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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周末，打开笔记本电脑，我继

续追《青春集结号》。看着这部带着青

春气息的军旅电视剧，我仿佛自己置

身其中。剧中学员们藏手机的剧情，

让我的思绪又回到去年刚入校园的那

段时光。

初入军校，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

想着这里将会是我 4 年生活的地方，

雄心壮志一下涌上心头。然而新训

时，一道“收手机”的命令直接给我的

热情泼了盆凉水。

刷 抖 音 、打 游 戏 、看 小 说 …… 入

校前，我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平时“机

不 离 手 ”，是 名 副 其 实 的“ 低 头 族 ”。

突然间没有了手机，我感觉有情绪无

法 倾 诉 ，有 困 惑 无 人 解 答 。 那 段 日

子，放下成为生活一部分的手机，我

浑身不适。

随着时间推移，每天紧张的训练

和充实的作息安排，让我没有更多精

力怀念刷手机的岁月。走出“一人一

机”的世界，我发现自己对身边很多事

物的感知都在慢慢发生改变。

告别“低头族”，拥抱新成长。新

训生活以一段 7 天 230 公里行程的野

营拉练结束。拉练中，我们背着背囊

和携行装具在泥泞的道路上跋涉。拉

练第 2 天，看到身后的战友体力不支，

我让他拉着我的腰带一起前行。

脚步越来越重，汗水浸透军装，但

我们都昂首挺胸，因为我们知道，只有

紧跟前面的战友才不会掉队。

“低头族”更需要抬头望路。现

在的我已摆脱了手机的束缚。回望

那 段 难 熬 的 时 光 ，我 也 明 白 了 学 校

“收手机”的用意——不仅让我们以

充沛的精力投入学习训练，还让我们

懂得年轻人的世界应该在火热的实

践中成长。

现在，我积极参加各类课外活动，

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新战友，有了

更多不一样的收获和体验。

现实足够精彩，我们不应埋头生

活在虚拟彼岸。让我们抬起头看着

前方，欣赏沿路的精彩，挺直前进的

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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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本期《校媒联盟》的主题

词是——答案。

为什么来军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

答案。

为锻炼身体，为体验生活，为报效国

家，为兑现一个承诺，为圆儿时的梦想，为

拥有不一样的青春……问题的答案并不

唯一，也不会唯一。

当你满怀憧憬踏进军校校门，当你

头顶烈日感受汗水划过脸颊，当你抚摸

嵌上八一军徽的大檐帽，当你一鼓作气

跨越 400 米障碍，当你面向国旗敬上一

个庄严的军礼……你也许会把心中已有

的答案抹掉重写。

携笔从戎，胸怀担当。今天，我们

向大家推荐来自武警警官学院的微媒

推文——你为什么来军校？我们也期

待着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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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

如 是 。”优 质 课 堂 的 评 判 标 准 是 怎 样

的？面对提问，陆军工程大学教员徐伟

光如此回答。

前 不 久 ，在 面 向 全 军 院 校 教 员 的

“智慧教学”直播现场，徐伟光将学员分

为 AB 两组，组织两个小组开展攻防博

弈，引导学员形成最佳方案。

课堂气氛在双方的交锋中持续升

温。课毕，掌声四起。徐伟光说，他终

于听到了梦想照进现实的声音。

去年 6 月，学校的智慧教室建成，

徐伟光被委派承担探索“智慧教学”的

任务。

为此，徐伟光专门参加了培训班，

学习优秀教师经验做法，从深度和广度

上 钻 研 专 业 知 识 ，力 求 在 理 论 上 更 深

入、在实践上更求实。

智慧教室、翻转课堂、小组对抗式

研 讨 …… 一 次 次 尝 试 ，徐 伟 光 原 以 为

能达成学员掌握深层次知识和高阶能

力 的 目 标 ，却 没 想 到 糅 合 了 先 进 教 育

理念和智慧教学手段的课程并不尽如

人意。

那些天，徐伟光几乎不去食堂，三

餐 都 是 在 教 室 随 便 对 付 两 口 ，只 为 争

分夺秒改进。

学员高璟见证了课程一遍遍推倒

重来的过程：“徐教员常常是上午刚试

讲完，下午又是全新的一版。”

