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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作为美国 “国家安全创新网络”计划的一个项目，美军 “助力国防”课程是美国

军地联合办学的又一项创新探索。该课程由美国国防部和情报界资助，在军方、地方大学和工

业界建立伙伴关系。该课程采用 “翻转课堂”方式授课，融入 “精益生产”管理模式，针对军

方需求进行产品、服务分析与设计，培养学生快速参与解决国家安全新兴威胁和挑战。该模式

充分挖掘著名高校的智力资源，加快军队所需创新成果的孵化、产出与交付速度，以近乎 “零

成本”的容错纠错来推进国防科学技术发展，具有高性价比优势。美军联合地方大学开设 “助

力国防”课程的创新模式，对我军在利用 “外脑”资源孵化科技成果、培养国防科技人才等方

面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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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军 “助力国防”课程 （ＨａｃｋｉｎｇｆｏｒＤｅｆｅｎｓｅ，
简称 Ｈ４Ｄ）是 ２０１９年 “国家安全创新网络”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简称 ＮＳＩＮ）
纳入国防创新小组 （Ｄｅｆｅｎｓ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ｔ，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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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Ｕ）业务范围的一个项目，是美国国防部和情报
界资助的一门为期一学期的大学课程［１］。军方、

地方大学和工业界建立伙伴关系，设立非营利共

同项目，使学生通过修读该课程，快速参与解决

国家安全新兴威胁和挑战。比如，北卡罗来纳州

立大学 （Ｎｏｒｔｈ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网站上用
这样的话语宣传 “助力国防”课程：“你期待和精

英勇士一起运用前沿技术解决军事问题吗？‘助力

国防’将是你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学到的最独

特、最有价值的课程。加入团队，你将获得向世

界上最强勇士学习的机会…… ‘助力国防’课程

将使你和他们并肩为国防事业作出贡献。”［２］

开设 “助力国防”课程，意在充分挖掘著名

高校的智力资源，多维度拓展国家安全创新生态

体系，促进军方与顶尖大学合作以培育国家安全

创新人才，加快军队所需创新成果的孵化、产出

与交付速度。同时，以课堂近乎 “零成本”的容

错纠错来推进国防科学技术发展，具有高性价比

优势。

“助力国防”课程创始人史蒂夫·布兰克

（ＳｔｅｖｅＢｌａｎｋ）既是一名企业家，又是斯坦福大学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教授，近年来他的创新思维
与方法被美国国防部、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

以及英国国防部等广泛采用。２０１６年 “助力国防”

课程首先在斯坦福大学作为一门整学期课程开设，

计划至２０２２年春季学期，将在全美国拓展至５０所
大学开设［３］。

　　一、美军 “助力国防”课程开设

模式

（一）课程准备

１军方启动项目。课程开设由国防或情报部
门发起。军方的具体需求单位在为期１０－１２周的
时间里对需要解决的问题 （有形产品或无形服务）

进行整理和技术审查，形成简短的问题描述［４］。

然后，国防创新实验小组 （ＤＩＵ）挑选相关领域师
资力量雄厚的大学，进行工作对接后建立合作

关系。

２学生团队组建。军方的问题清单由对口大
学公开发布后，感兴趣的学生会报名并组成课堂

教学班。通常每个班大约分成６个小组，每个小组

不超过５名学生。比较理想的学生团队通常来自工
程、商业、社会等多个学科专业，具有多元复合

知识结构和多种研究方法基础，了解国家安全、

国防的一些基础知识。

３导师配备。“助力国防”教学团队一般由１
－３名大学教师和１－２名课外导师组成。课外依
赖两种类型的导师：一人来自军方；一人来自地

方。军方导师引导学生理解国家防务理念与愿景，

解释军方对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内涵，并为学生团

队开展军事讲座，提供初步受访者名单，并承诺

每周至少有一两个小时与学生见面来支持他们［５］。

企业导师就课堂开发产品或服务的 “军民两用”

