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锐视点

当前，军队院校校门对接营门、操

场直通战场的特点更加突出，为战育人

导向更加鲜明。实现人才培养“供给

侧”同未来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必

须紧盯部队备战打仗现实需求，畅通打

仗型人才交流互通渠道，将部队优秀指

挥人才吸引到院校，构建作战牵引的人

才培养新体系。

将部队优秀指挥管理军官选调到

院校任专职教官，为院校推开了一扇近

距离透视部队的“窗户”。通过专职教

官这一“桥梁”，将部队作战训练、管理

建设中的最新成果和经验引入课堂，实

现理论与实践相融合、课堂与战场相连

接，让学员提前感知部队、熟悉战场、研

练打仗，推动院校人才培养与部队军事

斗争准备的对接融合。专职教官制度

的试点运行，对优化院校教员结构、激

发教员队伍动力活力、增加课堂“含战

量”、缩短学员毕业适应期等都产生了

积极影响，激活了院校人才培养“一池

春水”。

现身说法，做院校学员认识部队的

“启蒙人”。院校学员没有部队经历，对

基层工作生活缺乏了解，毕业到部队后

势必要经历从学员到指挥员的转变适

应期。专职教官具有丰富的基层任职

经历和应对处理基层各类事物的经验，

是 学 员 认 识 了 解 基 层 的 一 本“ 活 教

材”。专职教官走上课堂，通过带着基

层“泥土味”的案例式教学，用自己的亲

身经历现身说法，让学员了解基层事物

的方法经验；课余时间，由专职教官担

任生长军官学员成长导师，通过结对帮

带、开设讲座、谈心交心等形式，让学员

提前感知基层、了解基层，缩短到部队

后的转变适应期。

优势互补，做院校课堂对接战场的

“引导员”。专职教官部队练兵备战经

验丰富，熟悉改革转型后部队战备、训

练、管理等特点规律。要发挥专职教官

桥梁纽带作用，通过建立教员和专职教

官互帮互学机制，探索部队课题引领的

研究式教学模式，及时将部队最新作战

理论、战法研究成果和备战打仗一线鲜

活经验带入课堂，把军事斗争准备实践

成果融入教学科研，实现院校和部队信

息互通、优势互补，不断优化教学课程

体系，增加课程“含战量”，推动教员队

伍向战转型、课堂教学向战聚焦。

自我升级，做部队指挥员复合式

培养的“先行者”。院校具有教育资源

丰富、前沿科研成果丰硕的先天优势，

军 校 教 员 理 论 功 底 和 教 学 科 研 能 力

强，对教学规律、作战问题和武器装备

机理有系统深入的研究掌握。专职教

官 理 论 素 养 和 教 学 科 研 能 力 相 对 较

弱，要扮演好“老师”与“学生”的双重

身份，利用好院校平台和资源优势，通

过高职带教、任务牵引等方式，提升自

身理论水平和教学科研能力，实现自

身转型升级，将院校前沿作战理念、革

新成果带回部队，助力部队练兵备战

能力提升。

“他山之石”激活“一池春水”
■赵廷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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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样本

“这是我与母校的第 3 次重逢。”为

学员们讲完课走下讲台，刘教官谈起了

自己与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郑州校区的

渊源，他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都在这里研

读，只不过这次重返母校，他的身份是一

名专职教官。

经过实践探索，专职教官已成为该

校教学科研队伍中一股不可忽视的“生

力军”，他们在激活教员队伍动力、缩短

学员毕业适应期、推动课堂对接战场等

方面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作为连接院校

与部队的“桥梁”，专职教官在加速推进

“战教耦合”、推动院校人才培养模式优

化、探索部队指挥员复合式培养路径方

面走出了一条新路。

行走的“案例库”让
课堂“活”起来

“我认为应该适当放权，让老班长放

开手脚管理。”“我觉得还是要增加新排

长的话语权，避免被边缘化。”

该校区防空兵分队管理课上，学员

们你一言、我一语讨论着新排长如何带

老军士的问题。与以往不同的是，课堂

上除了教员王小平，还有来自一线部队

的沙教官一同给大家授课。

学员发言完毕，沙教官结合自身经

历，现身说法为学员们讲授新排长与老

班长的相处之道。

该校区领导介绍，他们以部队管理、

基层政治工作等专业课程教学为先期探

索试点，推开“教员+专职教官”教学模

式，通过专职教官这一“纽带”，将丰富鲜

活的部队实案与教员扎实的理论功底相

结合，一体融入课程教学，让课堂真正

“活”起来、接地气，实现“1+1>2”的效

果。

课后，学员黄可非意犹未尽地说：

“沙教官现身说法，为我们传授部队的任

职经验、带兵方法，将部队活生生的案例

搬进课堂，让大家提前对接感知基层，我

对毕业踢好‘头三脚’更有底气了。”

