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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顺应军队院校教学改革、推行教育教学创新，电子对抗原理课程探索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提升学员学

习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本文分析了电子对抗原理课程采用混合式教学所面临的困难和混合后所带来

的优势，探索可行的教学设计与教学实践方法。通过对某一典型课例进行设计，将任务牵引式、案例法

教学等教学方法融入电子对抗原理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完成本课程提升任职能力的教学目标的同时，增
加课堂的交互性与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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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omply with the educational reform of military academies and carry out the innovation of educa-
tion and teaching, electronic countermeasure principle explores the blending teaching to enhance 
the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We analyze the difficulties 
and advantages of the blended teaching applying to electronic countermeasure principle, and ex-
plore feasible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teaching practice methods. With the design of a typical le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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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ching methods such as task traction and case method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blending teach-
ing of electronic countermeasures principles, which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teaching objective of 
this course but also increase the interac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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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以来，军队响应习近平主席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深化教学改革的号召，认真学习新时代军

事教育方针，进行教育教学创新[1]。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军队教学模式也向“信息化”和“模块化”

方向转变，“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被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原理类课程的教学中。数字化学习与面对

面授课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能够实现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与教学理念等元素的最优化组合，充分发挥学员

的主观能动性，提升其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2]。 
电子对抗原理作为海军电子对抗军官的专业必修课，是衔接《通信原理》和《雷达原理》等基础理

论课程与《电子对抗情报处理》等岗位任职实践课程的专业背景课，对学员任职能力的培养具有非常重

要的作用[3]。为了更好地提升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结合本课程理论性与实践性都很强的特点，

本文将探究和分析将混合式教学模式应用于电子对抗原理教学的可行性与实践方法，以提高学员的岗位

任职能力。 

2. 电子对抗原理课程的特点 

电子对抗原理主要面向空中战勤类军校学员，其授课对象的学历从高中毕业到大学毕业，学员学习

能力参差不齐，面向不同的教学对象教学重点、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都有所调整。其次，该课程内容重

点在于讲解电子侦察、电子进攻和电子防御等基本对抗原理，涉及雷达、通信、光电等多个领域，每一

领域的知识点互相交叠又各有特点，使课程教学内容设计需要精心编排。正是由于以下几点特殊性，给

该课程的混合式教学设计带来极大挑战。 

2.1. 军校学员课余时间少、思维固化严重 

混合式教学主要分为“线上”和“线下”教学两部分，能够将传统课堂与网络视频的优势相结合，

因此在地方院校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地方院校相比，军校学员的军事训练任务重、自由活动时间少，

对学员的精力、体能消耗大，极大缩短了学员的课余复习学习时间。而电子对抗原理的内容与前序课程

的知识点联系较为密切，给学员掌握该课程的原理类知识点造成困难。近年来，军校采取教育教学改革，

积极与地方院校接轨，对学员的军事化管理逐渐向信息化靠拢，学员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时间接触线上教

学资源。但是由于军校环境相对封闭以及各类软件大数据算法驯化的单一化趋向，使得学员接收到的信

息量越来越少，学员思维固化严重，难以形成发散思维。 

2.2. 电子对抗原理课程原理性强 

电子对抗原理具有概念性强、知识点杂的特点，该课程的教学重点包括电子对抗概念的构建和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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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措施的基本原理学习。对于电子对抗基本概念，需要学员在了解电子对抗基本内容的基础上，结合

所学的基本原理、军事装备，构建完整的电子对抗知识体系，需要学员把握课程的整体性。对于具体对

抗措施的学习，则需要学员在了解雷达、通信等基本工作原理的基础上，掌握每一种措施的对抗手段，

对学员的雷达原理、通信原理等基础课程的掌握情况依赖程度大。传统课堂授课对单一知识点的传授教

学情况较好，对课程的完整性和知识点之间的衔接则需要混合式教学的辅助。 

2.3. 电子对抗原理课程与军事应用联系密切 

电子对抗原理是一门“军味”很浓的课程，学习该课程的学员在今后的工作岗位需要接触到很多新

型军用装备，而在授课过程中单纯的讲解原理性知识，会降低学员的积极性，难以提升学员的任职能力。

因此，在该课程教学内容的设计上，多采用装备与原理相结合的授课方式，结合案例法、对比式教学方

法，原理联系装备、理论联系实际。由于互联网的公开性，使得该课程的很多涉密内容难以使用“雨课

堂”等 APP 进行教员与学员之间的交互，这就给该课程的线上教学带来困难[4]。 

3. 电子对抗原理使用混合式教学的优势 

电子对抗原理所涉及的知识领域广，在针对不同任职导向的学员授课时需要结合装备适当调整教学

内容，因此现有的教学模式改革主要为采用案例法提升教学质量，但仍然使用传统的课堂授课方式传授

知识点。而电子对抗原理传统的课堂授课方式难以调动学员学习的积极性，无法及时把握学员知识点掌

握情况，因此我们正在探索采用混合式教学方法优化教学设计。混合式教学所采取的教学方式是将传统

的课堂授课与网络数字化教学相结合，既充分发挥教师监管教学、启发学员和实时调整教学计划的教学

主导作用，又充分调动学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5]。采用混合式教学法讲解电子对抗原理，可以充分发挥

