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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样本

记者调查

近年来，陆军工程大学作为陆军首

批 试 点 院 校 ，全 面 推 开 体 系 化 课 程 改

造。百余门课程瞄准部队需求、战场之

变，进行全流程、全要素升级改造，实现

教学体系的一体化设计、学员能力的一

体化生成，整体提升为战育人质量效益。

这条以服务打仗为指向、以提升质

量为中心的课程改造探索之路，是如何

推进的？它给军校课程建设、人才培养

又带来哪些启示？记者走进陆军工程大

学，探访这次课程改造的来龙去脉。

练兵备战日新月异，
课程改造势在必行

第 72 集团军某旅新排长刘敏没想

到，作为通信工程专业的优秀毕业学员，

到部队执行某通信保障任务居然“栽了

跟头”。

某 训 练 场 ，一 场 联 合 训 练 悄 然 展

开。刘敏所在连队被编为电子对抗队。

第 一 次 走 上 演 兵 场 ，刘 敏 信 心 满

满。“机动卫星通信”是她的专业强项，然

而交给她的任务却是某型设备的指挥和

操作。离保障任务完成只有 10 分钟了，

刘敏所担负的装备节点联通还是没有实

现。她急得满头大汗。

扎 扎 实 实 学 了 4 年 的 通 信 工 程 专

业，“所学”与“所用”却在一线脱节了。

咋回事？是个人专业学习不扎实，

还是院校专业课程设置不科学？刘敏

“走麦城”的经历，引起陆军工程大学调

研组人员的关注。

他们调研发现，像刘敏这样的专业

学员，学的课程主要是按照通信装备的

类型展开的，而到部队后要面对的往往

是综合化的通信保障任务。

“说白了，就是我们以前对通信专业

学员的设计，以及这个专业涵盖的一揽

子课程，还是延续过去培养技术人才的

惯性，没有跟上部队对这个岗位人才的

备战打仗要求。从调研情况看，毕业学

员岗位适配率还不完全吻合。”教授童新

海坦言。

他们调研梳理了专业方向、课程体

系、教学模式等方面问题，上报“陆军院

校体系化课程改造方法研究”“生长军官

专业背景”和“首次任职培训课程衔接问

题研究”等系列课题，引起陆军机关相关

部门重视。

调研中，部分毕业学员反映，有些院

校课程教学内容“过时了”，课时安排“虚

胖”，不够高效科学；部分一线带兵人反

映，要多讲讲练兵备战急需、岗位任职必

备的知识技能；还有些参与人员对教学

方法、手段提出需求……

调研中，一些毕业学员“水土不服”

的现象让课题组成员反复琢磨。

刘佳伟是该大学的优秀毕业学员，

训练中接到“机动路线示意图绘制”任务

时却犯了难。

“此次训练主要检验部队通过铁路、

水路、公路、空中等 4 种方式的投送能

力。以公路机动举例，要求我们必须把

沿途经过的每一个公路枢纽、每一段高

速，包括道路的距离、休息点、医疗点等

所有要素在一张图上体现出来。”刘佳伟

说，“这个当时确实把我难倒了。”

“我觉得作战标图这门课程，不仅要

增加课时，还要教学员标绘遂行非战争

军事行动和各种演训任务功能的图。”刘

佳伟在调研时建议说。

“要让院校的课程适应打仗人才的

培养要求，体系化课程改造势在必行。”

课题组人员一致认为，课程改造就是要

聚焦军队院校课程教学存在的突出问

题，使学员在课堂学会打仗、从学校直通

战场。

院校课程改造，从明
确部队岗位任职标准开始

教员郭晓没有想到，改造院校课程，

第一个大动作竟然是深入部队研究新毕

业排长的岗位任职标准。

接到课程改造任务后，郭晓拿出近

几年积累的十几本教案，梳理了通信领

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准备大刀阔斧打造

新课。

“没想到，大学竟然通知所有参与课

程改造任务的教员，去某信息保障旅、某

勤 务 支 援 旅 、某 合 成 旅 等 单 位 开 展 调

研。”更让郭晓意外的是，调研的目的不

是如何完善课程，而是与部队专家一起，

对陆军单位排级军官岗位任职能力标准

进行研究和拟制。

胜 任 排 长 岗 位 的 具 体 要 求 是 什

么？平时有什么工作？战时有哪些任

务？大学教务处明确，首先要梳理岗位

任务清单，特别是要按照打仗要求，深

入研究在作战流程中必备的指挥、控制

等能力标准。

看到调研如此细、标准如此高，很

多教员都有些不理解：体系化课程改造

任务繁重、时间紧迫，还把时间花到这

些地方？

“ 岗 位 任 职 能 力 标 准 是 课 程 改 造

的 逻 辑 起 点 。”大 学 教 务 处 领 导 介 绍 ，

“我们区分不同兵种专业和具体岗位，

形 成 初 级 军 官 履 职 必 备 的 能 力 清 单 ，

这就标定了院校课程教学需要达成的

主 要 目 标 ，也 为 我 们 课 程 改 造 明 晰 了

方向。”

