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４３ 卷第 ３ 期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４３ꎬ Ｎｏ ３
Ｓｅｐ ２０２０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 － ０６ － １０

基金项目: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 (Ｕ２０２００３６)

作者简介: 黄松平 (１９８０ － )ꎬ 男ꎬ 湖南怀化人ꎮ 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讲师ꎬ 博士后ꎬ 主要从事指挥控制理论、 边缘指挥

控制研究ꎮ

“指挥控制原理” 课案例选择应注意的几个关系

黄松平ꎬ 张维明ꎬ 丁兆云
(国防科技大学　 系统工程学院ꎬ 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７３)

　 　 摘　 要: 案例教学法能有效培养学员的学习兴趣与创新精神ꎬ 提高学员理解、 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ꎬ 这与 “指挥控制原理” 课程标准的理念高度契合ꎬ 可以在该课程教学中发挥着独

特的作用ꎮ 案例的选择事关案例式教学的成败ꎬ 好的案例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ꎮ 为了充分

发挥 “指挥控制原理” 案例式教学的优势ꎬ 案例选择应处理好新与旧、 多与少、 理与例、 远与

近等几个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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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挥控制原理” 是指挥信息系统工程专业

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ꎬ 案例教学是 “指挥控制原

理” 课中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ꎬ 已为广大教

员所广泛使用和娴熟掌握ꎮ 案例教学改变了传统

灌注式的教学方式ꎬ 是一种以学员为主体ꎬ 教员

为主导ꎬ 调动学员学习兴趣ꎬ 激励学员自主、 合

作、 探究性学习的教学方法ꎬ 是提高 “指挥控制

原理” 授课质量的有效教学形式ꎬ 也是培养学员

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ꎮ 当案例正确

引入与运用ꎬ “可以引发学生的思考与共鸣ꎬ 产生

感染力” [１]ꎮ 在案例式教学中ꎬ 案例选择至关重

要ꎬ 好的案例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ꎮ 案例选

择不当ꎬ “案” 不达意ꎬ 不但浪费宝贵的教学时

间ꎬ 而且会适得其反ꎮ 为了达到有效教学ꎬ 在

“指挥控制原理” 案例式教学中ꎬ 案例选择应处理

好新与旧、 多与少、 理与例、 远与近等几个关系ꎮ

一、 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

指挥与控制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简称 Ｃ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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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和思想可以说源远流长ꎬ 特别是 “指挥”
职能可以说同战争本身一样古老ꎮ 早在石器时代ꎬ
一个部落的军事首领就已经尽其所能为指挥其规

