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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之新，在内容更
在理念

几 年 前 ，同 样 是 潜 艇 管 理 与 指 挥

班，两门主干课《潜艇战术》和《潜艇攻

击》结束时，组织学员进行检验性模拟

对抗。

战幕拉开，学员指挥潜艇抵达目标

海域，搜索、发现、机动、攻击，作战流程

一气呵成。两名主讲教员商量，给学员

加点“情况 ”，启动蓝方编队的强势反

击。

顿时，综合导调台的显示大屏上呈

现“多点开花”态势，蓝军兵力从空中、

水面、水下联合展开反潜搜索，红方潜

艇被蓝方声呐锁定，连第一波次反击都

没能扛过。

学员觉得太难：“既要打这个还要

防那个，自己的鱼雷刚打出去，人家的

反潜导弹就打来了。”

当时《潜艇攻击》课程主讲教员朱

伟良也在反思：“课堂上注重学员‘攻’

的能力，也提出了‘防’的要求，却忽视

了‘攻防一体’的综合运用。”

无独有偶。一次，李长军受邀参加

潜艇部队实兵演习，也出现类似情况。

演习中，双方潜艇指挥员都是经过

学院培养的优秀学员，李长军带着“检

验教学效果”的想法观战。红方指挥员

自主搜索、跟踪、占领阵位，都完成得很

漂亮。不料，在蓝方潜艇发现目标后，

红方没能有效组织防御，最终导致“两

败俱伤”的结局。

“组织攻击时考虑防御不够”“防御

时没有积极创造进攻态势”“攻防转换迟

钝”……复盘讨论时，指挥员和专家们你

一言我一语，李长军听了如坐针毡。

那一夜，李长军独自走在码头上，

身边的潜艇出奇地安静。

回到学院，李长军憋屈了好几天，

也思考了好几天。在和系领导的一次

交流中，谈及潜艇管理与指挥班的教学

问题，系领导“爆料”好消息：“学院要重

塑这个班次的课程，核心就是要牢固立

起‘攻防一体’理念。由你牵头，将原有

的 两 门 课 程 合 二 为 一 ，改 名《潜 艇 攻

防》。”

随后，在系里召开的教改会上，李

长军和同事朱伟良双双领受任务，《潜艇

战术》和《潜艇攻击》成为第一批改革对

象。

会后，李长军和朱伟良坐到一起，

20 年辛苦经营起来的“金课”，如今却要

自己“动刀子 ”，他们心里既有几分不

舍，更充满着期待。

“ 潜 艇 指 挥 员 的 培 养 ，根 基 在 院

校。要提高部队实战能力，院校必须敢

于刀口向内，大胆进行改革。”都是二三

十年军龄的老教员，两人都清楚这项改

革的“分量”到底有多重。

赴 一 线 潜 艇 部 队 调 研 、修 订 人 才

培养方案、组建跨专业课程组、梳理分

解课程内容……一名潜艇指挥员听到

他们介绍的改革思路 ，兴奋地说 ：“这

个 思 路 对 头 ，学 校 的 课 程 设 置 就 该 对

标实战！”

与此同时，课程组得到部队“倾囊

相助”，最新的战法成果、情报资料等，

成为新鲜养分注入课堂。

教学之变，看理论更
看应用

李长军至今仍对开课之前那次例

行教学检查记忆犹新。

专家和机关领导来了十多人，他们

都对这门课早有耳闻。不等查看教学

文书，专家抛出的第一个问题就直奔要

害。

“ 一 门 新 课 的 建 设 通 常 需 要 两 三

年，甚至四五年才能成熟。《潜艇攻防》

课程才准备一年，是否具备开课条件？”

李长军冷静回答：“《潜艇攻防》是

新课也不是新课，内容体系是原有课程

的 二 合 一 ，教 学 模 式 更 加 突 出 对 标 实

战。”

专家进一步追问：“二合一的‘合’，

指的是‘合并’吗？”

李长军接着说，“是‘融合’，从理论

到应用的深度融合。原来的两门课都

是学院的‘金课’，我们通过一年建设，

着重突出课程的实战应用环节，力求实

现‘1+1＞2’的效果，让新课既有‘含金

量’，更有‘含战量’。”

