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5 军 营 观 察 ２０２４年２月２８日 星期三责任编辑/张琳

人 才 强 军 进 行 时人 才 强 军 进 行 时··一 线 调 查一 线 调 查

第 1514期

新闻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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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 视 点

方 向

“能力需求画像”连
接战场课堂

那 是 一 个 让 宋 敏 难 以 释 怀 的 夏

天——

作战指挥大厅内气氛紧张，复杂的

空中态势呈现在一台台屏幕上，各席位

上的参谋人员有序完成作业，唯独引导

员和飞行员之间的沟通配合屡屡出现问

题。

演 练 结 束 后 ，宋 敏 与 双 方 都 进 行

了 深 入 沟 通 ，终 于 找 出 问 题 关 键 ——

此 次 演 练 紧 跟 空 军 转 型 步 伐 ，严 格 按

照 新 修 订 的 军 事 训 练 大 纲 进 行 ，与 过

去 相 比 ，无 论 是 飞 行 员 和 引 导 员 之 间

的关系，还是指挥引导的理念，甚至于

沟 通 交 流 时 使 用 的 语 言 体 系 ，都 发 生

了转变。

“ 再 不 做 出 改 变 ，我 们 培 养 出 的

学 员 ，毕 业 即 被 淘 汰 。”从 演 训 场 回

来 ，作 为 空 军 工 程 大 学 某 教 学 团 队 的

负 责 人 ，宋 敏 第 一 时 间 召 集 团 队 成

员 ，集 中 探 讨 在 此 次 跟 训 调 研 中 发 现

的问题。

部队装备更新迭代的速度越来越

快，作战理念的更新也不断提速。作为

筹划和控制空中战斗行动、直接应用于

备战打仗的作战类专业，到底要培养什

么样的人才？又如何培养出能适应未来

战场需要的人才？

为了寻求答案，宋敏和团队深入部

队一线，做了大量调研。最终，他们锚定

了方向——依托毕业学员第一任职岗

位，绘制出覆盖基础能力和专业任职能

力的“能力需求画像”。

今天，走进该团队成员的办公室，墙

上最瞩目位置悬挂的“专业课程体系支

撑图”，便是基于“能力需求画像”制订演

化而来。

红蓝黄绿等不同色块，分别对应决

策、逻辑、筹划、应变等基础能力和专业

能力。一条条连线与箭头，串联起不同

课程之间的能力培养衔接链。

“在旧的课程体系里，有许多重复

点和断点。”宋敏站在颜色丰富的图表

前 ，手 指 顺 着 箭 头 的 方 向 划 过 一 节 节

有承接关联的课程，语气中满是自豪：

“ 依 照 能 力 需 求 一 一 对 应 着 制 订 培 养

方案，解决了过去能力覆盖不全面、开

课 顺 序 不 合 理 、衔 接 不 顺 畅 等 种 种 难

题。”

