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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得字正腔圆、有板
有眼，不等于就是一堂好课

在总决赛的讲台上，某学院教授徐

小刚显得自信从容。

徐小刚讲授的，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地

区战争战例课。与传统意义上“我讲你

听”式的讲授不同，这次授课，学员是课堂

上的主角。在导入近期刚刚发生的战例

后，徐小刚引导学员在理解任务的基础上

判断情况、拟制方案、定下决心，然后带着

学员进行战例复盘和教学小结。

“从案例到实践再回到理论，突出战

争设计、作战筹划、指挥控制等指挥员应强

化训练的重点问题，教学设计一气呵成。”

授课结束后，评委给徐小刚打出高分。

在该学院，徐小刚的授课一直受到

指挥员班学员好评。日常交流中，他经

常听到有些同事说：“为什么我的课堂

上信息容量很大，情节设置得很用心，

学员却不买账？”

在徐小刚看来，原因可能在于“没有

把握住高级任职教育院校的教学规律”。

徐小刚认为，这个规律，要求必须

提高专业化水平，既要教授概念、理论、

原则，更要在教练学员指挥打仗和管理

部队的流程、方法、要领上下功夫。

徐小刚的观点，恰恰反映了国防大

学 近 年 来 教 学 改 革 一 直 倡 导 的 方 向 。

从 2017 年开始，大学推行“学讲研练考”

教学模式，要求将“自学、讲授、研讨、练

习、考核”5 个教学环节进行一体设计、

综合运用，更加注重教练学员指挥打仗

的实际能力。

改变多年来习惯性的教学方式，说

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一教学模式推广

之初，徐小刚也曾感到“水土不服”：“要

对 5 个环节逐一进行精心设计，工作量

不止翻了一倍。”

然而，越来越多来自学员的正向反

馈，让徐小刚坚定了信心：“走这个路子

是对的。”

去年底，在指挥员班《联合作战信

息通信》课程中，4 天半的教学时间内，

“研”和“练”的比重占一半以上。在徐

小刚和教学组同事们的引导下，学员们

完成了多次班组研讨，还以指挥员的身

份完成联合作战想定作业。

这门课程与过去相比，“研”的比重

增加，“练”的强度加大，“考”的难度提

高，但调查显示，学员们对教学的满意

度反倒更高了。

“讲得字正腔圆、有板有眼，不等于就

是一堂好课，关键在于教练学员指挥现代

战争、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方法和要领。”比

武间隙，某学院副教授周铭浩也分享了自

己的观点，“国防大学是培养高中级领导

干部和联合作战人才的重要基地，课堂上

绝不能让学员停留在听着感动，想想激

动，回到部队不知道怎么行动。”

