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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时节，江城武汉，一场带实战背景的综合演

练拉开战幕。来自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作战

保障初级指挥班的学员，在陌生丘陵地域摆开战场，

捉对厮杀，斗智斗勇。

学员们大多来自一线信息通信部队，并担任营

长、科长等职务，对这样的演练并不陌生。

“主攻方向一线作战用户接入困难，原因不明”

“关键节点遭受攻击，信息服务系统大面积瘫

痪”……然而，演练不久学员们就发现，考法变了，考

题也变了，纷至沓来的特情不仅难度系数极高，而且

还交叉在一起，把大家打了个措手不及。不少学员

感叹：“不愧是大赛夺冠课程，这种战场设计让人眼

界大开。”

“精准对接部队需求，有效牵引新质战斗力生

成”——在2020年全国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赛军事

职业组中，学院《联合作战信息通信保障》课程脱颖而

出，得到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并摘得一等奖桂冠。

这场演练，也是这门“金课”的一个关键实践环

节。让学员们“眼界大开”，正是学院坚持课程改革

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复制昨天的经验，打不赢明天的战争。成绩有

‘保鲜期’，一门‘金课’也有‘保鲜期’。”学院领导言

之凿凿，“敢于把自己打碎、让成绩归零，向着部队、

实战和未来贴近再贴近，一门‘金课’方能走出一条

涅槃之路！”

这条路，是军事教育改革的必经之路，更是通往

战场的不二法门。

过去是“金课”，不代

表现在还是“金课”

推开窗户，冷风拂面，成功的喜悦
让学院联合战役战术信息通信教研室
主任周丹陶醉，更让他清醒。

往事历历在目。2019 年底，教研
室副主任林伟廷受邀到空军某部授
课。凭着《联合作战信息通信保障》这
门久负盛名的“金课”，教研室收获的
都是赞誉：在数十年发展历程中，这门
“金课”浸润着近百名专家教授的汗
水，不仅屡获殊荣，而且对部队战斗力
的贡献有口皆碑。

像过去一样，林伟廷自信而从容，
课讲得如行云流水。然而，让他没想
到的是，授课不久，他就感到了不同寻
常的气氛：官兵们的眼神里多了一些
困惑，掌声也不再像过去那么热烈，甚
至还有官兵窃窃私语。

这样的场景，在过去是从来都没
有过。林伟廷感受到了一些异样，他
决定来个“顺藤摸瓜”。
“教员，您讲的课，内容、方法和程

序都堪称完美，但似乎与联合作战的
要求还有一些距离……”一名干部在
角落里小声说。林伟廷心里一惊，他
恳请这名干部留下，共同探讨。
“比如应对智能无人机蜂群作战，

对我们这种新调整组建的单位，安全
防护有什么策略？”林伟廷一时语塞。

林伟廷并非不知道：伴随着国防
和军队改革，部队变化天翻地覆，陆军
占全军总员额比例下降到 50%以下，
“大陆军”体制被打破；与之相对应的
是，战略预警、远海防卫、远程打击、战
略投送、信息支援等新型作战力量得
到充实加强，一个更加充实、合成、多
能、灵活的部队编成正在形成。

教研室的人也并非不知道：当下
联合作战已成高频词，实战化训练如
火如荼。然而，学院的“金课”还在按
部就班，课程内容犹如“高速路上跑牛
车”。

学院教务处参谋平亮的目光，一
次次越过校园的围墙。作为联教联训
的主管参谋，他经常带队赴一线部队
进行课程实践教学，这让他对课程如
何对接部队战斗力有了更多体悟。

那次，学院与陆军某旅联合组建
教学团队，将现职军官学员与营连指
挥员混合编组，嵌入部队开展实兵实
装实训，聚焦作战训练现实重难点问
题，深度交流互动。
“通信信号遭受强电磁干扰，链路