“各种设计融合得很生硬，智慧教

学的味道不浓。”不料总结会上，专家组

的话又让徐伟光的心“凉了半截”，开会

时收到母亲骨折的消息让他一度产生

了放弃的念头。

一面是看似走不通的“死胡同”，徐

伟光不忍再辜负一直陪自己付出的学

员和领导；一面是博士毕业后选择从教

的理念——好教书、教好书。徐伟光不

甘心就这样退缩。

“探索‘教好书’的过程本非易事，

就像是蒙着眼在黑夜里前行，碰壁是家

常便饭。”做通了自己的思想工作，徐伟

光大胆更换授课内容。

不破不立。徐伟光给新授课内容

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拯救行

动。言外之意，拯救自己的“梦想”，打

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为破除生硬的观感，避开“演”的味

道，徐伟光索性在没有脚本的情况下把

新课程走了一遍。“教员反复听了好多

遍录音。”学员肖楠说。

终于，徐伟光在专家和学员的认可

中跨过了“智慧教学”的“门槛”。

时 光 回 溯 到 8 年 前 ，徐 伟 光 第 一

次 走 上 讲 台 。 当 时 他 的 授 课 方 式 还

是 自 己 在 台 上 讲 、学 员 在 台 下 听 。

如 今 ，学 员 从 被 动 吸 收 知 识 到 主 动 输

出，教员从讲授者“退居”为组织者和

引 导 者 。 在 体 系 化 课 程 改 造 和 智 慧

教 学 的 探 索 中 ，徐 伟 光 发 现 ，时 代 已

然 把 教 员 们 推 到 了 教 学 改 革 的 浪 尖

上。

教学中的失败经历告诉徐伟光，教

好一门课程需要从钻研开始，“要给学

生一杯水，老师要先有一桶水”。

这 段 时 间 ，徐 伟 光 又 有 了 新 的 问

题：院校教学与部队需求脱节的问题该

怎么解决？是否所有的课程都适合对

抗式研讨方法？

跨过智慧教学的“门槛”，徐伟光感

慨，迷人的教学世界仍有未知的迷雾等

待自己去探索。

“智慧教学”的探路者
■谢成斌 朱泓博

教员风采

教学改革进行时

同步体验一次飞天
之旅

“点火！”口令发出，巨大的轰鸣

声响起。4 月 27 日 11 时 20 分，搭载 9

颗 卫 星 的 长 征 六 号 运 载 火 箭 拔 地 而

起，直上云天。

同一时刻，在数百公里外的航天

工程大学，6 名学员正实时播报火箭在

空 中 的 状 态 。 他 们 目 前 所 做 的 工 作 ，

对应着前方发射中心现场的相应技术

员岗位。

“目标跟踪正常！”

“测控站信号接收正常！”

