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5 军 营 观 察 ２０２５年５月７日 星期三责任编辑/赵倩

特别关注特别关注··聚焦练兵备战新景观聚焦练兵备战新景观

新形势新挑战呼唤
新时代“郭兴福”

作为陆军某旅某连桥梁专业教练

员，二级上士郭瀚元承担着有关重型机

械化桥操作与使用的教学任务。凭借着

多年积累的经验，郭瀚元在架桥教学上

得心应手，曾被评为集团军优秀“四会”

教练员。

谁也没想到，这位优秀的教练员，去

年在教学中碰到了难题。《陆军军事训练

大纲》中增加了某项训练内容后，他突然

感到有些力不从心：“新的操作要求危险

系数较高，是之前从没练习过的。这意

味着一名战士要熟练两套操作流程，并

能保证随时响应命令切换动作，难度非

常大。”

凭 借 着 自 己 的 理 解 ，郭 瀚 元 设 计

了 新 的 人 员 分 工 方 案 ，却 遭 到 大 家 的

质 疑 ：“ 郭 班 长 ，你 安 排 的 这 套 动 作 流

程 实 操 起 来 非 常 困 难 ，感 觉 并 不 合

理。”

教学现场，不少人因为记混了动作

而有些手忙脚乱，训练效果并不理想。

对此，郭瀚元在苦恼的同时也感到十分

困惑：“以前的操作方式快速便捷，并且

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任务。在新的训练内

容上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可效益究竟

如何？”

二级上士徐晓杰也遇到了类似的

困境。

去年初，排爆机器人在某连列装，徐

晓杰被上级任命为教练员。新装备虽然

科技含量高、操作难度大，但大家都觉得

新奇，钻研学习的劲头很足。不久后，他

们迎来了一场实兵演习。

任务一直持续到了夜间。“侦察发

现 遗 留 未 爆 弹 ！”由 于 现 场 环 境 复 杂 ，

指 挥 员 未 采 用 人 工 排 爆 方 式 ，而 是 命

令排爆分队迅速操作排爆机器人前出

处理特情。徐晓杰一时慌了神：“夜间

排 爆 由 于 视 野 范 围 有 限 ，难 度 要 远 远

高 于 日 间 排 爆 ，十 分 考 验 操 作 手 的 技

能水平。”

当时，操作排爆机器人作业并未列

入《陆军军事训练大纲》。一直按照惯性

节奏施训的徐晓杰并没有特意训练队员

的夜间操作能力，此次演习中，分队未能

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任务。

一 场 失 利 浇 灭 了 队 员 们 的 热 情 ，

大家的训练积极性大不如前。遇到教

学瓶颈的徐晓杰开始反思：“究竟是什

么原因导致自己未能穷尽新型装备的

使用场景？此前的教学思路是否需要

改善？”

“不得不承认，面对新装备、新专业、

新内容带来的新要求，绝大多数教练员

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该旅参谋部一名

作训参谋坦言，许多在以往的教学组训

中大展拳脚的教练员们，面临着老方法

与新形势无法“合拍”的挑战。

该旅兄弟单位为“郭兴福教学法”

发 源 地 ，多 年 来 持 续 摸 索 教 学 实 践 新

形式新方法。通过与兄弟单位交流探

讨 ，该 旅 不 断 学 习 思 考 如 何 深 入 挖 掘

“ 郭 兴 福 教 学 法 ”的 时 代 内 涵 ，如 何 进

一步培育和锻造出与时代同行的新型

“郭兴福”。

教 练 员 队 伍 是 否 过 硬 ，关 乎 各 类

专业课目的训练成果和战斗力建设质

效 。“ 单 靠 教 练 员 个 人 的 研 究 摸 索 ，抑

或 上 级 提 供 一 些 临 时 性 解 决 方 案 ，无

法 从 根 本 上 解 决 问 题 。”该 旅 领 导 认

为，“‘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不行的，

破除困境的答案是走开体系化培养的

路子。”

