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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摘登

必须抵近战场去学
习战争

蓝军大比分获胜！

去年夏天，这样一个消息不胫而走，

从戈壁演训场传回空军指挥学院。

既是对抗，必有胜负。这次对抗结果

之所以振奋人心，是因为蓝军副指挥员是

学院教务处处长黄志永。他们与某基地

指挥参谋人员，共同组成蓝军指挥班子，

率领部队对抗实力不俗的红方部队。

黄志永说，这次胜利，表明院校离战

场更近了一步，也为我们当前阶段的教

学模式改革标定了方向。

院校为战而生，首要知战能战。以

前，有的教员传授知识多从书本到书本、

从理论到理论，在“自循环”的教学模式

里怡然自得。当信息化浪潮席卷而来、

作战样式发生迅猛变化时，不少人却闭

目塞听、不识其变。

瞩望未来空天战场，军队院校教育

要想跟上战争之变，首先要拆掉思想里

的“围墙”，真正到战场上去学习战争。

早在 2008 年，学院就与两支部队建

立了战略协作关系，定期组织开展现地

教学。当时，教员、学员风尘仆仆来到位

于大漠戈壁的空军某试训基地观摩。

在指控大厅，一位老教员看到屏幕

上激烈的空战场面，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半晌说出一句话：“这才是战场啊！”