……

学术厅内，台上学员清晰的报告

声接连传来。

他们身后，是 3 块大屏幕。右侧屏

幕直播发射场地实景，左侧屏幕显示

卫星测控数据，中间屏幕用来播放两

位专家教授讲解专业知识所需的课件。

这堂“宇航与测运控技术”实践公

开课面向该校 600 余名师生。严肃紧张

的气氛，加上真实的任务背景，全场人

员仿佛置身发射中心指挥大厅一般。

火箭持续升空，屏幕上各项数据

时刻变化。6 名学员密切配合，按照前

期模拟演练有序操作。此前，他们做

了 大 量 准 备 ， 卫 星 入 轨 前 火 箭 发 射 、

跟踪监视、星箭分离等工作流程早已

烂熟于心。

此时，一个“意外”的发生，让

大家更深刻理解了什么叫“实战”。

学员滕飞位于测站控制岗位，他

的一句“没有收到信号”，令在场所有

人心头一紧。

按照原定计划，滕飞应在预定时

间接收到测控站传来的火箭信号。但

在当天实际发射任务中，信号接收时

间稍有延迟。面对教授的提问，滕飞

沉着冷静地汇报了情况。

等 待 数 秒 后 ， 滕 飞 监 测 到 信 号 。

随即，大厅响起他清晰的播报声。

“当时我先是惊讶，但很快做出了

判断。如果不是这次公开课，在以往

的模拟训练中，我们很难有这种实战

的心理体验。”课后，滕飞兴奋地说。

这一基于现实情况的临机反应，也受

到了在场专家、宇航科学与技术系主

任聂万胜教授的赞扬。

此次公开课，滕飞担任测站控制

岗 位 1 号 席 位 。 他 和 其 他 5 名 同 学 一

起，负责多个站点的接力测控调度与

控 制 ， 实 时 汇 报 测 控 站 的 天 线 跟 踪 、

信号接收、数据接收等情况。

“作为 1 号播报员，我的压力肯定

大，但感受更多的是幸运。”滕飞说，

当他在课后收到关于“一箭九星”任

务圆满成功的各种推送，他有了不同

于 以 往 的 喜 悦 和 自 豪 ——“ 这 一 次 ，

自己也参与其中。”

台上学员根据火箭运行轨迹接力

播报，台下观众也收获了一个又一个

“知识点”。

“现在有 3 颗卫星分离入轨了，它

们是什么卫星？有什么作用呢？”主持

人适时提问。

“目前分离的 3 颗卫星分别是一颗

合成孔径雷达遥感卫星和两颗光学遥

感卫星，它们即将进入太阳同步轨道

运行……”马宏教授细致地向在场师

生进行讲解。

直观的视听体验，结合教授的深

入讲解，现场师生对发射测控任务有

了全面立体的认知。初次体验如此特

别的课堂，学员们说：“以前看电视直

播会很激动，但是这堂课让我们对任

务深层的知识原理有了更多思考。”

这堂极具感染力的公开课，随着

第 一 阶 段 测 控 任 务 的 结 束 进 入 尾 声 。

掌声响起，大屏幕上仍播放着此刻箭

星运行的演示动画。

置身于这样的场景中，每个人都

感到心潮澎湃。刚刚参与测控任务的

学员薛乃阳说：“仿佛自己正遨游在宇

宙深空，伸出手就能摸到那一颗颗未

知星球。”

踏 上 创 新 教 学 的
“大平台”

航天任务中，一枚火箭的发射起

飞 时 间 是 “T0”。 在 “T0” 到 来 之

前，航天人要为此付出许多时间。

同 样 ， 对 于 一 门 成 功 的 公 开 课 ，

也只有经过了艰辛的探索和努力，才

能迎来正式授课的“T0”时刻。

“这次公开课的教学设计，我们教

研室准备了 2 个月；但公开课背后所依

托的平台建设，学校准备了 2 年多。”

作为这堂课的设计者和指导教员，测

运控大平台的负责人丁丹介绍起公开

课最初的由来——

2018 年，整个大学只有少量测控

设 备 ， 而 且 没 有 在 轨 卫 星 测 控 权 限 ，

学员们的训练更多依靠模拟操作。

一 天 ， 有 一 名 学 员 和 丁 丹 聊 天 。

“教员，在单项设备上进行模拟操作，

很难让我们联想到真正发射测控时的

情形，我们对所要承担任务也缺乏全

面认识。”从那一刻起，丁丹就有了用

真实卫星、真实测控站，在实际任务

牵引下训练学员的想法。

在学校领导的支持和推动下，丁

丹和教研室同事们开始走访全国多家

单位，提出整合资源、建设测运控大

平台的倡议。

2020 年底，该大学牵头与航天科

技院等多家单位合作，成立测运控应

用中心系统，为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

提供综合集成环境。

“大平台”有效整合了 30 余个测控

站、30 余颗在轨卫星。在课堂上，学

员们一次次利用该平台完成多次卫星

测运控训练任务，积累了不少经验。

今年，是航天任务密集开展的关

键之年。结合“多目标测控”热点问

题 ， 学 校 选 择 “ 一 箭 九 星 ” 发 射 任

务 ， 开 展 这 堂 “ 宇 航 与 测 运 控 技 术 ”