去年，该旅着手在各营建立“教练员

之家”。各营同一专业的教练员在“教练

员之家”讨论交流，完成集中备课，形成

教学方案。各营连主官与专业骨干担任

“教练员之家”的“教练”，对教案中的课

程设计、操作流程等内容进行研讨分析，

指出改进方向，并为一些值得拓展的教

学方案协调资源和技术支持，帮助今天

的“郭兴福”实现教学思维和教学方式的

转型升级。

“头脑风暴”带来教
学思维升级

在 某 营“ 教 练 员 之 家 ”，记 者 看

到 ，郭 瀚 元 与 几 名 同 专 业 的 教 练 员 正

在 针 对 某 重 难 点 课 目 进 行 集 中 备

课 。 在 与 其 他 教 练 员 的 交 流 中 ，郭 瀚

元感到自己固有的思维受到了冲击。

针 对 郭 瀚 元 此 前 碰 到 的 教 学 难

题 ，一 名 教 练 员 提 出 了 自 己 的 看 法 ：

“ 新 大 纲 增 加 的 训 练 内 容 虽 然 难 度 系

数高、耗费时间长，但新的操作流程与

整 体 作 战 行 动 融 合 更 好 ，这 是 一 体 设

计 的 结 果 ，实 质 上 为 作 战 提 供 了 更 多

时间窗口。”

“的确如此，从战场逻辑的角度重新

思考，许多问题便迎刃而解了。之前我

的理解太浅显，操作流程自然设计得不

够合理。”沟通中，郭瀚元意识到自己思

维的局限。

通过深入交流，几名教练员针对新

的训练内容共同设计了教学方案。为

了让大家在训练中不受天气变化干扰，

郭瀚元提出在教学中增加“盲操”等训

练内容。

无独有偶。徐晓杰也在与同专业的

教练员交流中迈开了加速学习的步子。

越交流，徐晓杰越感到一种深深的本领

恐慌：“新的排爆装备虽然不好‘啃’，但

一些教练员已经储备了大量知识和信

息。相比之下，我的知识储备远远不够，

教学方案明显过于单一。”

一位营长道出了集中备课环节的重

要作用：“各个教练员在这里进行观念的

碰撞，完成了教学方案的统一，更关键的

是实现了群体智慧的聚集和教学思维的

升级。”

思维的进阶没有止境。帮助教练员

实现观念升级，集中备课环节只是第一

步。教学方案出炉后，“教练员之家”的

“教练”们还要对其进行研讨分析，进一

步审视校正教练员的教学思维。

针对卫生专业某课目通过设置烟雾

弹来模拟战场环境的惯性操作，一名连

长在研讨中提出：“在你们所构设的战场

环境中，即使遭到炮弹打击，大概率也不

会出现烟雾弥漫的情况。”

“说实话，过于追求训练中的场景感

是我们的一种通病，这看似与‘战’贴得

很紧，实则背道而驰。”卫生专业教练员、

二级上士唐静说。此后，几名卫生专业

教练员聚焦实战情况进一步完善了教学

方案。

一场研讨分析会中，某营葛营长认

为筑城专业某课目的教学方案有些“保

守”，他鼓励各教练员在教学中积极探

索装备性能边界，并分享了自己在训练

中 带 领 官 兵 将 武 器 用 到 极 致 的 故 事 。

这让筑城专业教练员唐连长突然意识

到自己多年来强调的“操作零失误”，反

而让官兵们在使用和研究装备时变得

谨小慎微。

此 后 ，唐 连 长 开 始 重 新 审 视 自 己

的 训 练 模 式 ，带 领 大 家 主 动 跨 越 舒 适

区 ：“ 实 现 人 装 合 一 ，就 是 要 把 人 的 操

作 技 能 练 到 极 限 ，把 装 备 的 作 战 性 能

用到极限。”在一场指挥所开设的连贯

作 业 中 ，唐 连 长 在 恶 劣 环 境 下 带 领 官

兵 提 前 完 成 任 务 ，作 业 效 率 相 较 以 往

明显提升。

“我们发现，教练员的头脑中还存

在与新时代练兵备战形势不相符的思

维 习 惯 ，教 学 过 程 中 容 易 产 生 对 武 器

装 备 钻 研 不 深 、对 训 练 要 求 理 解 不 到

位 、教 学 方 法 不 能 与 时 俱 进 等 问 题 。

为 了 打 赢 明 天 的 战 争 ，今 天 的 教 练 员

必 须 不 断 升 级 教 学 观 念 。”葛 营 长 说 ，

“ 所 有 的 教 学 目 标 都 必 须 指 向 胜 战 。

研 讨 分 析 教 学 方 案 的 过 程 ，也 是 帮 助

教 练 员 培 塑 实 战 思 维 、准 确 把 握 教 学

重心的过程。”

