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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 “精确制导器术道”的教学设计、实施与评估

傅瑞罡，蒋彦雯，付　强，何　峻，范红旗
（国防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７３）

　　摘　要：国防科技大学于２０１７年５月在 “学堂在线”平台推出慕课 “精确制导器术道”。

２０２０年，该慕课获评首批国家级一流课程。本文详细总结了 “精确制导器术道”的教学设计和

教学实施情况，并通过分析该课程最近３年以来慕课平台的课程数据，从选课人员、课程完成
度、讨论区情况、课程成绩等多个方面考察了本课程的教学效果，为进一步优化该课程的教学

设计、改进该课程的教学模式提供参考。

关键词：慕课；精确制导；教学设计；教学评估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８８７４（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７２－０６

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ＭＯＯＣＣｏｕｒｓｅ

ＦＵＲｕｉｇ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ａｎｗｅｎ，ＦＵＱｉａｎｇ，ＨＥＪｕｎ，ＦＡＮＨｏｎｇｑ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７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ａｓｌａｕｎｃｈｅｄｔｈｅ“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ＭＯＯＣｃｏｕｒｓｅｏｎｘｕｅｔａｎｇｘｃｏｍｉｎＭａｙ２０１７，ｗｈｉｃｈｂｅｃａｍｅ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ｉｎ２０２０．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ｉｎｄｅｔａｉｌ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ｓｉｔ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ｗ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ｄａｔａ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ｂｙ
ｔｈｅＭＯＯ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ｃｅ２０１９，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ｆｒｏｍｓｅｖｅｒａｌａｓｐｅｃ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ｔｈｅｖｉｄｅ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ｏｎｌｉｎ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ｕｒｓｅｓｃｏｒｅ．Ｔｈｉ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ｈｅｌｐｓｔｏ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ｉｎ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ＯＯＣ；ｐｒｅｃｉｓ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一、引言

精确制导武器是信息化战争的主战装备，常

用于打击敌方高价值目标［１－３］。其中，精确制导技

术是精确制导武器发挥效能的共性关键技术。要

发展精确制导武器，就必须培养一批精确制导技

术创新人才。为拓宽人才培养渠道、改进人才培

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国防科技大学电子

科学学院积极探索精确制导的专业课程教学

改革。

慕课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与教育形态，

具有包容性强、传播能力强等特点［４－５］。因此，为

着力解决精确制导领域的院校高层次科技创新人



　
傅瑞罡，等：慕课 “精确制导器术道”的教学设计、实施与评估

才培养和部队急需人才岗位能力提升问题，国防

科技大学电子科学学院于２０１４年在军内外开设了
１０余门精确制导系列慕课。其中，“精确制导器术
道”于２０１７年在 “学堂在线”平台上线，并于

２０２０年获评首批国家级一流课程。
本文主要总结了慕课 “精确制导器术道”的

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情况，并着重分析了该课程

最近３年以来慕课平台的课程数据，从选课人员、
课程完成度、讨论区情况、课程成绩等多方面评

估了本课程的教学情况，为进一步优化该课程的

教学设计、改进该课程的教学模式提供有益参考。

二、“精确制导器术道”的教学设计

“精确制导器术道”是国内互联网平台上一门

系统讲授精确制导武器和技术知识的慕课课程，

在教学理念、内容设计、资源配置等方面特色

鲜明。

（一）教学理念创新

课程名称蕴含了本课程的教学理念，即 “器

术道”并重。“器”主要指武器；“术”主要指技

术；“道”除了指基本原理、发展规律外，还有教

育之本 “立德树人”的含义［６］。三者并重，即本

课程注重授业与传道结合，专业教学与立德树人

并行。慕课在讲授精确制导武器技术基本知识的

同时，积极宣传业内模范、弘扬正道，精心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心系

强军强国伟大事业。

（二）课程内容设计

在课程内容的整体设计上，本课程创新地设

计并实现了 “电游模式”［７］。该模式将课程分为五

讲，简单概括为：一讲看热闹；二讲看门道；三

讲说矛盾；四讲说实践；五讲登高望远、万事万

物关联。

一讲看热闹——— “热爱是良师，心往神驰”

