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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s in the course instruction of Atmospheric Sounding Data Processing Tech-
nology, the application of case-teaching method in this kind of professional course instruction is 
explored. The core content in course knowledge is collated and the teaching cases are designed 
carefully; each case is carried out as introduction of basic knowledge, analysis of knowledge ap-
plication, practical demonstration, enlightening and improving, summary and report, by which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can be combined and implemented. By designing three instruction modes: 
guidance by teacher in class, teaching, coaching and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by graduate student 
and counselor after class, publishing references and interactive question answering through net-
work platform, the time and space of study can be extended and expanded. The teaching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se series of reforms can help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bridge between the theory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 application,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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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应用型专业课程《大气探测资料处理技术》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探索了案例式教学在此类课程教学

中的应用。梳理课程核心知识内容，精心设计了教学案例，每个案例从基础知识、应用分析、实践示范、

启迪拔高、总结汇报五个阶段进行实施，实现理论与实践贯通；采用“课内教员指导”、“课后研究生、

辅导员讲授＋辅导＋效果评估”、“网络学习平台下发参考资料＋交互式解答”模式，延伸拓展学习时

间空间。教学实践证明，该系列教学改革有助于学员建立理论知识和专业应用之间的桥梁，提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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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学目标、教学对象、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方法是教学过程的基本要素，在先进的教学思想指导下，

根据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的特点科学设计教学内容、优化改进教学模式方法十分必要。高年

级专业课程具有鲜明的应用指向，是学员胜任未来岗位任职的直接支撑，梳理调整教学内容，设计改革

教学模式方法，对于培养学员实践应用能力和工程思维具有重要意义。 

2. 课程教学特点与问题分析 

《大气探测资料处理技术》于第七学期开设，是我校探测工程本科专业岗位任职课程中的核心课程，

与专业方向密切相关，是一门应用型专业必修、考试课，理论教学 10 学时，实践教学 20 学时。教学内

容主要包括地面气象观测、高空气象探测、大气遥感探测、气象数据采集等。 
本课程的授课对象是本科学员，前期已经学习了《高等数学》、《C 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硬

件设计基础》等基础课程，也学习了《大气科学基础》、《大气探测》、《大气遥感》等专业课程，具

备了丰富的基础知识和一定的专业能力，思维敏捷，接受能力强，但判断、分析能力仍不够强，理论与

实践的联系尚待建立，工具运用能力较弱。 
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在前期对基本原理和方法理解的基础上，结合军队气象业务实际，引导学员立志

创新，通过对重点知识回顾、理解、深化和应用，理解不同类型气象探测资料的物理意义、处理方法、

来源和误差所在，掌握大气探测资料的处理方法，提升工程技术实践能力，锻炼科学思维，为胜任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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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岗位打下基础。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课程重应用而学员的基础弱，突出表现在分析问题能力较弱、应用

软件工具解决问题能力较差，导致课程开始阶段经常无从下手；二是教学内容较多且零散，涉及气象数

据采集、地面气象观测、高空气象探测、大气遥感探测等多个领域，知识点较多，不成体系，连贯性不

强；三是课程目标要求高而教学时数较少，教学时数难以满足教学要求。为提升教学效率和效果，达成

教学目标，迫切需要针对以上问题开展教学改革。 

3. 教学改革主要方法 

3.1. 开展案例教学 

案例式教学是在模拟的情景中，通过案例分析深化理论学习的教学方法，通过把教师的教和学员的

学有效结合起来，注重激发学员的学习主动性，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1]。案例式教学应坚持人文

精神、科学素养与创新能力的统一，加大教育教学改革力度，提高学生综合素质[2]。案例式教学作为一

种创新型教学模式，特别是在专业课教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3]。按照第十六次全军院校会议提出的进一

步深化任职教育教学改革的新要求，充分认识案例式教学的优势，在初级任职教育院校中得以广泛运用

[4] [5]。 
本课程遵循“学为主体”的教学理念，根据教学内容特点，采用理论与实践贯通方式，以案例式教

学方式将原本零散无序的教学内容融汇、贯穿起来，促进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不断转化，为学员建立

学科专业知识、开发工具、数据处理分析之间的桥梁，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根据涉及本课程核心知识内容，精心设计了六个实验案例，并采用基础知识、应用分析、实践示范、

启迪拔高、总结汇报“五步法”(图 1)实施案例教学将理论与实践有机融合。 
第一步：理论讲述，学习案例背景知识； 
第二步：针对案例目标和要求，引导学员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 
第三步：针对往届期班教学中学员工具基础普遍较弱、经常无从下手的问题，采用框架教员提供，

难点参考示范，再引导学员在此基础上继续实践完善，完成案例目标； 
第四步：对一部分学有余力学员，采用思考题方式，拔高要求，引导学员进一步思考实践，发现更

多有意思的结论； 
第五步：对学员的案例处理结果和作业进行汇报，采用翻转课堂形式，引导学员参与交流、讨论甚

至争论，学员互相之间也会有所感悟有所启迪。 
采用“课内教员指导”、“课后研究生、辅导员讲授 + 辅导 + 效果评估”、“课外 QQ 群下发参

考资料 + 交互式解答”模式，拓展学习时间。 

3.2. 采用“四连环”延伸拓展学习时间空间 

着眼课内教学向课外学习延伸、课外学习融入课内教学，使课内课外教学活动形成一个整体，把学

习过程变成发现探索过程，采用了四连环拓展法(图 2)，着重培养学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素质，提升学员创新研究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第一环：课前，通过 QQ 群，互联网，下发各类预习资料，包括：相关期刊论文、程序设计幻灯和

