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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 视 点

记者调查

“前方‘敌碉堡’阻滞行动，现命你

分队设计爆破方案破拆！”随着指挥员

一声令下，陆军工程大学现职军官培训

班的《特种爆破技术与运用》课程结业

考核火热展开。

现场，学员们轻触平板电脑，目标

参 数 库 与 毁 伤 数 据 详 细 列 举 ；输 入 参

数 ，各 类 型 目 标 的 毁 伤 仿 真 效 果 清 晰

呈现。

“报告，爆破方案设计完毕。”加载

后的爆破方案共享到任务端，随着炸药

“引爆”，“敌碉堡”瞬间坍塌，系统给出

“优秀”评定。

这 种 基 于 数 据 赋 能 、模 拟 仿 真 的

智 慧 教 学 思 路 ，源 于 一 次 演 训 经 历 。

几年前，相同班次学员参与综合演练，

教 员 随 机 导 调 了 一 种 建 筑 样 式 ，50 名

学 员 参 与 设 计 爆 破 方 案 ，最 终 只 有 21

人合格。

针对常规建筑物能够给出合理的

爆破方案，为何换一种建筑样式成绩却

不理想？教员张波长期从事实爆教学，

他 从 中 发 现 问 题 所 在 ：面 对 常 规 建 筑

物，学员们熟悉相关数据，很容易制订

方案；而一到实战环境，情况复杂多样，

学员们很难做到举一反三。

如何利用有限的在校时间，让学员

尽可能“一通百通”，这个想法一直萦绕

在张波心头。在他的带领下，团队成员

采集多场景下的实爆毁伤数据，建立典

型建筑物参数库和毁伤数据库，利用模

拟仿真软件构建样本模型。

记者点击鼠标进入系统，能够看到

桥梁、楼房、碉堡等典型建筑物的训练

模型，每个模型又设定多种爆破方案可

供选择。

“构建的样本模型能够对真实世界

深度还原，短时间内对样本模型完成爆

破方案设计，日常‘见’多了，考核自然

胸有成竹。”学员杨峻说，数字化课堂让

大家学习高效、底气更足。

让杨峻学习更有信心的，还远不止

于此。

打开教学系统，记者看到“智能学

习助手”能够根据学员基本信息、考核

成绩、学习行为等数据进行综合分析，

快 速 给 学 员 的 能 力 素 质“ 综 合 画 像 ”，

并同步给出科学合理的学习建议。此

外，依托教学系统，教员能够随时收集

学 生 相 关 数 据 ，优 化 教 学 策 略 和 教 学

内容。

精 准 化 教 学 实 施 、大 数 据 模 拟 训

练、智能化交互应用……如今，数字化

课堂已成为该校推动教学改革的生动

样本，为改进教学训练方法、提升育人

质量提供了有力支撑。

数 字 化 课 堂 受 到 学 员 欢 迎
■张 琨 本报特约记者 朱桁冈

新闻样本

习主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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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院校作为为战育

