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2, 10(3), 579-583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3095   

文章引用: 张萌萌, 张晓雪, 舒振, 刘俊先.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实践课程教学模式探索研究[J]. 创新教育研究, 2022, 
10(3): 579-583. DOI: 10.12677/ces.2022.103095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实践课程教学模式探索研究 

张萌萌，张晓雪，舒  振，刘俊先 

国防科技大学信息系统工程重点实验室，湖南 长沙 
 
收稿日期：2022年2月22日；录用日期：2022年3月24日；发布日期：2022年3月31日 

 
 

 
摘  要 

面向军队各领域、部门指挥信息系统建设工作相关岗位技能需求，结合指挥信息系统工程相关专业人才

培养与成长路径，针对指挥信息系统工程实践课程实践教学模式，从实践内容、实践案例、实践平台、

课程思政等方面分析课程教学能力清单与能力差距，探索研究课程实践教学模型转型途径，为提高指挥

信息系统相关专业联合保障能力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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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the skill requirements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4ISR systems in various fields and 
departments of the military, combined with the training and growth paths of professionals related 
to C4ISR systems engineering, and aiming at the practice teaching mode of C4ISR system engi-
neering practice cours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aps of course teaching ability in terms of prac-
tice content, practice cases, practice platforms, and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We explore and 
study the way to transform the course practice teaching model, and provide support for improving 
the joint support ability of C4ISR system-related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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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着眼国家安全威胁、军队使命任务和战争制胜机理等的新变化，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提高基

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要“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

注重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更加注重军民融合”[1]。只有一批具备体系设计思维和能力的人才

投入到指挥信息系统这样的大型复杂体系建设中，才能为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作战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人才培养方面，当前指挥信息系统工程各类建设的论证和实施中，突出表现出人才资源的严重缺乏，

具体包括：懂军事需求、体系结构设计、体系规划和评估等技术的专门人才在数量上严重不足，难以满

足建设要求；现有的指挥信息系统建设人才主要集中在军兵种研究院的总体院所中，军委机关、战区和

作战部队缺乏顶层设计人才。 
课程建设方面，指挥信息系统工程实践课程内容多、门槛高，要求学生在较好掌握专业必修课程的

基础上，培养指挥信息系统系统整体设计思维。当前指挥信息系统工程实践教学在解决上述需求上仍有

差距，主要表现为：知识教学与实践教学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指挥信息系统实践案例多且散、缺乏完

善鲁棒的教学实践平台、在培养学生兴趣与主动性方面仍有不足等等。 
结合上述内外部课程教学需求，本文主要探索研究《指挥信息系统工程实践》课程教学模式，从实

践内容体系、实践案例设计、系统实践平台、课程思政建设的链路出发，提出教学模式方法体系，为培

养指挥信息系统工程相关专业本科生、强化信息化建设人员的宏观管控思想和素质提供支撑。 

2.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实践需求分析 

在信息化催生的复杂多样和快速变化的需求牵引下，在信息技术不断渗透的推动下，作战体系规模

越来越大，成员种类繁多，相互关系日益复杂，作战力量建设从推动单装/平台的建设逐渐转向体系化建

设。体系建设中问题的不确定和动态性，极大地增加了分析设计的难度。理论研究和国内外的实践证明，

顶层设计是体系建设中重要的环节，是应对体系建设新要求、保证体系设计质量的关键手段。顶层设计

是指从全局角度综合考虑使命任务要求及技术、经济等因素约束，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系统的发

展目标、体系架构、运行机制、使用模式、演进路线、实施途径等进行整体性设计的过程[2] [3] [4] [5] [6]。 
顶层设计的实践能力是组织、管理和实施军队建设各类人员都必须具备的基础能力，也是培养指挥

信息系统工程人才的关键。为提升相关军事人员的顶层设计能力，美国国防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开展

了企业架构认证。该认证从低到高分为三级：架构师、企业架构师和首席企业架构师[7]。TOGAF 也开

展了企业架构师认证，包括基础架构师和认证架构师。企业架构师主要从事体系结构分析与管理，主要

解决体系结构的集成、互操作、能力差距分析、风险评估、能力提升、业务决策等方面的问题。 
原 XX 信息化部在 2015 年也安排我院组织了首期全军 XX 系统体系架构培训，针对我军 XX 系统体

系架构“散”、设计“乱”的问题，把掌握体系架构设计理论方法作为推进体系建设的突破口，采取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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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讲解、案例分析、专题研讨等方式，系统培训体系架构设计的基本原理、方法工具和标准规范，集中

研究我军 XX 系统体系建设的主要问题和推进策略。 
教学模式方面，当前指挥信息系统工程系列课程教学模式较为单一，教学手段灵活性、生动性不足，

迫切需要全面梳理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手段，为提高课程建设质量与人才培养效果提供支撑。 

3. 教学模式探索过程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教学模式的研究主要包括理论依据、教学目标、教学方式、教学设计、教学评价

