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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立足《兵器发射理论与技术》课程知识，突出学员主体地位，以培养探索创新精神和打牢专业任职

基础为出发点，采用任务牵引式教学理念创新课堂教学模式，从知识、能力、素质三个层次，内容、动

机与互动三个维度，通过概念研析、情境创设、学习领会、思考认知、实践操作、评估反馈六个阶段，

结合典型案例和演示实例实施教学过程，构建基于“三层次、三维度、六阶段、两结合”的《兵器发射

理论与技术》课程任务牵引式教学策略，相关结论和研究过程对转变教学观念、丰富教学方法、反哺教

学实践具有重要作用，可为开展装备技术原理类课程任务牵引式教学方法探索与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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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knowledge of the course “Theory and Technology of Weapon Launch”, highlighting 
the main role of students, starting from cultivating the spirit of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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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professional positions, this paper adopted the task traction teaching 
concept to innovate the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knowledge, ability, and 
quality, as well as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content, motivation, and interaction. Through six stages 
of concept research and analysis, scenario creation, learning and comprehension, thinking and 
cognition, practical operation, and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the teaching process was imple-
mented by combining typical cases and demonstration examples. The paper constructed a task 
traction teaching strategy for the course “Theory and Technology of Weapon Launch” based on 
“three levels, three dimensions, six stages, and two combinations”. The relevant conclusions and 
research process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hanging teaching concepts, enrich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nurturing teaching practice. They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exploring and practicing 
task traction teaching methods in equipment technology principles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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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兵器发射理论与技术》作为武器系统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以火炮等兵器为研究对象，

讲述兵器发射基本原理与方法，分析弹丸受力和运动规律。课程内容存在涉及物理概念和定律较为复杂、

数学方程众多，同时在求解外弹道方程组时，推导过程繁琐，求解难度大，内容枯燥乏味，学员学习兴

趣不高等问题。任务牵引式教学法以问题导引为内在驱动，以完成任务牵引教学过程实施，通过设置一

定的学习情境，引导和培养学员的求知欲望和探索热情，学员在团结协作和沟通互动中实现对教学重难

点知识的掌握与运用，完成从“学会”到“会学”的转变，成功实现学习上的“三维联动”，以进一步

激发学员对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认知需要，从而端正学习动机。在深化课程教学模式改革大背景下，

传统的教学方法已日益满足不了专业基础课程教学的新要求。本文试图将任务牵引式方法应用于《兵器

发射理论与技术》课程教学，通过改进课程教学方法，以提高学员学习质效。 

2. 任务牵引式教学法概述 

任务牵引式教学法[1] [2]以建构主义、多元智能、最邻近发展、教学过程最优化、脑科学、整体性学

习等现代教育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如图 1 所示。 
由图 1 可以看出，相比于传统教学方法“主要关注教员如何教，很少涉及学员如何学”的问题，任

务牵引式教学法突出学员的主体地位，关注学员学习过程，强调教与学的同步推进。 
通过梳理近三年关于任务牵引式教学法的文献资料，其主要研究内容[3]-[11]大致分为：一是在任务

牵引式教学在医药学中的应用；二是在中小学基础课程中的应用；三是在大学专业课程中的应用；四是

在翻转课堂中的应用；五是在计算机教学中的应用。 
可以看出，对于任务牵引式教学方法应用于军事类专业基础课程的研究不多，同时部分现有研究关

注点大都集中在教学方法本身，对教学方法具体如何运用于课堂教学，如何更好地与专业标准和要求相

适应方面研究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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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oretical basis of task traction teaching method 
图 1. 任务牵引式教学法理论基础 

3. 课程教学内容任务牵引式方法设计  

根据《兵器发射理论与技术》课程内容特点，经充分解析教学目标，并结合学员实际学习需求，按

照“任务提出、任务分析、任务完成、结果评价、总结梳理”的步骤设计了《兵器发射理论与技术》课

程任务牵引式教学流程。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Task traction teaching process for the course “Theory and Tech-
nology of Weapon Launch” 
图 2. 《兵器发射理论与技术》课程任务牵引式教学流程 

3.1. 任务提出  

任务明确且难度适中是实施任务牵引式教学法的前提条件，对顺利开展任务牵引式课程教学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  
任务需要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结合岗位需求、战场典型案例等，通过情境创设，采用合适的引入方

式将任务呈现在学员面前，如问题引导式、场景模拟式、生活场景等效式等，把学习内容融入到任务之

中，以充分激发学员潜在的学习兴趣，使学员能够主动参与，积极思考解决问题、完成任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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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任务分析  

教员针对任务中可能出现的重难点或关键要素进行提示，向学员讲清环节脉络，同时要注重引导学

员结合自身所学知识进行分析研究，鼓励学员独立思考问题解决办法，这样可以帮助学员在完成任务过

程中加深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3.3. 任务完成 

完成任务要以培养和提高学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追求目标。为了使学员的思路更加清晰，