实践公开课。

公开课上，承担任务的学员手中

所持的 PAD，以及大屏幕上显示的系

统，都是由学校和地方单位共同研究

开发的。“由于大平台采用‘云+网+

端’的体系架构，我们用 PAD 或手机

APP 就能实现操作。”担任中心调度岗

位的学员薛乃阳说。

公开课的成功开展，既是学校将

重 要 航 天 活 动 引 入 课 堂 的 有 益 探 索 ，

也是他们踏上创新教学“大平台”的

关键一步。

牵起连接课堂和梦
想的“风筝线”

公开课过后 2 天，4 月 29 日，中国

航天人将“天和”核心舱送入太空。

那天，滕飞依然在屏幕前守着直

播。和以往不同的是，经过公开课上

的任务历练，他格外留意测站控制岗

位上技术员的工作状态。

随着火箭升空，播报声不时从滕

飞的手机里传来。对比 2 天前自己的表

现，他深知技术员们看似简单的口令

背后所承受的压力和付出。

“真正体验后，我发现自己和前方

的技术员相比，在报口令的时机和清晰

度方面还有需要提升的地方。”滕飞说。

小时候，航天博物馆是滕飞最喜欢

去的地方。当他第一次走近巨大的火箭

模型时，震撼的感觉向大脑袭来。头顶

闪着银色光芒的卫星模型，在深邃的宇

宙背景上散发着迷人的吸引力。

从此，滕飞对宇宙和航天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经常翻看此类杂志，参

观一些探索未知领域的展览。

进入航天工程大学就读后，滕飞感

觉自己离梦想从未如此之近。现在，滕

飞是一名博士学员，攻读测控工程专

业。不久的将来，他也许就会和前方航

天发射中心的技术员们一样，见证我国

航天事业一次又一次腾飞。

通过公开课，滕飞对任务执行中

的细节有了更敏锐的感知。如今，他

会主动探求岗位上的知识，寻找自身

与岗位的差距。

和滕飞一样，现场的 600 余名师生

同样从公开课中汲取了能量。

“发射过程中的一些数据，对于后

续论文研究和信号的处理分析更加方

便。扩展的数据种类和数量，为研究

提供了基础。”学员李超研究的方向是

航 天 测 控 系 统 技 术 ， 听 完 这 次 公 开

课，他找到了论文研究的突破口。

“扬帆起航 逐梦九天”。这是今

年 4 月 24 日我国第 6 个航天日主题。一

次次飞天任务，刷新着探索太空的中

国高度。这堂公开课选在我国航天任

务密集开展的阶段，令所有参与者倍

感骄傲和自豪。

有一句话，被众多航天人所熟悉——

“ 如 果 航 天 器 是 风 筝 ， 测 控 就 是 风 筝

线，牢牢地攥在航天测控人手中。”

对于在此次公开课中参与测站控

制任务的学员们来说，置身于浩瀚航

天事业蓝图中，梦想也如同高悬深空

的风筝。他们在学校不断求索，在课

堂和梦想之间牵起一条连接线，完成

当下对未来的观测。

牢牢抓住这条“风筝线”，梦想将

触手可及。

“ 围 观 ”一 堂 公 开 课
■董力源 本报记者 卫雨檬 通讯员 陈淑文

“请看大屏幕，长征六号火箭已经就位。”航
天工程大学学术厅讲台上，电子与光学工程系主
任马宏手指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传来的现场画面，
向大家介绍。

讲台另一侧，6名学员神情专注，紧盯各自
面前的设备。他们使用的操作系统中，正显示着
此刻“一箭九星”发射任务的测控数据。

台下，600 余名师生端坐静听。他们的目
光，关注着即将开始的发射；他们的思维，也随着
任务环节的推进层层深入。

这是航天工程大学结合重大任务开展的首
次实践公开课。

基于该校建立的测运控大平台中心系统，6
名学员将与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的工作人员同

步，实时播报箭星状态。一旁，聂万胜和马宏两
位专家教授，将在任务过程中适时进行航天科
普教学。

“各位同学，火箭很快就要点火升空了，让我
们拭目以待。”主持人话毕，台下师生坐直了身体，
目光一齐聚焦在屏幕中的长征六号运载火箭上。

倒计时读秒，“正课”开始！

上图：学 员 李 超 在 现 场 提

问。

右图：教员丁丹指导学员用

便携测控终端开展测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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