模不大的军队创立最佳的组织形式ꎬ 并寻找各种

方法和技术手段了ꎮ “指挥” 这一术语的演化同战

争样式、 指挥手段方法一样与时代的发展息息相

关ꎮ 伴随时代的进步ꎬ 其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地

演变之中ꎮ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ꎬ 以网络信息

化为标志的军事变革掀起了以打破各军兵种指挥

控制系统之间的藩篱ꎬ 建立指挥控制系统之间的

“互联、 互通、 互操作” 为目的的 Ｃ２ 系统发展高

潮ꎮ Ｃ２ 也逐步演化到 Ｃ３Ｉ、 Ｃ４Ｉ、 Ｃ４ＩＳＲꎬ 技术的

因素和比重体现得越来越明显ꎬ 结构与过程越来

越复杂ꎬ 人、 信息与环境等指挥与控制的基本要

素都发生了深刻变化ꎮ 特别是高速网络、 电子通

信和智能技术的狂飙猛进又给 Ｃ２ 的发展注入了新

的动力ꎬ 以敏捷性为主要特征的指挥控制系统成

为未来作战双方追求的核心目标ꎮ
这些变革都触及 Ｃ２ 的本质、 模式与原则、 过

程与领域、 组织设计、 筹划与决策等问题ꎬ 但现

有诸多 Ｃ２ 系统设计与使用仍然没有突破工业时代

中心化 Ｃ２ 模式ꎮ 就当前而言ꎬ 中心化 Ｃ２ 模式不

可或缺ꎬ 但并不完美ꎮ 因此ꎬ 亟待从现代科学的

角度对 Ｃ２ 进行深刻的剖析ꎬ 重新认识和理解信息

时代特别是智能时代的 Ｃ２ꎬ 建立新的指挥与控制

范式ꎮ 研究未来战争ꎬ 没有任何既有事实供我们

归纳ꎬ 环境条件也发生巨大变化ꎬ 正如德国著名

军事理论家毛奇指出的那样: “不能忽视以往的战

争经验ꎬ 但必须牢记ꎬ 它不能成为当今时代的规

范ꎮ” [２]３２要适应时代之变、 战争之变、 改革之变ꎬ
研究网络信息时代指挥控制的新特点和新范式ꎬ
从而找到未来战争的制胜机理ꎮ

正是基于要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ꎬ 也即处理

好创新与守正的关系ꎬ 在讲授指挥控制模式的分

类时ꎬ 我们既运用汉朝名将程不识严格控制、 李

广 “使人人自便” 的案例ꎬ 也要运用美军特种作

战司令部指挥官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任务式指

挥的例子ꎮ 特别是后者ꎬ 决策权的下放ꎬ 以及一

线指挥员临机处事能力的提高使指挥控制周期的

时间缩短ꎬ 对于掌握战机、 抓获敌人、 避免遭到

袭击而言十分关键ꎮ “更重要也更让人惊奇的是ꎬ
虽然决策速度提升了、 权力下放了ꎬ 但决策质量

反而提高了” [３]ꎮ 与前者相比较ꎬ 这种案例与时代

贴合紧密ꎬ 对于未来指挥员更有借鉴和启发意义ꎮ

因此ꎬ “指挥控制原理” 案例选择既要关注经典战

例ꎬ 学习贯穿其中的原理观点方法ꎬ 更要适应时

代之变、 战争之变、 改革之变ꎮ 讲授以往指挥控

制领域的经典案例是为了帮助学员从中学习普遍

性的规律ꎬ 汲取思想的营养ꎬ 激发创新的闪电ꎬ
进而为准备未来战争服务ꎬ 立足点是未来ꎬ 不能

食古不化ꎬ 邯郸学步ꎮ

二、 处理好多与少的关系

“指挥控制原理” 课程案例式教学ꎬ 顾名思义

要求运用案例来阐述改课程的一些基本原理ꎬ 因

此ꎬ 案例的运用必不可少ꎬ 当然这也涉及一个处

理好案例多与少的问题ꎮ 有的教员认为ꎬ 既然是

案例式教学ꎬ 当然是案例越多越好ꎬ 这样才能充

分体现 “案例” 在教学中的分量和 “优势”ꎮ 这种

观点无疑值得商榷ꎮ 实际上秉承这样的理念来讲

授 “指挥控制原理” 课程的效果也并不理想ꎮ 有

的教员在讲授 “指挥控制原理” 绪论时ꎬ 从一开

始的指挥控制起源及概念演化ꎬ 到指挥控制相关

概念术语的演化历史进程分析ꎬ 从指挥控制相关

定义与概念ꎬ 到指挥与控制的理解ꎬ 从指挥控制

的领域到指挥控制的模式ꎬ 整堂课都用案例来讲

授ꎬ 从炎黄时代的部落之争到美军击毙巴格达迪ꎬ
从孙子到克劳塞维茨ꎬ 从博伊德的 ＯＯＤＡ 环到阳

东升的 ＰＲＥＡ 模型[４]ꎬ 无所不包ꎬ 案例一个接一

个ꎬ 学员课后反应这不是一堂指挥控制理论课ꎬ
而是一堂指挥控制原理的故事课ꎮ 课堂看起来很

热闹ꎬ 学员也貌似听得津津有味ꎬ 但学员听过后

普遍反映没有学到有价值的东西ꎬ 没有留下深层

的烙印ꎮ 因此ꎬ “指挥控制原理” 案例式教学案例

选择应正确把握好多与少的关系ꎬ 遵循适度性原

则ꎮ 实际上ꎬ 多与少是一对矛盾ꎬ 在一定的条件

下可相互转化ꎮ 案例不需要很多ꎬ 要有所取舍ꎬ
要求留下精华案例ꎬ 管用的案例ꎮ 这就要求教员

在教学前ꎬ 必须针对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对案例进

行筛选ꎮ
如何判断 “指挥控制原理” 课程中的哪些内

容可以多采用案例ꎬ 哪些可以相对而言少采用ꎬ
甚至不采用ꎬ 有一定的采用标准可以借鉴: 一是

要围绕教学目标的达成ꎮ 这也是一个最重要的标

准ꎮ 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预期达到的结果ꎬ 也是

教员完成 “指挥控制原理” 教学任务所要达到的

要求和标准ꎬ 堪称一个指挥棒ꎮ 因此ꎬ 在选择案

例的时候要注重案例与教学目标的契合性ꎬ 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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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服从于课程、 章、 节的教学目标ꎬ 不能滥用ꎮ
凡是有利于实现教学目标的案例ꎬ 可以多采用ꎻ
反之ꎬ 则应该舍弃ꎮ 二是要注重区分学员的专业