总决赛上，周铭浩的研练课《亚丁

湾护航油料保障案例研究》让人眼前一

亮。导入案例后，学员们要分成 3 个作

业小组，分别以护航编队后装保障组组

长的身份解决某项保障难题。

键盘声响，数据直达。引入信息系

统组织教学，是周铭浩参赛课题的一个

重要特点。借助于计算辅助作业系统，

学员及时测算出护航舰艇油料消耗、保

障舰船输送用时等关键数据，还可以根

据需要调取港口、油储、航道、运力等信

息，以此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这种教学模式带来个性化、沉浸

式的学习体验，能让学员的研究能力、

思辨能力、创新能力和精算细算能力都

得到更多锻炼。”评委对此给予好评。

与其说是一场大比
武，不如说是一场大练兵

国防大学的“好课”标准，到底是什

么？

参加教学比武的这几天，这个问题一

直盘旋在某学院教授李显荣的脑海里。

李 显 荣 的 课 被 安 排 在 比 武 第 一

天。但随后 5 天时间里，比武场上的角

逐一直牵动着他的目光：讲授课、演练

课、班组研讨、辩论教学、案例教学、想

定作业、现地教学……各种教学手段、

教学方式在比武中一一呈现。

李显荣发现，尽管授课方式各不相

同，但获得高分的选手，往往有一个共

同点——授课内容和方式符合国防大

学任职教育特点规律，注重构建由知到

会的能力生成链条。

背后的奥妙，就体现在竞赛的评分

标准和分值权重上——注重发挥学员

主体作用、课堂研练氛围浓厚、具有较

大讨论争论容量、对抗训练强度大、各

类教学资源运用合理……这些要素都

被赋予相应分值。

“这些竞赛规则，如同一只只‘看不

见的手’，推动着教员们不仅要讲概念、

讲思想，更要讲方法、讲要领；又如同一

道道标杆 ，倡导教员们创新、精讲、深

研、多练，进而立起专业化教学的高标

准。”李显荣说。

比武鸣金，教员们走出考场，复盘

战局，有人欢喜有人忧。

这次比武，某学院文职教员宋征尽

管没有获得理想名次，然而挂在他脸上

的，始终是收获的喜悦。

“这次教学能力竞赛，与其说是一

场大比武，不如说是一场大练兵。”在宋

征看来，这场从年初就展开的教学能力

竞赛，是一场以“比”促“练”、以“练”为

主的群众性练兵活动。

今年 3 月，收到大学比武的通知后，

宋征所在学院按照“人人参与、全员练

兵”的原则要求，迅速制订了学院层面

的教学比武方案，要求每名教员都要登

台讲一堂自己的“拿手之作”。

从教研室的岗位练兵，到专业系的

评 比 推 荐 ，再 从 学 院 层 面 的 激 烈 比 武

“突出重围”，宋征最终登上决赛舞台。

来大学参加决赛前，宋征给自己定

位两种角色——考生和学生。“如果我们

的眼睛只盯着奖牌，那这次竞赛所达到

的练兵效果无疑会大打折扣。”宋征说。

“在相互比拼中拓展视野、开阔思

路。”那几天，宋征一有空就找其他教员

交流探讨，博采众长，拜师学艺。他翻

阅记得满满当当的笔记本说：“以前一

些久攻未破的困惑，在这里或许能找到

启发和答案。”

这次竞赛考核立起的风向标，在教

员们那里也得到了印证。一周的比武

时间里，参赛教员时常凑到一起，相互

交流、取长补短。

看到这样的场景，该校教育训练部教

务处领导感触颇深：“这样就对了。这次

教学竞赛的根本着眼点，不在于评选出一

等奖，而是通过全员练兵和比武竞赛，系

统总结和展示近年来大学教学改革成果，

进一步深化高中级任职教育特点规律研

究，鲜明立起大学的‘好课’标准！”