性，提供适用性反馈意见，以及如何增强产品性

价比设计，帮助学生了解该行业解决类似问题的

思路方法。除此之外，学生们有时也会得到国防

部或情报界联络员的协助［６］。

４教学平台搭建。“助力国防”项目团队建议
学生团队建立一个免费的在线平台，并邀请课堂

教师、课外导师和联络员加入该平台。从第一节

课开始，学生就开始通过每周定期发布博客帖子，

以文字、照片和视频形式记录学习研究进度、采

访对象情况、项目进展情况等。通过在线实时反

馈，导师可以跟踪学生团队的进展并与学生在线

沟通。例如，美国国家安全创新网络即免费为学

生团队提供网站建设平台。

（二）课程教学方法与流程

１融入 “精益生产”商业模式，针对军方需

求进行产品、服务分析与设计［７］。 “精益生产”

（Ｌｅａ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简称 ＬＰ）管理模式由斯坦福大
学兼职教授史蒂夫·布兰克于２０１４年创建，其内
涵是通过优化企业经营管理，特别是全面质量管

理，减少和降低生产、流通环节上的资源浪费，

提高顾客满意度，降低成本，加快流程速度和改

善资本投入，从而提高经营活动的效率。史蒂夫

教授率先将 “精益生产”管理模式运用于 “助力

国防”课程教学，形成了独特的精益教学方法。

它一般包含以下步骤：第一步以 “假设”形式提

出商机，并定义这一商机的促成要素，包括主要

合作伙伴和资源、客户群、收益流等。第二步充

分接触潜在客户，通过深入交流，快速测试客户

的真实需求，验证之前的假设。学生将及时同潜

在客户沟通以获取对产品或服务的及时反馈，以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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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意见建议来检验产品设计的优缺利弊，修正

设计方案，进行实质性调整。学生将根据每周从

潜在客户那里获得的新发现和数据来更新他们的

设计和思路。各团队每周会在课堂上作 ８分钟演
讲，阐述最新收获并演示最低限度可行样机，同

时获得来自教师、课外导师和同学的反馈。与此

同时，各团队通过博客记录每次对潜在客户访谈

的细节，使相关各方都能及时了解团队的最新进

展情况。第三步基于反馈来调整产品或服务，设

计 “最低限度可行产品”（ＭｉｎｉｍｕｍＶｉａｂｌ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简称ＭＶＰｓ），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吸收反馈，对产
品改进调整，甚至改变商业方向。

２翻转课堂教学方法。授课导师通常会采用
“翻转课堂”（Ｆｌｉｐｐｅ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方式授课，向学
生持续反馈建设性意见，评估学生应用精益教学

方法的效果［８］。“翻转课堂”是一种课上课下混合

式教学方式，要求学生在课下完成阅读任务，督

促学生走出校门，与产品或服务的潜在用户 （军

队或政府相关单位）及利益相关者接触交流，每

周至少访谈１０家潜在客户，整个课程期间的访谈
总数将达到８０－１００次。在此基础上设计产品或服
务方案，经过验证、试制后，做出 “最低限度可

行产品”［９］。

３军、企专家定期指导检查、纠偏。在课程
教学实施过程中，军方和企业导师、联络员都将

参与重要问题的讨论，通常会在收到学生询问后

的３６小时内予以答复，及时纠正错误，以确保学
生不偏离正确方向和轨道；每周都通过电话会议

来指导和检查学生的学习进度；还配合授课老师

实施课程建设和期中、期末考核工作。

４课程结业与成果转化。课程结束时，军、
校、企三方导师联合对学生团队的问题解决方案

－研发的产品、技术或服务 －进行检查评估，如
果达到军方要求，则视情提供后续发展资金，牵

头帮助其与相关企业合作，支持优秀方案团队启

动创业。

（三）课程成功实施的典型案例［１０］

美国的 Ｈ４Ｄ课程普遍取得了较好的效益。比
如：美国海军陆战队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ｒｉｎｅＣｏｒｐｓ，
简称 ＵＳＭＣ）在南密西西比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Ｍｉｓｓ，简称ＵＳＭ）的协助下，开发了第一
款单兵战斗记录助理装置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Ｃｏｍｂａ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ａｎｄ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简称 ＰＣＡＲＤ）。在
设计初期，他们设想的是为海军潜水员提供一个

