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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战例是军事教学的重要内容，但部分军事教学实践表现出对战例使用不准确、不
充分，甚至缺失的现象，这就使得学员对理论的理解变得晦涩困难，影响教学效果。结合多年

军事教学实践，在分析战例研讨重要性的基础上，总结了战例研讨的关键环节及要点，提出了

战例研讨的组织实施方式，进而在军事教学中有效培育学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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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理论教学在军校人才培育中有着重要作
用，直接关系到学员军事思维和军事素养的培育。

作为一名军事理论教员，如何让学员准确、深入

地理解所讲的理论知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

难题。通过十多年的军事理论教学实践，笔者认

为，战例探讨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战例研讨

作为课堂教学中理论联系实际、促进学员活学活

用的有效途径，对于培育军校学员分析、解决问

题的能力，具有难以替代的地位与作用。

一、战例研讨的功用

战例研讨能够将较为抽象的理论知识具体化，

使得军事知识的传授和吸收变得更加容易。战例

研讨成为军事理论教学的催化剂。

（一）战例研讨有助于知识点的理解与记忆

战例研讨的目的在于通过典型战例引导学员

思考，自然而然得出结论，而不是传统的强制式

灌输，这样可以让所学的知识理解透彻、记忆牢

靠［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教学效果，主要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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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们的军事知识源于对实战的概括总结

和升华，只有将这些抽象的道理还原至原有的

“模型”之中，才能让学员不仅 “知其然”，还

“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学员在学习过程中的求

知欲被激发是源于其对于知识、道理的深刻理解。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难以记忆自己不理解的事物。

（二）战例研讨有助于激发学习军事理论的兴

趣与热情

兴趣是学习最好的助推器。战例研讨能够很

好地激发学员的学习热情。试想一下，教员将一

个生动的战例像讲故事一样讲述，学员听得津津

有味。教员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员思考问题，这

种思考在学员的脑海中不断萦绕、生长。学员围

绕这个战例可能会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可能会与

同学展开讨论、辩论，也可能会主动写文章阐述

自己的看法与观点。在这一系列过程中，促进了

学员对于周边知识的自学活动，将课堂所学延伸

至课外，其收获的知识和能力远大于战例本身。

（三）战例研讨有助于启发创造性思维与潜力

从本质上讲，学习不止是为了运用，更是为

了创造。智能化时代，简单的运用必将被以计算

机为核心的机器所取代，但是人类的创造力却无

法被代替。这种创造力源于深刻的学习与思考。

缺乏思考的学习是简单的记忆与重复，纵然重复

千百遍也难以产生质的跃升。大学教育虽然学科

与专业各有不同，但归根到底都是在培养学员独

立思考的能力与创造力。军事理论不同于数理化，

它不能简单地实现从公式到公式的推导，只能通

过战争实践来总结归纳，然后升华到理论高度，

进而形成理论体系。也就是说，战例是军事理论

创造的源泉，只有回到这个原点去审视，才有可

能创造出新的概念和理念。

二、战例研讨的关键

从古至今，人类经历的大大小小战例不胜枚

举，创造了辉煌的战争史。可以说，人类发展的

关键节点往往与战争密不可分。在教学素材准备

中，面对浩如烟海的经典战例，我们该如何选取？

对于选择的战例素材又该如何挖掘？从个人多年

的军事理论教学经验中得出以下三点感触：

（一）战例选择要有章可循，不能随意乱选

这里所说的章法是指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筛

选，而不是看到哪个选哪个。我们有的教员在军

事理论教学中也知道运用战例说明问题，也设计

了战例研讨的实践环节，但战例没选好，或者刻意

篡改战例，这样反而导致了 “画虎不成反类犬”的

结果。究其原因，就是在战例的选择上无章可循。

首先，战例选择要具有典型性。所谓典型性，

是指战例要能够说明问题。比如，在讲授毛主席

指挥艺术与谋略时，四渡赤水就具有典型性。课

堂教学时间有限，不可能同时讲很多战例，这就

需要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战例进行讲解。其次，

战例选择要尽量兼顾时代性。不同历史时期的战

争形态是不同的，因此，在进行研讨时尽量选择

较新的战例。如果用传统作战形态的制胜机理来

证明新时代作战理论，就要考虑一下是否合适的

问题。这里也不是说就一定不行，可能有些理论

像 《孙子兵法》一样历久弥新，在新时期仍然焕

发生机，但有的理论就需要分析判断。最后，战

例选择最好具有对比性。用战例讲述军事理论，

要想把理论讲深讲透，最好能够选择正反两方面

的战例对比讲解。比如，在讲解战场环境的作用

时，可同时选择韩信 “背水一战”与马谡 “失街

亭”这两个例子进行比较，从比较中使学生认识到

“有利环境与不利环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的道理。

（二）战例梳理应要素齐全，不能粗枝大叶

这里所说的要素齐全是指对战例的掌握要全

面，战例分析不能片面化，更不能断章取义。我

们有的教员在使用战例的过程中容易犯断章取义

的毛病，忽视了战例发生的历史条件和客观背景。

究其原因，也不一定是教员刻意为之，而是对战例

资料的掌握本身就不够全面，缺少相应的要素［２］。

首先，战例梳理要全面占有资料。对某一个

战例的了解应该采用多种方法，切忌单一。这一

点有点像研究历史，需要不同渠道的资料相互印

证。特别是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网上充

斥着大量的虚假信息，而我们的学员又将网络当

作了解事物的主渠道，稍有不慎就会被假消息误

导。其次，战例梳理要多角度分析资料。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应该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境来思考问