此讲主要介绍导弹的命名方式，透视导弹的

内部组成，讲解导弹武器系统概貌。该部分的设

计目的是要通过简单的科普，引起学生的共鸣，

激发学生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学

生对课程真正地感兴趣，他们才会在未来的学习

中有更强烈的主观能动性，进而达到一个良好的

教学效果。

二讲看门道——— “术业有专攻，求精求确”

此讲主要从技术角度讲解精确制导武器为什

么可以精确打击。先解析其定义，再剖析其 “五

脏六腑”，最后分析常用的制导方式，揭开精确制

导武器和技术的奥秘。该部分相对 “一讲”更专

业，但课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配合图文并茂的

视频，将专业的知识化繁为简，化深为浅，使学

生更容易理解。当然，受课时限制，该讲无法面

面俱到地讲述精确制导武器的所有奥秘。为开拓

学生的视野，该部分设置了一些引导性的思考题，

可以为学生未来的深入学习指引方向。

三讲说矛盾——— “有矛必有盾，同生共长”

此讲主要从自然环境、电磁环境、作战对象

等三个方面分析复杂战场环境对精确制导武器作

战运用的影响，并讲解制导武器和技术是如何在

矛盾斗争中发展的。该部分的意义在于让学生的

知识体系更加完备。攻防对抗在现代战争中是个

热点问题，对于精确制导武器亦然，可通过讲授

一些基本的干扰手段，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同时

“有矛必有盾，同生共长”是一种辩证思维，潜移

默化教授学生要从多方面考虑问题，这种辩证思

维对学生未来的学习、工作大有裨益。

四讲说实践——— “实践出真知，知行合一”

此讲主要剖析典型案例专题，从技／战术角度
综合分析精确制导武器是如何在实战较量与科研

实践中提高性能的。该部分建立在前三讲的基础

之上，通过具体实例的讲解，有利于学生对以往

知识点的融会贯通，并进一步提高他们对精确制

导技术的兴趣。在实例内容的选取上，课程充分

利用军委装备发展部跨行业专业组的资源，以科

研促教学，提炼了两个典型案例，分别是对地打

击和长空论剑。

五讲登高望远——— “极目楚天舒，道术一统”

此讲主要介绍精确制导与精确打击作战体系，

以及精确制导武器与技术发展前景展望。该部分

的设计目的在于以点带面，慢慢打开学生的眼界，

开拓他们的视野。

图１形象地刻画了 “电游模式”的特色，一

步步引导广大学生深入学习精确制导知识。该模

式的设计类似电子游戏，各个 “关卡”从简到难，

但相互又存在紧密的逻辑关系，符合 “由浅入深”

的认知规律，体现了本课程 “寓教于乐”的教学

理念。在教学内容的组织上，考虑到课程的广大

受众是非专业学习者，课程内容的科普性强于专

业性。

总的来说，本课程教学内容的设计遵循 “由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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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慕课的 “电游模式”示意图

浅入深”的认知规律，既生动有趣又有学术含量。

在保证学术性的前提下，课程尽量用通俗的语言

普及精确制导知识，循序渐进地开展精确制导体

系知识讨论。同时，又结合一些典型案例，激发

学生群体对精确制导技术的兴趣，增强国防观念

和意识，提高科技人文综合素养。

（三）教学资源配置

为更好地配合课程开展，教学团队编写了一

部慕课配套教材，即 《导弹与制导———精确制导

常识通关晋级》（以下简称 《导弹与制导》）。《导

弹与制导》是一部兼具科学性、知识性、新颖性、

系统性的课程配套教材，表现形式独具一格，体

现为 “通俗有高度、实用成体系、图文接地气”。

教材先是将课程 “精华”以 “彩页”展现，

从而形成慕课的 “精”“彩”导读；而后安排教材

的主体内容，与慕课内容紧密配套；最后提供了

一些课程教学的拓展阅读资料，包括慕课课外荐

文和慕课教学研究论文，供学生发散思维、头脑

风暴。这样的内容安排使得书本的趣味性和新颖

性得到极大提升，知识性和系统性得以更好地展

现出来。

有教材的配合，学员可以更好地理解慕课内

容。自２０１７年秋季学期以来，国防科技大学已开
设本科新生研讨课 “精确制导技术背后的学科奥

秘窥探”的教学班累计４次，这些教学班的课堂
教学均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此外，国防科技

