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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甲装备抢救专业评价等级为优秀，直接确定为陆军
金牌专业！”听到通报内容的那一刻，陆军装甲兵学院士官
学校战场抢救教研室主任蒋磊不禁湿了眼眶。

“从开始探索到正式开设，再到如今获评陆军首批金牌
专业，教研室的教员们付出了很多心血。”提起专业建设的

过程，这位从一线试验场走上三尺讲台的教研室主任，感触
颇深。

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为实现育人能力
不断进阶，蒋磊和教学团队的成员们步履不停，“就像是攻
占高地一样，大家齐心协力，一次又一次发起冲锋。”

聚焦院校教学改革

初春，帕米尔高原依旧是一片银

白。宏伟的红其拉甫国门，在雪山的

映衬下格外壮观。我跟随连队官兵在

海拔 4700 多米的雪地里巡逻，心中的

自豪感油然而生。不觉间，思绪回到

了军校毕业的那一年。

从原解放军乌鲁木齐民族干部学

院毕业后，我登上了开往南疆的火车，

憧憬着以新排长身份卫国戍边。不承

想，刚开始当兵锻炼，我就被毫不留情

地“上了一课”。

那天我带队巡逻，天空飘起雪花。

面对海拔5000多米的点位，我喘着粗气

走在队伍前头，并不时给队伍鼓劲：“加

把劲，兄弟们，胜利就在前方了。”

风雪越来越大，在含氧量不足平

原一半的“生命禁区”向高处攀登，每

一步都异常艰难。我明显能感觉到，

自己的呼吸就像拉风箱一样。

上等兵刘武鹏跟在我身后，我每

次转头看时，他都咬着牙坚持前行。

快到界碑前时，刘武鹏突然栽进

了雪窝子。我们迅速冲上去扒开积雪

拽起他。这时才发现，他的作训裤早

被积雪下的乱石割破，小腿受了伤。

我背起他赶往连队时，这个云南娃带

着哭腔说：“排长，我今天是不是没完

成任务？”

后来，连长特意把我带到那座界

碑前，他指了指刘武鹏陷落的雪窝，旁

边有一个用石块堆出的警示标志。“当

天雪太大，可能让这个标志物不太明

显。”连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当排长

不是带队走到界碑前就算完事，而是

要切实肩负起指挥员的责任。

那夜我在执勤日志上补记：切不

可把巡逻守边当成“打卡式”的执行任

务，要把责任心化作具体的行动、过硬

的能力。

后来还有一次巡逻，让我更加深

刻地认识到：边防线上的每块石头、每

条河流、每道山谷都写有“密码”，都是

“边防数据库”。

那天，雪粒飞舞，大家的面罩和防

风眼镜上都结满了冰碴，能见度很低。

走到一处岔路口，我凭“经验”选择了方

向，结果没走多远就发现不对劲。

直到老兵曹浩军拽住我说：“排

长 ，2 号 界 碑 应 该 走 左 道 ，咱 们 走 错

了。”被老兵当场指出错误，我有些尴

尬，却不好意思承认，嘟哝着说：“咋可

能，这条路我走了那么多次了。”

这时，曹浩军摊开一张微微发黄的

手绘纸张，上面用黑笔标记着各种符

号。“这是达坂的‘皱纹’，这是风口，这

里是暗冰……”他一边指着手绘图，一

边介绍，我心里服气却闭口不言。

巡逻归队后，我为自己的执拗懊

悔不已。曹浩军看出了我的心思，专

门 走 过 来 安 慰 我 ：“ 胡 杨 千 年 不 死 ，

因 为 根 往 深 里 钻 。 新 排 长 的 根 ，得

先 学 会 往 巡 逻 路 上 的 乱 石 滩 里 钻 ，

钻 得 多 了 ，等 扎 下 根 了 ，就 离‘ 边 防

通’不远啦！”

老班长的一席话，解开了我的“心

结”。都说良药苦口利于病，那一刻我

认识到，新排长到基层任职之初，切不

可心高气傲，错把学历当资本，而是要

扑下身子，和战士们学在一起、干在一

起，才能真正实现能力的提升，拿到带

兵打仗的“资格证”。

担任政治指导员以后，我所带的

连队连续两年被评为“四铁”先进单

位，多人立功、考学、提干，走向更广阔

的舞台。我懂得了更多带兵育人的道

理，同时我也更加坚信：干好任何一项

工作，都要一步一个脚印，步履坚实，

方可奔赴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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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伊始，海军航空大学青岛校