微课视频、软件开发工具等资料。 
第二环：课内，教员及时掌握学员实验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通过示范、个别指导方式及时解决问题。 
第三环：课后，专门安排了一个本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担任本课程的课程辅导员，进行每周一次的

辅导，安排在每周课后晚自习进行，主要是补充工具基础知识，解答辅导存在问题。硕士研究生专门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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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ase teaching of “five steps” 
图 1. 案例教学“五步法” 

 

 
Figure 2. Expansion and extension of “four serial” 
图 2. 延伸拓展“四连环” 

 
解开发工具基础知识，同时，通过参与教学实践，也有助于提高研究生学员的语言表达、专业知识等能

力。 
第四环：建立 QQ 群，包含教员、全部学员和研究生辅导员，及时解答学员问题。学员遇到的问题

发出后，学员之间可以互相讨论和启迪，教员给出的解答其他学员也可以借鉴提高。 
更好地开展教学，需要为学员提供丰富的信息获取手段、全程良好的跟踪指导和拓展提高的条件途

径，本课程安排了一名年轻教员负责课程学习效果评估，跟踪学员学习过程。充分利用信息平台和资源，

课前通过校园网学习平台将电子教案、授课 PPT、课程标准以及参考书目提供给学员，组织学员利用互

联网、校园网、图书馆等平台及各种信息资源开展自主学习。 

3.3. 实施“三结合”考核方式 

为了更好地考查学员实践能力的掌握情况，改变传统的闭卷、期末考核方式，针对本课程特点，采

用平时成绩、答辩成绩和综合论文“三结合”(图 3)，分值比例为：60%、20%、20%。 

1.理论讲解

2. 思路分析

3.实践示范

4.启迪拔高

5.总结汇报

理论环节

实践环节

翻转课堂

1h

3h

1.课前：QQ
群、邮箱下
发资料 2.课内：教

员示范、个
别指导

3.课后：研究
生讲授＋辅导

4.课外：QQ
群进行交互
式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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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Evaluation method of “three-in-one combination” 
图 3. 考核方式“三结合” 

 
平时成绩：以案例完成后的程序代码和实验报告为依据。 
答辩成绩：通过现场提问学员答辩，给出解决办法方式对学员的学习效果进行考核，考核学员的应

变能力。 
综合论文：采用分专题撰写综合论文，考核学员的综合能力。 
给予学员较为宽松的学习氛围，能独立完成其中的四个案例，即可通过本课程考核。 

4. 教学效果 

通过开展多个学期以案例式教学为主要形式的教学改革以来，学员学习兴趣和学习成绩都有较大提

升，在相关比武竞赛中屡获佳绩。 
从教学效果上看，一是学员学习兴趣和动力大为增强。案例式教学打破原有课程知识体系逐步构建

的思路，以案例目标任务为中心，拓展式学习，让学员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有应用知识的空间，并有利用

自身知识解决问题的成就感，大大增强了学员的学习兴趣。二是学员的实践应用能力得到提高。开展以

解决问题为目标的案例式教学，通过工具与专业问题相结合，加深了学员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有效提高

了学员应用所学计算机工具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锻炼了学员的工程思维，提高了学员学以致用的能力，

为后继本科毕业设计和毕业后任职岗位工作奠定基础。三是学员视野有效拓展。案例目标贴近实际，涉

及不同专业知识和开发工具，解决问题思路和方法多样，学员可以综合利用各种资源和方式解决问题，

同时，案例有一定难度，可以促进学员相互讨论，集思广益，知识面和视野都能得到有效拓展。 

5. 体会和思考 

在高年级的应用型专业课程中采用案例式课堂教学，有效改变了教员与学员的传统关系，构建了新

型的课堂教学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主要体会包括： 
一是要积极转变教学内容组织方式。传统的教学过程注重知识的体系构建，按部就班、逐步实施，

分不同的学科、课程和章节内容进行教学。而对学员未来的岗位工作而言，解决问题往往需要全方位综

合的知识，围绕特定任务或目标，需要打破各学科、各课程的原有框架，构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很多知识可能前期并没有掌握，甚至了解甚少，需要利用互联网资源、参考期刊杂志、请教教员以及内

部讨论等方式，快速获取，解决问题。两种方式应兼容并举，在高年级、应用型专业课中设置面向目标

的教学方式，以提高学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为胜任未来岗位打下基础。 
二是要构建与当代科技、前沿结合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与时俱进，在知识

爆炸时代，仅仅依靠教员“给予”学员一些所谓的新知识和新方法，显然是不够的，应充分调动学员的

平时成绩：60%

综
合
论
文
：

20
％

答辩成绩：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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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积极性，充分用好多个信息获取途径，用“互联网＋”的思想来看到当今科技，尤其是气象科技、

气象探测科技的发展，敢于打破，敢于创新，敢于构建。在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形势下的气象

水文服务和保障创新”为主题的课程论文撰写中，学员的资料整合、奇思妙想、积极创新令人惊讶，对

新的气象水文服务保障模式的思考令人惊喜，可见，学习兴趣提高和信息化手段运用是促进教学质量提

升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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