中断”“应用备份链路”“无法避开干
扰”……丛林深处，弥漫着浓浓的硝烟
味。

参训前，平亮在作动员时，专门强
调了此次演训将增设难局险局危局，
挑战技能极限，但不少参训学员显然
“轻敌”了。

被“打痛”的参训学员尽管纷纷用
“蜕变”“脱胎换骨”来形容自己的成
长，平亮却有另一番思考。他感到，随
着部队体制编制调整，信息通信岗位
越来越呈现出业务综合、能力复合的
特点，对院校教育提出了宽口径、厚基
础、精业务的复合化新要求，当前一些
课程的内容设置有点“浅”。这也是不
少教员和学员的感觉。

显然，课程内容与部队训练脱节
了，只是这块“窗帘布”，迟迟没有被挑
开。
“近几年，教研室 30余次深入到联

指机构和军兵种部队调研课程改革方
向，的确听到了很多表扬。”周丹带头
开始反思，“其实也有一些批评意见，
但我们长期生活在光环下，有些选择
性无视了。”
“过去是‘金课’，不代表现在还是

‘金课’。”几天后，学院召开的专题教
学形势分析会上，院长张旭的话掷地
有声，也凝聚起大家的共识：一门“金
课”到底有没有生命力，必须放在新体
制、新职能、新使命下的联合作战大背
景中去考量，用部队战斗力去检验！

“金课”要有“含金

量”，更要有“含战量”

去年元旦刚过，学院迎来一群特
殊“客人”：近 20 名一线部队的领导和
院校专家，对学院的专业课程体系进
行审定，压减与实战贴得不紧的课程。

这群特殊“客人”的到来，绝非一
次例行性学术交流，而是学院进行的
一次自我“刮骨疗毒”。

评审现场点评打分，不留丝毫情
面，“火药味”十足。尽管前几轮答辩
专家提问严苛，周丹也感受到不少压
力，但他仍信心满满：毕竟，这门“金
课”底子厚实，积淀着他们数年的心血
与付出。
“适应联合作战新体制还不够”

“与部队改革转型后的一线岗位对接
还不够精准”……台上，周丹刚介绍
完，一条条颇为刺耳的意见犹如一盆
盆冷水，把他浇了个“透心凉”。
“近乎苛责地点问题，是因为大

家都不愿这块‘金字招牌’蒙尘，哪怕
只是一点点。”某基地一位领导诚恳

地说。
评审会像一根导火索，把不少尘

封的问题都牵了出来。事实上，不只
是《联合作战信息通信保障》这门课，
似乎一夜之间，多门“颇负盛名”的课
程，在深刻检视下，都变得有些“旧”了
或是“浅了”。
“好比开设指挥枢纽，课程只是

说，要在某装备 1 公里远处，为什么是
1公里而不是 2公里？”作为《联合作战
信息通信保障》的主责教授，位东和讲
师赵玉龙就课程设计进行过一次深入
讨论。

为何是 1 不是 2？赵玉龙的答案
是：这应该是综合装备性能和多年实
战演练总结得出的结果，历次修订教
案都是这个数据。
“历来如此就对吗？”位东笑了笑，

对这个回答不置可否。在他看来，一
线教学必须要直通战场，只知其然，而
不知其所以然，就很难真正掌握胜战
之道。“时变法亦变”，他觉得“金课”要
能真正叫得响，就要能“动态、及时”甚
至是“超前”地服务于战斗力建设。

半个月时间，周丹主持教研室开
了 6次碰头会，讨论的重点就是问题背
后的问题，“旧”“浅”这两个字眼被反
复提及，“贴近实战”“适应联合”这两

条标准被重点关注，“‘金课’到底是什
么样子”成为讨论的焦点。
“‘金课’要有‘含金量’，更要有

‘含战量’。”在与优秀教学骨干座谈
时，学院领导抛出了自己的看法，“院
校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更多能打
仗、打胜仗的人才，做到这一点，必须
走基于高等教育的任职教育改革之
路。”
“基于高等教育的任职教育，就是

让高等教育、任职教育优势互补，从
而全面提高学员制胜战场的综合能
力和高级思维。”教务处参谋王睿东
理解。
“是这个路子！”在周丹看来，高等

教育技术特色鲜明，但作战指挥和军
事应用牵引不足；任职教育指挥特色
突出，但原理机理和技术运用支撑不
足，两者融合在一起，方能真正提高课
程的“含金量”和“含战量”。
“大学有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学