人的主阵地，必须贯彻实施新时代人

才强军战略，以培养适应基层部队岗

位需求的军事人才为目标，为推动党

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落地生根提供坚

强的人才保证。

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 、为打仗而

建，为战育人，向战而行。战是目的，

育是方法，行是过程。军事教育偏离

了“战”，“育”就会南辕北辙。军队院

校教育的本质属性归根结底是必须牢

牢 扭 住 战 斗 力 这 个 唯 一 的 根 本 的 标

准，精准对接部队，紧密衔接战场，做

到打仗需要什么就练什么，部队需要

什么就教什么。

“战”是目的。战场需求在哪里，军

事人才培养的方向就在哪里。军队院

校教育要深刻把握军事变革大势和战

争形态演变逻辑，紧扣战争要求、部队

诉求、岗位需求，精心设计教学内容、深

化实战化教学改革，推动教育全过程、

各环节向打仗聚焦、向实战靠拢，真正

按照仗怎么打，学员就怎么培养。

“育”是手段。军队院校教育是新

型军事人才成长的孵化器，发挥着基

础和先导的作用。加快构建军队院校

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和军事职业教育

的“ 三 位 一 体 ”新 型 军 事 人 才 培 养 体

系，加大战例战法教学、联合演习等实

战 化 训 练 比 重 ，将 作 战 语 言 、打 仗 模

式、胜战标准融入日常教学训练，按照

战场打赢要求构建实战化教学保障平

台，推动学员把武器装备练精、把信息

系统练强，让学员一入教室就能感知

战场，一进实验室就如身临实战，一到

演训场就可操装上阵。

“行”是过程。军事实践是军事人

才成长的最好课堂。坚持科技赋能、

科技强训，将“科技+”“智库+”融入院

校教学训练，依托信息化、智能化手段

培育军事人才，实现人与装备智能交

互、人与体系深度融合、人与环境广泛

适应，让实验室里的创新理论融入训

练场上的练兵实践，让冒着热气的演

训成果进入军校课堂，培养更多制胜

未来战场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

把课堂搬到战场，把战场搬进课堂
■韩 彪

陆军工程大学教员在现地教学中与学员们互动。 徐 雅摄

教员必须研战知战
晓战，传战争之道、解打赢
之惑

“为什么要重返淮海战场？”这是教

员宋孝和带领大家进行淮海战役现地教

学出发前，让学员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今年初，辗转 3 省 9 地，陆军工程大

学现职军官培训班的学员们沿着淮海战

场 进 行 了 为 期 5 天 的 现 地 教 学 。 在 这

里，学员们找到了答案。

宋孝和带着大家来到一座大桥上，

桥下有一条很深的河流。

“如果你是当时战斗的指挥员，你选

择在河流的南岸还是北岸设防？”面对宋

教员的提问，学员们把目光投向了两岸

的环境。

南岸地势平坦，在北岸设防可以依

托河流有利地形对敌进行阻击。绝大多

数人选择在北岸设防。

但历史给出了相反选择。当年的指

挥员选择在南岸设防，进行环形工事构

筑，层层阻击打乱敌人北上计划。

“按照惯性思维，根据有利地形选择

战斗方式没有问题，但为了实现全局的

战略构想，就需要因势而为。”宋孝和意

味深长地说。

“要让学员成为能打仗、打胜仗的

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教员必须研战知

战晓战，传战争之道、解打赢之惑。”为

了让学员更加全面了解淮海战役中的

指挥艺术，宋孝和精心制作了《淮海战

役十六问》的慕课，深入讲解了历史对

未来战场的启示。

“研究战争是为了打赢战争，走近战

争才能理解战争。”宋孝和对记者说，“我

们常说，给学员‘一杯水’，教员得有‘一

桶水’。教授学员打仗本领，教员脑中要

有更多的经验积累和知识储备。”

空中，无人机盘旋侦拍，感知战场

态势；水下，潜航器航行探测，时刻搜寻

目标；地面，排爆机器人分工协作，灵活

跨越障碍……特种爆破和简易爆炸物

排除专业培训班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毕业考核——实战背景下的无人搜

排爆演练。

穿戴上 VR 操控终端，学员林绍景

放飞侦察无人机。在无人机的引导下，

多台排爆机器人向目标抵近。

“1，2，3……”随 着 排 爆 机 器 人 逐

一圈定目标，林绍景共找到了 7 处爆炸

物 并 全 部 处 置 完 毕 。 就 在 他 提 交 完

“ 作 业 ”向 后 撤 离 过 程 中 ，却 意 外 触 发

“爆炸物”……

“排爆机器人的辅助终端已经锁定

该区域全部爆炸物，怎么会有‘漏网之

鱼’？”惊愕的不止他一人。

“战场情况复杂多变，我们不能全部

依赖辅助设备，任何时候都要保持独立

判断能力。”原来，排爆机器人实施侦察

前只有进行大数据比对训练，才能“记

住”外形特征相近的目标。演练前，教员

韩彪故意遗漏一组典型目标的图像信

息，就是让排爆机器人无法判读。

在水下搜排爆训练场，搜排小组小

心操作潜航器抵近疑似目标。由于刚才

吃过亏，搜排小组更加谨慎细致，拟定的

爆破方案也更加合理：浅水层进行“人工

诱爆”，深水区投放“诱爆装置”。这种立

体梯次排爆战术获得教员认可，最终成

功完成作业。

“ 既 需 要‘ 智 能 外 脑 ’快 速 感 知 战

场 ，又 需 要 冷 静 头 脑 准 确 分 析 战 场 。”

