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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现地教学绝不是走
马观花，更要区别于一般
的课堂教学、参观讲解”

机翼下，人头攒动。绕着“鲲鹏”缓

缓踱步、细细打量，学员刘甲润脸上洋溢

着掩饰不住的兴奋。在海军某部运输投

送相关岗位任职多年，他还是第一次亲

眼见到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

作为战略投送重要力量，运-20 早

已是他在作战筹划方案中的“老相识”。

如今走进空军航空兵某师，刘甲润直呼

“刷新了认知”。

“以前只知道‘能装多少’，现在对人

员配备、机组保障、特情处置等方面也有

了全面掌握。”刘甲润感慨地说，筹划运

输投送心里更有底了。

这堂“空中战略投送力量建设发展

运用”现地教学课上，全军中级指挥培训

班的学员们围在官兵们身边，详细询问

飞机性能、作战运用、维修保障等情况。

课后讨论环节，来自不同军兵种单

位的官兵围坐在一起探讨交流。如何

通过多式联运、立体投送，实现战时投

送精准高效？怎样升级技术手段让指

挥链路更加顺畅？大家各抒己见，围绕

联合作战运输投送保障多个问题展开

思想“碰撞”。

“武器装备不仅要知道怎么用，还要

知道如何用好。”课后，刘甲润在笔记本

上写道，“要把各个作战单元、各类武器

装备融入体系，整合力量、聚合优势、释

放效能，才能真正实现联合作战。”

“以前一讲到联合作战，学员们总感

觉比较抽象，能不能让他们真正走进一线

作战部队、深入了解新变化、新进展？”负责

组织现地教学活动的某教研室韩主任告诉

记者，带着这样的思考，他们创新构建现地

教学体系，围绕“联合作战后装保障”主题

重新设计课程方案，将物资储供、卫勤保

障、运输投送、装备维修等要素纳入其中。

在某联勤保障中心指挥大厅，学员

不仅现场观摩指挥演练、熟悉席位设置，

还与指挥参谋人员围绕多个难点问题展

开热烈讨论，共商解决方案。

在陆军某海防旅，学员们与执勤官兵

交流经验体会、认真了解练兵备战情况，

一位来自军委机关的学员说：“虽然单位

情况不同、性质特点各异，但我们紧密连

接在‘一切为了打赢’的同一目标下！”

1 个月时间里，学员们分赴五大战

区，实地观摩考察了陆军、海军、空军部

队以及红色教育基地等 60 余个单位。

“现地观摩体会、当面交流研讨，切

身感受到联战联保的痛点堵点。”不少学

员在总结报告中写道。

“现地教学绝不是走马观花，更要区

别于一般的课堂教学、参观讲解。”韩主

任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要让学员在现地

观摩中融入实践，思考不同战略方向的

作战要求和作战样式，学会站在全局筹

划后装建设发展和保障准备，切实提升

战略思维和联合勤务指挥能力。”

“从校园课堂谈兵走
向战场实地练兵，教学育
人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有
力有效，人岗相宜、战味
十足”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急救帐篷、洗

消帐篷等拔地而起，手术车、侦检分类通

道随之展开……北部战区总医院一场模

拟战场条件下的野战救护技能课目演示

正在进行。

人群中，来自陆军某旅的陈立昕

眉 头 微 蹙 ， 眼 神 格 外 专 注 ：“ 我 们 也

有野战医疗分队，但展开速度、救治

能力、专业化程度等方面都比不上他

们……”

看到医护人员在恶劣环境下快速准

确地完成伤员病情检查、战伤处置等数

十个救护课目，陈立昕一边鼓掌，一边感

叹：“没想到战场环境下救治难度这么

大！”

“卫勤保障关乎生命、关乎打赢，很

多人对它在作战中的作用认识不清。”

教学讲评环节，该院卫勤教研室副教授

王超对学员们说，“能力底数究竟怎样、

阶梯式部署如何展开、卫勤力量怎么运

用，还得大家到现地来观摩体会。”

“医疗分队如何编组到前线，人员

怎么分配、流程如何衔接……”听完这

堂“ 联 合 作 战 卫 勤 保 障 ”现 地 教 学 课 ，

陈 立 昕 才 恍 然 发 觉 ，差 距 不 仅 在 医 疗

分 队 的 建 设 水 平 ，更 在 一 名 指 挥 员 的

思维认知。

原来，前一阶段的想定作业中，陈立

昕与同组学员遇到不少问题，尤其针对

战场伤员前接后送协同问题产生了不小

分歧。

通过在现地教学中深入了解装备情

况，他们对人力、救护车、直升机、船舶和

卫生飞机等不同力量运用情况有了全面

掌握。当晚，围绕人员力量分配、保障需

求计算等问题，陈立昕与组员们再次展

开深入探讨，重新构建救治阶梯，困惑已

久的问题迎刃而解。

现地教学，使学员们在想定作业中

遇到的问题得到现场印证，制订的方案

计划更加贴合实际。

“能打仗、打胜仗是教学的出发点，

更是落脚点。”该院教务部门负责人表

示，“现地教学课程改造，缩短了院校培

养与部队实际要求的距离，提高了人才

培养与未来战争需要的匹配度。”