大学的国防生入职培训、研究生专业课也采用了

该教材。

目前，《导弹与制导》教材已印刷３次，印数
达到１２０００册，反响热烈，并于２０２１年获评首届
全国教材建设奖 （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为了进

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习的广度和深度，教

学团队还主编了一套教学参考书，即 《精确制导

技术应用丛书》。它是 《导弹与制导》教材的拓

展，以 “纵向分层次、横向按门类”为知识体系

框架，将六类弹种分开编写教材，分别为防空反

导导弹、弹道导弹、飞航导弹、空空导弹、智能

化弹药、水下制导武器。 《精确制导技术应用丛

书》逐一剖析了各种精确制导武器，知识点切分

更细致，适合学习者在学完慕课 “精确制导器术

道”后，进一步了解精确制导技术和武器应用。

　　三、 “精确制导器术道”的教学

实施

　　目前，慕课 “精确制导器术道”的教学实施

主要采用了线上教学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两种

方式。

（一）线上教学

自２０１７年５月上线以来，该课程已经为逾１０
万名高校学生和社会学习者提供了学习资源。选

课学生遍布全国各大高校，包括西安交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

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此

外，该课程还被军综网的 “军职在线”列为教学

资源，为全军广大官兵提供学习内容，受到部队

学习者普遍好评。２０２０年，本课程获评教育部首
批国家级一流慕课。

（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慕课 “精确制导器术道”的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主要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展。自２０１７年秋季
学期以来，课程组先后开办了国防科技大学教学

计划中的国防生任职培训课程 “精确制导”、本科

新生研讨课 “精确制导技术背后的学科奥秘窥探”

和研究生专业课 “精确制导系统原理”的教学班

２１次。以慕课 “精确制导器术道”作为课堂教学

的线上教学资源，开展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教

学改革实践，有效解决了课程内容多、课时少、

教学层次参差不齐、课堂效率不高等问题，取得

了较好的教学效果。２０２１年，国防科技大学本科
生课程 “精确制导技术背后的学科奥秘窥探”获

评湖南省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本科课程。

　　四、 “精确制导器术道”的教学

评估

　　慕课 “精确制导器术道”于２０１７年在学堂在
线平台上线，平台完整记录了选课人员的在线参

与数据。依托这些数据，我们对２０１９年以来学生
的参与情况和学习效果进行了分析和整理。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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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课学生情况分析

自２０１９年以来，慕课 “精确制导器术道”在

“学堂在线”平台上累计开设班次５次，总选课人
数高达１４７９６人。图２给出了该课程在各学期的选
课人数，图３给出了选课学生的全国分布情况。

图２　选课人数的变化图

图３　选课学生的全国分布
注：图中的数字即为各个省份的选课人数，

颜色越深表明该省份的选课人数越多。

通过统计２０１９年秋季学期到２０２１年春季学期
共４个学期的选课人数可以看出，课程的选课人数
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这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对精

确制导技术感兴趣，这是一个好的趋势，也是课

程一直以来致力于实现的目标———让更多的人接

触精确制导、了解精确制导。

从图３可以看出，课程受众基本已覆盖到了全
国，这也体现了慕课的一大特点，即慕课的学习

不再受空间的限制，这是现代信息技术带来的颠

覆性成果。但也反映出，选课学生的地域分布是

不平衡的，东西部的对比尤为明显。这暴露了慕

课在我国西部还尚未普及，因此提高西部的信息

化建设水平，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信息技术带去的

便利，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

（二）课程完成度情况分析

本课程共有４６个视频学习单元，时长从３分
钟到２４分钟不等。课程完成度主要统计学生观看
视频完整度的情况，即课程完成度 ＝已观看的视
频时长／所有的视频时长。除去无成绩的选课人
员，图４给出了２０２１年春季学期选课人员的课程
完成度情况。选课人员中共有１７２６人完成了７０％
以上的课程，占总人数的５２％。在慕课学习完全
依赖选课人员自觉性的情况下，该数据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表明本课程的视频质量是吸引人的。同