去年夏天，该团队三分之一的教员

利用暑假时间前往部队和任务一线继续

开展相关调研，同任务部队官兵一起参

与训练，继续梳理岗位能力需求新变化，

调整完善人才培养的设计图。

“奖项肯定的不仅是某个节点上的

动 态 结 果 ，更 是 我 们 前 进 的 方 向 和 动

势。”目前，该团队主导的第三版人才培

养方案已经进入论证修改阶段，对于团

队步履不停的状态，宋敏给出这样的回

答。

加 速

从“机械臂”到“工程
师”的进化

空军某基地，一场多机型对抗训练

后的复盘研讨会正在进行。

作为院校跟训专家组成员，空军工

程大学教员屈虹惊讶地发现，登台发言

的引导员代表，是自己前年才毕业的学

生赵政。

讲台上，赵政结合自身参与空中对

抗的实践经验，分享对指挥引导基本程

序优化方面的思考见解。看着意气风

发、侃侃而谈的“得意门生”，屈虹不禁回

想起 5 年前，自己第一次跟训并参加交

流活动时的场景——

那时，参训飞行员已经开始依照新

大纲进行训练，某专业战位人员跟不上

节奏，只能人手一份“脚本”，每当飞机

飞到相应地点，便按照“脚本”机械地下

指令。

到 了 复 盘 分 享 阶 段 ，屈 虹 作 为 某

专业的专家，却像一个“门外汉”，只能

看热闹。一些飞行员口中提到的作战

理 念 和 指 挥 控 制 简 语 ，她 甚 至 是 第 一

次接触。

“ 不 能 满 足 于 培 养‘ 流 水 线 ’上 能

顺利完成工作的‘机械臂’。我们的目

标 是 培 养 懂 得 机 理 、甚 至 能 设 计 出 整

个‘ 流 水 线 ’的‘ 工 程 师 ’！”回 到 学 校 ，

屈 虹 和 团 队 分 享 了 自 己 的 思 考 ：专 业

改 革 重 塑 ，教 学 内 容 上 的 进 化 升 级 必

须重视起来。

兼任学院教学督导专家组成员的王

瑛，在教授自己所负责的课程之余，经常

出现在其他教员的课堂上。尽管只是抽

听抽看，王瑛依然能清晰地感受到最近

几年课堂上发生的新变化。

“教员们在战训机理上下的功夫越

来越多，知识结构不断丰富完备，教学

内容堪称日新月异。”在王瑛的听课记

录本里，每次出现的新内容都被她重点

标 注 。 其 中 ，某 专 业 在 最 近 5 年 时 间

里，新增了 9 门与新装备、新战法、新理

论 相 关 的 专 业 课 程 ，编 修 更 新 了 13 本

专业教材。

就在教材、教案、讲义不断更新迭代

的同时，三尺讲台上的“教员面孔”也变

得丰富起来。一线指挥员、高级军士技

师、不同军种航空兵部队的飞行员、民航

专家……这些“编外教员”在带来最新鲜

经验的同时，也用更加多元的视角，为坐

在课堂里的学员们不断拓宽知识体系的

外延。

去年春天，新一批参加任职培训的

一线引导员走进专业课堂。在为期一个

月的培训结束后，教学评价表上写满了

积极评价。

一名来自空军航空兵部队、曾在引

导员岗位任职超过 10 年的学员坦言，本

以为只是“镀镀金”，没想到短短一个月，

竟把过往工作中浮于表面的经验式操作

都用理论框架串联了起来。不少过去只

