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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特别策划

习主席在视察国防大学时强调，多

出一些懂打仗的名师，带出一批会打仗

的高徒。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军

事教育的特点和军事人才成长的普遍

规律，对军队院校建设提出了殷切期

望，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我军打造世界

一流的军事人才队伍提供了根本遵循。

实战锻造名师，名师必晓实战——

这是抢占未来战争制高点、打赢现代战

争的基本原则，也是被中外无数战例反

复证明的一条制胜机理。我军之所以

能够从弱到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

胜利，就是在军事人才的培养中践行了

这条铁律。我们不能忘记，抗大成立之

初，正是因为有一大批有着丰富作战经

验、经过实战检验的战将走上讲台，向

广大学员传战争之道、授实战之技、解

打赢之惑，才培养出了一大批能打仗、

打胜仗的将才，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

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不可否认，在当下军队院校的三尺

讲台上，还缺少有实战经验的教师，很多

教师也缺乏一线带兵的经验，任职经历

较为单一，对部队实战化训练知之不

深。要造就一支有实战经验、深谙指挥

艺术的教师队伍，需要我们打通部队、机

关和院校干部交流的路径，盘活现有的

军事人才资源，通过机制和体制的创新，

鼓励更多的有一线带兵经验、有丰富演

训经历和执行过重大军事行动的人才，

走上军事院校的讲台。

“军官的培养，是最艰巨的战争准

备。”这是刘伯承元帅留给我们的一句箴

言。未来战争需要什么人才就培养什么

人才，什么样的人才能打赢现代战争就

培养什么人才，这是军事人才培养的基

本原则。建设世界一流的军队，人才培

养是百年大计。强军必须强校，强校必

须建强教师队伍，其中的道理和意义没

有谁不懂，关键是抓落实。从带兵干部

到军校教员，不仅仅是职位的变化，还要

做出一定的牺牲和奉献，要有一种淡泊

名利无问西东、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

在教师节到来之际，我们在向广大

教师致以节日问候的同时，也希望有更

多经验丰富的一线带兵人加入到军校

教师的队伍中来，为强军兴军贡献力

量。若有此举，当是用实际行动对教师

致以的最诚挚的礼赞。

实战锻造名师 名师必晓实战
——写在第34个教师节到来之际

■凌川克

锐视角

西山脚下。国防大学。
在联合作战指挥教研室一间不大

的办公室里，坐着一位身材并不伟岸的
教员，他的名字叫范进发。

范进发背后一排密密麻麻装满书
籍的书柜，似一名资深军人胸前的资历
牌，记录着主人在书海讲台上搏击与耕
耘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

其实，在范进发身上，有一圈常人
并不知晓的“耀眼光环”：我军首位博士
舰长，曾先后在我军最先进的 5种型号
的驱逐舰和护卫舰上担任舰长，是全训
合格护卫舰、驱逐舰舰长，先后率舰出
访多国并多次参加我军重大演习，个人
荣立二等功一次，被原四总部评为首届
“全军优秀指挥军官”。

只是，这些“耀眼光环”早已埋没在
浩繁书卷之中，在他的办公室中找不到
任何与之相关的痕迹。

教师节到来之际，我走进了范教员
的办公室，也走进了一名普通军校教员
的内心世界。

理论所提供的典型是给

军人反思用的，它不是要求军

人盲目模仿，而是要他们领会

精神，从中吸取灵感。理论如

果有失误，那是因为理论家往

往没有实战经验。

——福 熙

范进发毫不掩饰他对法国元帅福
熙这句箴言的喜爱，并在他所著的《作
战决策概论》一书中作了重点阐述。

他对这句箴言的喜爱并非是“一
见钟情”，而是在军事实践中的切身
体会。

1998 年 8 月，国防大学博士毕业
后，范进发来到南海舰队某驱逐舰支
队，开始了一名海军指挥官的生涯。

从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本科毕业，
到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合同战术专业
完成硕士学业，再到国防大学作战指
挥专业写就博士论文，范进发走的是
一条从书本到书本的学习升级之路。
放下书本之后，他主动要求到海军一
线作战部队工作，到深蓝大海中接受
实战风浪的洗礼和考验。

十年磨一剑，剑成展锋芒。从一名
莘莘学子到全训合格驱逐舰舰长，范进
发为这个“华丽的转身”用了整整十年时
间。然而，正当他在深蓝大海干得风头
正劲的时候，没想到命运的小船突然又
拐了一个弯：重新回到国防大学。