岭南腹地，烈日炎炎。特种驾驶、意

志障碍、近距离射击……演训场上，特战

尖兵们动作干净利索，一气呵成，赢得现

场学员一片喝彩。

这时，负责现场教学的孙教官提问

道：“特战队员往往需要深入‘敌’后执行

任务，怎么实现装备维修保障？”

“成立一支专业抢修队，深入‘敌’后

进行应急抢修”“设置常见故障排查的故

障包，让特战队员在战场也能快速操作，

自主维修”……学员们七嘴八舌地讨论

起来。

“通过这门‘特种作战与装备运用’

课程，我们不仅要让学员们了解特种部

队作战能力、装备特点等，还要放到联合

作战环境下，引导他们思考勤务保障力

量 如 何 适 应 战 场 需 求 、更 好 地 发 挥 作

用。”孙教官说。

来自某特战旅的孙教官，不仅是特

种作战领域的行家里手，也是学院专职

教官群体的佼佼者，全程参与了现地教

学课程的体系化改造。

“随着战争形态加速由信息化向智

能化转变，未来战场上，后勤不但要先

行，还要做好先战的准备。”孙教官对此

深有感触，“联合勤务指挥员必须研战知

战、能战善战，服务战斗力也是课程设计

的唯一标准。”

如今，越来越多像孙教官这样的专

职教官主导现地教学课程设计，他们运

用实践经验改造课程框架、丰富教学内

容，赢得教员、学员们一致好评：“从校园

课堂谈兵走向战场实地练兵，教学育人

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有力有效，人岗相

宜、战味十足！”

“教学只有始终与战
场‘对表’，才能培养出打
赢未来战争的新型军事
人才”

一阵长啸声中，显示屏幕里，均匀的

水雾从上千个喷嘴中喷涌而出，温度曲

线不断下降。从 20℃到 0℃，再到零下

20℃、零下 30℃……机翼上慢慢结出厚

厚的冰层。

“风洞试验，看似与我们毫不相关，

却是武器装备建设的重要支撑。”站在一

座座高端风洞试验场前，教员槐芙利的

语气格外坚定有力，“设计武器装备，就

是设计未来战争。”

走进某单位结冰风洞试验大厅，在场

所有人屏气凝神，认真聆听科研人员的讲

解演示。从战机到导弹，从飞船到新概念

飞行器……我国几乎所有涉及空气动力

学的重大工程，都在这个世界级的风洞群

里经过无数次反复试验后定型。

听完槐芙利所作的以“空气动力试验

与高新装备建设发展”为主题的教学讲评，

该单位一位研究员不禁竖起大拇指：“没想

到，教员对前沿领域研究了解这么透彻！”