和层次ꎮ 不同专业的学员对指挥控制理论的掌握

要求肯定不一样ꎬ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专业的学生

比运维与保障专业的学生就要学得更深ꎬ 具有部

队工作经历的培训班比青年学员对指挥控制实践

了解得更多ꎬ 因此案例的选择也要适应不同专业

和层次ꎮ 教员在授课前应该进行调研座谈ꎬ 对授

课的学员不同专业、 不同年龄、 不同的学习基础

和水平应有一定的了解ꎮ 三是要注重区分不同章

节ꎮ “案例选用要有针对性ꎬ 即要针对那些不用案

例不易解决的重点、 难点内容来使用案例教

学” [５]ꎮ 指挥控制原理内容包括指挥控制的理论基

础、 领域、 模式、 组织设计、 过程模式等ꎬ 有些

适合多用案例讲授如指挥控制的模式和指挥控制

的组织设计ꎬ 因此可以多运用案例来讲授ꎮ 而指

挥控制领域和制胜机理等ꎬ 则适合理论讲授为主ꎮ
在组织设计中ꎬ 我们采用三湾改编的案例ꎬ 详细

介绍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 “支部建在连上” 的原

则ꎬ 对这支军队的编制、 体制进行了重要调整ꎬ
同时制定具体措施ꎬ 为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奠定

了重要的组织基础ꎬ 开创了党指挥枪的历史性探

索ꎮ 通过这个案例阐述组织设计的重要性ꎬ 也体

现了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育人全过程的要求ꎬ 取

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ꎮ

三、 处理好理与例的关系

在案例式教学中ꎬ 每一个教学案例均由其背

景、 主题、 细节、 结果和评价等要素构成ꎮ 案例

选择得好是一个方面ꎬ 有了好的案例ꎬ 案例式教

学可以说成功了一半ꎮ 但仅仅有好的案例还不够ꎬ
还需要教员对这个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和评价ꎮ “指
挥控制原理” 教学中案例的分析和评价即 “析

理”ꎬ 是指学员在教员导引下ꎬ 根据 “案例” 中事

件发生的时代背景、 主要脉络、 关键细节以及事

件发展的客观结果和对案例要说明的问题进行剖

析ꎬ 明晰事理ꎬ 进而突破 “指挥控制原理” 课教

学中的难点ꎬ 以达到完成学习任务的目的ꎮ “析
理” 过程中ꎬ 教员应运用启发式引导学生剖析、
辨析、 总结ꎬ 培养学员获取信息、 处理信息、 独

立分析、 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ꎮ 教员在

“析理” 和 “导引” 过程中不要直接表露自己的观

点ꎬ 以避免学员产生依赖思想ꎮ “析理” 过程是学

员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升华过程ꎬ 它符

合青年学员的心理认知规律[６]ꎮ
“指挥控制原理” 课程中运用案例教学处理好

理与例的关系ꎬ 必须做好课前的准备工作ꎬ 要依

据教学对象、 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选准案例ꎬ 认

真分析在课堂实施案例讲解、 剖析和辩论中可能

会出现的情况ꎬ 并做好各种应对预案ꎬ 引导学员

得出科学的结论ꎮ 我们在讲授指挥控制面临新问

题时ꎬ 为了理清指挥控制变革的实质和变化的走

向ꎬ 认识未来指挥控制要解决的问题ꎬ 借助 ＯＯＤＡ
指挥控制环可以发现指挥控制面临的新问题有四

大方面ꎬ 即 “敌人在哪里” “如何判断” “如何做

决策”ꎬ 以及 “如何转化为行动”ꎮ 具体阐述到

“敌人在哪里” 时ꎬ 运用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案

例ꎬ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ꎬ 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升