聚 力 教 战 、集 智 研
战，既评优胜，更育新人

走下大比武的讲台，某学院年轻教

员陈鑫长长呼出一口气。

面对高手如林的参赛选手，作为此

次教学能力竞赛决赛选手中年龄最小

的一位，陈鑫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自己能

和团队一起走这么远。

这 次 比 赛 ，从 系 室 初 赛 到 学 院 选

拔，再到大学决赛，陈鑫光讲稿和教案

就 经 历 12 次“ 改 头 换 面 ”——2 次“ 改

头”是更换题目，10 次“换面”是对内容

进行较大调整。

备赛期间，学院领导为陈鑫和其他

参赛选手开了“绿灯”：选手可以调用院

内一切教学资料和专家资源，所有跟课

题相关的院内专家，可以随时请教；即

便是外单位的“大咖”，只要选手提出需

求，学院都会出面协调。

同事之间的指导帮带，让陈鑫有了

“脱一层皮”的“痛苦”体验，更有“上了

一个台阶”的成长快乐。

“这次练兵比武，打的是一场‘团体

战’。一个选手登台亮相的背后，是一

群战友的集体托举。”陈鑫说。

比武间隙，某学院副教授范汉杰也

分享了相似的经历。他和团队报名参

赛的课题是《联合作战政治工作》，为了

帮助他们备赛，学院专门成立了一个小

组，即便是同台竞技的“对手”，也同样

毫无保留地给予意见建议。

临近比赛，范汉杰和团队成员开始

封闭集训。让他特别感动的是，法治、党

史、战备等不同专业方向教员也加入“后

方支援团队”，从不同角度出谋划策。

最终，范汉杰团队拿下团队赛一等

奖 。“一人拾柴火不旺 ，众人拾柴火焰

高。表面上看，教学比武个人赛比单个

教员的实力，但背后比的是团队精神和

团队支持。”范汉杰说。

比武前后，还有很多专家甘当幕后

英雄。某学院教研室主任孙经国，2019

年参加全军院校政治理论课教学岗位练

兵比武优质课评选，一举获得第一名。

这次比武，孙经国没有以个人身份

参赛，而是担任学院授课选手的“指导

专家”。

进入下半年，各学院比武活动进入

冲刺备战阶段，该学院组建了 8 个课题

攻关小组，孙经国就是其中一位小组组

长。他的小组里，既有名师，也有新人，

“设立小组的目的，就是为让新教员全

程感受教学比武的氛围和标准，以此提

高教学设计和课堂驾驭能力”。

那段时间，孙经国仿佛找回了自己

当年的“备赛状态”——从确定讲课提

纲到内容指导把关，哪怕是选手讲课时

每一处细节表达、每一个神态手势，孙

经国都给予悉心指导。

“这次比武既评优胜，更育新人。”

在孙经国看来，在个人赛中，专门设置

“45 岁以上”和“45 岁以下”两个组别，就

是为了在提升全校教员教学能力的同

时，打造人才梯队，让更多中青年教员

崭露头角、脱颖而出。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孙经国欣喜地看到，通过教学比武的磨炼，

一批晓于实战、善于创新的后起之秀正在

崛起，加速涌入名师方阵。

教学比武立起“好课”标准
■侯晓明 本报特约记者 洪大鹏

榕城的夜风裹挟着凛冽寒意刺向

我的身体，沉重的脚步落在坚硬的跑

道上，发出有节奏的回音。

终于到达了终点。我倚着跑道旁

的白杨树大口呼吸，感受冰冷的空气

在肺部燃烧……不知从什么时候开

始，奔跑、冲刺成了我的习惯。看着头

顶飘零的落叶，我思绪万千，回想起毕

业一年来的点点滴滴。

在校期间，我是队干部和教员眼中

的好苗子。刚毕业分到连队时我信心

满满，渴望在新的岗位上崭露头角。

然而，第一次专业训练就给我浇

了一盆冷水——在我下连前半年，单

位 完 成 了 换 装 ，本 以 为“ 专 业 对 口 ”

