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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当前指挥信息系统工程实践系列课程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考虑采用课题导向的课程体系设计、项目

式实验设计、混合式教学等方法，开展面向问题的课程整体性设计、面向项目式设计的指挥信息系统实

验平台建设、多维度指挥信息系统教学资源拓展、多环路指挥信息系统课程思政建设等方面研究。通过

这研究，可以提高指挥信息系统工程实践课程建设质量，为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指挥信息系

统相关的人才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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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faced by extant C4ISR system engineering practice course, 
considering the methods of subject-oriented course design, project-based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blended teaching, the problem-oriented course overall design, project-oriented C4ISR plat-
form design, expans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of multi-dimensional C4ISR system, and the ideolog-
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multi-loop C4ISR system courses are proposed. Through the re-
search,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the C4ISR system engineering practice course can be improved, 
and the foundation for cultivating the C4ISR system related talents with practical and compre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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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ve quality can be l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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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以信息系统为核心的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计算、云计算、网络信息体系正在极大地改

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军事对抗能力，急需适应新理论、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和新战争的人

才队伍，信息系统人才需求更是重中之重。教育部提出新工科的概念，指出围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和新模式创新发展的需求，培养具有“适应性强、创新程度高、融合程度深”等特点的新型人才。新

技术核心支撑的信息系统领域人才培养迫切需要进行教学改革与建设。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实践》课程面向指挥信息系统等大型复杂信息系统设计与分析问题，着眼培

养晓于实战、精于设计的联合保障人才，是指挥信息系统工程专业的重要课程，是衔接理论教育与首

次任职教育的关键课程[1] [2] [3]。学校教学改革课题将该课程作为金课建设内容。将《指挥信息系统

工程实践》课程建设成为一流课程不仅是课程负责团队的职责，也是方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主要任务。

当前，该课程虽然处于重塑重建期，根据前期的课程授课经验，目前该课程存在内容较分散、案例不

充足、平台故障较多等问题，影响课程建设与应用，急需要从一流课程建设的角度重新思考课程建设

问题。 
先有一流问题，再有一流课程。对于指挥信息系统工程实践这种课程尤为如此。面对系统认识与设

计匮乏的本科生而言，如何将课程内容映射成学生易懂的知识体系，固化为学生应用的实践本领，需要

重塑课程的问题体系，并附之以先进的教学资源与平台，加强课程思政与反馈，不断在问题与交互中寻

找解决方案。 
面向金课建设的指挥信息系统工程教学改革研究可以更加凝聚指挥信息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内容，

梳理课程体系，加强指挥信息系统工程实践课程思政，为专业人才的培养、以及联合保障人才的培养提

供支撑，为探索指挥信息系统工程方面人才体系能力培养的方法、途径等提供理论依据与现实指导。 

2.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实践教学现状 

对标相关课程，国内大学方面，北京交通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开设的《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北京

大学开设的《软件工程》、东北大学开设的《软件需求分析与设计》等课程，均是以理论讲授为主，存

在较少知识点穿插了实践教学，并没有涉及整个信息系统的分析设计实践。 
研究文献方面，关于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毕玉[4]研究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

模式，指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在教育过程中忽视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存在重理论轻实践、和

“产、学、研”脱节的问题，并提出了需要进一步完善课程设计，丰富教学模式，加强校企合作的方式，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张笑楠[5]分析了信息系统管理专业的创新实践能力的内涵和组成，分析了创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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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能力包括理论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三种，其中实践能力包括了信息系统开发设计、信息资源利

用的能力，探讨了培养信息管理专业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三条途径，包括优化课程体系、设计项目和竞

赛、改进考核方法三种。吕永林[6]结合管理信息系统的课程特点，从教学原则、案例设计和选择、教学

组织与控制方面，对信息系统课程的案例教学进行了分析与探讨，提出学校、教师、学生三者相互配合

形成合理，才能保障案例教学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教师应适时完善教学案例、调整教学方法、优化教