王小平也深有感触：专职教官有丰

富的基层任职经历，堪称行走的“案例

库”，与缺少部队经历的教员正好优势互

补，在他们身上，学员能学到基层实在管

用的本领。

冯教官过去长期在部队政工岗位任

职，政治工作经验丰富。在与学员座谈中

得知，他探索出的“沉浸式情景再现”案例

教学模式深受学员欢迎。记者特意旁听

了一堂由他主讲的党支部工作实践课。

“连队召开支委会研究发展党员，讨

论环节书记、副书记和委员的发言顺序

是什么？程序上有什么要求？”

课堂上，学员们分别以党支部委员

会书记、副书记、委员身份，模拟召开党

支部委员会会议，教员明确会议议题，学

员模拟召开会议，最后由教员点评。

“沉浸式教学让学员们从听众变成

了主人公，每堂课都对基层有新的感触

和认识。”体验了一次连队党支部书记经

历的学员童文俊说。

记者在某学员队了解到，该校区结

合常态开展教研室与学员队“室队共育”

活动，积极拓展专职教官“第二课堂”。

由专职教官担任生长军官学员成长导

师，通过结对帮带、开设讲座等形式，以

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让学员提前

感知基层、了解基层，缓解任职焦虑。

“学员毕业分配前，我的电话成了咨

询 热 线 ，每 天 都 有 很 多 学 员 打 过 来 咨

询。”王教官说，能利用自己的基层经验

为学员解疑释惑，让他们毕业后少走弯

路，这便是他这个“咨询师”的价值所在。

该校区在生长军官学员中进行的一

组问卷调查显示，学员对专职教官课堂

教学满意度较高。

实战要求让教学演
训“硝烟味”浓烈

如何用好专职教官这支“生力军”，让

专职教官在课堂教学中释放最大效能？

该校区结合专职教官部队任职经历

和演训经验丰富的优势，在实践性教学

中为专职教官搭台子、压担子，让他们在

学员野外专业训练和综合训练中“挑大

梁”，对野外实践性教学带来积极影响。

“报告！抓获‘敌’侦察渗透人员一

名！”

该校区进行的毕业学员综合战术训

练期间，担任警戒任务的学员邓泽华兴

奋地将“俘虏”带至红方模拟分队指挥

所，当大家还沉浸在抓获“敌人”的喜悦

时，训练采集评估组成员、王教官却通报

该分队已被“敌”炮火覆盖。

“防护伪装做得这么好，如何暴露的？”

面对突发情况，担任分队指挥员的

学员不禁茫然。

这时王教官从“俘虏”口袋里翻出一

张写着“定位装置”的小卡片，大家才如

梦方醒。

原来这张小卡片是王教官事先埋在

“俘虏”身上的一颗“诱发雷”。

“战场上，我们抓到战俘第一时间除

了要收缴其武器装备，还应仔细检查其

是否随身携带通信定位装置等设备，这

个教训一定要吸取！”

进行连贯作业时，担任模拟分队指

挥员的学员崔鹏飞从下达预先号令、指

挥分队通过“染毒地带”，到短停占领阵

地、组织对空警戒，指挥处置一气呵成。

然而，结果意想不到，王教官打出了

低分。

他给出的理由是：通过“染毒地带”

时，虽然迂回前进，但未考虑风向，已导

致染毒；进行对空侦察和对地警戒时，人

员隐蔽意识不强、距离车辆太近，导致目

标太大被敌发现。

专职教官“实战视角”的引入，让教

学演训“硝烟味”愈来愈浓。

训练中，张教官担任模拟营副营长，

他与教员在训练内容设置和标准要求上

擦出一系列“火花”。

战备等级转进阶段，原先的导调文

书在课目设置上内容较少，教学时间安

排也比较短。张教官对此提出了不同意

见：“部队战备等级转换阶段工作任务较

繁重，要进行临战训练和战前教育，虽然

是院校教学，这些环节还是要按作战实

际来。”

车辆到达疏散地域后，张教官与教

员在车间距和车辆位置选择上又产生了

分歧，教员认为院校训练要兼顾教学性，

从安全角度考虑，各车配置距离可适当

缩小。张教官坚持认为要按实战要求配

置车辆。

“车辆疏散配置，要结合作战任务和

地形综合考虑，如果我部作战任务是机

动支援，车辆配置地域应首选靠近主干

道、进出方便的地点，这样更便于快速撤

收和机动。”训练间隙，张教官不忘给学

员讲授战场上车辆配置需要考虑的各种

因素。

拂去书生气，沾满“硝烟味”。训练

结束，学员颜江智感到收获满满：“专职

教官让我们在训练场上感受到了实战标

准 ，学 到 了 以 往 课 堂 上 难 以 学 到 的 本

领。”

该校区组织的毕业学员地空合练

中，刘教官“牵线搭桥”，促成了该校区与

某旅“背对背”联教联训，在贴近实战的

作战环境下，有效检验了防空兵多项教

学训练课目，获得了大量第一手宝贵训

练数据，对学员的锻炼价值很大。

他们是“桥梁”，也是
“探照灯”