的我成为“门外汉”。密密麻麻的按

钮、各式各样的开关、明暗闪烁的屏

幕……我对新式武器装备的了解程

度甚至还不如排里的新兵。

新装备让我望而生畏。本该带领

全排开展训练，我却产生了逃避和退

缩心理。

那段时间，我一直“不在状态”。

教育授课时注意力难以集中、体能训

练时精神恍惚提不起劲、训练场上只

提要求不做示范……在之后一次训练

考核中，因为我的频频失误，导致全排

成绩“断崖式”下滑。“新排长”成了“吊

车尾”，战友们的议论让我如芒在背。

指导员注意到了我的表现，在一

次晚点名后将我单独留下。“感觉自己

输在了‘起跑线’上，一想到和大家的

差距我就会忍不住泄气……”我将心

中的想法一股脑说了出来。指导员听

后没说什么，将我带到连队荣誉室，指

着墙上的一张照片，跟我讲起连队的

一则往事——

一次综合训练中，连队担负火力打

击任务。第一轮射击结束，四班火炮上

弹后突发故障，无法正常射击。此时，

第二轮射击马上开始，如果这时去找火

炮技师，必然会贻误战机。“我来！”身为

炮长的何成飞挺身而出，胆大心细地排

除了故障，保证了后续任务的顺利完

成。照片上，何成飞笑得很开心。

“隔行如隔山，但是隔山不隔理，不

要让所谓的‘专业’限制住你奔跑的脚

步。”指导员趁热打铁。回去的路上，我

仔细品味着指导员说的话、想着照片中

何成飞的笑脸，心里有了一丝波澜。

然 而 ，从 零 开 始 谈 何 容 易 ？ 抱

着 试 试 看 的 心 态 ，我 选 择 先 战 胜 自

己——就从奔跑开始。那段时间，只

要有空闲，我就一个人来到训练场，10

公里、15 公里、20 公里……一次次挑

战自己的极限。慢慢地，我发现没有

什么是不可能的。

一边奔跑，一边思考，我也渐渐找

准了努力方向：不会拟制火力计划，我

天天泡在指控车里向老班长请教；不了

解新装备，我拿着记事本缠着连队“技

术大拿”详细了解装备性能；不会开装

填车，我就在吊钩上绑一根针，直到每

次都能精准扎破设置好的气球……

前不久，旅队组织“四会”教练员

比武，恰好我所在排的专业是重点课

目。我把几名班长集合起来，耐心倾

听他们提出的建议：教案细节还需打

磨、操作示范仍要规范……我掏出随

身携带的记事本，认真写下每一个需

要注意的事项。在随后的训练中，我

拼尽全力，问题被一个个解决。

时间过得很快。比武场上，我一

气呵成完成所有动作，取得全旅总评

第二的好成绩。

如今，排里又迎来一批新同志。“努

力奔跑是最美姿态。”第一次排务会上，

我将这句话送给他们，也送给自己。

（胡广枭、张齐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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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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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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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风 吹 来 ，笼 罩 在 龙 子 湖 湖 面 的

薄 雾 被 迅 速 吹 散 。 随 着 发 令 枪 响 ，海

军 士 官 学 校 军 事 技 能 对 抗 赛 拉 开 战

幕，6 个比赛项目的参赛学员在不同水

域依次开赛。

“此次对抗赛是近年来规模最大、

比赛项目设置最为复杂的一次。”该校

领导说，他们严格按照军士人才培养目

标要求，构建实战化战场环境，科学设

置水上项目竞赛和陆上突击项目竞赛，

通过比赛进一步检验学员的军事素养

和战斗作风。

水 上 的 物 标 若 隐 若 现 ，舢 板 激 起

片 片 水 花 ，男 子 舢 板 竞 速 赛 正 激 烈 进

行。6 支舢板队排成一线，参赛学员快

速 划 桨 冲 向 远 方 ，沿 规 定 航 道 全 力 冲

刺 1000 米。

450 米处，3 号舢板发力向 2 号舢板

追去，两船互不相让。这不禁让拥有丰

富舢板操作经验的学员周天远捏了一把

汗。作为 3 号舢板舵手，他不敢有丝毫

松懈。

周天远稳稳地把舵，大声喊道：“前

定位，注意后倒，稳住节奏，即将抵达往

返位置 ，加把劲！”战友们顿时士气高

涨。领桨手逐渐加快桨频，拉大桨距，

学员们快速作出调整，跟随他的节奏，

齐声高呼 ：“一二 ，荡！调整呼吸！一

二，荡！调整呼吸！”