学组织和实施，加强与学生交流和反馈，才能使信息系统案例教学真正成为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的

有效途径。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实践》课程是我院重塑课程体系，体现以战领教、学以致用的关键举措。在前

期指挥信息系统工程本科生培养方案中，设计了《指挥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和《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实践项目》等课程，但课程难度大、内容多，在培养指挥信息系统设计能力，支撑联合保障人才培养方

面仍有欠缺[7]。我院目前将上述两门课程合并为《指挥信息系统工程实践》课程，基于系统工程理论基

础，期望增加课程体系的黏性与涌现性。 
总之，本文结合当前相关课程建设现状，深入考虑军事作战背景和指挥信息系统工程人才培养需求，

探索研究面向金课建设的指挥信息系统工程实践教学改革方法。 

3.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实践课程教学改革研究方法 

针对当前指挥信息系统工程实践系列课程中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分别开展面向问题的指挥信息系统

工程实践课程整体性设计、面向项目式设计的指挥信息系统实验平台建设、多维度指挥信息系统教学资

源拓展、多环路指挥信息系统课程思政建设共四个方面的研究。具体研究思路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Research framework 
图 1.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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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面向问题的指挥信息系统工程实践课程整体性设计 

1) 以体系工程模型为基础的课程体系设计 
采用体系工程全过程模型梳理课程内容，在传统指挥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课程基础上增加作战概念

研究、体系建设与运用等内容，更多面向指挥信息系统体系设计与分析而非体系结构设计的内容，真正

考虑课程授课内容对作战体系效能的映射以及体系落地建设的指导。 
2) 课程问题清单梳理 
综合分析《指挥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项目》以及《体系设计与评估理

论》等课程建设情况，挖掘并梳理教学过程中存在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机制等方面的问题，支

撑教学改革。 
3) 以问题为导向的课程体系优化设计 
针对课程问卷调查结果，梳理形成问题框架，采用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维度进行分类，作为驱

动课程改革的主要输入，并以此探讨反思形成初步解决方案，并在课程实践过程中逐步完善，提高课程

建设质量。 

3.2. 面向项目式设计的指挥信息系统实验平台建设 

以学院相关建设任务为依托，开展指挥信息系统实验平台建设，并且投入课程实验环节。指挥信息

系统设计实验平台建设按照“用户中心、分层解耦、灵活定制、服务支撑”的思路开展建设，通过项目

实验设计的方式进行建设。具体如下： 
1) 指挥信息系统设计实验管理系统设计 
主要包括实验方案选择、实验过程控制、实验结果提交、实验结果展现等模块，主要用于支撑实验

学生端对实验的具体操作实施，包括从实验的选择获取，然后根据整合工具接口，转入支撑平台开展具

体实验，比如需求采集、架构设计、方案优选、效能评估等，以及完成实验后的结果提交以及成绩展现

等。同时也支撑实验过程中学生与教员关于实验的互动交流以及实验意见反馈，便于教员收集学生意见，

改进实验设计。 
2) 指挥信息系统设计技术实验系统设计 
主要支持对指挥信息系统设计技术原理和使用进行实验，包括需求分析技术、架构建模技术、架构

验证技术、方案仿真技术、方案权衡技术、系统评估技术等。如架构建模技术进一步包括基于 IDEF0 的

功能建模、基于数据流图功能建模、基于 IDEF1X/ER 的信息建模、UML 建模、SysML 建模、Petri 网建

模以及 IBM Rhapsody 建模等模块，通过支持通用建模设计与分析，培养通用建模实验能力。上述通用建

模模块应具备项目管理、模型文件管理、模型数据管理、模型建模、模型分析、实验提交、实验比较、

实验更新等基本功能。 
3) 指挥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验系统设计 
主要具备指挥信息系统需求分析、架构建模、架构验证、方案仿真、方案权衡、系统评估等活动的

实验支持功能，通过覆盖需求分析、体系结构设计、体系结构验证分析、系统方案分析评估等环节，培

养指挥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验能力。 
4) 指挥信息系统设计实验评估系统设计 
包括数据采集模块哦和实验结果评阅模块。数据采集模块主要提供实验案例采集、实验信息资源采