“线上”和“线下”教学模式的优势，改进现有教学模式的弊端。 

3.1. 学习时间弹性、形式灵活 

1) 本课程内容多、知识点碎，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中，难以使学员形成完整的电子对抗体系。而

混合式教学法可以通过线下教学的方式将部分难以理解的知识点模块化，学员根据自身情况有针对性的

重复学习，可以提高学员的归纳总结能力，有利于构建知识体系；充分利用网上的军事信息，可培养学

员的军事素养，有利于课程的思政建设。 
2) 本课程原理复杂，需要调用许多前序基础课的知识点，但是线上教学资源十分丰富，巧妙利用线

上资源构建本课程的配套学习资料，可极大地提高课堂学习效率。相比于传统的占用课堂授课时间帮助

学员复习基础知识的教学方式，混合式教学模式采用微课、慕课等教学资源，将授课的前序知识点通过

布置课前任务方式碎片化输入学员的知识体系，在课前对相关知识进行回顾补充，将课堂教学时间的侧

重点放在本课程的重点与难点内容剖析上，有效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3.2. 教学过程交互性强 

传统的课堂授课方式教师获取学员反馈情况主要依靠学员精神状态和课堂测验等方式，前者较为主

观、后者消耗时间。对于不涉密的基础原理，可采用“雨课堂”和“青鹿课堂”等线上教学工具进行课

堂交互[6]，通过实时获取学员课堂测验结果，统计学员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既能提高教师获取反馈信

息、实时调整教学模式的效率，又能保持学员注意力的长时间集中，充分调动学员的积极性[7]。而对于

涉密内容，将联系部队部分进行线上线下任务分割，将与学员任职岗位息息相关的军用装备、学员感兴

趣的部队情况等作为课后任务，提高学员的自学能力，丰富学员的知识储备；或构建独立网络，通过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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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分发的方式，牵引学员完成内容学习。 

4. 电子对抗原理课程混合式教学案例 

课程实施阶段，将电子对抗原理的概述性内容(如电子对抗的基本内容等)与原理性内容(如干涉仪的

原理等)进行拆分。概述性课程采用 MindMaster 等软件绘制思维导图，穿插部分设备型号等军事内容的

讲解，帮助学员构造电子对抗知识体系。原理性内容采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提高学员的学习效

率；具体的混合式教学实施过程则需要针对课程内容、教学重点与难点、军事装备的联系程度等进行调

整。接下来以电子侦察较为典型的瞬时测频接收机(IFM)原理讲解为例讲解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实施过

程。该课例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其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设计可拓展至本课程的大部分测频、测向、定位、

干扰等原理教学过程，其所采用的案例式教学、对比式教学等密切联系军事应用的教学方法也可广泛应

用于该课程的其他课例。 

4.1. 课前阶段 

课前准备阶段主要包括构建课程配套资源和发布任务清单两个阶段，课程配套资源是对授课内容的

补充，任务清单则是学员课前需要完成内容的总结。课前任务设置需简单易懂，难点内容利用课堂时间

进行讲解。该阶段学员需完成复习本节课相关知识点和了解本节课教学内容这两个任务，而教师则需要

制定课前学习内容、发布本节课程学习的任务清单。 
1) 构建课程配套资源 
此次授课内容的瞬时测频接收机重点为基本工作原理，难点为接收机性能分析，其所用到的前序知

识包括鉴相器和量化等基本原理[8]。为了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将前序知识的学习视频、参考资料等作为

本次课例的配套教学资源，于课前布置给学员(表 1)。 
 
Table 1. IFM supporting learning resources 
表 1. IFM 配套学习资源 

教学内容 教材 视频资源 学习目的 对应本节课知识点 

鉴相器 《高频数字电路》 《射频电路》9.7 1) 学习鉴相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2) 复习鉴相器的基本工作组成 瞬时测频接收机的基本工作原理 