时，我们也要注意到，这还远远不够。要把其余

的４８％受众留住，就要进一步优化视频质量，其
中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此外，我们还统计了２０２１年７月８日到２０２１
年７月１４日一周内的学生活跃度。图５显示了这
段时间每天每小时内的平均活跃人数。由图５可以
看出，学生可以全天时地学习慕课知识，知识的

摄取不再受时间的约束。慕课赋予了学生更多自

主选择学习时间的权利。另外，课程学习的活跃

度峰值出现在晚上，而这个时间段往往是学生可

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学生完全可以根据自

身情况，利用闲暇时间学习慕课知识，而不占用

现实生活中的学习时间。正是因为这个特点，慕

课特别适合精确制导技术的科普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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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２１年春季学期选课人员的课程完成度分布

图５　每天每小时内的平均活跃人数统计

（三）网上讨论情况分析

本课程注重师生在线上的互动交流。首先，

教师团队会按照课程教学计划和要求，为学生定

时发布公告，提醒学生按时学习课程内容；其次，

教学团队成立了答疑教师组，会及时在讨论区为

同学们答疑解惑。在师生共同的努力下，慕课

“精确制导器术道”拥有一个和谐的、健康的网络

讨论区。以２０２１年春为例，经统计，课程讨论区
的人均互动次数达到 １５次／人，超过学堂在线
９４％的同平台课程，讨论区参与规模也达到了１１４
人，超过９０１５％的同平台课程。

图６、图７分别给出了２０２０年春季学期、２０２１
年春季学期学生的互动数据。在２０２０年春季学期，
师生在讨论区互动热烈，学生的发／回帖总数为
２４１１条，教师的发／回帖总数为 ４０１条。在 ２０２１

年春季学期，学生的发／回帖总数为１５９２条，教师
的发／回帖总数为１８条。对比这两个学期的互动数
据可以发现，教师的积极回复可以推动讨论区的

活跃程度，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８－９］。此外，图

６、图７均表明，学生的活跃度与学生的成绩成正
相关的关系。互动较少的学生，成绩一般都比较

低；而互动越多的学生，越有可能取得高分。这

表明，在讨论区的互动可以给学生一个正向激励，

激发他们对本课程的学习兴趣。因此，教师要积

极引导学生互动。最后，我们发现，讨论区的回

帖数往往高于发帖数。在２０２１年春季学期，讨论
区的回帖总数达到１２３０条，而发帖总数为４２６条。
这表明，相比于提出问题，学生更愿意就问题发

表自己的观点。因此，除了回帖答疑外，教师们

还要多发帖，让学生有的放矢。

６７



　
傅瑞罡，等：慕课 “精确制导器术道”的教学设计、实施与评估

图６　２０２０年春季学期学生的互动数据　　　　　　　　　　图７　２０２１年春季学期学生的互动数据

（四）课程成绩分析

本课程考核方案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视频

单元考核、作业单元考核、考试单元考核，分值

占比分别为２０％、４０％、４０％。图８给出了２０２１
春季学期的课程成绩。

对比图８和图４可知，学生的课程成绩和其课
程完成度在人数分布上高度相关。这表明，学生

只要能坚持学完整个课程，基本可以拿到高分。

同时，也说明课程考题与视频内容相关，考题的

难易程度适中，可以用于检验学生的学习情况。

图８　２０２１年春季学期选课人员的课程成绩分布

五、总结与思考

本文详细总结了慕课 “精确制导器术道”的

教学设计和实施情况，主要包括科学规范的课程

知识体系、由易到难的课程模式和多元多样的教

学模式。通过分析慕课 “精确制导器术道”开办３
年来慕课平台的课程数据，从选课人员、课程完

成度、讨论区情况、课程成绩等多个方面考察了

该课程的教学情况，得出如下结论：

１慕课非常适合精确制导技术等高新技术的
科普与传播。从选课人员的统计情况看，学生的

学习基本不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但需要注意

的是，慕课普及还在路上，特别是要加快我国西

部的信息化建设，让慕课惠及到更多的人，具有

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２教师在讨论区的参与度很重要，可以明显
（下转第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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