院有任职教育的传统优势，基于高等
教育的任职教育，既透着鲜明的时代
气息，也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学
院政委胡继林说。

事实上，基于高等教育的任职教
育改革，已在该学院领导专家层面酝
酿了两个年头，从一开始少数人头脑

里的“小旋风”，已逐步发展为全体教
职员工脑海里的“大风暴”。

从去年 4月开始，学院在全院范围
内发起课程和教材建设的“大会战”，
头脑风暴从思维层面席卷到教学每一
个环节，《联合作战信息通信保障》是
首批重点改革和打造的课程。

对接部队为战育人，

让“金课”叫好又叫座

方向有了，“手术刀”就得实实在在
落下去。“复杂地域环境下，干线节点车
可不可以用其他方式配置？”“不同作战
样式下，能不能启用更‘另类’的保障模
式？”在课程改造过程中，一系列问题成
为教研室人员要强攻的“山头”。
“无线通信战术计算，从技术和建

模角度来讲难度比较大，这么多年都没
试过。”“没试过更要试，可以把大学和
学院这方面专长的博士都请过来，试试
从作战机理上加以论证。”在大学和学
院支持下，这样的超常规举措，一项项
付诸实践。

在学院教学督导组专家曾庆华的

案头，摆放着一本《世界一流大学》。翻
卷的书页、随处可见的标注，折射着这
本书被阅读的次数。
“很多模糊认识被澄清。以指技融

合为例，以前不少人片面认为，就是指
挥人才多学点技术，技术人才多学点指
挥。其实关键在融，在于指挥能力和科
技素质的融会贯通。”教务处处长李锋
锐介绍，学院以前多是按照学科知识逻
辑体系设计教学内容，如今则重构了以
增强联合作战机理、网络体系工程、技
术应用原理、装备战技性能为核心的内
容体系。

曾庆华很大一块工作是去听查
课。最近一段时间，他常常感到热血沸
腾。“变化太大了！”他说，很多课程都基
于作战任务背景，增加了新技术、新方
法教学专题，学员体系运用新装备、新
网系、新业务的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去年 8月，学院秋季学期迎来首批
生长军官融合式培养学员。这批学员
前 3 年在其他学院接受系统深入的本
科教育，在奔赴部队前最后一个学年来
到学院加钢淬火。这批学员成为学院
教学改革的“试验田”。

春播秋收。全国职业院校教学能
力大赛前夕，在学院组织的课程质量检
查中，《联合作战信息通信保障》受到了
学院教学委员会的高度肯定。
“这门课将本科专业所学的技术、

原理和方法，有机融入信息通信装备、
组网和指挥管理教学中，实现了高等教
育与任职教育的全程融合。”专家们这
样评定。
“看到评定结果，我立刻想到一个

词：‘涅槃’。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就是
这门课程走过的路。”林伟廷感慨万千。

底气十足的林伟廷，带着《联合作
战信息通信保障》课程走上了全国职业
院校教学能力大赛的赛场，一路过关斩
将获得一等奖。

去年 12 月 12 日，教研室迎来了更
加激动的一天。大赛闭赛式在湖南省
株洲市举办，林伟廷作为唯一军队代表
上台介绍展示课程情况。

一张张现场照片实时传回，教研
室热闹得像过年。“军事教育与科技教
育、认知能力培养与科学文化培养深
度融合，这样的课一定能大放光彩，培
养出更多胜战人才。”那一天，一直跟
踪这门课程的学院教务处参谋平亮，
在心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对接部队
为战育人，让‘金课’叫好又叫座，重新
焕发出光彩。”

从引以为傲到黯然失色，再到华
丽转身亮相，《联合作战信息通信保
障》这门课程的涅槃之路，正是学院推
动基于高等教育的任职教育改革的一
个缩影。

改革才有出路。自从学院大力推
动基于高等教育的任职教育教学改革，
捷报频频传来。去年，全军认定的 12
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中，该学院占
了 3门；41人次在全国信息化教学大赛
等校级以上教学比赛中获奖；聚力打造
的信息强军论坛等学术活动，在全军创
出了品牌知名度……