集以及实验用户数据采集等功能，支撑指挥信息系统设计实验相关的案例录入、情报资源管理以及实验

教员和学生的用户数据采集与管理，包括案例、情报资源以及用户的删除、添加、分类等，为实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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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素材以及用户输入。实验结果评阅模块主要提供实验结果评阅、实验成绩录入、实验成绩统计分析、

实验成绩提报等功能，主要用于支撑实验教员对实验成绩的管理，包括辅助评估实验成绩的答案以及评

判依据展现、教员对每个学生成绩录入和教员给出最终成绩后的整体成绩统计分析、以及成绩上报功能，

完成实验成绩的最终生成提报。 

3.3. 多维度指挥信息系统教学资源拓展 

1)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实践教材建设 
当前《指挥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与《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践项目》教材属于内部讲义，还未出版

为教材。从课程重塑的角度对指挥信息系统工程实践教材进行设计，增加教学内容的紧密性，从体系工

程模型角度开展教材建设。 
2) 指挥信息系统设计资源库建设 
包括设计案例库和设计信息资源库。其中设计案例库中的案例数据，是以指挥信息系统设计开发实

例为背景抽象而形成的，各案例数据应包括系统的需求开发、体系结构设计以及方案设计等不同阶段的

实验数据，为开展指挥信息系统设计实验提供支持；设计信息资源库中的信息资源主要包括支撑指挥信

息系统设计开发的各种信息资源，包括系统设计开发的文档技术资料(如系统建模方法资料、需求分析资

料以及体系结构开发资料等)以及系统设计开发的参考资源资料(如作战概念、能力清单以及技术标准等)。 
3)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实践 Mooc 资源建设 
前期团队关于指挥信息系统的 Mooc 资源多从体系结构设计的角度开展，并且基于线上线下混合式

运用不明显。可进一步加强指挥信息系统工程相关 Mooc 资源建设，并同步推荐给本科学员，加强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措施，使资源效益最大化。 
4) 指挥信息系统相关教学技能培训 
依托双重建设与条件建设相关内容，开展指挥信息系统工程相关教学技能培训，推送年轻老师提高

相关教学技能，紧跟教学发展前沿，为一流课程建设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3.4. 多环路指挥信息系统课程思政建设 

1) “专业知识–专业素养–专业自信”课程思政建设 
结合指挥信息系统工程专业培养方案，辅以先进典型事迹与理论读本，使学员认清指挥信息系统建

设是信息化强国的关键内容，同时结合指挥信息系统工程建设现状与问题，结合更成教学内容，培养学

员的使命感与荣誉感。 
2) “全人教育–立德树人–人文关怀”课程思政建设 
从实证思维、逻辑思维、计算思维等科学发现思维角度出发培养学员的科学精神，不断加强全人教

育与立德树人培养，提高学员的探索能力和研究兴趣。以整体性思维为核心，考虑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涌

现性，使学员建立指挥信息系统建设事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3) “混合式教学–混合式实验–混合式反馈”课程思政建设 
根据上述建设内容，采用基于课堂教学与 Mooc 资源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采用线上教学资源平

台与线下实验平台的混合式实验模式，采用线上反馈与线下研讨的混合式反馈模式，提高课程思政反馈

速度，支撑课程快速建设。 

4. 结论 

本文聚焦指挥信息系统工程实践课程建设问题，瞄准培养指挥信息系统工程领域联合保障人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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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前课程建设体系性不强、案例库缺乏、实践平台不完善、课程思政不充分等问题，从面向问题的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实践课程整体性设计、面向项目式设计的指挥信息系统实验平台建设、多维度指挥信

息系统教学资源拓展、多环路指挥信息系统课程思政建设等方面进行研究，为切实提高指挥信息系统工

程实践课程建设效果，培养能胜任指挥信息系统相关岗位的联合保障人才奠定能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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