避免产生逻辑性错误，教员可以针对关键点位做好强调。学员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偏差，导

致任务进度受到影响，此时教员需要多肯定，多鼓励，加强正面引导，指导学员不断调整和完善问题解

决方案。 

3.4. 结果评价  

当任务完成后，此时教员要带头创造一种强化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教学软环境，让学员在循序渐

进的任务牵引中产生相应的精神激励，如树立学习标兵、交流学习心得、分享学习成果、作业案例精选“等
一系列辅助措施。如大家首先共同讨论点评，而后由本人进行自我评价，积极查找不足，然后其他学员

或组内学员可提出质疑并给出整改措施和建议；最后，教员进行总体讲评，肯定学员表现的同时对关键

问题给出解决方案以供大家分析与参考。  

3.5. 总结梳理  

任务完成后，教员要引导学员养成归纳演绎、分析推理、筹划决策的思维习惯，对依托任务学习的

知识进行系统梳理，逐渐提升运用所学理论知识研究解决装备实际使用问题的能力，才能实现课程章节

内容的自动联结和知识体系构建。 
围绕《兵器发射理论与技术》课程任务牵引式教学流程，针对某名学员在任务牵引式教学方法下的

具体教学环节包含“概念研析–情境创设–学习领会–思考认知–实践操作–评估反馈”六个阶段，如

图 3 所示。 
 

 
Figure 3. Specific teaching links under task traction teaching method 
图 3. 任务牵引式教学方法下的具体教学环节 

4. 课程教学任务牵引式方法实践应用 

在具体应用任务牵引式教学方法前，教员需要事先向学员介绍任务牵引式教学方法的学习理念及其

与传统教学方法的区别，使学员尽快了解并熟悉任务牵引式教学法方法。以某教学案例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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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设计分析  

(1) 内容分析  
兵器发射基础知识是《兵器发射理论与技术》课程最基本的教学章节，对后续学习内、外弹道相关

理论具有重要的前导作用，内容较为实用，主要包括火药膛内燃烧规律和弹丸膛内运动规律。  
(2)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能够描述火药燃烧基本过程和膛内气流及压力分布特点，概括膛内能量转换过程；阐述

火药气体生成速率、火药形状函数、火药燃烧速度定律和不同性质火药燃烧特点，建立定容和变容条件

下火药燃气状态方程以及膛内弹丸运动方程；分析影响火药膛内燃烧规律和火炮膛内压力变化规律的因

素，提出改进措施。  
过程性目标：通过自主、互助式学习，养成勤于思考、善于聆听的习惯，增强学习积极性和集体荣

誉感。 

4.2. 教学过程  

(1) 提出任务  
射击过程中火药气体的温度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之中，内弹道过程中的火药燃烧规律是膛内压力变

化规律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内弹道研究的首要问题。 
通过对火药基础知识、火药燃烧基本过程、弹丸在膛内运动时膛压的变化规律的介绍，在学员对兵

器发射有了初步认知的基础上，提出“探索和解构火药气体状态方程和弹丸膛内运动方程组成要素”的

总任务。  
(2) 分析任务  
提出任务后，教员首选需要向学员讲清任务完成中可能出现的重点、难点，如气体生成速率、火药

形状函数等，以及完成任务需要注意的关键环节与基本方法等，同时要注重引导学员结合自身所掌握的

知识体系积极思考，提高分析研究的主动性，促使学员进一步加深对理论知识要点的理解程度和实践运

用水平。例如，在分析火药在大气压力下燃烧时，需不需要区分火药类型，如何界定不同大气压力下的

火药燃烧等；在分析火药燃气状态方程时，是否应该从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着手，进而引出火药气体状态

方程，同时火药燃烧时的膛内空间有无变化等；在分析火药燃烧状态方程包含因素时，需不需要假定条

件，不同类型火药的燃烧特点有何不同，如若不同，火药燃烧速度参量如何体现等等。 
分解任务：将“探索和解构火药气体状态方程和弹丸膛内运动方程组成要素”分解，细化成若干具

有关联性的子任务，以使任务难度适中，提高学员主要参与的积极性。具体子任务为：“梳理火药燃烧

的基本阶段并列举火药燃烧过程中的状态影响因素”、“分组讨论火药燃烧状态方程中可能包含的因素

及各参数的实际意义”、“讨论膛内射击过程中可能存在哪些能量转换以及弹丸在膛内运动时可能受到

的力”、“厘清弹丸膛内运动方程和弹丸旋转运动方程中各参数间关系及具体含义”等具体任务。  

分组：根据学员学习差异和不同基础进行合理分组，5 人一组，每班 10 组，每组推荐一名小组长，

一名记录员，并明确分工。  
(3) 完成任务  
任务 1：梳理火药燃烧的基本阶段并列举火药燃烧过程中的状态影响因素。  
教员提示：从火药燃烧变化范围划分、火药燃烧不同时间段特点、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分析入手。  
任务 2：分组讨论火药燃烧状态方程中可能包含的因素及各参数的实际意义。  
教员提示：从火药燃烧过程的特点，火药燃气生成过程中药粒厚度变化、药粒厚度燃烧速度变化、