与此同时，“教练员之家”还定期组

织教练员进行前沿业务专题的研究和分

享，让大家持续解读和剖析有关现代化

战争的制胜机理，深刻认识新型作战力

量，建立体系作战理念，以更宽的视野、

更大的格局考量战场态势。

在一场场“头脑风暴”中，越来越多

的教练员开始挣脱思维惯性，走出视野

盲区，走向明天战场。

整合资源为创意火
花赋能

思维不会自动转化为战斗力。该旅

领导认为，除了清除一些教练员头脑中

的沉疴，“教练员之家”还需要抓住教练

员在教学训练中产生的创意火花。

依 托“ 教 练 员 之 家 ”，该 旅 定 期 收

集 各 营 连 教 练 员 的 想 法 或 需 求 ，帮 助

一些教练员将前沿思路真正落地为教

学实践。

上等兵李大征是某连无人机专业教

练员，他希望能将数字化模式引入自己

的教学过程，解决现地教学场景单一的

问题：“现在，我们的模拟训练仅限于较

为基础的飞行动作，如果能够利用大数

据、增强现实等技术增设模拟场景和实

操动作，或许能帮助大家加速完成能力

进阶。”

李大征的想法，受到了“教练员之

家”的关注。需求上报后，旅队派他前往

相关厂家和单位调研学习，并多次指导

他进行有关构想和方案的效费比论证。

如今，深入开展无人机专业数字化教学

的想法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道路专业教练员熊连长一直有升级

模拟操作装备的想法：“现在的设备只能

实现单兵操作，如果能将整个模拟训练

中心的各类设备联通，大家就可以实现

协同训练。”

熊连长向“教练员之家”提报了自

己 的 想 法 。 很 快 ，旅 队 协 调 相 关 厂 家

前 来 调 研 。 沟 通 中 ，厂 家 根 据 熊 连 长

的描述增设了更多贴近实战的作业场

景。“教学方式要一直与时俱进。”下一

步 ，熊 连 长 希 望 联 通 其 他 营 部 的 模 拟

设 备 ，实 现 更 大 编 组 范 围 内 的 联 网 组

训。

该旅教导队一名教员说：“我们还会

与一些院校或其他军兵种单位合作，定

期选派教练员前去学习交流。当教练员

的内生动力被进一步调动，教学实践也

能得到深化拓展。”