如果说到一线作战部队工作是一
次“主动”选择，这一次则完全是“被
动”的。时任某驱逐舰支队教练舰舰
长兼副参谋长的范进发，因一个“偶
然”的机会被抽调到国防大学。

从热火朝天的一线部队，来到宁
静的校园当教员，一如当年从军校到
部队工作，开始时的范进发觉得自己
很“不适应”，同时也因这次并非是自
己“主动”的选择，而由“不适应”生出
了几分“不情愿”。
“不适应”不完全是因为一名军校

教员要淡泊名利默默奉献，“不情愿”也
并非来源于要正确对待职务上与同期
部队干部拉开的差距，而是生活工作状
态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驱逐舰的驾驶
室，面对的是星辰大海，在大洋深处与
战机和潜艇进行的是实兵对抗；在三尺
讲台，只能在地图上“排兵布阵”，在黑
板和书本上“纸上谈兵”……

苦恼的范进发，提笔给当时的海军
首长写信，申请重新回到一线部队。提
笔之前，范进发内心深处其实是矛盾
的。作为一名长期在军事斗争准备一
线工作的部队指挥员，他深知“军官的
培养，是最艰巨的战争准备”，而军校是

军事人才培养的源头与根本。只是出
于对一线部队带兵打仗工作的热爱，他
才尝试着提出申请；但如果上级仍然坚
持原来的决定，他在心中默默地对自己
说：“我一定坚决服从命令，在教员岗位
上干出点‘响声’来。”

果不其然，海军首长给他回话了：
你是作为海军优秀的教练舰舰长推荐
给国防大学的。国防大学要培养出懂
实战会打仗的指挥员，迫切需要具有
一线带兵经验、经过重大演训任务磨
炼的教员。

这封回信字数不多，但每一个字都
像铆钉一样，把范进发牢牢地“铆”在了
国防大学教员这一新的岗位上。

要想不断地战胜意外事

件，必须具有两种特性：一是

在这种茫茫的黑暗中仍能发

出内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

智力；二是敢于跟随这种微光

前进的勇气。

——克劳塞维茨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范进发
案头的常备之书。他说，有着“西方兵
圣”之称的克劳塞维茨一生当过俘虏，
更打过胜仗，他的军事理论与他的实战
经历密不可分。
“在黑暗中发现微光的能力和敢

于跟随这线微光前进的勇气，是一名军
事指挥员所应具备的核心素质”——从
实战到理论、再从理论上反向作用于实
战，走上三尺讲台之后的范进发，实实
在在找到了当一名军校教员的快乐。
正是有了在一线部队十多年的带兵经
验，范进发很快赢得了广大学员的喜爱
与认可。在给来自部队一线的指挥员
授课时，范进发很容易和他们找到共同
语言；在与博士生和研究生上课时，大
家觉得他的讲课很接地气。范进发在
课堂上传授来自一线部队的小口诀、顺
口溜儿，常常大受学员欢迎。

一名有着一线带兵经验的“博士舰
长”，要想完成第二次“华丽的转身”，成
为一名合格的军校教员，其实并不是一
件很容易的事情。由于在一线水面舰艇
部队任舰长时间比较长，他对教学中学
术规范的严谨度要求认识有些不足。一
次在与大家讨论演习的想定构设时，是
用“战略指导”还是用“战略指挥”比较
好，范进发就认为纠缠这个意义不大。

下课后，仔细思考一番，范进发发
现这样很不妥。平时只求过得去，马虎
一下不是大问题，到真正打仗的时候很
可能就“过不去”，要吃败仗。要给学员

传授打仗的知识，还要传授给学员严谨
过硬的作风。

2016年的春天，习主席视察国防大
学。习主席在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
引导教员淡泊名利、潜心治学、苦练内
功，多出一些懂打仗的名师，带出一批
会打仗的高徒。这一重要论述，在范进
发的心底掀起了阵阵涟漪。

还在当学生时，范进发就通读了
中外古今许多战例，写下了很多心得
体会。夜深人静之时，范进发打开自
己的博士论文，再一次重温自己曾经
写下的段落：没有实战经验的理论家，
常常会造成不必要的失误。如果一名
军校教员没有一线带兵经验，又如何
能教出会打仗的指挥员？作为一名联
合作战学院的教员来说，要教给学员
作战指挥的知识，更要传授给他们带
兵打仗的能力。

记忆这东西，一声炮响即

自行消失。不要依赖计划或

者任何除本身外别无其他价

值的表格，应当以熟练的判断

力奔赴战场。

——拿破仑

“一个指挥员的判断力如何，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他对所学知识的运用。”