题。比如，指挥员为什么这样排兵布阵？为什么

采用这样的谋略方法？并且能够从作战双方的角

度来衡量思考。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失败的战

例，也都一定有其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最后，

战例梳理要动态更新。对于某些史料的掌握不可

能一步到位，而要随着新发现不断补充、更新原

有要素情况。例如，一些古代战例和外军战例，

有时新的史料出现会推翻原有信息的准确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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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于掌握的战例信息要适时更新。

（三）战例挖掘要客观充分，不能浅尝辄止

这里所说的客观充分是指对战例的挖掘方法

要科学，能够经得起逻辑推敲，防止出现不客观

的主观臆断。战例挖掘是一项复杂的脑力活动，

它需要教员具有较为深厚的哲学和军事理论功底。

我们有的教员在挖掘战例时容易犯 “孤立主义”

错误，缺乏对战例之间的内在逻辑分析。

首先，战例挖掘要注重逻辑性。战例是已经

发生的历史事实，它本身隐含大量信息需要我们

去分析发现。那么，如何发现这些隐含信息呢？

这就需要科学而缜密的逻辑推理。正确的逻辑推

理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才能让隐含的信息

显性化。其次，战例挖掘要合并同类项。事物是

普遍联系的，在战例挖掘过程中要发挥联系的作

用，将不同的战例按照一定的视角合并思考。例

如，在讲述某位指挥员的指挥艺术时，可以将其

指挥的不同战例进行比较。通过类比法，发现其

内在规律，从而归纳出该指挥员的指挥艺术。最

后，战例挖掘要提炼升华。军事理论教学中战例

研讨的目的是为了让学员能够更深刻地了解所讲

述的作战思想和规律。战例研讨本身不是目的，

而是一种教学的方法。因此，战例研讨最终的落

脚点还应回到所要讲述的观点或者思想中去，而

不能把战例讲解变成历史学习，讲完战例后没有

提炼升华。

三、战例研讨的组织实施方式

要想取得理想的战例研讨效果，除了要有好

的战例素材，还需要恰当的组织实施方式。实施

的方式应尽量灵活多样，防止呆板的灌输式教学。

应坚持以学员为主体、教员为主导的理念，让学

员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主体角色，这样既能够激发

学员的求知欲，同时又能够启发思考［３］。

（一）想定作业式

想定作业式是将战例的主体情况改编为想定，

以想定的形式呈现出来，但先不跟学员明确具体

是哪个战例。通过分析想定中的情况，让学员以

指挥员的身份进行判断决策，并依据决策拟制组

织实施的方案，最后，还原战例的真实情况。让

学员将自己的方案与历史真实情况相比较，此时，

对于不同点，学员自然会考虑其中原因。如果是

自身不足，学员就会清楚认识到并进一步加强学

习。这样学员能更深刻地感受战例的背景和意义，

从中也能学到更多知识。

（二）模拟推演式

模拟推演式是采用沙盘或兵棋等易于课堂展

示的形式立体还原战例始末，教员在讲解中抛出

问题，通过这些问题引导学员层层深入思考。在

此过程中也可以组织学员进行战例讲解，教员引

导课程走向。模拟推演式的优点在于比想定作业

式更加直观，更容易构建战例的原始模型，使得

学员能够沉浸其中，但模拟推演式对于多样化教

学环境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分组辩论式

分组辩论式是让学员对战例中所体现的观点

进行辩论，教员居中裁判并做点评。此种形式可

让学员课前进行分组准备。引入了辩论机制后，

学员课前预习更加积极，对于战例的思考更加充

分。同时，还能更有效地集思广益，并且辩论之

后留有深刻印象［４］。分组辩论式对于教学环境的

要求较模拟推演要低一些，组织实施更加容易，

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战例研讨方式。

四、结语

战例研讨作为军事理论课程的重要内容，具

有较为广泛的适用范围。一方面，战例研讨可以

作为理论讲述的素材，便于学员理解掌握所学知

识、观点；另一方面，战例研讨也可以设计为军

事理论课程实践环节，开展想定作业、模拟推演、

分组辩论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拓展学员知识获取

的广度和深度，为后续学习奠定基础。同时，战

例中的感人事迹和战斗精神也是非常好的课程思

政素材，可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进行思

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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