“对专职教官的培养使用，要结合他

们的特点，用其所长、补其短板，搭建平

台、综合培养。”该校区领导介绍，他们针

对专职教官理论素养、教学科研能力较

弱，部队任职经历丰富的特点，一方面通

过高职带教、任务牵引等方式，通过专家

教授指导帮带，助力专职教官加快能力

转型升级，融入教学队伍；另一方面与年

轻教员建立结对互帮，帮带年轻教员认

识了解部队，激活教员队伍动力活力。

王教官是该校区第一个走上讲台担

任主讲的专职教官，他的课凭借紧贴一

线的鲜活实例和接地气的授课风格在学

员中广受欢迎。他将当营长期间参与联

合作战训练的经验梳理总结并融入课堂

教学，实现了课堂理论和部队实践的互

补融合。他参与撰写的研究论文获得该

校区信息化作战典型行动教学组二等

奖，并在校区“地面防空论坛”发表经验

做法。

教员授课竞赛中，王教官靠实力一

路过关斩将，先后获校区授课竞赛军事

专业组一等奖，作为参赛教员中唯一一

名专职教官参加陆军“教坛之星”比武竞

赛获军事专业组三等奖。谈及下一步目

标，他说，回到部队后他要将院校教学中

的先进理念和成熟经验“嫁接”到部队，

指导单位教导队和教练员培养工作。

刘教官在该校区组织的 2023 年教

员授课竞赛中脱颖而出，取得初职组第

一名。他的授课穿插融合了在一线执行

任务时研究的新战法，给现场专家留下

深刻印象。专家组对他的授课给出的评

语是：新、实、紧贴实战。

在实践教学中，刘教官发现，自己所

在教研室的一项装备革新成果可模拟各

类型空情目标，能够有效解决当前部队

训练中存在的复杂空情实现难、目标信

息保障难等难题，这让他十分兴奋。

刘教官告诉记者，自己要发挥好专职

教官“桥梁作用”，既要丰富院校教学形式，

又要将院校前沿革新成果、作战理念带回

部队，助推部队战斗力建设提质增效。

专职教官在教学科研领域崭露头

角，形成了“鲶鱼效应”，将压力和动力不

断传导至教员队伍，在教员中引发了本

领恐慌。

一位教员感慨：“专职教官就是一盏

院校课堂的‘探照灯’，从一个全新视角

照射到了院校教学的短板弱项，一定程

度上重塑了课堂教学模式，倒逼教员队

伍着眼部队‘需求侧’更新教学理念、不

断探索创新，提高课堂‘含战量’。”

一场“战教耦合”的双向奔赴
■赵朝涛 本报记者 刘 伟

“要遵循课堂教学和学员能力生成

规律，不宜把训练难度定得过高”“以往

部队训练都是这样组织的，院校教学也

应向部队对标”……

在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郑州校区

网上对抗训练大厅内，训练尚未展开，

一场教员与专职教官之间的讨论便掀

起不小波澜。

与以往网上对抗训练不同的是，这次

训练导调组加入了新成员——专职教官。

导调席上的教员汤磊介绍，双方讨

论的焦点是训练文书的难度设置。来

自一线部队的童教官结合自身经历和

部队调研结果，认为连排指挥员作战计

算能力存在短板。由此在设置训练内

容时，他没有按惯例直接给出学员在集

结地域撤出阵地的时间，而是要求学员

在综合分析后，临场计算出撤出阵地的

时间，进而完成开进方案。

像这样增加难度的“伏笔”，训练文书

中还有不少。对此，一些教员认为，网上对

抗训练涉及多门课程的综合运用，对于现

阶段的学员来说，本身就有一道难题，如再

“额外”增加难度，势必让学员“吃不消”。

童教官坚持认为，院校教学训练要

高于部队、严于部队，训练中为学员设

置过多“拐棍”，不利于学员指挥能力生

成，只有按部队的训练难度让学员在对

抗中感受真演实训的氛围，毕业后才能

更快胜任基层第一任职岗位。

双方各执一词，训练被按下“暂停键”。

参训专家教授研究后认为，此次训练

将专职教官编入导调组参与想定拟制，初

衷就是要发挥专职教官在部队参演组训

经历丰富的优势，将部队实训经验引入课

堂，牵引院校教学与部队训练精准对接。

导演组最后达成共识，训练要同时

兼顾教学规律和部队实际，专职教官的

文书拟制思路虽然难度高，但可使学员

提前了解部队训练模式。最终，童教官

的建议被导演组部分采纳。

训练中，导演组还结合计划导调，

实施临机情况导调，训练大厅内“硝烟

味”浓厚。不少学员在处置临机情况时

准备不足，纷纷“折戟”。

走 下 处 置 席 ，学 员 刘 廷 顺 感 慨 ：

这 次 训 练 比 平 时 训 练 难 度 增 加 不 少 ，

虽 然 栽 了“ 跟 头 ”，但 对 部 队 实 战 实 训

有 了 更 深 认 识 ，对 自 己 组 织 指 挥 和 战

场临机处置能力是一次很好的锻炼。

专 职 教 官 进 入 演 练“ 中 军 帐 ”
■高 展 本报记者 刘 伟

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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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强军进行时人才强军进行时··聚焦专职教官聚焦专职教官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郑州校区组织毕业学员地空合练。 李嘉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