知其然的问题，在培训后亦知其所以然

了。

学院对毕业学员进行跟踪调查的

报告中显示，90%以上毕业学员在 3 个

月内顺利上岗，80%的毕业学员已经参

与执行过大项任务。让教员们更为欣

慰 的 是 ，越 来 越 多 的 毕 业 学 员 到 一 线

任职后依旧保持对战法理论研究的热

情 ，他 们 中 的 许 多 人 成 为 研 战 研 训 的

“排头兵”。

冲 锋

坚定眺望与引领的
信心和决心

去年底，一场岗位练兵比武在空军

某基地展开。由空军工程大学某教学团

队研发的“流程优化与仿真验证软件”被

广泛应用于各课目中。

作为专家组成员，李全胜全程跟随

观摩。几天下来，他给参加比武的官兵

留下了深刻印象——总是拿着笔记本，

几乎一刻不停地记录着演练中各种细

节……

“有时你觉得已经很完备了，但等到

了部队，就发现又有了新变化，需要继续

更新，脚步是停不下来的。”李全胜说，从

团队成员们第一次下定决心，要研发一

套符合空军组训模式和实际情况的指挥

引导基本程序，至今已经过去 5 年。其

间，这个基本程序仅迭代级的大版本更

新就超过 10 次，目前依旧在不断地被修

改、完善。

这个凝聚了团队心血的程序也不负

众望，不仅实现了飞行员与引导员、不同

军 兵 种 和 不 同 机 型 引 导 员 之 间 的“ 同

文”，更涵盖了指挥引导的最新战训理

念，与未来战场不断趋近“同轨”。

“未来战场”——每次召开教学形势

分析会，这个词都被反复提及。在学院

领导看来，院校教育不能只满足于跟上

部队的步伐，更要勇于冲锋，拥有引领部

队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自 专 业 转 型 以 来 ，教 员 们 的 目 光

不 断 延 伸 ，步 伐 也 越 来 越 坚 定 —— 办

公 桌 上 ，有 关 前 沿 探 索 的 书 籍 越 堆 越

多；课堂中，一些尚未在部队出现的概

念 开 始 被 提 及 探 讨 ；研 究 室 里 ，新 的

“萌芽”正不断生发、日新月异……

教员李昉曾提到这样一个例子：某

战术概念在 2021 年被正式加入训练大

纲，但早在 2018 年时就已经出现在新修

订的教案里、出现在课堂的小组讨论中。

在宋敏看来，眺望本就是向前加速

冲锋的第一步。

教育部公示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

名单时，这个荣获一等奖的团队还全员

聚集在实验室里，为当年的本科学员毕

业综合演练做着细致的筹备。

这是他们首次尝试在毕业综合演练

中把空中作战指挥控制的完整链条贯穿

推演全过程，也是首次尝试把实装尚难

实现的未来战场典型作战场景作为想定

背景。

直 至 午 休 铃 声 响 起 ，团 队 成 员 们

才 走 出 实 验 室 。 宋 敏 得 知 喜 讯 时 ，脑

海 中 闪 过 的 第 一 个 念 头 是 ：“ 专 业 建

设 没 有 止 境 ，要 想 不 负 过 往 ，唯 有 保

持冲锋。”