2018 年，随着教学模式改革的深入

推进，实践教学的内容和范围也得到了

拓展。教员、学员由演训的后台，真正走

向演训活动的中央地带——

学员由原来赴部队观摩，到参与部

队日常值班和空中情况处置，再到嵌入

演习演练全程同步练筹划、练指挥；教员

从原来担任训练评估组、专家组成员，到

成为“高参”和“蓝军司令”，在实战化训

练中检验着作战指挥的理论和本领。

在作战指挥系主任鲍振峰的电脑

里，有一个特殊的文件夹。里面的几个

文档，详细记录着他近几年参加重大演

训活动的情况。

随手点开一个文档，鼠标滚轮数秒才

滑到底。粗略一算，鲍振峰每年都要参加

十数项重大演练。就在接受采访期间，他

还接到邀请电话——某战区组织一项演

习活动，想请他和几位教员前去“助战”。

拆除“围墙”后，在教室也能观大事、

知战事。在该学院，每天正式上课的时

间比大部分院校晚 15 分钟。原来，他们

专门将上级的内参信息接入课堂，每天

上课前，都会组织学员学习，方便他们第

一时间了解国际时事和最新军情动态。

学院教务处参谋辛涛介绍，他们把

部队演训一线的实践成果及时归纳整理

成教学案例，纳入学院的战例库。教员

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调取使用，确保了

案例的含“新”量、含“战”量。

“走近你，才能读懂你”，这句话用在

副教授叶建华身上再合适不过。近 3 年

来，他紧盯联合空中作战指挥急需，深钻

细研指挥控制理论难题，先后参与军委、

战区和空军 12 项重大课题。

演训实践的淬火，使叶建华迅速成

长为教战研战的优秀骨干，被评为空军

军事训练先进个人。

紧跟时代奔跑，才可
能不被抛弃

在空军指挥学院合同战术教研室主任

王金涛的案头，有一本《以学员为主体的研

究式教学实施办法》，题目下方写着：4.0版。

王金涛介绍，从 2018 年至今，研究

式教学实施办法已经经历了 4 次比较大

的调整完善。

版本，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的一个

高频词。

比如，教材版本。现在，每个新期班

开 课 前 ，教 员 都 会 对 教 材 进 行 补 充 完

善。即使是一门老课，有的教员也会花

一两个月时间，调整相关内容。

学院教学督导组组长刘刚说，小步快

跑，加速迭代，既是信息时代的特点，更是

信息时代的需要。现在，战场在变，部队

在变，时代在变，世界在变，而且变得越来

越快、越来越深刻。教育本身是变化发展

最快、最活跃的领域之一。身为教育者更

需要时刻关注、敏锐应对这种变化。

变化，难免会带来阵痛。2018 年，

根据联合作战需要，学院以指挥能力、领

导能力为基本模块，借鉴世界军事强国

研究成果、前沿作战理论和部队战备训

练经验，全面重构课程体系。

不少曾经给学院增光添彩的“精品

课”，因为内容陈旧而抱憾“落幕”；有的新

开课程是之前从未涉猎过的领域，但因为

和作战紧密相关，很快被纳入课程体系。

那段时间，整个办公楼晚上灯火通

明，不少教员办公室里都摆着折叠行军

床，加班赶进度成为常态……

当年，重点班次近 70%的课程都完

成了重构调整！

新开设的《战争理论与实践》这门课，

授课时间只有 14天，但构架体系涵盖军事

哲学、军事历史、空军战略等，囊括了上百

年战争发展史。为了备好这门课，院领导

几次参加集体备课，多次旁听试讲。

军事战略教研室副教授邹轶男是这

门课的负责人。她回忆，备课期间，仅课

程主体框架就经历了 3 轮修改。每次修

改都要搜集大量资料，从数十本书里反

复筛选战例训例。当时，就连去食堂，大

家都是步履匆匆。

身处大变革时代，军队加快从机械化

到信息化复合过渡，智能化初露端倪。明

天，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应对这种变

化，唯一途径就是奔跑。只有努力奔跑，

你才可能不被时代抛弃。”邹轶男说。

着眼未来联合作战，合同战术教研

室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实践。当时，某空

防基地在联合作战指挥体系中遇到了一

系列问题。是再等等，还是先干起来？

他们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后者。

合同战术教研室主任王金涛带领教

员反复研读某部试点成果，主动和空军

机关对接，带着问题赴基地进行深入调

研。他们经过 20 多轮集中攻关和不断

完善，编写形成相关筹划指南。

2019年，学院迎来了空军“军旅级指挥

员轮训班”，合同战术教研室正是这个班的

牵头组训单位。他们以这本指南为支撑，

对作战指挥专题授课内容进行全新设计。

结业前，学员对授课质量给予高度好评。

欲制胜未来，必须勇
于抢占高地

前不久，空军指挥学院师生观看了

一堂对话首任院长刘震的情景党课。

在穿越时空的对话中，老院长刘震

深情回忆道：当初成立学院，一个重要的

目的，就是要把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空

军作战建设实践中零碎的、不成形的经

验，总结归纳提高，形成带有指导性的系

统理论，并用它教育培训我们的学员，更

好地指导推进空军建设和对敌斗争。

自组建之初，这所院校就明确了自

己的使命——抢占空军军事理论的前沿

高地，助推空军战斗力实现螺旋式上升。

实现螺旋式上升，必须大胆突破，打

通从理论到实践的“任督二脉”。教授薛

碧峰记得，当年，他来到高原演训一线，

一眼就看到屏幕上部队为了区隔空间而

标注的红色蓝色线条。

为此，薛碧峰兴奋不已：原来自己关

注的课题，部队也在研究。他形容那一

刻，就像两个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一下子

碰触到了对方。

未来空战，不同军兵种部队都会参

加，如何加强空战场规划至关重要。薛

碧峰打比方说：“空中既没有交警，更没

有指示牌，如果规划不好就容易发生误

击误撞等问题。”