多个方面。本文针对指挥信息系统工程实践课程建设面临的挑战和特点(如理论知识与实践脱节、实践案

例多且杂、实践平台不成体系、专业自信难以形成等问题)，重点考虑教学目标与教学方式两个部分，采

用问题导向实践内容设计、项目式案例设计、线上线下混合实践、多视角课程思政等研究方法，开展面

向知识教学的实践内容体系、面向项目式的实践案例设计、线上线下同步式系统实践平台、深化专业素

养培养的课程思政建设等四个方面的研究。具体研究思路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Research framework 
图 1. 研究框架 

3.1. 面向知识教学的实践内容体系 

从知识教学的角度分析实践内容体系，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 基于全生命周期知识体系覆盖的实践内容挖掘 
基于理论知识教学内容框架，结合传统 V 型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理论框架，考虑全生命周期知识体

系下的指挥信息系统工程实践内容挖掘与覆盖，同时区分实践侧重。 
2) 基于关键环节知识映射的实践内容挖掘 
结合理论知识教学内容框架，针对需求分析、体系结构设计、体系方案权衡分析、体系方案验证分

析、体系方案能力评估等关键环节，考虑关键知识映射下的实践内容挖掘，覆盖重难点理论内容。 
3) 基于关键技能操作需求的实践内容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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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系统工程、软件工程等技能操作内容，考虑指挥信息系统建设过程中的关键技能操作需求，挖

掘并梳理课程实践内容，深化专业学员理论知识与实践水平，为长远职业发展提供技能支撑。 

3.2. 面向项目式的实践案例设计 

基于上述实践内容体系，建立对应的实践案例资源池，具体思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设计： 
1) 案例定位与案例维度 
根据指挥信息系统工程实践定位，明确选择并采用联合作战体系案例，分析联合作战背景下的指挥

信息系统建设。同时，针对指挥信息系统的复杂性与体系性，从控制型、授权型、协作型、虚拟型等多

个方面划分案例，确定案例的维度与分析策略。 
2) 案例项目设计 
针对上述多维度指挥信息系统案例，开展案例项目设计，支持同一组采用多个维度的案例以及多组

采用同一案例的设计途径，对比分析不同维度案例的设计模式以及同种维度案例的优化设计思路，为指

挥信息系统建设提供支撑。 
3) 案例成果汇报 
在课程知识汇报的基础上开展案例成果汇报，各组分阶段分工具汇报实践成果，要求案例成果汇报

应能映射理论知识教学内容，与课程知识汇报互补形成汇报结果，支撑形成实践项目–素质–能力链路。 
4) 案例思考报告 
在案例项目设计与案例成果汇报的基础上，形成案例思考报告，反思课程知识体系与实践内容体系

的关联与差异，深化理解指挥信息系统建设的先进性与局限性，为以后的指挥信息系统建设实践提供支

撑。 

3.3. 线上线下同步式系统实践平台 

为支撑上述项目实践案例开发，研究线上线下同步式系统实践平台建设思路，具体开展如下： 
1) 线下系统实践平台建设 
针对当前系统实践平台不成体系等问题，结合相关科研项目积淀，改造体系结构开发与验证分析系

统，形成一体化线下系统实践平台，解决前期提交数据慢、协同效率低等问题，支撑案例设计与开发。 
2) 线上系统实践平台建设 
结合线下系统建设思路，考虑线上系统实践平台建设，针对公开的 DoDAF2.0、UAF 等体系结构框

架，开发 B/S 版在线系统实践平台，提供问题输入、在线应答等功能，支撑线上交流与研发。 
3) 线上线下实践平台协同运用 
结合线上线下系统实践平台建设思路，考虑整体化协同运用模式，支持线上线下平台的数据交互，

探索基于碎片化的线上开发以及体系化的线下开发，提高学员实践效率，支撑快速迭代开发。 

3.4. 深化专业素养培养的课程思政建设 

课程思政建设作为单独的研究内容，主要是因为学员缺乏专业认同感和契合性，归根结底在于难以

理解所学内容的价值与意义，难以直接达到所学即所用的效果。针对上述内容，在课程改革与转型过程

中应不断加强课程思政建设，从人因视角提高学员的专业兴趣与定位，具体开展如下： 
1) 科学精神与专业自信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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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使命需求、技

术需求、社会需求等角度培养学员的专业自信，提高学员的探索能力和研究兴趣。 
2) 信息化强国的使命感培养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3095


张萌萌 等 
 

 

DOI: 10.12677/ces.2022.103095 583 创新教育研究 
 

结合体系工程研究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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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员的使命感与荣誉感。 
3) 全人教育与立德树人培养 
以整体性思维为核心，考虑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涌现性，不断加强全人教育与立德树人培养，使学员

建立指挥信息系统建设事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4. 结论 

根据当前课程建设与开展情况，从指挥信息系统工程课程教学模式研究出发，重点考虑教学目标与

方式，凝练指挥信息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部分课程内容，梳理课程实践内容体系，加强指挥信息系统工

程实践课程思政，为专业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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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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