可穿戴的设备，能够系统记录潜水员健康和安全

的相关数据，进行内部分析处理并在必要时发出

预警。学生们首先设想的是将传感器植入硅脂中

并做成可穿戴的样式，但当他们把想法讲给海军

潜水员听时，后者却表现出明显的困惑不解。经

过和潜水员的多次沟通交流，学生团队意识到了

问题症结所在：医疗服务人员和指挥官主要感兴

趣的是，借助设备来监测潜水员的生理状态指标，

以便及时跟踪了解他们的身体健康问题；而大多

数潜水员却对装备的定位功能更感兴趣，他们希

望借助于装备的传感器获得自身的 ＧＰＳ定位，从
而能够从深水区潜游到浅水区，以减轻海水压力

对身体造成的损害。搞清楚问题后，学生团队迅

速调整思路，快速设计出具有 ＧＰＳ定位和身体健
康记录功能的 “最低限度可行产品”ＰＣＡＲＤ，为
海军潜水操作提供了很大帮助。

　　二、美军 “助力国防”课程的优

点与价值

　　 “助力国防”课程是一种独特而前瞻性的教

育模式，它将不同类型的特殊群体予以有机组合，

对于国防、学校与学生的发展都有裨益。

第一，课程开设理念先进。“助力国防”是美

军运用 “外脑”策略的创新模式，是探索解决国

防安全难题的新思路、新模式。它搭建了军方与

大学、私营部门的接触渠道，聚合多方资源优势

来解决一些国防问题。对军方而言， “助力国防”

课程的开设是国防部和情报界的力量倍增器，为

培养优秀国防后备人才建造了新的 “蓄水池”。对

大学而言，是贡献智力服务国防的灵活途径。对

学生而言，与多数其他大学课程相比， “助力国

防”课程节奏更快、问题更难、压力更大。学生

需要解决的问题和从事的社会调查活动，远远超

出了学术领域，促使他们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

发展综合能力，不断跳出 “舒适区”，一次次地突

破自我，并不断增强团队协作意识，提高沟通

能力。

第二，教学方法实用直接，运行机制科学规

范。“助力国防”课程以国防安全的现实需求，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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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对客户直接访谈咨询，与军队、企业专家

直接沟通交流，得到他们的亲自指导，在校园里

就能获得参与解决国防安全问题的机会，从而把

培养学生为国防作贡献的理念、技术创新技能和

创业能力融为一体，形成了特殊的合作、激励、

成果转化机制，使军、校、企人力资源合作常态

化并不断深化拓展。

第三，帮助军事高技术创新企业跨越 “死亡

之谷”。美国一些私营企业在进行军事高技术创新

研发的进程中，经常会遭受 “样机开发”和 “测

试失败”的挫折，不少企业因大量投入却难以跨

越这两道鸿沟而宣告破产，因而 “样机开发”和

“测试失败”也常常被业界称为技术创新的 “死亡

之谷”［１１］。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投入的陡增和产

出的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 “助力国防”

课程的开设，可有效借助高校学生团队近乎零成

本的智力资源，大大减少了军队与合作企业在产

品技术研发上的试错成本，降低了合作企业坠入

“死亡之谷”的风险。

三、启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改革完善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的政

策制度。”［１２］２０１７年８月，科技部、中央军委科技
委联合印发了 《“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

规划》，要求 “完善军民创新人才培养使用机制，

建设科技军民融合新型智库”［１３］。高校作为国防科

技创新建设、国防科技人才资源培育和国防科技

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在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