汗珠浸透衣服，尽管身体进入极度

疲惫状态，队员们还是奋力划桨，冲向

终点。

笛 声 响 起 ，周 天 远 所 在 队 取 得 第

一名。“团结一致，才能一往无前！”抵

达 终 点 的 那 一 刻 ，周 天 远 与 战 友 们 紧

紧相拥。

与 此 同 时 ，在 另 一 水 域 ，400 米 游

泳 障 碍 赛 也 在 如 火 如 荼 展 开 。 军 士

体 育 与 共 同 教 研 室 田 佑 勇 教 员 介 绍 ：

“游泳障碍赛全程共 400 米，需要前后

通 过 多 个 障 碍 物 ，这 既 是 团 体 成 员 综

合 能 力 素 质 的 比 拼 ，也 是 对 学 员 水 上

技 能 训 练 的 重 要 检 验 ，具 有 较 强 的 实

战性。”

风 起 波 涌 ，水 纹 一 圈 圈 荡 开 。 参

赛学员或潜泳、或翻越、或冲刺 ，他们

先 后 完 成 翻 越 圆 木 、潜 泳 通 过 油 污 污

染、绕浮标、通过水平梯等多个障碍项

目比拼。

舢板竞速赛、舢板耐力赛、游泳障

碍赛、橡皮艇救援赛……湖面上，学员

们 经 历 着 不 同 类 型 的 水 上 竞 赛 项 目 。

学员胡柏瀚说 ：“赛场即战场 ，竞赛不

仅 让 我 们 的 军 事 技 能 提 升 ，也 让 我 们

拥有了无惧风浪的勇气！”

随着裁判员一声令下，陆上突击项

目竞赛正式开始。接到指令后，参赛学

员携带武器装备，奔向目标地域。

“前方人员受伤，急需救援！”学员

们刚搬运完弹药箱，特情突至。来不及

多想，参赛队员立即徒手搬运“伤员”，

穿越障碍物，将“伤员”转移至安全地域

后，进行包扎救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大家准

备喘口气之际，一阵浓烟四起。他们迅

速穿戴防护装备，加速通过“染毒地带”。

“ 项 目 越 实 、情 况 越 真 ，打 赢 的 招

数才会越过硬 。”根据竞赛要求 ，参赛

学员要在 2500 米赛道上完成体能、战

术、专业等 9 项项目连贯竞赛比拼，并

根据不同竞赛任务灵活处置“敌情”和

意外情况。

夕阳西下，陆上突击项目竞赛即将

进入尾声。经过一个半小时激烈角逐，

学员修鹏伟带领战友一路向前冲锋，率

先越过终点线。“虽然特情险情交叉互

叠 令 人 眼 花 缭 乱 ，但 是 大 家 一 起 比 胆

魄、拼耐力、练战术、强协同，有‘战味’、

很带劲，更激发了我们的斗志。”修鹏伟

说。

竞赛场上比拼军事技能
■本报特约通讯员 倪 帅 通讯员 江昭奕

一线传真

国防大学教学能力竞赛结束一周后，单魁依旧没有

走出兴奋的状态。

单魁是国防大学教育训练部教务处参谋。今年初，他

从一线部队选调到国防大学工作，接手的第一个重大任务，

就是筹备组织全校教学能力竞赛。

在一线部队任职时，单魁组织过多次练兵比武活动，

在他看来，这二者有相同也有不同。相同的是，活动目的

都是为了提升战斗力；不同的是，部队的训练比武是为了

寻找战斗力生成的“最优解”，授课竞赛则是为了立起精

武课堂上的“好标杆”。

时针拨回到今年3月。为激发教员锐意进取、苦练内功、

追求卓越的内在动力，推动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创

新发展，国防大学在全校教员中大力开展全员性岗位练兵。

近一年来，经过教研室、专业系、学院层层考核，49 名

教员和 15 个教学团队脱颖而出进入“决赛季”，齐聚红山

口展开最终比拼。

课堂砺剑，比武淬火。初冬时节，一场关于国防大学

“好课”标准的激烈角逐，就此拉开帷幕。

成长顾问团

参赛学员进行橡皮艇救援赛。 江昭奕摄

国防大学组织教员学员学习抗大精神。 黄 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