事实上，这门课程去年才被纳入现

地教学体系，槐芙利的研究方向也和空

气动力关联不大。

没有开设相关专业、没有对口专家

人才，为何还要增加这门课？面对记者

的不解，学院领导讲述了其中缘由——

过 去 ，现 地 教 学 主 要 依 托 协 作 单

位，课程内容相对保守，在学员中一直

反响平平。现地教学课程改造实施以

来，该院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将教学效

果、学员评价、服务作战作为主要衡量

标准，动态优化现地教学点位和内容。

“为战育人，必须紧盯科技之变、战争

之变、对手之变；培养联合勤务指挥人才，

必须下大力气强化科技素养。”人才培养

的理念之变，也在影响着现地教学课程的

体系之变。在课程体系中增加科技创新

相关内容比重，受到学员热烈欢迎。

轻点鼠标，形状结构各异的装备零部

件三维图像、详细数据随机出现在屏幕

中；机器轰鸣，随着机械臂上下自如精准

操作，短短十几分钟，一个全新的零件已

经“初具雏形”……某工厂再制造中心，学

员们屏气凝神，观摩工厂人员演示利用

3D 打印技术对舰船关键零部件进行再制

造，精准高效的操作引发全场惊叹。

演示结束，大家迫不及待地围上前

去，与技术专家进行深度交流：装备器材

如何建立采购、维修链路；高新技术和新

型材料能否进一步拓展运用……

交流增进理解，碰撞产生火花。“来自

部队一线的经验、做法，针对性很强，对我

们后期研发、优化调整很有帮助。”学员们

每到一个单位，就带来一场“头脑风暴”，

不少单位表示，希望部队官兵多提反馈意

见，让技术成果更好地服务作战。

“战争形态、样式在不断更新变化，

教学只有始终与战场‘对表’，才能培养

出打赢未来战争的新型军事人才。”该院

领导说。

如今，翻开该院现地教学“行程单”，

从地方高校到科研院所，从武器装备研

制机构到高新技术单位，学员们在备战

打仗一线感知“战场温度”，在科技前沿

感知“思维锐度”，在大国重器前感受“中

国速度”……

以联合、向战、创新为牵引，一场联

合勤务人才“淬火记”正在该院持续上

演，一批批新型联合勤务指挥人才从这

里走向未来。

现地教学：画好向战“延长线”
■本报记者 彭冰洁

大海之滨，碧波荡漾。谢海茂站在

海军某军港远眺，数艘万吨大驱依次排

开，明亮的日光照射在灰蓝色甲板上，

眼前似有热气蒸腾。

“我们的课堂在大海上。”作为国防

大学联合勤务学院某教研室专职教官，

这是谢海茂首次主持全军中级指挥培

训现地教学授课。为了这一堂“海军综

合保障能力建设与发展”课，他已经认

真准备了近两个月。如今，终于到了检

验成果的时刻。

成为专职教官前，谢海茂曾在海军

多个单位任职，对海军建设及综合保障

能力发展等方面理论研究较为深入，实

践经验也很丰富。经过入校半年多的

教学实践，他成为相关领域教学的骨干

人才。对于谢海茂来说，现地教学课本

是他的强项，但他仍感觉压力很大。

“讲一讲不难，教而有用、学而有效

却不易。”在谢海茂看来，一门合格的现

地教学课既要紧扣军队改革发展现状，

又要聚焦联合勤务保障核心课题，还要

通 过 现 场 互 动 、讨 论 讲 评 引 发 学 员 思

考，最终能够融入实践、服务作战。

接到任务，谢海茂立刻着手备课：

挑 选 协 调 教 学 单 位 、精 心 设 计 课 程 方

案、反复核对点位流程、咨询吸纳专家

意见……即使面对的是自己熟悉的大

海 和 舰 船 ，谢 海 茂 依 然 不 敢 有 丝 毫 懈

怠，仅讲稿他就反复修改了五六次。

“信息化平台和自动化立体库投入使

用，实现了后勤保障减员增效”“新型保障

方式实现了多条装载线同时开展，效率成

倍提高”……从码头到甲板，从修理间到

驾驶室，谢海茂带领参训学员走进多个战

位、点位，现场观摩舰船技术保障和码头

实地保障，并结合前沿发展、理论研究、作

战运用等方面进行现场讲解。

“通过运用新技术新装备、不断优化

保障方式、锻造一专多能的保障队伍，舰

船出航前的备战时间大幅压缩……”战

舰前，学员们三五成群与保障官兵、专

业教员展开讨论交流，思想火花不断碰

撞，场面十分热烈。

“现地教学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拓展、

巩固深化、验证升华，是聚合优质资源培

养人才的重要环节，必须激活‘大棋局’、

做出‘大文章’。”该院一位领导说。

这几年，该院大力推进军事教育转

型升级、提高人才培养专业化水平，新

变化层出不穷，不少学员感叹：“培训时

间不长，收获却很多！”

“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

才。”以一个培训班的现地教学课程改

造为原点，一场实战化教学改革的“头

脑风暴”在这所军校酝酿、生成……

“ 我 们 的 课 堂 在 大 海 上 ”
■本报记者 彭冰洁

军 队 由 战 而 生 ，军 人 为 战 而 练 。

现 地 教 学 作 为 课 堂 教 学 的 延 伸 拓

展 ，是 院 校 教 育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事

关 新 时 代 军 事 教 育 和 人 才 培 养 质 量

和格局。

创新设计现地教学内容与形式，让

院校同部队对接更加精准，让课堂同战

场衔接更加紧密，是深化军队院校改

革、建强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的必然

要求。

坚持联教联训导向。战场是军事

人才培养的总需求，战的标准是教学高

质量发展的总牵引。院校不能关起门

来搞教学、更不能四平八稳过日子，必

须走出校门，在距离战场更近的地方，

深度回应学员学战研战期待，回答好部

队战建发展之问。从实践一线、发展前

沿中，挖掘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弥补

院内学习短板，让学员真正学到课堂

上、校园中、单位内听不到、看不到、学

不到，甚至想不到的东西。

塑造联合作战思维。人才培养工

作要放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大背景中来考量，要教战一致、聚焦联

合，突出专业特色优势，一体化设计课

程教学体系。院内教学聚焦联合作战

重大现实问题，深入组织理论学习，夯

实联合基础；现地教学重在衔接验证、

巩固深化，引导学员边体验边思考、边

考察边研究，在交流互鉴中培塑联合

能力。

打造融合育人格局。只有围绕实

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把军事理

论创新、高新技术突破、未来战争设计

与人才培塑融合起来，才能使培养的

人才始终走在战争和对手前面；只有

始终聚焦备战打仗导向和岗位任职需

求，走实为战育人、联合育人路子，才

能扛起联合勤务指挥顶端链条人才培

养重任。

要深化院校部队教研协作关系，

发挥现地教学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

系中的作用，进一步实现人才联合共

育、师资联手共建、资源联建共享、演

习联筹共组等，有效聚合军地优质资

源为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服务，

使 其 成 为 院 校 为 战 育 人 的“ 大 课 堂 ”

“活教材”。

塑造为战育人“大棋局”
■陈文华

国防大学联合勤务学院中级指挥培训班学员在“两弹城”现地教学。 孟佳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