一个作战类专业的转型之路
■本报记者 朱柏妍 通讯员 吴 曦 乔金阳

空军工程大学某学院模拟对抗实验

室内，屏幕上数十个红蓝光点不断闪烁，

电台里指令声密集有序。操作平台前，

学员们个个精神抖擞，一场没有硝烟的

对抗演练于虚拟空间展开。

操作“战机”按照引导员指令完成了

一个机动动作，学员蓝浩男的屏幕上突

然出现“被击杀”的判定。

“ 弹 从 哪 里 来 ？ 哪 架‘ 敌 ’机 打 出

的？”蓝浩男看着灰下去的屏幕，努力回

想“被击杀”前的战况，也没能捋清头绪，

额上急得渗出了汗珠。

随后的十几分钟内，又有数架己方

“战机”被相继击落。指挥所内，引导员

们互相对视了几秒，心知这是栽在了同

一个坎儿上。

演练结束，复盘随之而来。此次演

练的策划人宋敏拿出厚厚的演练方案，

为学员们解开了疑惑——大家败给的是

“未来之变”。

“此次演练，我们把背景想定中典型

作战场景的时间轴拉到了未来。”教员所

扮演蓝军借助模拟设备演绎出一系列全

新的战术战法，这些战法思路以当前的

装备技术水平尚难实现，经研究论证，却

极可能出现在未来战场。

“明天的战争能不能打赢，要看今天

我们能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一场面向

未来的“虚拟较量”，打痛了即将走向一

线战位的毕业学员，也敲响了一个作战

类专业的转型警钟。

就在几个月前，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公布获奖名单，宋敏领衔的空军工程大

学某教学团队的一份关于“某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转型与实践”的教学成果荣获

一等奖。

细看成果报告，“作战”与“未来”二

词贯穿始终。从整体的设计思路，到成

果推广应用中的细枝末节，教学团队始

终瞄准新形势下的作战需求，以未来战

场岗位能力要求反推学科知识体系，重

塑培养打仗型人才的新模式。

实 验 室 内 ，又 一 场 以 未 来 作 战 场

景 为 背 景 想 定 的 对 抗 演 练 打 响 ，学 员

们 调 整 作 战 思 路 ，打 起 十 二 分 精 神 ，

应 对 这 场 或 将 在 未 来 战 场 上 出 现 的

“恶仗”。

屏幕上，红蓝光点再次点亮。这一

次，他们将交出一份崭新的答卷。

虚拟未来战场的“较量”
■本报记者 朱柏妍 通讯员 吴 曦 乔金阳

院校同部队对接越精准，课堂同战

场衔接越紧密，培养的人才越对路子。

军事人才培养只有坚持面向战场、面向

部队、面向未来，深度融入、精准对接一

线部队战训实际，才能使人才培养更加

符合岗位需求。

人才培养顶层设计是实战化教学

改革的指挥棒、“牛鼻子”，是整个人才

培养体系的总纲目。推进实战化教学

要以任务需求为背景，以岗位需求为牵

引，以能力需求为主线，把部队满不满

意、打仗行不行，作为院校人才培养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针对未来战争特点，

聚焦新型军事人才培养，超前研究论证

部队岗位需求，提炼形成胜任岗位的核

心能力清单，明确每个岗位人员属性、

专业领域、发展去向等规范，优化组合

搭建实战课程体系，精准确定人才培养

目标和毕业标准。

课堂教学内容直接决定院校内涵

发展质量。要紧贴使命任务、紧贴未

来 战 场 、紧 贴 部 队 实 际 ，做 到 仗 怎 么

打 就 怎 么 教 ，打 仗 需 要 什 么 就 教 什

么。要以实战化训练、战场需要为导

向，根据教学大纲和人才培养方案要

求，动态编修适应新时代、新任务、新

要 求 的 教 材 体 系 ，及 时 将 作 战 训 练 、

演习演练和科研成果引入教学、引入

课 堂 ，动 态 更 新 教 学 内 容 ，使 课 堂 教

学 更 加 贴 近 部 队 、贴 近 实 战 、贴 近 未

来战争要求。

创新训战一致的教学模式是推进

院校实战化教学改革的关键环节。推

进实战化教学需在教学模式方法手段

上向实战靠拢，推开实案化教学、嵌入

式教学、对抗性教学，使课堂教学散发

出浓浓“战味”。通过设置敌情背景、

改变战场环境和遂行多样化任务等方

式，把课堂训练以“实战对抗”形态引

入 情 景 训 练 中 ，增 强 训 练 的 实 战 氛

围。将最前沿的战训演练实案及时融

入教案、带进课堂，采用角色设定、分

组演练、闭环反馈、多元评价的组训方

式 。 将 一 线 部 队 实 装 同 步 列 装 实 验

室，实现部队一线装备到课堂训练装

备的迁移、部队作战任务向课堂教学

内容的分解、实际作战流程向课堂教

学流程的转化。

教之本在师，名师必晓于实战。教

员是办学育人的支柱、院校发展的脊

梁、军事人才的酵母。教员若不知战练

战、教战研战，就难以传战争之道、授战

胜之技、解打赢之惑，推进实战化教学

必须打造一支晓于实战、练于实战、研

于实战、教于实战的专业教员队伍。要

大兴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之

风，积极回应一线部队的诉求关切，帮

助部队解决实战实训难题，不断提高服

务部队的能力。常态化组织教员参加

重大演训活动，赴指挥机构、一线部队

代职交流，编入指挥机构、走上指挥岗

位，才能在聚焦实战的课堂中引导学员

淬火成钢、走向战场。

胜战必先育才。一流的课程才能

支撑起一流教育、培养出一流人才。打

通院校与部队的通途，倾力打造实战教

学改革“升级版”，才能推动军队院校教

学向实战靠拢、向打仗聚焦。

倾力打造实战化教学改革“升级版”
■邬长银

空军工程大学教员宋敏为学员授课。 万星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