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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军事院校中，实战化教学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信息时代下，提升实

战能力成为战斗力建设的重点工程，军事院校要加大实战化模拟演练力度，基于

军事理论开展实战化教学，提升军事院校实战训练的质量，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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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了落实“能打仗，大胜仗”的指示要求，军事院校应将实战化教学理念引

进教育体系中，提升军事人才的培养质量。军事院校教育改革要向部队看齐，服

务于部队建设。军事理论实战化教学，其以信息时代作为背景，依托信息化战争，

将部队作战训练作为难点问题，以提升学生解决问题能力为教学目标，积极的开

展实战化教学活动，军事理论实战化教学成为军校与部队之间的桥梁，良好的实

战教学效果可以为部队培养高素质的军事人才[1]。

一、树立“教为战”的思想

为了有效开展军事理论实战化教学，首先需要转变思想，树立“教为战”的

思想。也就是说一切的教学活动都是为战争作用，无论是实战化教学活动的出发

点还是立足点，都要放在军事斗争准备上。在军事院校中，基于军事理论开展实

战化教学活动，无论是从教学活动开始，还是到教学活动结束，都必须要按照作

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将军事理论教学融入到不同的作战背景中，积极开展实战

化模拟教学，改变正“教为看，练为考”的纸上谈兵现象[2]。将“能打仗，大胜

仗”的指示要求贯穿军事理论教学全过程，强化学生的忧患意识，帮助学生树立

为战而学的思想。

二、体现“学为用”的要求

（一）精选典型案例

自古以来，有着无数的战争且形成了诸多的战争精神，应将成熟的战争理论

知识运用在军事理论教学中。不断的丰富当前军事教学理论，研究战争的基本规

律及原则。同时，还需要精选战例，要甄别战争案例，选取历史中具有代表性典

型战例，结合信息化战争时代特征和当前军事斗争准备，汲取对军事实战化教学



有价值的信息，并将其融入教学中，积极的开展实战化教学[3]。

（二）紧贴使命任务

在实战化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有所偏重，注重非战争军事行动较多。在和

平年代中，反华势力不断制造恐怖事件，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我国社

会和谐发展，因此，在军事理论教学中，要注重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教学。另外，

还要加强信息对抗、指挥控制等方面教学，培养高端、高素质的军事人才。

（三）着眼于战争发展

在信息时代下，军事理论实战化教学需要立足于信息技术，培养信息化军事

人才，同时还要加大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培养。跟踪军事领域发展动态，汲取最

前沿的军事知识与信息技术，结合军事理论，形成先进的教学内容。基于信息化

战争背景下，要建设信息化军队，突出信息化课程建设，并且其他相应的课程教

学中融入信息化教学内容，潜移默化培养信息化军事人才[4]。另外，在实战化教

学中，充分的融入信息化课程，既可以实现部队信息化建设，也符合未来军事发

展要求。

三、坚持“学为主体”的原则

（一）开展互动式教学

传统军事教学中，教学模式主要为教师讲、学生学模式，这种方式与实战化

教学不符，亟需改变军事教学模式，采取互动式教学方法。从课前的准备、课堂

的精心设计以及课后的总结等，要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调动学生参与实战化教

学活动积极性。同时教师要转变思想，明确自身的职责，运用多种教学方式加强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即问题向导法、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等多种教

学方式，提高军事理论实战化教学效果[5]。另外在实战化教学课堂中，突出学生

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学习内动力，转变学习的思想，从“要我学”转变为“我

要学”，积极与教师沟通，从而实现互动式教学的发展。

（二）落实想定式教学

想定式教学是一种类似于实战的教学活动，其与案例教学法、问题教学法、

讨论教学法等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可以将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融入到假想的情境

中，从而检验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掌握水平。同时，学生通过将理论知识融入假

想情境中，学生模拟解决问题的实际情况，也可以针对某一问题提出多种解决方



案，且从众多的解决方案中选择最优的解决方案，实现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有效

锻炼。

（三）强化实战演练

在军事理论实战化教学中，不仅仅要有军事理论的教学，同时还要有实战演

练教学。通过岗位锻炼的强化教学，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实际能力。而且实战演

练所模拟的情景应向部队看齐，不断地创设符合真实战争的实战演练场景。在军

事理论实战化教学中，要增加野外演练和实际作业的比重，锻炼学生的实际能力，

培养学生的军事素质。军事理论实战演练的场景创设应遵循难局、危局以及险局

等因素，充分的锻炼学生，使得学生可以在一次一次接近实战的演练场景中不断

地提升自身素质与能力。在信息时代中，要学会运用信息技术，利用各种多媒体

技术手段，创设实战演练场景，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手段，构建智能化的

实战演练教学体系。可以运用烟幕、音响等训练保障器材，烘托实战演练气氛，

为实战演练营造逼真尝尽，同时建立形、神具备的蓝军，也就是学生实战演练中

的敌军，增强学生“打仗”意识，激发学生实战演练的热情，提升学生作战训练

的激情。此外，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和计算机仿真技术等等多种信息技术，为学生

营造未来战场的场景，最大限度的缩小实战训练与真实战争之间的距离，促使学

生能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增强学生的心理素质与作战能力。

结束语

军事院校成为高素质军事人才的培养基地，要落实“院校教育向部队靠拢，

部队训练向实战靠拢”的目标，为了适应未来战争需要，应改变军事院校的教学

方式，增加实战化教学。基于军事理论开展实战化教学，可以提升学生军事素养，

同时也可以提高学生作战能力，另外，进一步落实我国“能打仗，打胜仗”的指

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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