早在 2015 年，薛碧峰就对空战场规

划产生了强烈兴趣。近几年，随着部队

联合训练不断深入，迫切需要建立一套

简 便 易 行 、大 家 都 认 可 的 空 间 管 理 规

则。对此，不少任务部队积极探索，在实

践中总结出一些好做法。

2017 年，薛碧峰随工作组到部队进

行帮带。其中，空战场规划就是他调研的

重点课题。看到部队已经取得实践成果，

本就高原缺氧、心情激动的他愣是一夜未

眠。返回学院后，他抓紧梳理相关成果，

主动向院领导申请，要给大家讲一课。

课讲得很成功，空军机关一些干部

也闻讯前来旁听。显然，他们意识到这

个课题对打仗有多重要。

一位哲人说，现实的世界是你看得

见、摸得着的，本质的世界却是看不见、

摸不着的，这才是真理的世界。

对一所军校而言，一个重要的职能就

是发挥理论优势，将来自演训一线的感知

提炼总结、梳理归纳，使之变成真知。

随后，一个由机关、院校、部队人员

组成的空战场规划课题组成立，薛碧峰

任主要负责人。

五年磨一剑。经过课题组艰难攻关，

2021年 4月，一本关于某空战场规划方法

作战运用的教材问世并下发部队。下一

步，这个应用方法还将在更大范围推广。

供给侧又一次精准地对接了需求

侧。今年 5 月，薛碧峰接到 3 家不同兵种

单位的授课邀请。部队官兵对先进理论

的欢迎程度，令人振奋。

欲制胜未来，必须勇于抢占高地。

这样的视野、胸怀和担当，才是一所军事

院校所应当具备的。

开放的课堂，孕育强
军的种子

2020 年，空军指挥学院派出教学骨

干编入蓝军指挥班子，全程参加某实战

化训练对抗。

担任蓝军副指挥员的黄志永，手握

话筒坐上指挥席位。尽管有些不习惯，

他们还是运筹帷幄，大比分将对手击败。

胜在哪里？黄志永微微一笑，指了

指脑袋：我们比他们会运筹、会计算。

这次获胜，本质上就是“提升学习力

和思维力”的一次胜出。

学习力、思维力与实践对接，并成功

指导实践，是院校想要教育和引导学员

达到的最终目的。

为检验学习效果，一位教授曾抛出

一个问题：“信息化时代，指挥员的位置，

究竟该在地面指挥所，还是应该在空中

指挥所？”

学 员 们 思 考 片 刻 ，纷 纷 给 出 答

案 。 一 位 学 员 说 ：“ 只 要 信 息 网 络 畅

通，在网络任何一个节点上进行指挥，

都没有问题！请看发生在去年的两个

真实战例……”

对这一答案，教授没有评判，而是用

欣赏的目光望向这个学员，就像老农看

着一株破土的嫩苗。

这位教授说，当大多数人用机械化

模型来思考时，有人已经开始用信息化

网络化的大脑去研究问题。这，就是认

知的升级，也是学院推行教育改革之后

收到的效果。

系 统 之 内 是 常 识 ，系 统 之 外 是 见

识。教员、学员在质疑中学习，在研讨中

增智。他们更加注重让这种能力通过战

场淬火，转变为“阅读”战争并打赢战争

的实战能力。

通过改造学习，他们将课堂对接沙

场，能力的边界得到拓展，能力的应用有

了靶向，一个个指挥作战的金点子、新手

段在战场的胎床上孕育而生……

副教授邹轶男认为，真正的高手比拼

到最后一定是拼内功，教学骨干首先要练

成这样的内功，然后才能传授给学员。

政治工作系副主任付土旺说：“能力

培养，好比送给学员一粒种子。在广阔的

实践沃土里，种子总是会发芽的。然后，通

过他们辐射到部队，转化成更多的能量。”