教 员 张 波 说 ，信 息 化 和 智 能 化 装 备 提

供 丰 富 的 侦 察 数 据 和 准 确 的 识 别 判

读，是为了辅助学员们深度理解战场、

读懂战场。

当把战场视角扫向整个教学，现实

危机感变得更加强烈：兼顾军事素养和

技术素养的新型教学模式应该是什么

样？新技术新战法新理念层出不穷，如

何融入传统工兵教学？张波和他的教

学团队继续在通向未来战场的道路上

探索。

实战运用如同“小马
过河”，只有亲自尝试、大
胆探索才知道深浅

密林深处，硝烟四起。

“基本指挥所已经暴露，现命你部

迅速转移！”一场演练中，学员乔晓伟迅

速组织指挥所各要素撤收。前期，他对

地形进行详细勘察，对于新的指挥所预

选区域，乔晓伟早已胸有成竹。

隐蔽行军，电台保持静默，各车缩小

间距……按照选定路线，乔晓伟和战友

们来到了新的指挥所开设区域。

战场特情接踵而至，乔晓伟综合运

用各类保障力量推进演练进程，思路越

打越清晰，战术越用越灵活。

后 来 ，乔 晓 伟 的 案 例 被 教 员 引 入

课堂，引发学员们热烈讨论：设障分队

开 设 阻 绝 壕 遇 到 困 难 时 ，如 果 协 调 技

术连加强，将事半功倍；筑城连开进时

遇到混合雷场阻碍，如有爆破连支援，

将 一 路 顺 畅 ；工 程 维 护 连 需 要 进 行 野

战 指 挥 所 伪 装 ，伪 装 连 协 助 可 以 避 开

侦察……

“现代战场，保障力量分割使用会

减弱战斗力，协同作战、攥指成拳才能

更有力量。”在教员与学员的激烈讨论

中，理越辩越明，指挥思路也越来越清

晰。

某训练基地，大雨滂沱，渡河工程保

障行动课目展开。

大雨导致水位上涨，河的流速、水量

已与前一天学员侦察时大为不同。是让

学员象征性完成图上作业，还是按照既

定计划实际展开？这道难题横亘在导演

部人员面前。

经过紧急勘察后，导演部做出一个

大胆决定：让学员自主选择。

“这已经大大超出了平时课堂和之

前侦察中的预想。”教员说，“这就是真

实的战场环境，将作战行动的决定权交

给学员，既是信任，更是历练。”

雨中，学员们勘测水流和河宽，综合

评估后下定决心按计划完成作战任务，

一座军用桥梁顺利横跨河上。

演练中，由培训学员担任指挥员，

完成道路抢修、渡场开设、目标伪装、工

程破袭、障碍破除、指挥所维护等 20 余

个课目演练，演练全程红蓝对抗、随机

导调，用危局、难局、僵局锤炼学员作战

能力。

“实战运用如同‘小马过河’，只有亲

自尝试、大胆探索才知道深浅。通过这

次演练我感到强烈的本领恐慌。”复盘环

节，学员钟城深刻总结、查摆不足。他感

慨地说：“书本上学的知识考了满分，在

战场上也有可能会不及格。”

放下旧的尺子，拿起
新的镜子，教学相长让育
人思路变得更加开阔

清晨，一阵急促哨声，打破了高原驻

训场的宁静。

某连闻令而动，向指定地域快速行

军。刚出发不久，就接到“敌情”通报：

“前方有无人机低空侦察。”