除此之外，借助上级的大数据资源，

该旅各个“教练员之家”还建立了“教学资

源库”，涵盖录像、课件、教案、试题等内

容，为教练员的教学实践提供支撑。

“教练员之家”成立以来，该旅新型

“郭兴福”接连涌现，一幅幅崭新的练兵

图景跃入眼帘——

汽艇驾驶专业教练员、二级上士张

吉王与厂家沟通合作，不断改良某新型

驾驶模拟器，官兵戴上 VR 头盔便能立

刻投入沉浸式训练。

伪装专业教练员、一级军士长孙波

联合院校专家研发出某新型装备涂料攻

克训练难题，创新成果获得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

侦察专业教练员王参谋创新组训模

式，通过融合 10 余种战场信息系统，实

现“数据驱动决策、系统赋能指挥”的转

型突破……

“教练员之家”走来新时代“郭兴福”
■冯佳琦 杨茂生 本报特约记者 童祖静

1961 年，一位将军蹲点到连，问了负责

训练的副连长郭兴福 3 个问题：一、在深山

密 林 里 ，刮 着 狂 风 ，下 着 暴 雨 ，既 没 有 地

图 ，又 没 有 指 北 针 和 向 导 ，你 们 连 能 不 能

夜 行 百 里 ？ 二 、在 各 种 距 离 上 ，在 表 尺 规

定 的 射 程 内 ，不 论 出 现 什 么 目 标 ，你 们 连

的 战 士 能 不 能 一 举 枪 就 把 敌 人 消 灭 掉 ？

三 、在 两 百 米 以 内 ，在 猛 烈 的 敌 火 下 ，你 们

连 的 战 士 ，能 不 能 勇 猛 地 冲 上 去 ，用 刺 刀 、

枪托消灭敌人？

这三问，让郭兴福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训

练的问题所在。在上级帮助下，郭兴福结合

积累的打仗经验刻苦钻研，逐渐摸索出“围

绕打仗、把兵练活”的教学训练方法。

如今，作战样式和战争制胜机理不断变

化，对部队打赢能力提出新的更高要求，部

队教练员群体也应该像当年的郭兴福一样

自省思考：教学观念和思维能否与时俱进？

教学模式的探索创新是否深入？新型教学

手段有没有全面掌握？

面对从思维理念到教学实践等方方面

面的挑战，陆军某旅不断探索锻造优秀教练

员群体的方法和路径。依托“教练员之家”，

该旅帮助今天的“郭兴福”顺应新时代练兵

备战形势，加速提升教学组训质效。解析该

旅的具体做法，或许能为其他单位在教练员

培养的探索上提供思路和启发。

当前，战争形态加速演变，科技之

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推动军事训练

向更高层次跃升，锻造一支过硬的新

时代教练员队伍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针对教练员群体与新时代练兵备战未

能完全“合拍”导致教学组训质量效益

不高等问题，陆军某旅建立“教练员之

家”，多维度培养新时代“郭兴福”的做

法，为各级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教练

员队伍提供了借鉴。

教练员队伍如果固守传统教学模

式，像从前那样仅凭着“熟能生巧”学

习基础操作，或者靠着传统思维在体

系作战中单打独斗，必然在未来战场

上吃亏。俗话说，名师出高徒。教练

员在军事训练中担负着教学、组训、示

范等重要任务，在新时代战斗力建设

的坐标系中处于重要位置，很多时候，

他们的水平直接影响着一个课目甚至

一个专业的训练水平。只有培养和锻

造更多新时代的“郭兴福”，打造一支

与新型军事训练体系相匹配的教练员

方阵，才能全面提高部队的训练水平

和打赢能力。

有学者说过：“无论是谁，一旦戴

上思维定式的‘锁链’，思想的田野就

会长满杂草，观念的窗户就会布满灰

尘，灵感的仓库就会遍地发霉；倘若不

砸碎‘看不见的锁链’，就会被变革的

潮流席卷而去。”科技练兵背景下，智

能化、数字化手段正在重塑训练逻辑，

战场中科技含量的提升倒逼训练中教

学理念的进步，打破捆绑住教练员思

维的“锁链”十分必要。恩格斯曾说：

“当技术浪潮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

最需要的是更新、更勇敢的头脑。”教

练员的头脑不断“升级换代”，思维才

能真正成为提升战斗力的倍增器。因

此，一名合格的教练员首先应具备“敢

于突破、善于求变”的创新思维。上级

应常态化帮助教练员了解新型作战样

式和作战理念，助力其研究打仗招法

和制胜机理，提升研训研战水平和信

息化教学能力。比如善用模拟仿真、

虚拟现实等技术构建逼真战场环境，

实现训战精准对接；强化数据思维，通

过分析训练数据动态优化教学过程，

变粗放经验判断为科学分析决策。

思维的锻造只是培养新时代教练员

的第一步，用制度为创新思维和前瞻眼

光赋能、激活教练员的内生动力亦十分

重要。各级应健全系统化、体系化培养

路径，通过交流学习、专项攻关、实践锻

炼等方式，让金点子进一步落地；优化激

励机制，激发创新活力，催生更多聚焦实

战的优秀教学成果；在教练员考核和评

价标准中突出实战导向，鼓励教练员主

动拓展能力边界，创新练兵方法，破解练

兵难题。通过制度保障，既为教练员成

长进步铺路架桥，又为其施展才华提供

舞台，从而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

动局面。

诚然，新时代教练员队伍的培养

并非一蹴而就。只有久久为功，突出

前瞻性、预见性和持续性，才能保证教

练员队伍的长远发展，推动训练质效

实现跨越式提升，为新时代练兵备战

培养更多过硬打仗人才。

锻造新时代教练员队伍刻不容缓
■汤 超

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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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 视 点

上图：陆军某旅

教 练 员 讲 解 排 爆 机

器人相关性能。

右图：官兵进行

舟桥专业模拟训练。

潘光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