区图书馆内，一场别开生面的课程思政

研讨交流活动正在进行。讲台上，张泰

峰教授以“论使命担当”为题目，汇报了

他的经验做法。

去年，第四届高校教师创新大赛决

赛 现 场 ，张 泰 峰 作 为 军 队 院 校 选 手 参

赛。他从国际局势谈起，结合学情分析

和教学探索，介绍了《舰载机概论》这门

课程的思政创新设计。

答辩最后，张泰峰向“海空卫士”王

伟发出深情呼唤：“呼叫 81192！这里是

辽宁舰，舷号 16；山东舰，舷号 17；福建

舰，舷号 18。甲板均已清空，期盼你早

日返航！”比赛观摩室内，来自全国高校

的教师代表们自发起立，为他鼓掌。

为什么以此结尾？张泰峰解释说：

“因为它反映了人民海军发展壮大的历

史变化。我们让英雄走进课堂，是为了

把思政更好地融入专业。”

最终，张泰峰课程团队取得全场最

高分，荣获一等奖。鲜花和掌声的背后，

是张泰峰扎根讲坛 27 年的探索与积淀。

1998 年，成绩优异的张泰峰从国防

科技大学硕士毕业，一道人生的选择题

摆在他面前。

一边是一线部队伸出的橄榄枝，一

边是奉献三尺讲台默默耕耘。“当年，全

军只有我们班开设了这个专业。”张泰峰

说，他愿意去做一名“教书匠”，为部队接

续培养更多人才。

近年来，校区高度重视课程思政建

设，但如何运用到专业课程教学中始终

是个难点。很多教员反映：“思政资源是

一座富矿，课程嵌入思政内容比较容易，

难在入脑入心”“课堂供给侧与学员需求

侧常常是对接不准、衔接不紧”……

为把《舰载机概论》这堂课讲得精

准、讲出创意、讲成精品，张泰峰主动与

学员沟通交流，针对课程思政中“我讲你

听”的单向灌输、学员参与度不够等问

题，寻找破题之策。在交流中张泰峰越

发觉得，身为海军航空兵的一员，航母舰

载飞行事业发展壮大的历史实践具有深

厚的思政价值。能否抓住学员的心，是

一场考验。

为了备好《舰载机概论》这门课，张

泰峰修改讲稿 28 次，和课程团队进行了

20 余次集体备课，12 轮磨课打造。参加

第四届高校教师创新大赛决赛时，恰逢

军校“毕业季”，张泰峰既要指导研究生

论文答辩，还承担着每天至少 8 学时的

教学任务。

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课程团队仍

坚持逐字逐句打磨课程内容，力求将思

政元素巧妙融入课堂知识。团队成员王

紫潇回忆道：“办公室的灯光经常彻夜长

明，张教授找了一张折叠床，一连半个月

住在办公室里。”

为了让课程思政真正做到“如盐入

水、有味无痕”，张泰峰专门请教政治理

论教研室易春秋教授、李德副教授，结合

学员职业发展路线，设计课程教学计划，

构建起专业课程思政与学员成长成才的

闭环育人体系，进一步提高了“抬头率”