新 课 开 讲 。 课 堂 上 ，学 员 们 对 攻

防一体化设计的教学内容感到耳目一

新。来自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的部门

长 冉 进 砚 ，在 机 关 作 战 部 门 代 理 过 副

处长 ，不仅上课认真听讲、踊跃发言 ，

还 专 门 找 到 李 长 军 ，要 走 了 整 套 课 程

资料。

“理论直指未来战争，案例来自练

兵一线，不但听了解渴，带回单位也可

以作为训练教材。”冉进砚说，更让他没

想到的是，随着授课深入，实操环节一

连 串 紧 贴 潜 艇 指 挥 员 岗 位 实 际 的“ 微

课”接连摆在他的面前。

“潜艇向某海域航渡期间，收到不

明声呐脉冲信号。”这是一次推演课上，

冉进砚抽到的题目。他需要以此为基

点 拟 制 攻 防 应 对 方 案 ，包 括 下 什 么 口

令、动什么武器，如何保持隐蔽、走哪个

航向和位于多大深度，等等。

冉进砚拿出自己在作战部门拟制

作战方案的干劲，连夜加班拿出应对方

案。结果出乎所料——经过模拟系统

仿真推演，方案被判“不合理”。

打回，修改。再上，再打回。直到

第 4 个版本，才得以通过仿真验证，定型

进入“预案库”。

那段时间，冉进砚精瘦的脸庞挂着

两个黑眼圈，说：“就像经历了 4 次实兵

演练。”

指导教员李祥珂一语道破如此“折

腾”背后的逻辑：“经过反复验证，这样

的 微 预 案 ，他 们 将 来 可 以 带 回 工 作 岗

位，直接用于备战打仗实践。”

课堂作业直通战场应用，这就是李

长军所说“1+1＞2”的效果。

去年春天，朱伟良到某潜艇部队调

研，一位前年从学院毕业的副艇长得知

后特意赶来，兴高采烈地说：“教员，在

学院做的那个预案，我用上了！”

这名副艇长说的是自己当初的课

堂作业。在学校学习时，他对这一预案

进行了反复研究，没想到回到部队真遇

到了同样情形。那次潜艇实弹射击训

练中，他凭借对预案的深刻理解，处置

得很及时。

“类似的教学案例还有很多。”朱伟

良说，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本身也就是

在设计战争。

课后跟进，出硬件也
出软件

课 程 开 到 第 二 年 ，学 院 党 委 出 台

《关 于 全 面 深 化 实 战 化 教 学 改 革 建 设

的决定》，推动课堂与战场进一步全面

对接。李长军和课程团队很清楚，《潜

艇攻防》虽已先行一步，但实战化教学

改 革 建 设 没 有 终 点 ，他 们 仍 需 不 断 探

索改进。

“如何让模拟仿真精度更高”“如何

加大海洋环境效应的利用率”“如何在

单艇作战模拟中更多嵌入体系对抗背

景”……从实战化教学效果出发，他们

列出一长串建设需求清单，摆到系领导

办公桌上。

去年，学院安排多个系所属教研室

和研究所协同努力，完成对原有某型模

拟训练系统的功能升级，全面适配课程

实践教学所需实战化要素。

“不仅蓝军变得更强了，战场环境

也更加复杂，无论是对教学效果的检验

还是对学员能力的考核，都更加贴近实

战。”李祥珂说，配套训练条件的集成度

高了，这门课的融合深度就更进一层，

最终的教学面貌和外溢效应也得以改

善和放大。

去 年 下 半 年 ，某 潜 艇 部 队 来 学 院

调 研 ，在 了 解 到 这 套 训 练 系 统 功 能 升

级情况后，现场决定组建作战小组，与

学 院 教 员 扮 演 的 蓝 军 进 行 一 场“ 对

攻”。

课 程 组 商 定 ，仍 然 以 混 合 编 队 作

为 蓝 军 基 本 布 局 ，但 从 环 境 上 设 置 了

比 考 核 学 员 时 更 加 复 杂 的 现 场 情

势 。 一 场 没 有 硝 烟 的“ 遭 遇 战 ”在 实

验室打响。

两轮对抗下来，难分伯仲。红方声

呐技师感叹：“从没同时遇到过那么多

目标 。”红方指挥员也连连表示“不适

应”：在对抗中组织远距离攻击，比想象

中要复杂得多。

李长军却认为，面对武器性能高出

一截的蓝军海上编队，红方不但能突防

打得上，打完还成功隐蔽脱离，红方潜

艇赢了，“关键就赢在对攻防一体的有

效把握上”。

“ 遭 遇 战 ”结 束 ，红 方 还 有 额 外 收

获——他们看好了这套模拟训练系统。

双 方 进 一 步 商 量 对 接 后 ，学 院 将

升 级 后 的 模 拟 训 练 系 统 作 为 训 练 装

备 ，按 部 队 需 求 完 成 定 制 后 交 付 部 队

使用。

“从一门课程到一型装备，实战化

教学衍生战斗力建设效益走出了一条

新路径。”学院教务处领导说。

在笔者到课程团队采访期间，朱伟

良接到又一个潜艇部队打来的电话，对

方希望得到他们开发的某评分软件系

统，用于内部比武。

朱伟良欣然答应：“这套评分系统，

开发的思路正是在《潜艇攻防》课程建设

和 教 学 实 践 中 一 点 点 摸 索 、积 累 而 来

的。”

