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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军队院校转型改革，实操训练的实战化要求明显提高的趋势，现行无人机模拟器实操训练存在教学

内容偏技术、各角色席位没有配合、考核评价机制不健全的问题，探索优化教学内容、实操组织形式、

考核评价方式，构建基于实战的无人机模拟器实操训练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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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form of milita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actual combat 
requirements of practical training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current practical train-
ing of UAV simulators has problems such as partial technical teaching content, lack of coordina-
tion of various roles and seats, and imperfect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explores 
and optimizes the teaching content, practical organization form,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me-
thods, and builds a practical training and teaching system for drone simulators based on actual 
com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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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军队院校转型改革的全面落地，军队院校教育对实操训练教学愈加重视，不但加大了实操训练

教学课时比例，对实操训练的实战化要求也明显提高。实操训练教学目标以适应岗位任职能力为主，需

要根据学员的特点因材施教，科学构建完善的内容体系，合理设置实践教学环节，优化调整教学内容，

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实操训练教学，提高学员的岗位能力、综合实践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创新能力，为

学员今后胜任岗位和发展打下牢固基础[1]。同时，秉承“夯实基础、注重实践、强化能力、追求创新”

的教学理念，力求学员在扎实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的实操训练教学，促进理论知识的转化

和吸收，达到岗位任职能力要求[2]。 

2. 现行无人机模拟器实操训练教学存在的问题 

目前，无人机模拟器实操训练教学主要采用角色教学法，通过在无人机飞行组织与实施中对学员进行

分组，每组设置不同的角色席位，对学员的实操能力进行实战化训练。该教学方法能够较为全面地涉及无

人机飞行的组织程序及操作流程，通过设置飞行控制、任务控制、链路控制席位，锻炼学员的组织协调能

力，还能根据教学对象的不同层次，设计具有针对性的任务场景，实现不同的教学目标和效果。但随着任

务和岗位的发展变化，原有的角色教学法已经不适应新的教学大纲要求，必须深化实战化教学改革[3]。 

2.1. 教学内容偏技术，难以满足作战勤务转型的需求 

大学转型前，课程教学目标是培养技术型人才，要求学员对无人机的技术参数、性能和使用规程有

较好的掌握，关注的是学员应具有宽口径、重实践和强能力的工程技术素养。但随着学院向作战勤务方

向转型，人才培养目标也随之从培养技术型人才向培养作战勤务型人才转变，学员不但能够作为控制员

操控无人机完成基本飞行任务，更要能够作为战斗员操控无人机完成复杂战场环境下的作战任务。目前

的技术性操作训练内容就显得太过单一，难以满足作战勤务型人才转型要求。 

2.2. 各角色席位没有配合，难以满足实战化训练的要求 

目前，无人机模拟器实操训练教学采用的角色教学法，应用于无人机飞行组织和实施中，设置有飞

行控制、任务控制、链路控制席位，学员按照操作流程，依次在模拟器上学习飞行控制、任务控制、链

路控制席位操作，但没有涉及到席位之间如何配合的训练。而在无人机实际执行任务中，各个席位需要

根据任务场景相互配合，例如在侦察过程中，任务席位会根据目标位置、航向、航速，实时要求飞行控

制席位调整无人机飞行状态，将目标锁定在视场中间。目前这种教学方法与实战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 

2.3. 考核评价机制不健全，难以满足实操考核的要求 

新大纲明确了课程考核分为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两部分，提高了课程考核的立体性和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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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具体采用的实施方式还较为传统。形成性考核多采用现场提问、规程背讲、模拟器实操等手段实

施，在评估的量化、细化方面存在欠缺，难以全面反应学员的学习过程情况。终结性考核多采用闭卷考

试的方式实施，易导致学员机械记忆知识点，忽略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和灵活运用，难以对学员的知识运

用能力进行全面考核评价[4] [5]。 

3. 构建基于实战的无人机模拟器实操训练教学体系 

3.1. 优化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括基本操作能力训练、席位协同训练和特情处置演练。基本操作能力训练主要是帮助

学员熟悉席位设备布局、掌握操纵系统、操作指令、界面参数的功能含义和操作方法，练习无人机地

面滑跑、起飞爬升、定高、下降、着陆滑等阶段控制方法。席位协同训练是重点内容，以飞行操控为

主，兼顾任务控制和链路控制。同时以实际演训活动为背景，把战场搬入课堂，打造多个实战化案例，

将席位协同能力生成融入无人机典型任务场景，训练学员实战化科目下飞行控制、任务控制和链路控

制席位相互配合能力。以无人机近年来发生的空中特情为蓝本，针对故障高发子系统，开发了多类特

情，复现典型故障，引导学员分析事故原因，研究处置策略并开展特情处置训练，有效支撑岗位进阶

任职能力生成。 

3.2. 优化实操组织形式 

设计了案例引入、理论提示、讲解示范、分组训练、特请演练五个层层递进的教学环境。案例引入

环节选取典型案例，突出无人机飞行控制特点，激发学员学习兴趣；理论提示环节根据学员课前预期的

反馈情况，对本次课的实操关联内容进行复习回顾，补齐理论短板；讲解示范环节根据部队中的实际飞

行过程，指导学员在模拟器上分步示范，让学员掌握具体的操作方法和技能；分组训练环节以学员为主

体，相互配合、完成练习，巩固学习效果；特请演练环节复盘典型案例，在模拟器上复现特情，研究处

置策略，并进行处置演练，锻炼学员的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这五个环节环环相扣、由浅入深，理