燃气生成量随时间的变化等角度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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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3：讨论膛内射击过程中可能存在哪些能量转换以及弹丸在膛内运动时可能受到的力。  
教员提示：一是射击过程中的火药气体温度是变化的，必然存在能量转换过程，以开放系统中的热

力学第一定律为基础进行分析；二是区分弹丸在膛内运动的不同阶段，从弹底燃气压力、弹丸挤进阻力、

膛线导转侧作用在弹带上的力和空气阻力等方面进行分析。 
任务 4：厘清弹丸膛内运动方程和弹丸旋转运动方程中各参数间关系及具体含义。  
教员提示：学员首先可以通过网上查阅、图书馆文献参考、向高年级学员借阅笔记或请教等方法完

成“弹丸膛内运动方程和弹丸旋转运动方程”的资料收集过程，然后梳理已收集资料，小组内部开展讨

论、分析、总结，并以实践报告形式撰写“关于弹丸膛内运动方程和弹丸旋转运动方程参数关系及其含

义的说明”。  

(4) 结果评价  
在成果展示环节中，包括以个人成果展示和小组成果展示两种。个人成果展示主要包括提交个人分

析解决问题、任务完成情况；小组成果展示主要是指对收集、梳理并分析的资料进行总结，并提交教员

一份书面报告。 
首先提交书面作业，个人学习成果有：火药燃烧包含的基本阶段、火药燃气状态方程所表征的不同

影响因素、膛内射击过程中存在的能量转换形式、弹丸膛内运动时的受力情况，尽可能全面地罗列出来；

其次，在教员引导下，各小组指定一名学员采用幻灯片、动画、例图等表现形式将本组学习成果向全班

学员呈现，适当条件下可分享完成本次任务过程中的心得体会；最后，教员与学员一道，通过共同分析、

探究和研讨，确定任务的最终可参考结果，并对每个学员的进行综合评价。学员在交流互动中获得了知

识并增长了见识，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极大地提高了主要学习的热情。 
在具体的评价过程中，采用成绩考核、调查问卷两种方式进行。成绩考核主要包括理论考核和实践

考核，其中理论考核以阶段测验为主，分两次进行，一次是中期检测，作为第一次评价；一次是终期检

测，检验任务牵引式教学法的长期教学效果，作为第二次评价。 
在任务牵引式教学方法实施过程中，通过人员分组的方式，从参与情况、积极程度、作用发挥等方

面进行评价，评价方式采用教员评价、组内互评与学员自评相结合的多元评价方式。 
首先采用学员自评，包括发放问卷对学员学习兴趣、自主性学习、沟通能力、动手能力、协作能力

进行自评，调查问卷采用匿名调查法；而后采用组内互评的方式对学员个人展示成果进行评价，包括对

学员的专业术语表达、书面作业对等内容进行评价打分；最后教员针对学员对相关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

进行评价。评价结果作为实践考核成绩依据(实践成绩 = 教员评价 60% + 组内互评 30% + 学员自评

10%)，然后按照实践成绩*70% + 理论成绩*30%的计算方式进行综合成绩评定汇总。 
(5) 总结梳理  
通过完成“探索和解构火药气体状态方程和弹丸膛内运动方程组成要素”的学习任务，学员研讨得

出火药气体状态方程和弹丸膛内运动方程的组成要素，如火药力、余容、药室自由容积、火药气体生成

速率、火药初始厚度、弹丸惯性半径、膛线缠角、弹底压力等等，并依据这些主要影响因素探究出提高

弹丸速度的主要途径，如增加装药量或者通过改变火药形状和尺寸调整单位时间内火药气体的生成量，

从而调整膛内压力变化规律等。最后教员在任务解构的基础上层层剥离、系统梳理，总结出火药膛内燃

烧和弹丸膛内运动的知识要点，供学员学习参考。  

5. 结语 

本文聚焦课程教学目标，确立任务牵引式方法在《兵器发射理论与技术》课程教学中的具体实施策

略。根据任务牵引式教学方法中教员、学员的角色定位、任务设计要求和实施流程，形成了基于“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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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三维度、六阶段、两结合”的《兵器发射理论与技术》课程教学新模式。同时对标任务牵引式教学

方法的核心要义，将《兵器发射理论与技术》课程教学内容精心整合、梳理，总结形成了基于任务牵引

式方法的《兵器发射理论与技术》的典型课程教学案例，成功开展了装备技术原理类课程任务牵引式教

学方法的应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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