“有硬件也有软件——课程建设成

果不仅让部队受益，也通过训练指导催

生更大范围的受益面。”前年，朱伟良参

与海军机关组织的某训练大纲编修任

务，他凭借自身对部队训练情况的充分

掌握 ，将课程所倡导的“攻防一体 ”理

念，以及探索出的训练考核标准嵌入大

纲内容。

“每次训练都要加‘情况’，每次临

机指挥决策都要对战术背景和攻防态

势进行充分运用。”朱伟良说，从训练大

纲这个“根目录”上强化攻防一体理念，

是课程之外提高潜艇部队核心作战能

力的重要途径。

一门跨专业实战化课程的诞生一门跨专业实战化课程的诞生
■高 密 张一飞 徐梦函

讲台旁，一个轮椅显得有些扎眼；

黑板前，朱雯拄着拐杖费劲地书写板书。

前段时间，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

大学微信公众号里一篇《坚守铸魂育人

初心，擦亮学员青春底色》文章，刷爆了

学院官兵的朋友圈。政治理论教研室

教员朱雯坐轮椅、拄双拐上课的事迹，

触到了大家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去年底，由于脚踝意外扭伤，朱雯

的韧带被重度撕裂，医生“命令”她卧床

休息，否则会留下严重后遗症。

作为《军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课程负责人，为了不耽误课程，朱雯

决定坐着轮椅上讲台。

一 次 下 课 后 ，课 代 表 把 朱 雯 推 进

电梯。刚到一楼，电梯门打开的瞬间，

学 员 们 纷 纷 跑 来 立 在 两 侧 ，护 送 朱 雯

离开。

那一刻，朱雯的眼睛湿润了。她觉

得，学员们的举动，是对一名年轻思政

课教员最真挚的鼓励，更是对一名军中

园丁最热切的鞭策。

2021 级直招军官教育培训班学员

高博，入伍不到半年，也是因为意外受

伤 ，需 要 每 天 坐 着 轮 椅 上 课 。 那 段 时

间，高博的心情特别不好，上课时无精

打采，甚至想退学。

后来，高博看到朱雯每天坐着轮椅

来给他们上课，还总是面带微笑。

带着满脑子问号，高博找“同病相

怜”的朱雯聊天。朱雯说，其实每次阴

雨天她的脚都特别痛，从办公室到教学

楼 的 距 离 成 了 最 远 的 距 离 ，需 要 同 学

“接力”相送才能到教室。曾经她也想

过 放 弃 ，但 每 当 看 到 学 员 们 求 知 的 眼

神，她的心中难以平静。“放弃有一万种

理由，但坚持只需要一个眼神就够了。”

深夜，高博打开日记本，写下一段

话：“看到朱教员的样子，我有什么理由

懈怠？成功的道路上没有捷径，有的只

是在面对困难时多坚持一下。”

朱雯用身体力行让学员明白，每个

人都会遇到困难，遇到困难我们又该如

何面对。

台 灯 下 ，研 究 生 学 员 吴 菁 无 奈 地

叹 了 一 口 气 ，又 一 次 按 下 删 除 键 。 论

文 开 题 的 关 键 阶 段 ，他 脑 子 里 却 是 一

团 乱 麻 ，又 不 好 意 思 打 扰 刚 刚 出 院 的

导 师 朱 雯 。 没 承 想 ，导 师 坐 着 轮 椅 自

己来了。

此后那段时间，每天晚上吴菁都到

朱雯家里，和导师逐字逐句打磨论文提

纲、开题报告。医生让朱雯卧床休息，

她就借了一个床上学习桌，在床上修改

论文提纲。

“ 说 实 话 ，当 时 心 里 很 不 是 滋 味 。

老师的一句话击中了我，‘再疼再累也

不能耽误你们开题 ’。”在朱雯的坚持

下，吴菁的开题报告几易其稿，最终受

到答辩组一致好评。

“对学习军队政治工作专业的我们

来说，朱教员既是老师，也是朋友，更是

榜样。”2020 级研究生学员贾俊鹏说，假

期里她还远程指导我写作，就像一个大

姐姐一样，时刻鼓励着我前行。

“虽然毕业了，但是生活中、工作中遇

到困难，我还是想听听导师的意见。”刚刚

毕业的研究生学员马俊波给朱雯发来信

息，介绍新单位的工作情况。“不管走到哪

里，我们都在导师关注的目光下。”