经过 10 多个课题组的研究攻关和

30 名专家多轮次集中审修，“1 个通用+8

个专业”岗位任职标准经过陆军机关审

批并正式颁发。

把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个原点问题

搞清楚了，课程改造的思路、想法也就越

来越清晰。

以《战场机动通信装备原理与操作》

课程组为例，往哪里改？怎么改？教员

们一直没有形成共识。但岗位任职能力

清单一拉出来，他们一下子思路通畅。

调研还没结束，教员们已经拿出几十页

的课程改造计划设想。

百余门课程脱胎换
骨，向未来战场加速转型

一个月前刚在部队训练场出现的案

例，一个月后已进入课堂。

去年 8 月，一场联合演训活动在风

浪中展开。该校毕业学员、某部参谋张

吉祥和战友们紧张注视着作战进程。

茫茫大海上，某战斗群指挥所组织

联合火力打击行动。突然，网链保障过

程中出现一个断点，获取的侦察影像无

法进入指挥平台。

此时，张吉祥想起军校课堂上教授

马大玮讲过的一个案例。“我们启用了某

系统，重新建立图传链路，有效解决了这

个问题。”张吉祥说。

之后，在规划信息流程时，张吉祥又

打破常规，选择了一个看似流程较长的

方案。“这主要是考虑作战分队正在海上

行进的实际，更加注重信息保障质效。”

面对一个个难点，张吉祥和战友们随机

应变，织就信息天网。

演 训 结 束 后 ，张 吉 祥 给 马 教 授 打

来 电 话 ，针 对 信 息 网 链 构 建 运 用 细 节

问 题 开 展 交 流 讨 论 。 尔 后 ，演 训 中 带

来 的 最 新 思 考 ，被 马 教 授 第 一 时 间 应

用在课堂上。

“和过去相比，现在我的课更注重将

新战法、新理论、新力量、新案例融入教

案、进入课堂。”马教授坦言。

“军校课堂要突出为战指向，引入

最 新 的 军 事 应 用 实 例 、最 新 的 武 器 装

备动向、最新的军情动态，这是课程改

造后的显著特点。”该校教务部门负责

人说。

某训练基地，教授房永智正带领学员

完成“工程兵生长军官毕业综合演练”。

渡 河 工 程 保 障 行 动 课 目 准 备 展

开 。 学 员 们 编 入 部 队 官 兵 参 演 的 行

动 小 组 ，不 仅 要 自 主 分 析 作 战 背 景 ，

还 要 随 时 应 对 特 情 。 导 调 组 全 程 设

置 复 杂 情 况 ，联 合 作 战 背 景 贯 穿 演 练

始 终 。

“改造后的课程必须与部队精准对

接 ，改 造 后 的 课 堂 必 须 与 战 场 紧 密 衔

接。”房教授说。

学员王海波是这门课改造升级后

的首批学员。毕业分配到某部任排长

岗 位 不 到 一 年 时 间 ，他 就 带 队 圆 满 完

成突击行动。回忆起房教授在野外训

练场上的这门课，他认为，正是这些经

历加速了他从学员到一线战斗员的转

化 ，坚 定 了 自 己 在 部 队“ 踢 好 头 三 脚 ”

的信心。

“军队院校体系重塑以来，生长军

官全面推行本科学历教育与首次任职

培训融合培养新模式。院校怎样用 4 年

时间培养出更适应部队备战打仗需要

的合格军官？此次体系化课程改造回

答了这个现实考题。”谈起课程改造后

的种种变化，教务部门参谋劳大兵如数

家珍，“大学 9 门课程获评国家级一流本

科课程，新编任职课程教材 203 部，部队

对大学毕业学员岗位任职满意度达到

90%以上。”