“走心度”。

在专业教员和政治教员的通力合作

下，一门“金课”诞生了。在张泰峰给大

四学员示范授课结束后，学员们情绪高

涨，纷纷表示要为祖国的舰载飞行事业

发展奉献青春。

翻开张泰峰主编的《舰载机概论》教

材扉页，深红的底色上印刻着一段金色的

话语：祖国终将选择那些忠诚于祖国的

人，祖国终将记住那些奉献于祖国的人！

“是这个伟大的时代、这份伟大的事

业给我们为战育人提供了一个宽广的舞

台，我会继续努力，探寻课程思政‘最优

解’。”张泰峰笃定地说。

探寻课程思政“最优解”
■赵 明 韩晓东 唐博特

从“底盘维修”到“战
场抢救”，教研室名称之
变折射育人理念之变

深夜，教员姜峰办公室的灯依然亮

着。他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屏幕，双手

不时在键盘上敲击，只在疲惫时揉揉酸

涩的眼睛，便又继续投入工作。

从陆军装甲兵学院士官学校某系底

盘维修教研室，到调整改革后的战场抢

救教研室，姜峰见证了装甲装备抢救是

如何从一项课目到一门课程、从一门课

程到一个专业、最终进阶为陆军金牌专

业的全过程。

从“底盘维修”到“战场抢救”，教研

室名称之变折射育人理念之变。

时间回溯到 6 年前。那年，时任教

研室主任李亚志受邀参加某部实兵对抗

训练。

训练开始前，导调组在前进道路上

提前设置了“弹坑”。平时，这种障碍对

于战车驾驶员不过是“小菜一碟”。然

而，部队一进驻训练地域，就迎来了几天

的绵绵细雨，原本硬实的路面变成了软

泥层。

战斗打响，一台台战车发出轰鸣，

全速向前驶去。尽管驾驶员加倍小心，

还是有一辆战车陷入了“弹坑”。装甲

抢救车随即抵达，官兵开始了紧锣密鼓

地抢救。

这 时 ，一 个 熟 悉 的 身 影 突 然 出 现

在李亚志面前——他之前教过的一名

学员此刻正在这个连队。这名学员的

后 续 表 现 却 不 尽 如 人 意 ，由 于 救 援 时

间 过 长 ，险 些 让 这 辆 战 车“ 掉 队 ”退 出

战斗。

“对复杂地形观察不够，对恶劣天气

预想不够，方案不科学不严密，结果就出

了状况。”这名学员事后对该环节进行了

复盘。

这一幕被李亚志看在眼里，也引起

了教学团队的集体反思。学员在校期间

训练的是典型条件下的作业，回到部队

后如果遇到“非典型”情况，就会“水土不

服”。

“学员们带着部队的期望来到学校，

如果学到的技能不会灵活运用，回到部

队不能挑起大梁，那就不算合格。”李亚

志说，装备人才培养，仅是懂原理、会维

修是不够的，教研室必须在紧跟战场变

化、满足战场需求的基础上调整教学内

容。

随后的几年里，李亚志带领团队投

入大量精力着手教学改革。战场抢救专

业，是一门对动手实践能力要求极高的

专业。在长期的探索中，教员们逐渐形

成“单装技能+模拟训练+行动任务”的

教学模式。

他们通过构建“任务+场景”教学内

容，创新“技能+行动”组训模式，完善

“模拟+实装”训练条件，突出学员装甲

抢救装备运用能力和维护能力培养，着

力将学员锻造成为战斗员、教练员、班组

指挥员。

在该教研室，教员们最开心的就是

听到学员从部队传回的好消息。

“ 近 3 年 ，我 们 培 养 的 军 士 学 员 在

重 大 任 务 中 表 现 突 出 ，多 人 受 到 表

彰 。 在 国 际 军 事 比 赛 中 ，毕 业 学 员 组

成 的 抢 救 车 组 也 取 得 优 异 成 绩 ，在 世

界舞台上为国争光。”谈及学员们的成

长，姜峰骄傲地说。

教学实践向部队靠
拢，转型足迹向实战贴近

教研室副主任孙光辉，至今仍记得

几年前那个寒冬。

当时，刚成立没两年的教研室“家

底”还很薄，教学使用的实装部组件缺

乏。为实现教学装备与部队同步，快速

配齐教学所需的各型号教学装备、实装

部组件，教研室全员发动，向机关申领器

材、从兄弟单位“借”部件……

在近零下 20 摄氏度的天气里，教员

们顶着寒风，到废旧装备场寻找与部队

装备相匹配的部组件。有的部件太大，

他们就一个个拆开来“化整为零”；有的

部件太重，他们就借来叉车，运到学校仔

细清理后，用于教学。

“天气实在太冷了，大家的手都冻得

僵硬，耳朵也冻得通红。但一想到课堂

上有了直通战场的教具，我们站在讲台

上就多了几分底气。”孙光辉说。

这一幕，只是围绕部队需求开展专

业条件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几年，为使

教学条件最大化对接部队，团队相继开

发了训练模型车、驾驶训练模拟器，建设

6 型训练场地，构设 4 类地形场景和 3 种

战场场景，建成 4 个专业教室和 1 个装备

实习车间。

硬件建设有了起色，教学效果也得

到有效提升，但怎样最大化满足部队多

样任务需求，解决部队在装备抢救训练

过程中的难点、痛点，始终是团队成员思

考的问题。

一次，教员孙权到某部指导抢救课

目训练。