级ꎬ 就在双方展开导弹攻击的同时ꎬ 在赛博空间

Ｔｗｉｔｔｅｒ 和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上的舆论暗战也同时开始ꎬ 以

色列的官方网站开战后一天就受到 ４４００ 多万次的

袭击ꎬ 其激烈和复杂程度远超过传统的军事战斗ꎮ
战场上ꎬ 敌人化整为零ꎬ 却又无处不在ꎬ 打击无

形ꎬ 却能伤筋动骨ꎬ 以往的种种优势ꎬ 面对 “敌
人在哪里?” 的困境也是无从发挥ꎮ 对于这些极少

宣战ꎬ 或者基本没有固定设施的能够被威胁或破

坏的对手ꎬ 传统军事力量打击他们时感到困惑ꎮ
“因此问题不再是消灭敌人ꎬ 而是找到潜在的ꎬ 采

取非对称手段作战的敌人” [２]８７ꎮ 教员根据这一事

件发生的时代背景、 主要脉络、 关键细节、 事件

发展的客观结果和对案例要说明的未来 Ｃ２ 面临的

挑战和问题进行剖析ꎬ 学员更好地厘清了指挥控

制变革的实质和变化走向ꎬ 认识到未来指挥控制

要解决的问题ꎮ

四、 处理好远与近的关系

“指挥控制原理” 课案例选择还要处理好的一

个关系是远与近的关系ꎮ 在这里ꎬ 远是指外军ꎬ
近是指我军ꎮ 在指挥控制领域ꎬ 外军很多理论包

括 ＯＯＤＡ 模型、 任务式指挥、 多域作战理论等都

走在前列ꎮ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ꎬ 目前ꎬ 指挥控制

领域的差距不在技术ꎬ 而在基础理论ꎮ 国外产生

了从 Ｌａｗｓｏｎ 模型、 ＨＥＡＴ 环、 ＳＨＯＲ 模型至 ＯＯＤＡ
环等一系列理论模型ꎬ 这些模型是指挥信息系统

建设、 科学原理运用的基础ꎮ 而国内的基础理论

研究非常薄弱ꎮ 因此ꎬ 在讲授指挥控制原理课程ꎬ
不可避免地要用到外军的案例ꎮ 但我们不能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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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松平ꎬ 等: “指挥控制原理” 课案例选择应注意的几个关系

称美军ꎬ 要以我为主ꎬ 通过借鉴外军ꎬ 助推我军

指挥控制理论的发展ꎮ 正是基于这种 “以我为主ꎬ
为我所用” 的理念ꎬ 我们在讲授指挥控制的理论

模型时ꎬ 我们运用了外军的经典模型ꎬ 并指出

ＯＯＤＡ 环、 ＨＥＡＴ 环、 ＳＨＯＲ 模型、 Ｌａｗｓｏｎ 模型等

各理论模型都有各自产生的背景ꎬ 在使用上存在

泛滥现象ꎬ 因此需界定不同理论模型的应用范畴ꎮ
以 ＯＯＤＡ 环理论为例ꎬ 我们讲授了理论提出

者约翰博伊德参与朝鲜战争的经历ꎬ 战后他深

入思考米格 － １５ 和 Ｆ － ８６ 两种机型对抗效果ꎬ 提

出了这一经典理论ꎬ 较好地解释了两种机型性能

相近而战果悬殊的问题ꎮ 随后让学员思考ꎬ 经典

理论是否意味着一劳永逸? 学员纷纷举手回答提

问ꎬ 剖析了随着时代发展这一理论存在的不足之

处: 主要表现在概念定义模糊ꎬ 没有明确各个环

节内容和边界、 忽略了 “筹划” 过程、 忽视了行

动环节的态势聚焦、 缺少基于能力和知识的推理、
缺少行动环节的检查和反馈等ꎮ 总结完 ＯＯＤＡ 不

足之处后ꎬ 我们归纳出从作战平台到作战体系ꎬ
从战术到战役ꎬ 从局部到整体ꎬ 都持有相同的理

论指导ꎬ 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ꎬ 亟待分析信息

化条件下指挥控制机理ꎬ 界定不同的理论模型的

使用范围ꎮ 运用外军案例ꎬ 其重点是引出我军在

指挥控制模式理论上的创新ꎮ 随后我们运用了阳

东升的案例ꎮ 阳东升高工是国防科技大学毕业的

博士ꎬ 研究方向主要就是指挥控制基础理论与方

法ꎮ 他毕业后结合自身工作岗位ꎬ 在运用 ＯＯＤＡ
模型对海上合成编队的指挥对抗活动进行分析时ꎬ
发现 ＯＯＤＡ 环模型根本不能解决合成编队指挥对

抗的机理分析问题ꎬ 究其根源在从作战平台上升

到合成编队作战体系ꎬ 改变视角和尺度后ꎬ 再审

视其指挥对抗活动ꎬ 其基本属性发生了质的变化ꎮ
由此ꎬ 阳东升等提出了适用于合成编队作战体系

指挥对抗的闭环过程模型: “筹划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

“准备 (Ｒｅａｄｉｎｅｓｓ)” → “执行 (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
“评估 (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 “筹划 (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７]ꎬ
即 ＰＲＥＡ 模型ꎮ 通过外军和我军指挥控制理论案例

的对比ꎬ 正确处理好远与近的关系ꎬ 使学员充分

认识到ꎬ 在指挥控制领域ꎬ 针对战争规模和不同

的作战样式ꎬ 都应有与其相适应的指挥控制理论ꎬ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个指挥控制理论ꎮ 同时ꎬ
随着战争样式的发展ꎬ 必将催生出新的指挥控制

范式ꎬ 这些新的范式犹如战争的 “迷雾” 一样有

待我们去揭示和发现ꎬ 尤其是多域作战、 全域作

战、 边缘作战和网络空间作战ꎬ 在指挥控制领域

的诸多理论探索仍然空白ꎮ 通过教员引导启发ꎬ
更使学员认识到经典不一定完美ꎬ 立足本职岗位

多思考勤实践ꎬ 也可以做出具有我军特色的军事

理论创新ꎬ 从而有效地达到了教学目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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