“ 获 奖 并 不 意 味 着 课 程 改 造 的 结

束 ，我 们 正 在 研 究 论 证 新 一 轮 改 造 重

点。战争形态、样式在不断更新变化，

只 有 不 断 地 向 战 场‘ 对 表 ’，才 能 培 养

出打赢未来战争的优秀军事人才。”该

校领导说。

体系化改造：百余门课程刷新升级
■本报记者 李 琳 特约记者 朱桁冈 通讯员 王军波 刘 勇

新年之初，又一批来自部队的指挥

员走进陆军工程大学短训课堂。他们

惊喜地发现，部队刚刚列装几个月的某

型新装备，其训练成果已经走进了大学

课堂……

这 样 的 惊 喜 ，如 今 在 该 校 的 课 堂

上 随 处 可 见 。 很 多 学 员 发 现 ，这 两

年 ，陆 军 工 程 大 学 课 程 实 现 了 全 面

更 新 ——“ 刚 出 炉 ”的 部 队 练 兵 成 果

“ 冒 着 热 气 ”走 进 课 堂 ，军 校 的 教 学

内 容 与 部 队 需 求 、实 战 要 求 实 现 了

“ 即 时 ”对 接 。

谈起课程改造缘由，该校一位领导

说，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推进，部

队新编制运行、新装备列装、新的训法

战法层出不穷，迫切需要迭代更新教学

内容、创新教学方法。

如何更新？要真正缩短院校教学

与 部 队 实 战 要 求 的 距 离 ，提 高 院 校 课

程 体 系 与 岗 位 任 职 需 求 的 匹 配 度 ，改

造 就 不 能“ 修 修 补 补 ”，必 须 对 课 程 开

发 全 链 条 、课 程 构 成 全 要 素 进 行 系 统

性重塑。

确 定 课 程 改 造 目 标 后 ，该 校 没 有

马 上 对 教 学 内 容 进 行 改 造 ，他 们 组 织

大 学 机 关 人 员 和 教 员 深 入 基 层 部 队

开 展 调 研 。 他 们 的 解 释 是 —— 教 学

内 容 要 与 部 队 实 战 无 缝 对 接 ，必 须 听

基 层 官 兵 的 意 见 、按 部 队 打 仗 需 求

来 。

秉持这一理念，该校将岗位任职标

准作为院校教学对接部队、衔接战场的

桥梁纽带，由陆军机关牵头，部队和院

校参与，联合研究制订岗位任职能力标

准基本规范。

岗位任职能力标准确定后，他们构

建岗位指向鲜明、核心能力突出的人才

培养新目标，逐层分解、贯通设计，形成

专业、课程、课堂“三层互联”目标体系，

进而以教学目标牵引优化课程和教学

内容。

他 们 剔 除 或 整 合 相 关 课 程 70 余

门 ，改 造 重 塑 相 关 课 程 50 余 门 ，增 设

支 撑 未 来 作 战 能 力 生 成 的 智 能 化 战

争、无人作战等前沿课程，先后组织专

家 完 成 700 余 门 课 程 评 价 ，精 准 把 脉

提 升 课 程 建 设 质 量 水 平 。 去 年 ，该 校

提 报 的“ 陆 军 院 校 体 系 化 课 程 改 造 研

究与实践”项目，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

一等奖。

从一个“短训班”的课程之变说起
■本报记者 李 琳 特约记者 朱桁冈 通讯员 刘 勇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

习主席深刻指出，军队院校因打

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

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军队院校要

深入贯彻习主席有关指示要求，着眼

人才培养供给侧同未来战场需求侧精

准对接，加强以课程和教材为重点的

教学体系建设，走开新型军事人才培

养创新之路。

思想的高度决定行动的力度。唯

有让思想奔跑，融入军事教育改革大

势，才能实现教学体系的革命性重塑。

以立德树人、为战育人为引领，顺应时

代之变、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大力培养

打赢未来高端战争的优秀军事人才。

聚焦课程持续推进为战抓教改革实践，

深化战教耦合和指技融合，实现教学体

系一体化设计、学员能力一体化生成，

整体提升为战育人质量效益。

换羽新生，必须打破惯性思维。院

校教学供给侧改革，须找准供需对接的

关键点，以满足需求侧为逻辑起点，打

造有机衔接、战教耦合、学训一体的课

程体系。坚持成果导向、目标导向，构

建岗位指向明晰、核心能力突出、院校

特色鲜明的人才培养新目标。围绕岗

位任职核心能力生成，所有课程与整体

教学目标更加聚合，推动院校从“有什

么课就开什么课”向“需要什么课就设

什么课”转变。注重从部队需求侧审视

课程的为战性，从未来战争审视课程的

前瞻性，突出整体效能优化课程设置。

智勇者必善中流击水。紧盯备战

打仗能力需求着眼点，以“改造”促进

课程的综合化改革、革命性再造。着

力强化课程育人使命，确立“铸魂性、

为战性、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课

程导向要求，牵引提升课程建设水平

和 为 战 育 人 质 效 。 注 重 发 挥 组 织 功

能，将管理和评价贯穿课程设计全流

程全要素，强化课程评价对课程建设

与改造成效的检验，推动课程质量的

持续提升。

教学有追求，课堂才有灵魂。主

动迎接教育信息化对教学带来的新挑

战新机遇，以智慧教学为引领推动课

堂革命。优化教学设计，坚持学为中

心，拓展教学的时间空间和内容的深

度厚度，提升课程教学的研究性、互动

性和开放性。推广智慧教学，体系重

塑教学结构与组织流程，推动课程教

学目标高效达成和学员高阶能力加速

生成。落实铸魂为战核心使命，通过

全课程引入军事应用实例、全过程融

入军人价值塑造，如盐入水地筑牢学

员思想政治品质和军事职业素养。

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
■周 雷

锐 视 点

陆军工程大学全面推开体系化课

程改造，整体提升为战育人质量效益。

图①：学员在西柏坡进行现地教

学。图②：学员进行军事训练。图③：

教员秦岩（中）为学员进行课后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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