实结合，实现了教学过程的闭环。 

3.3. 优化考核评价方式 

课程考核及评价是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进一步科学测评学员学习效果，对课程的考核评价

从考核内容、考核形式、评价方式和评价主体等多个方面进行优化，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几点： 
考核内容分为基础性、实践性、综合性三个层次，既考核学员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也考核学员

知识的应用能力，侧重于知识点的综合应用与创新。 
考核形式多样化，在课程实施过程中，采用多种形式对学员进行考核，包括课堂活动、实验操作、

课程设计等，全面考察学员学习态度和学习效果。 
过程性评价，将评价贯穿于整个教学环节，科学合理地安排在课程学习的全过程，在教学过程中及

时、动态、多次对学员实施评价，督促学员学习，提高教学效果。多元化评价主体，通过自评、互评、

小组评价等方式，引入学员评价，让学员成为评价主体之一，有助于学员自我觉醒、自我审视、提高其

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4. 无人机模拟器实操课堂教学实例 

下面，以 2021 年 12 月在大学无人机训练中心进行的某一次实操教学为例，介绍基于新无人机模拟

器实操训练教学体系下的课堂教学具体实施过程。此次课例名称为《任务阶段无人机飞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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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案例导入 

通过选取一次典型事故案例，突出无人机执行任务的操控特点，激发学员学习兴趣。首先介绍了某

型无人机在任务阶段发生的一起特情，并指出诱因是传感器故障，直接原因是飞行控制人员处置不当，

引起学员分析事故过程的兴趣，为特情处置环节事故复盘做好铺垫。 
然后，由事故案例承转阐释无人机操控与有人机的区别，强调操作员掌握任务阶段飞行操控能力的

重要性，进而引出本节内容—无人机任务阶段飞行控制。 

4.2. 理论提示 

根据学员课前预期的反馈情况，对本次课的实操关联内容进行复习回顾，补齐理论短板。针对任务

阶段中定高段和下降段，从阶段转换、控制方式、注意事项三个方面进行理论提示。 
在该授课环节，为了需要不断与学员互动，对关键知识点进行提问，如：无人机进入定高阶段的阶

段转换条件有那些？无人机如何实现高度保持？无人机如何实现航线保持？来实测学员课前预习中对内

容掌握的真实程度，并据此动态调整优化理论提示环节的知识点和内容设置，以提高教学效果。 

4.3. 讲解示范 

设置实战化场景，根据无人机部队实际组训过程，在模拟器上分步示范，指导学员掌握具体的操作

方法和技能。 
首先场景导入，以无人机部队执行的一次重大演习任务为背景：部队接上级指挥所命令，通过技术

侦察手段，在我沿海海域发现可疑船只一艘，疑似为外国驱逐舰，概略坐标和航向已给出，现令部队快

速组织 1 架侦察无人机对目标进行侦察、识别和跟踪。 
结合情景导入，然后进行讲解示范。按照飞行记录表，教员与学员配合在模拟器上按照操作内容、

关注内容和注意事项三个模块分步讲解示范，模拟复现当日 1 架侦察无人机的实际任务阶段飞行控制过

程，使学员系统掌握该型无人机任务阶段飞行控制方法。 
在无人机执行任务阶段，常用的 3 个控制指令是插入临时航点、左盘(右盘)和定高，如果独立讲解这

3 个指令的话，指令之间没有产生联系，使用的时机也不好把握，学员对指令的运用会很吃力。 
为此结合导入的情景，按照任务执行过程顺序设置了 3 个典型任务场景来讲解 3 个控制指令的操作

内容、关注内容和注意事项，使学员直观掌握理解指令的使用方法和使用时机：一是无人机飞往任务区

过程中，接指挥所通知，对外国疑似越界目标进行侦察，在该场景下进行插入临时航点指令讲解示范；

二是进入任务区后，任控操作员发现目标，需飞机盘旋跟踪目标，在该场景下进行左盘(右盘)指令讲解示

范；三是目标查证过程中，任务区有卷积云，要求飞机降高侦察，在该场景下进行定高指令讲解示范。 

4.4. 分组练习 

在讲解示范环节基础上，将模拟器训练融入到实战场景中，学员相互配合操作模拟器进行任务阶段

飞行控制练习。 
训练过程中学员两人一组协作开展，严格按照《某型无人机飞行记录表》，一名同志操作，一名同

志记录。教员引导学员正确操作，检查评估学员掌握情况，适时调整训练进程；出现操作不当及时纠正，

讲明原理，正确示范。 

4.5. 特情演练 

复盘案例引入环节提到的无人机控制特情，模拟传感器故障，研究处置策略，并进行处置演练，锻

炼学员的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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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复盘事故，通过层层递进的设问引导学员分析事故原因：空速高指故障→实际空速偏低→无人

机引角不断增大→飞行控制人员没有及时干预→超过失速引角→无人机失速。 
然后针对特情原因，引导学员研究处置策略：无人机切“姿态遥控”→推油门置最大，适度推杆以

减小迎角→飞机状态恢复正常后，操纵杆回中，控制无人机平飞→切换备份大气机工作。 
最后在无人机训练模拟器上模拟复现大气机空速高指特情，让学员在模拟器上实际处置特情，以掌

握典型特情的处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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