春暖花开，又一批部队指挥员圆满
结束学业。一名名满怀期许的学员跑向
教员：“教员，您的讲义能不能让我复印
一些？我们想带回去给更多人学习。”

每当看到这样的画面，周丹无比欣
慰。在他看来，课程大奖不是教育改革
的终点而是起点，相比赢得荣誉，学员喜
欢、部队需要、打仗有用，才是一门“金
课”的真正魅力所在和努力方向。

版式设计：梁 晨

追踪一门“金课”的涅槃之路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张耀广 颜 伟

课程是教育最微观的问题，解决的

却是最关键的问题。课程是教学的主

要载体，是教学建设的基本单元，直接

关系人才培养的质量。

《军队院校教育条例（试行）》中提

出：“军队院校应当优化课程体系”“及

时将新理论、新战法、新训法、新技术、

新装备纳入课程教学”。这一要求充分

说明，形成人才竞争的比较优势，必须

加强以课程和教材为重点的教学体系

建设，让课堂同战场紧密衔接。

优质的课程被冠以“金课”美名，

学员们常用“过瘾”“走心”“享受”等

字眼，形容聆听“金课”的感受。打造

一门“金课”不易，让一门“金课”经久

不衰更难。随着作战样式的变化、前

沿技术的迭代、体制编制的调整，一

些“金课”体系设计不够，课程的教学

目标、内容标准、实施过程等方面呈

现出各种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

也是军事教育领域亟需破除的一种

和平积弊。

不少课程特别是指挥类课程所患

的“内伤”，实质上是关注课程应用性、

专业性、转化率有余，而课程内容的高

阶性、创新性、挑战度不足。前者是任

职教育的主要特点，后者是高等教育的

主要特点。

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

坚持高等教育规律与任职教育规律相

统一，统筹兼顾打赢现代战争和未来

战争对人才能力素质的需求，有利于

把前瞻的科学理念、先进的技术方法、

最新的作战实践融入教育教学之中，

是破解课程建设偏离战场、滞后部队、

落伍时代等矛盾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有

力抓手。

优化人才培养体系，着力解决任

职教育与高等教育同向发力、相互融

合的创新发展问题。必须突出联合

作战人才培养，遵循人才成长规律，

科学构建人才能力素质模型，突出联

合育人、开放育人、全程育人，坚持指

挥与技术相结合、一专与多能相结

合，使人才培养供给侧同未来战场需

求侧精准对接。

建设一流学科专业，专业布局由散

不聚焦、多而不强向精准前瞻设置、集

优特色发展转变。课程内容设置应当

由按学科知识模块、按单一业务手段设

课为主，向学科交叉、业务综合设课为

主转变，教学方法手段由以教为中心向

以学为中心转变，更加注重智能引领、

信息主导、指技结合。

打造晓战善教的教员队伍，加大领

军拔尖人才、青年托举人才培养力度。

应着力系统地梳理教员教学能力、部队

培养需求，做好分类培养、对口培养、精

准培养，发挥比武竞赛的磨刀石和大项

演训任务的驱动器作用，用好用足外部

优质教育力量和资源，提高教员队伍整

体素质，加速培养一批知晓现代战争、

熟悉联合作战的名师。

胜战必先育才。一流课程才能支

撑起一流教育，培育出一流胜战人才。

对接实战，以战领建，找准撬动军校课

程质量提升的“支点”，才能推动课程向

实战聚焦、向部队靠拢。

找准撬动军校课程质量提升的“支点”
■张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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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教联训中，来自基层部队的两名士官学员在认真制作沙盘。 王 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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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8月，国家教育部专门印发通知，提出
各高校要全面梳理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淘汰
“水课”、打造“金课”。这是教育部文件中第一次
使用“金课”这个概念。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
人认为，“金课”具有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
特点。本文借用“金课”这个概念，比喻具有中国
军校特色的优质一流课程建设。

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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