连长一声令下，官兵们马上进入前

期构筑掩体，成功躲避了无人机侦察。

现场，陆军工程大学代职教员范瑞

洲满意地点了点头。范瑞洲长期从事

野战掩体构筑教学，去年秋天刚到连队

时，官兵们请他上台授课，正当他兴致

勃勃地授课时，一名战士突然打断了他

的话：“报告教员，您讲的知识很新颖，

但我们关心的是能不能把掩体构筑的

难题解决了……”

突如其来的提问，令范瑞洲始料未

及，也引发他的思考。

范瑞洲走近官兵了解实情：在一些

特殊环境下，掩体构筑是官兵们面临的

重要课题。

“打通制约战斗力提升的堵点，是

院 校 科 研 工 作 的 出 发 点 。”那 段 时 间 ，

范 瑞 洲 边 代 职 边 研 究 ，他 所 在 教 研 团

队联合有关单位探索形成了一整套单

兵掩体的实用成果。

“让科研对接战场，把战场搬进课

堂 ，教 学 相 长 才 能 破 解 战 斗 力 生 成 难

题 。”翻 开 范 瑞 洲 的 笔 记 本 ，里 面 详 细

记 录 着 他 的 调 研 体 会 ：单 兵 掩 体 使 用

规 范 、复 杂 环 境 下 的 工 事 构 筑 注 意 事

项 、多 功 能 单 兵 掩 体 可 行 性 论 证 ……

这 些 冒 着 热 气 的 一 手 资 料 ，已 经 被 教

研室充实到掩体构筑教学内容。

“数据丰富，案例真实，这堂课‘干

货’满满。”军用道路课堂上，教员张璐不

仅给出了最新的想定案例，还附带了土

壤类型、地形地貌、气候条件、降雨情况

等基础数据及战术要求，生动还原了高

海拔地区环境特征，赢得了专家组的一

致好评。

这些教学素材大多源于张璐在部队

的代职经历。那年 9 月，高原驻训场的

路基出现渗水现象，情况紧急。

经过讨论，大部分连队干部倾向于

变更渗水路段。站在一旁的排长高升却

给出了另一套作业方案：构筑迂回路，边

定线边作业。

“正值秋季，路基冻土层处于由软

到 硬 过 渡 阶 段 ，支 撑 强 度 开 始 变 大 。

渗 水 只 是 从 大 石 砾 缝 隙 流 出 ，迂 回 改

道 避 开 渗 水 区 即 可 ，无 需 变 更 路 段 。”

言语间，高升拿出学习笔记本，上面详

细 记 录 着 附 近 地 形 地 貌 特 征 、冻 土 层

季 节 变 化 规 律 、路 基 底 部 构 造 分 布 等

相 关 数 据 。 很 多 数 据 ，张 璐 也 是 第 一

次看到。

最终，按照高升的方案，连队很快构

筑一条新的道路，既提高了作业效率，又

不影响后续部队机动。

同样是高原驻训场，某团王参谋在

组织工兵连机动训练时，也遇到了道路

抢修难题——因昼夜温差大，路基刚开

挖不久就因温度升高变得泥泞不堪，影

响部队机动。

“我想到参加院校培训时教员讲的

道路抢修案例。”当时教员从要素、内容、

方法等方面的清晰总结，给了王参谋很

大启发。他和战友们一起，综合地域环

境、任务需求、作业进程等多种因素，利

用周边山石开展野战道路抢修。在接下

来的演练过程中，他根据不同保障对象

和作战需求灵活开展工程作业，取得预

定成效。

“放下旧的尺子，拿起新的镜子，教

学相长让育人思路变得更加开阔。”张璐

深有感触地说，部队案例极其鲜活，经过

院校加工可以提炼出理论，再去指导部

队实践，既是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更是

教学相长的价值旨归。

让课堂与战场无缝对接紧密衔接
—陆军工程大学推进战教耦合为战育人的探索与实践

■童 康 张 琨 徐 雅 本报特约记者 朱桁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