量化原理 《通信原理》 《通信原理》10.4 量化的基本原理 极性量化器的工作原理 

 
2) 发布任务清单 
为了提高学员学习效率，发布任务清单，使得学员有条理地完成课前准备。课前学习清单主要包括

本课例主要内容、重点和难点、课前复习任务、课程配套资源、课堂任务列表、课堂活动预告等。瞬时

测频接收机的学习任务清单如下(表 2)。 
 
Table 2. List of learning tasks 
表 2. 学习任务清单 

课例名称 瞬时测频接收机 

课前复习任务 

内容 1) 鉴相器的基本工作原理及组成 
2) 均匀量化的基本原理及计算方式 

复习作业 1) 画出鉴相器的工作原理图，并复述其工作原理 
2) 复述量化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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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课堂学习任务 

重点 1) 微波鉴相器和极性量化器的工作原理 
2) 测频技术参数及延迟线选择 

难点 1) 延迟线的选择 
2) 同时到达信号分析 

学习目标 1) 能够复述 IFM 基本工作原理 
2) 对于不同侦察目标能够准确选择技术参数 

课堂传授方式 课堂 PPT 讲授 

课前思考题 
1) 瞬时测频接收机是如何将测频问题转换为测相问题的？瞬时测频接收机与

鉴相器的工作原理有何区别？ 
2) 极性量化器是如何实现数字化快速测相的？ 

4.2. 课程阶段 

瞬时测频接收主要采取教师课堂 PPT 授课的方式，同时利用局域网和相关软件与学员进行交互式学

习，增加学员的课堂注意力和课堂内容接受能力。课程实施阶段采用任务牵引方式，结合引导式、案例

式、对比等教学方法，丰富课堂授课过程(表 3)。 
 
Table 3. Classroom teaching design 
表 3. 课堂阶段教学设计 

课堂实施环节 教学内容设计 教学设计目标 

课例引入 
布置贯穿本课例的总体教学任务： 

“已知某战场环境两台瞬时测频接收机的指标，

该如何选择？” 

采用任务牵引式教学设计，在学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讲解本课例内容。 

展示课前学习成果 

1) 针对学员复习作业的完成情况，酌情重复该知

识点； 
2) 针对学前思考题完成情况，详略得当地总结讲

解瞬时测频接收机的基本工作原理。 

1) 课前复习任务一般较为简单，可以培养学员的成

就感，建立本节课的学习信心； 
2) 通过课前思考题，将与复习材料联系比较密切的

课程教学重点“瞬时测频接收机的工作原理”采用

对比总结的方法讲授，既节约课堂教学时间又保证

教学效果。 

课堂学习 

1) 引导式和案例法教学：将总体教学任务进行拆

分，分别分析鉴相器和极性量化器会影响 IFM 的

哪些指标？ 
2) 对比式教学：将超外差接收机与 IFM 对比，

分析 IFM 的战场应用优势； 
3) 课堂内容的讲授主要为本课例的难点内容，使

用线上教学软件，实时掌握学员学习情况。 

1) 通过密切联系部队的教学设计，培养学员自主解

决问题的能力和发散性思维； 
2) 通过线上交互平台，实时掌握学员的学习情况，

便于调整教学重点，提高学员学习效率。 

探究学习 
采取小组讨论的形式，研究“延迟线的选择对

IFM 的测频精度和测频范围的影响”，这一问题

与课堂学习重点息息相关。 

1) 通过小组讨论加深学员对本课例的难点问题的理

解与掌握，提升学员的分析能力，培养理工科思维； 
2) 根据小组讨论结果调整课堂小结。 

课堂小结与练习 1) 总结本课例基本内容； 
2) 解决贯穿始终的总体教学任务。 培养学员归纳总结能力。 

4.3. 课后阶段 

通过布置课后任务和作业的方式，帮助学员巩固知识点，养成自主学习习惯，提升学员总结反思的

能力(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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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Learning contents after class 
表 4. 课后学习内容 

课后学习任务 完成本课例的微课学习 

课后作业 完成课后题 8 

总结思考 完成本课例在整门课中的思维导图 

5. 结语 

将数字化学习与面对面授课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应用于军队课程电子对抗原理，能够实现教学模式、

教学方法与教学理念等元素的最优化组合，充分发挥学员的主观能动性，提升其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

加强学员课程思政和任职能力的培养。本文综合研究电子对抗原理课程的特点及混合式教学的可行性，

对两者之间的结合做出了尝试与实践，分别从原理类内容与概念类内容进行教学设计，探索结合案例式、

对比式等教学模式提升教学质量的实践方法。从此次实践中，可以看出电子对抗原理课程拥有较多线上

资源，但是由于学习该课程的学员任职指向性强，使得相同的线上资源对于不同的任职学员适用程度不

同。后续研究将考虑构建完整有效的电子对抗原理混合式教学模式，分别聚焦于对现有线上资源中讲解

普遍性的资源进行整合和对适用于具体任职学员的电子对抗原理学习资源进行补充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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