白 天 ，战 士 们 斗 志 昂 扬 ，装 备 展

开、实施拖救、牵引后送等过程一气呵

成 。 到 了 晚 上 ，大 家 的 训 练 进 程 却 有

所放缓。

孙 权 调 查 得 知 ，装 备 抢 救 训 练 通

常需要动用故障装备、拖救装备、人员

保障车辆等大型装备，涉及的装备、人

员 极 为 繁 杂 ，抢 救 作 业 过 程 中 也 可 能

因 指 挥 不 当 或 操 作 不 慎 引 发 事 故 ，这

是夜间抢救训练难以深入开展的主要

原因。

夜 战 是 我 军 的 传 统 优 势 ，也 是 信

息 化 条 件 下 的 主 要 作 战 样 式 之 一 。

孙 权 深 知 ，未 来 战 争 不 会 挑 白 天 黑

夜 ，不 管 条 件 怎 么 变 ，任 务 要 求 不 会

变 ，越 难 的 课 目 越 要 练 好 。 回 到 学 校

后 ，他 找 来 教 研 室 的 军 士 教 员 李 海 涛

一起想办法。

曾在部队工作 20 余年的李海涛，夜

训经验丰富。他们和教研室其他几名教

员一起商量，初步整理出一套夜间抢救

的训练方法，并共同申报了《某型装备夜

间抢救方法研究》课题。

经 过 不 懈 努 力 ，教 员 们 深 入 探 讨

了 夜 间 开 展 装 备 抢 救 的 具 体 方 法 ，研

制 了 一 批 夜 间 抢 救 器 材 ，同 时 围 绕 新

技术新手段在夜间抢救中的应用展开

探 索 验 证 ，有 效 指 导 了 部 队 训 练 和 专

业教学。

类似这样聚焦部队装备保障建设的

课题还有很多：严寒条件下如何开展装

备抢救以使装备最快“回血”？水网稻

田、山岳丛林、冰雪地、沙漠地等地形场

景下如何开展抢救……教员们潜心攻

关，教学实践向部队靠拢，转型足迹向实

战贴近。

越过北国雪原，穿过南国密林，走过

茫茫戈壁，爬过巍巍高原……这些年，战

场抢救教研室教员们的足迹遍及座座营

盘。

5 部军事训练基本教材、多部装备

维修领域标准规范……教员们的研究成

果惠及部队一线。

行走的足迹越远，问题剖析得越深，

该教研室成员对专业的建设方向认识越

清晰，建设标准越严格。

给教学插上科技的
翅膀，是为了学员飞得
更高

专业教室里，一场新老教员的接力

传承正在上演。

金顶云副教授为刚从部队选调进入

教研室任职的军士教员周小桐佩戴好

AR 眼镜，指导他利用半实物模拟器展

开抢救训练。结束模拟训练，他们又来

到新建的教学车间，结合模型车操作进

行现地备课。

“这套半实物模拟训练系统，跟我在

部队开展装备操作训练的场景基本一

致 ，还 可 以 实 时 提 示 我 后 续 的 操 作 步

骤。没想到刚毕业不久，学校就有了这

么大变化。”周小桐感叹道。

5 年 前 ，周 小 桐 在 该 校 接 受 了 3 年

制 装 备 抢 救 专 业 军 士 职 业 教 育 。 当

年 ，班 上 学 员 人 数 较 多 ，装 备 相 对 较

少 。 轮 流 进 行 实 装 操 作 时 ，每 人 训 练

时间不够充足。“这套系统能够让学员

提 前 熟 悉 装 备 操 作 过 程 ，提 升 了 学 习

效 率 ，为 后 期 的 实 装 训 练 打 下 良 好 基

础。”周小桐说。

起初，这套系统开始试用时也有许

多缺陷，效果并不理想。

“战场环境单一，系统中装备的实车

面板模型过度简化，导致模拟与实际出

入较大。”金顶云说。

为此，教学团队联合研发厂家和任

务部队，增添了多种模拟环境。

此 外 ，为 了 充 分 提 升 模 拟 训 练 效

果，团队成员利用去工厂、部队调研时

机，采集实车面板信息，并协调厂家在

系统中嵌入实车操作面板。学员上机

模拟训练，不但能真实感受实装状态、

熟悉操作流程要领，而且还可初步掌握

常见情况的应对办法，增强完成任务的

信心。

为了让周小桐快速适应专业教学环

境，金顶云带他熟悉专业近几年的建设

成果。

教学内容上，教员们根据部队装备

特点和保障任务最新变化，利用信息手

段构建不同任务场景，实现了教学过程

和部队战时装备抢救任务精准对接；实

践训练上，积极融入新的装备抢救抢修

战场技能；教学资源上，自主研发虚拟仿

真训练系统、半实物模拟训练系统、实装

模型车、实景作业沙盘，建成装甲装备抢

救专业网站……

这些用科技助力学员本领生成的教

学手段，不断刷新着周小桐对专业的印

象。

“给教学插上科技的翅膀，是为了

学员飞得更高。”周小桐说。

日前，一场实践教学改革在该校展

开。这支金牌专业教学团队的成员们鼓

足干劲，立足教学岗位，向着新的征程不

断进发。

“金牌专业”的进阶之路
■薛 军 杨绪啟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露赢

教员风采

成 长 顾 问 团

陆军装甲兵学院士官学校学员进行实装操作。 张建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