“对朱雯来讲，课比天大。坐着轮

椅来上课，在她看来只是‘守好自己的

阵地’。但正是这件平凡的小事，在学

员眼中，却是一堂最好的思政课。”教研

室主任杨艳说。

坐 着 轮 椅 来 授 课
■雷 彬 郭 旗

“学院有着 90 年光辉历史，其前

身为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毕

业前最后一次在院史馆解说，随着展

厅的灯缓缓熄灭，我的军校生活也将

落下帷幕。

从“钢铁红军师”师史馆解说员，

到现在的学院史馆解说员，红色精神

与我一路相随。

我的家乡是河北石家庄——“西

柏坡精神”的诞生地。记得小时候，家

里人常会跟孩子们讲“毛主席进京赶

考”“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等红色故事，

我就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中成长起来。

站在地方大学校园里，怀着那份

难以释怀的梦想与渴望，我还是决定

参军入伍。

2015 年中秋节当晚，我胸前戴着

大红花，独自坐上绿皮火车，奔赴大西

北。转头，看着车窗上映出的利落短

发，我会心一笑：这才是青春的模样。

对我来说，当兵是人生的第一次

蜕变，考军校则是深埋在心中的另一

个执念。

“考军校不易，文科生考上军校更

难。”那段时间，我的耳边不乏这样的

声音。由于业务工作和训练任务重，

有些战友担心我会“吃无用苦”“做无

用功”。

那时，我兼任师史馆解说员。每

当站在玻璃展柜前，为战友声情并茂

地讲述革命先辈的故事，我都能感受

到一种力量——所有惊天动地的创

举，背后都是先辈们披荆斩棘、无畏前

行的身影。

我想，不论结果如何，在自己的人

生路上，我都要“勇敢地冲锋一次”。

为了补足文化短板，我每天完成日常

工作后，再晚都要到顶楼学习室坚持

学习。半夜的星空，凌晨的冷风，见证

着一名文科生的“逆袭”。

2018 年，我终于如愿考上军校。

然而，挑战才刚刚开始。入学后第一

次考试，我就挂了“红灯”。我知道，对

于文化底子偏薄的我来说，“冲锋”不

是突击而是常态。于是，我找到任课

教员“开小灶”，向同学“取经”。深夜

学习室的灯，又一次为我点亮……

正确的路上，坚持就是前进。往

后的日子，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都能让

我欣喜不已——3 个月后，我的全部

课目都能达到及格线；半年后，我的专

业课平均 80 多分；后来，我的文化成

绩从全队倒数变成名列前茅。

这段“痛并快乐着”的经历，让我

认识到，以往积累的红色基因涵养着

我的品性，潜移默化中让我养成了勇

于挑战、不断突破的性格。而这，将创

造我人生的多种可能。

啃下文化学习这个“硬骨头”，我

拼尽全力练体能，很快实现了“每一次

体能考核都是满分”的目标。我还广

泛“充电”，选修了演讲、解说、新闻写

作等多门课程。大二那年，我回归“老

本行”，如愿当上院史馆解说员。

时间，是最好的记录者。在一次

次“冲锋”的过程中，意外之喜接踵而

至：“优秀学员”“优秀骨干”“训练标

兵 ”“ 优 秀 共 产 党 员 ”“ 优 秀 志 愿

者”……我的行囊里，荣誉越来越多，

它们见证着我军校 4年的拼搏和汗水。

今年盛夏，梧桐树最茂盛时，我也

将告别 4 年军校生涯。站在这样一个

人生节点，回想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

我不由百感交集。

边疆海岛、大漠戈壁、雪域高原……

在构想自己的未来时，我相信，红色基因

所带给我的精神底色，将继续伴我成长，

助力我未来的每一次新“冲锋”。

红
色
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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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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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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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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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心语

聚焦院校教学改革

礼赞最美军校人

前不久，一场潜艇模拟攻防战在海军潜艇学院打响。来自潜艇管理与指

挥班的学员组成作战小组，按照事先制订的作战方案隐蔽出航，组织攻防行

动。一时间，作战实验室里灯光闪烁，口令声此起彼伏。

参演学员都是一线部队的潜艇部门长，对这样的水下作战演练并不陌

生。然而这次，他们的“对手”非同一般——来自学院 3 个系 5 个教研室的 10

名教员。

“只追求速战速决，忽视了发起攻击后的防御”“为保持隐蔽却没抓住机会

占领攻击阵位”……学员们很快发现，只要己方一出现疏漏，都会被“对手”精准

识别并狠狠咬住，直至被逼到“绝境”。揩了揩额头上沁出的汗珠，学员汤锦感

叹道：“老师‘组团’和我们一比高低，机会难得，必须拼尽全力，就是输了也值！”

这场演练是《潜艇攻防》课程的阶段测试，模拟蓝军的 10 名教员全是这

门课的任课教员。

“输不怕，怕的是输得不痛不痒、不明不白。”对此，课程组牵头人、教授李

长军早有预料，“跨专业组建这门课，为的就是强化学员‘攻防一体’理念，补

齐水下攻防作战的能力弱项”。

“输得值”只为“学为战”。这门新课，走过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改革之路。

学员列队行进。 高 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