近 8年的教学实践，令范进发对教员这
份职业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

虽然没了在一线部队“冲锋陷阵”
的轰轰烈烈，校园的宁静使范进发有了
更多的时间，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在教学领域，大家常说的一句箴言
是：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得准备一桶
水。对于这句话，范进发也有自己的理
解：知识似水，如果给了学生解不了
“渴”，再多也没用。他还说：古人说“师
者，传道、授业、解惑”，“解惑”的最高境
界是“解渴”。

8载为师，倾心以待，倾囊相授，范
进发努力践行着一名“师者”从“解惑”
到“解渴”的承诺——

论教学成果，范进发先后给高级
领率机关班、联合作战超前参谋培训
班、联合作战教员班上过“联合作战指
挥机构工作”“联合作战实施阶段的指
挥”“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决策研
究”等理论大课，给博士生、硕士生上
过“海军作战指挥研究”“联合指挥机
构建设”“平时司令部工作研究”“非战
争军事行动指挥”“军队指挥理论概
述”等十余门大课，受到学员和研究生
的普遍好评。

数科研成果，范进发也有不少建
树。《海军远海训练检验四大能力初探》
《我国转向陆海并重海域战略纵深研
究》等多篇学术文章在一些核心期刊上
发表后，被人民网、新华网、凤凰网等多

家媒体转载，点击量超过百万。所著
《作战决策概论》一书，还获得 2012年度
国防大学科研成果奖。

范进发在课堂上常引用拿破仑的一
句话：“不要依赖计划或者任何除本身外别
无其他价值的表格，应当以熟练的判断力
奔赴战场。”他暗暗下定决心：绝不能让指
挥员背着“表格”去打仗，知识的魅力在于
运用，在于能转化成部队战斗力；只有做到
这一点，才是一个军校教员最重要的教学
成果，才是可以引以为豪的“奖章”。

最令范进发欣慰的，是自己传授的
知识能被学员们很好地接受，并在军事
实践中得到有效运用。他潜心研究多
年并结合自己在一线部队指挥训练经
验写就《作战决策概论》，很多知识和理
念传授给学员后，被他们带回部队，并
很好地运用到演训中。

至今，常常还有回到部队的指挥员
们通过各种方式，与他探讨具有我军特
色的作战决策理论在实兵对抗和联合演
习中的运用。其中还有一些部队的指
挥员因为体制编制调整，在职责、权力、
决策等方面遇到许多困惑，或是在联合
演习指挥实兵对抗中遇到了一些问
题，只要联系到范进发，他都毫不吝啬
地给予最大的帮助。他觉得，能给部队
一线的指挥员提供一些思考和启发，就
是对国防和军队改革最大的支持。

版式设计：梁 晨

从博士舰长到军校教员
——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教员范进发的心路历程

■本报记者 范江怀

范进发舰长是我下部队后的第二
任舰长，也是兰州舰的第二任舰长，当
时大家都习惯地称他为“博士舰长”。
然而，“博士舰长”和“舰长博士”还是有
着很大区别的，毕竟行军打仗与学术研
究是两个相差甚大的领域，由博士向舰
长的转变需要经历一个艰苦而漫长的
过程。

记忆中范舰长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他的儒将风度，这和当时的很多舰
长有很大不同。海军舰长长时间在海
上生活、工作，舰艇一动，全部神经便
被拉起红色警报，航行安全、“敌情”
威胁无不牵动着舰长的神经。可以这
么说，只要舰艇不靠港，舰长是很难

睡上一个安稳觉的。正是长时间处于
这种无形的压力之中，很多舰长形成
了火爆脾气，特别是在遇到一些紧
急、危急情况时挨舰长一顿剋更是家
常便饭。但是，范舰长与其他舰长不
一样，他良好的修养、温文尔雅的谈
吐，往往更能使水兵们从容应对各种
急难险重的情况。

范舰长在工作中的认真严谨和严
格要求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记得
那年舰艇返厂修理，工厂利用假日组织
舰员到杭州游玩，当时刚巧碰上我妻子
来部队探亲，我陪着妻子兴高采烈地坐
上去杭州的巴士，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
地谈论着关于杭州的美食美景，充满着

美好的期待……可就在大巴刚到杭州
的时候，我却接到了范舰长的电话，电
话里严厉的声音让我顿时呆在了原地，
下车后我无比愧疚地与妻子道别，一个
人直奔长途汽车站搭上了回码头的汽
车。原来，我在标航海图时犯下了一个
错误，有可能会导致后续的航行出现安
全事故。就是这个平时温文尔雅的博
士舰长，用苛刻的命令终止了我的第一
次杭州之行，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无法
释怀，也让我从此养成了严谨细致的航
海作风。

