体系构建能力培养设计了军事信息系统总体设计

问题作业。通过实践体系，为学员提供实践环节，

通过实际分析设计具体系统，理解理论方法，并

将理论方法转化为实际的创新实践能力。

图３　育人集成环境

（四）借助多元融合进行创新能力培养

钱学森非常关注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他要

求学校在课时上作一些调整，尽量多安排学生做

实验。教学团队按照钱老的要求，不断加强学生

实验实习、学科竞赛和科研参与的力度，提高学

生的创新能力，形成了多元融合培养路径 （如图４
所示）。内容包含建设了原空１８师、济南军区６０
旅、３１军导弹旅等部队实习基地，与中国电子科
技集团第２８研究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１７研究
所以及华如公司共同开展专业 “卓越工程师计

划”，建立了学生创新项目为主的湖南省智能交互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大数据与社会计算技术工程

研究中心，派出学生赴阿里巴巴、腾讯、３６０公司
进行合作研究，打造院校 －部队 －企业导师队伍
“育人共同体”，创新多学科导师、部队领导、企

业专家与学生 “多对多”协同指导方式，形成创

新人才培养共同体，举办了 “军队院校军事建模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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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多元融合培养路径

竞赛”“全军军事建模竞赛”，以问题为导向激发

学生创新活力。

（五）取得的成效

经过４０年的建设发展，本专业建成指挥信息
系统系列课程国家级教学团队、教育部 “指挥控

制组织设计与优化”科技创新团队，“发挥国家级

平台效益，体系化培养指挥信息系统领域高端人

才”教学成果获湖南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学生

获得各种学科竞赛奖项１００余项，其中国家级一等
奖及以上２１项。大量毕业生在军委联指、战区联
指、军委机关等关键岗位上建功立业，４３人成为
师 （厅局）级领导干部或军队科技领军人才，毕

业生中有全军爱军精武标兵２人、全军十大学习成
才标兵 １人、国家 “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１
人、青年９７３学者１人、国家优青１人、军队学科
拔尖人才１人、湖南省杰青３人、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４人，为国家和军队的信息化建设做出了突
出贡献。本专业锤炼了一支高水平教师队伍，创

新成果不断涌现，拥有国务院第七届学科评议组

成员１人，军队育才金奖３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
者１人、军委科技委专业组专家１２人、国家重大
科技专项专家１０人、军队重大项目建设总师８人，
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１项、二等奖８项，军
队、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１９项。

三、结语

今年是钱学森创建国防科技大学指挥信息系

统工程专业建设４０周年，我们对钱学森系统工程
教育思想在国防科技大学指挥信息系统工程专业

建设中的实践进行总结分析，就是要将钱老光辉

的系统工程教育思想发扬光大，对国内高校其他

专业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我们将继续按照遵循

钱学森系统工程教育思想，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根据学科专业特点、发展趋势，以及军队现

代化与国民经济建设对系统工程专业各层次人才

培养的需求，建立较完善的本科、硕士、博士、

继续教育等多层次的系统工程人才培养的教育体

系，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军队信息化建设做出

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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