展与国防建设中发挥着关键支撑作用。然而，高

校的智力资源，特别是学生脑力资源为军服务的

通道路径有限，智力成果转化途径渠道匮乏、不

畅，影响了时效性。同时，由于高校在为部队进

行课题选择与实践研究的过程中，研究内容缺乏

针对性和操作性，研究人员缺乏实际调研，对部

队科技服务适用性不强。对此，我们建议：

首先，建设 “国防创新课程”进大学课堂试

点，充分开发利用高校师生智力资源。以前沿技

术、国防科技成果及军民两用技术落地问题为导

向，对接部队、军工集团需求，开设 “国防创新

课程”。以著名高校为依托，由军队、大学、工商

界专家担任顾问，通过高强度课程训练和指导，

引导和推动高校大学生在军民融合重点领域参与

前沿技术装备和军事服务产品研发、军民科技成

果转化、产业孵化，吸纳利用高新技术，加强高

科技军事化能力，以大学课程的开设走出军民

“无缝链接” “一体化”深度融合发展的道路，开

创军民科技协同、融合发展新模式。

第二，打破壁垒，推进多单位多层次协同联

合实施 “国防创新课程”。“国防创新课程”将涉

及军事学、管理学、经济学、工学等多学科门类，

具有多学科专业交叉融合的属性，需要搭建多方

共享平台并强化多层次协同，从高校与科研机构、

决策实践和对外开放等多个方面同部署、同推进，

打破大学内部学院之间、军队院校与地方院校之

间、高校与军队机关之间的各种壁垒，助力构建

优势互补、高效融合的国防创新课程培养模式。

地方高校以国防创新课程开设为契机，搭建如

“国防创新论坛”之类的多种平台，促进高校之间

的横向交流，也邀请国防科技、军工生产等科研

人员和青年学者参加，促进军队、军工企业与高

校之间的智力资源深度融合。

第三，探索 “军、校、企”三方联合孵化培

养国防人才。坚持问题导向与需求牵引，以国防

科技创新热点、难点问题需求为牵引，依托高校

自身优势领域和特色学科，聚焦军队需求的高技

术领域，规划开展 “国防创新课程”教学研究设

计。以学生为智力资源主体，融合大学教师、军

队、军工企业专家的综合优势，为部队亟需的产

品、技术、服务等提供创意、设计、研发和试制

等服务，使 “国防创新课程”成为国防人才的重

要培育器。以国防创新课程为契机和开端，依托

高校强军计划，积极承担部队、军工集团、军工

科研院所国防科技管理人才培训任务，形成国防

科技管理的科研教育与短期培训相结合的人才培

养体系，为国防科技建设锻造坚实的后备人才队

伍。选用聘用军队自主择业或退休干部、文职人

员，利用他们在国防科技领域的特色优势与发展

活力，优化高校国防创新课程的教学力量结构，

深挖部队退役高技术人才的潜力。以国防创新课

程为契机，依托地方大学为军队文职队伍储备、

培养人才。文职人才引进要向国家重点大学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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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学科倾斜，通过国防创新课程发现大学生中的

“好苗子”，建立人才储备库和适应于战时征用的

人才储备机制。

第四，以 “国防创新课程”开设引领高校办

学方向。在 “国防创新课程”内容选取上，应集

中高校相对优势的教育资源，争取使几所招牌院

校和系所能够担当 “领头羊”的角色，为国防创

新课程开设起到引领示范作用，真正发挥 “国防

创新课程”在地方高校军事教育中的阵地和旗帜

作用。部队应明确需求，积极与地方高校协调开

设军队发展所急需的课程，并给予政策倾斜和资

金支持，带动地方高校培育一批能够满足军队用

人需求的学科发展；明确和强化军队用人需求导

向，引导地方高校调整相关专业人才培养，实现

国民教育培养与军队人才需求的高效对接。

最后，军、企联合推动高价值 “国防创新课

程”成果的生产转化。为提升国防创新成果的应

用转化效率，一方面应尽可能地疏通成果转化渠

道，建立高校、军队之间迅捷高效的互通与上报

机制，确保国防创新成果符合军队、国防工业实

际需求；另一方面，军队应设立专项经费，建立

“国防创新课程”成果实用转化后期资助和持续支

持的奖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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