学会运用所学所思，灵活应对未来

战场的不确定性，这就是改造学习并且

开放课堂的重要价值。

空军指挥学院教学楼前，矗立着一

尊雕塑，象征三架战机的钢铁结构伸向

云天。从空中俯瞰，它们又像是一粒种

子绽出新芽。

塑造空军未来的领导者、制胜空天

战场的指挥者、推动空军发展的建设者，

首先要学会在头脑的“风暴”中感知战

争、阅读态势、临机应变，才能更加从容

地走向部队、走向战场、走向未来。

我们相信，千万颗种子一定会从这

里破土而出！

版式设计：梁 晨

● 拆 掉 思 维 的 墙 壁 ，到 战 场 上 去 学 习 战 争
● 抢 占 理 论 前 沿 高 地 ，助 推 战 斗 力 螺 旋 上 升

拆 除 院 校 的“ 围 墙 ”
—空军指挥学院教学模式改革探索与思考（下）

■空军报记者 乔松柏 董 宾

西北干燥的风，吹进野战帐篷。

蓝军指挥员张海峰，全神贯注盯着指挥

工作台前显示战场态势的电子屏幕。

阳光暴晒，加上风沙打磨，他的脸变得有

些粗糙，儒雅之气中平添一股沧桑感。

这是一个特殊的团队：张海峰是空军指

挥学院科研学术处处长，蓝军指挥班子成员

大多来自学院合同战术系。

该 系 主 任 胡 儆 告 诉 记 者 ，这 是 学 院 首

次 牵 头 组 建 蓝 军 ，参 加 空 军 某 实 战 化 品 牌

训练。

在这里，教员与指挥员不着痕迹地完成

了角色转换，战场与课堂也在悄然之间实现

了无缝对接。

如果有一款软件，能够记录下学院教学

模式改革以来教员、学员向战而行的足迹，那

足迹一定是这样的——

东行渤海湾畔实弹靶场，南下军事斗争

准备一线，西进大漠戈壁演训场……自 2018

年以来，以打造“没有围墙的空战学院”为目

标的他们，真正走出了“围墙”。他们的身影，

越来越多地活跃在演训一线。

他 们 脚 步 的 轨 迹 交 汇 重 合 ，通 向 一 个

变幻莫测、难以预料的地方——战场。

到战场练强筋骨

运输机平稳降落在西北某机场

跑道上，停机坪上整齐列阵的各型战

斗机映入眼帘。这种置身战场的感

觉，让我内心有些莫名的激动。

近 几 年 ，学 院 教 员 对 参 加 演 习

演练早就习以为常，我们许多人已

是 演 习 组 织 筹 划 、导 调 评 估 、实 战

化 教 学 的 行 家 里 手 。 但 这 一 次 确

实不同：学院首次与部队融合编组

扮演强敌，从“教练员”“裁判员”变

成了“运动员”，教员的角色身份发

生了根本性变化。

名师必晓于实战，常砺于实战。

只有主动接受实践锻炼，才能让自己

的课更贴近实战。受领参加空军体

系对抗演习任务后，我们十几名教员

以迎战的姿态，发挥专业优势特长，

理解演习方案规则，吃透强敌作战思

想，研究演真扮像问题，创新设计战

术战法，反复推演作战方案，夜以继

日忘我工作。

大家心里有些七上八下。刚刚

走下三尺讲台的我们，能不能与部队

协作配合好？强强联合，能不能达到

1+1>2 的效果？课堂上讲授的理论，

能 不 能 满 足 信 息 化 空 中 作 战 的 需

要？拟制的作战方案，能不能经得起

实战的检验？

一个个问号，最终还需要通过演

习来检验拉直。虽然有些忐忑，但我

们相信，这次能力的淬火，一定能锻

炼出更加过硬的筋骨。

打通理论到实践的“任
督二脉”

前几个演练日的对抗中，由教员参

与指挥的蓝军部队取得压倒性胜利，但

在昨天的对抗中，我们吃了个败仗。

走进复盘室时，我们有些垂头丧

气。转念一想，未来作战，双方比拼

的不仅是作战行动能力，更是双方指

挥 员 对 战 场 态 势 的 感 知 速 度 和 水

平。谁善于在战争中快速学习战争，

谁善于通过总结反思促进认知迭代，

谁才能最终赢得战争。

随即，一场深刻的总结复盘展开

了。态势复盘讲解、各席位检讨发

言，室内的气氛逐渐热烈，查找的问

题越来越深刻尖锐，反思讨论逐渐白

热化。

“空中布势前后脱节、调控不及

时”“敌情预想不充分，对敌主要进攻

方向、打击目标研判不准确”……一

条条真知灼见直击问题要害。

从 实 践 到 理 论 ，再 从 理 论 到 实

践，沿着这个循环链路，我们对空中

作战制胜机理的理解不断升华。走

出复盘室时，我们找到了失利的原

因，也在反思中找到了为战育人和服

务部队战斗力提升的新切入点。

送给学员最好的毕业礼物

一场红蓝模拟指挥对抗演练如

火如荼。前 3 次作战中，由教员和研

究生学员组建的蓝军班子，将扮演红

方指挥班子的合同作战指挥专业学员

打了个措手不及，取得压倒性胜利。

模拟对抗的典型片段，犹如一幕

真实的空天战场，使学员切身感受到

现代空中作战信息主导、体系瘫痪、

快速制胜的重要性。

复盘过程中，个别教员提出：“学

员们即将毕业，咱们后续的对抗是不

是给他们留点余地？”

是的，都是我们教出来的学员，

他们打得不好，我们面子上也不好

看。但作为教员，我们的使命是培养

能打胜仗的新型军事指挥人才。战

场上，强敌对手狡诈凶残，会给我们

留面子吗？

教为战、练为战，演习场连着课

堂、课堂对接战场，打赢明天的战争

才是根本目的。眼前的失利，正是送

给学员最好的毕业礼物。

想通这一点，后续演练中，教员

们仍旧没有手下留情。每次蓝军复

盘结束后，教员们又赶到红方指挥

所，耐心地为学员们讲解蓝军的作战

思想、行动设计，分析红方作战的优

缺点……

“下一仗，希望你们能赢！”一位

教员对学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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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智慧的大脑，才能打赢未来战争。 杨 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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