范舰长就是通过无数次这样的细
节，严格要求下属，培养锻炼出了一批
批优秀的海军水面舰艇指挥员。现在，

我也走上了舰长的岗位，一起从兰州舰
走出来的还有另外 7位舰长，有的已经
走上了支队领导岗位。

范舰长在作战和训练上也是一点
都不含糊，在他的推动和参与下，我们
成立了“三情”研究小组、战法研究小
组。搞研究是范舰长的长处，他涉猎的
各种资料多而广，很多是我们以前所没
有接触过的，包括国内外的新技术、新
装备、新作战思想。在他的带领下，我
们专门开展了对外军的军情研究，并据
此研究针对性的作战方法，将之运用到
我们平时的训练和演习之中。有一年，
我舰参加海军组织的海上实兵对抗演
习，第一次在接近实战中摸索出驱护舰
在复杂电磁环境下防空抗导的作战流
程和作战方法。

现在，范舰长虽然已经到国防大学
担任教员，但他严谨的工作作风依然影
响着我们。

一位让我难忘的舰长
■衡水舰实习舰长 周 海

讲述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

治军官教育培训部主任、副教授徐

绿山（曾任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

政治委员）

2007年，我从东部战区海军某

驱逐舰政治委员的岗位调任海军大

连舰艇学院政治理论教员。十余年

来，我牢记教书育人的职责，最大体

会是：唯正己方可育人，唯尽己方能

教书。“其身正不令则行”。当一名教

员，只有不断涵养自己的品行，修养

高尚的师德师风，才能在三尺讲台上

立得住。当一名教员，还必须有“板

凳坐得十年冷”的硬功夫，潜心尽力

做学问，才能在三尺讲台上站得稳，

培养出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

讲述人：海军航空大学航空通

信教研室副主任、讲师张嵩（曾任海

空雄鹰团作训参谋）

我从多年的教学经历中总结

出，课堂教学效果的好坏与学员综合

素质培养关系密切，将一线岗位能力

素质要求、一线工作经历和成长体会

融入课堂教学，不仅有利于提升教学

效果，还有利于学员明白“学什么”

“怎么学”“怎么用”，有利于学员综合

素质培养。与此同时，我深刻认识

到，院校的课程建设与部队战斗力生

成息息相关，只有准确把握战斗力生

成的需求，才能有效克服院校课程建

设“有什么讲什么”的弊端，做到“部

队需要什么就讲什么”，培养出有利

于部队战斗力建设的人才。

讲述人：海军指挥学院战略战役

系主任谢全（曾任某型潜艇航海长）

曾经在共和国首艘某型潜艇上

服役10年，往来“龙宫”无数，经历

过惊心动魄的深海险情、昼夜不分

的深海迷茫，始终坚信深海孤狼才

是制胜奇兵。如今，斗转星移，制胜

机理已非昨日，深海已经不再孤

寂。有幸倚立三尺讲台，谋打赢的

思维触角才有机会随着海军、陆军、

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的壮

大，从深海伸向多维空间。感恩连

接海战场的三尺讲台，为我提供了

俯瞰深海的联合作战视角，谋战研

战的思绪可以遨游在联合作战制胜

的学术深海。感恩铸魂育人的三尺

讲台，给我提供了回望深海的理论

高度，也为我思考、回答胜战之问，

提供了备战打仗的实践深度。

讲述人：海军潜艇学院潜艇操

纵教研室主任、教授刘常波（曾任北

海舰队某潜艇支队某型潜艇部门长）

1980年高中毕业，我有幸考入

军校，穿上了这身挚爱的军装。军

校毕业后，我又被分配到潜艇部

队。从1988年调入学院，至今也已

30年，我还记得第一次站上讲台时，

教室里坐满了朝气蓬勃、青春昂扬

的青年学员。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

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让

我瞬间感受到了沉甸甸的责任。30

年，我从一名基层军事军官转变为

助教，再成长为一名教授、博士生导

师；从一名普通教员成长为一名教

研室主任，职务虽然越来越高，但三

尺讲台始终是我的灵魂，我的生

命。三尺讲台，七尺男儿，春秋交

替，情缘不断。

回望深蓝
感悟讲台

蜜范进发在担任舰长时率舰出海训练。
蜜范进发教员在国防大学为学员授课。

图片由国防大学和某驱逐舰支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