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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军事基础教育实施混合式教学模式，既是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的必然要求，也是顺应信息时代教育

发展趋势、推进军事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具有教学时空更加多元、教学效果更加高效、教学主体

更加突出的特点。本文立足提升学员自主学习能力，通过发挥信息时代网络教学优势，探索性构建了完

整基础教育混合教学模式的系统设计和运用流程，提出了实践应用中应把握的重点问题，为教学转型提

供了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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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xed teaching mode adopted in military basic education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not only 
carrying out the military education policy in the new era, but also adapting to the trend of devel-
oping educ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and promoting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education. It highligh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re diversified teaching duration and space,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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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t teaching effect and more emphatic teaching subject. Aiming at the improvement of stu-
dents’ self-learning abili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ystematic design and application process of a 
complete mixed teaching model of basic education, puts forward the key issues that should be fo-
cused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b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network teaching in the in-
formation age,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eaching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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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军事基础教育作为一个全面性、科学化、系统化的训练体系，教学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能够充分

发挥信息时代网络教学优势，立足提升学员自主学习能力，形成“主导–主体”教学优化组合，突破传

统教学模式局限，具有教学主体更加突出、教学时空更加多元、教学效果更加高效的特点。通过构建完

整的军事基础教育混合教学模式的系统设计和运用流程，对于促进教学转型、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基础

坚实、素质全面、技能突出的新型军事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军事基础教育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特点 

军事基础教育实施混合教学模式，并不是单纯地将面授教学与线上教学简单叠加，而是通过网络技

术加持，将二者进行多角度的有机整合。混合教学模式不仅优化了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也突破了传统远

程教育无法进行及时有效沟通交流的局限，成为一种更加高效的教学模式[1]。在教学环境上，不仅包括

现地教学环境，还囊括了各类线上平台、软件的配合；在教学方法上，不仅有面对面的讲授，还包括线

上教学与作业完成；教学主体上，从教员主导转变为教员引导、学员主体的模式。 

2.1. 现地 + 网络：教学时空更加多元 

传统模式下军事基础教育课程场地较为单一，基础理论类课程通常在教室配合多媒体教学设备进行，

技能类课程通常结合教具装具在相应的训练场进行。混合教学模式下场地有所不同：既有教室、训练场、

教育基地等现地环境，也有与之配套的网络环境，教学时空更加多元。一是现地 + 网络的复合教学环境

使学习地点更加多样。当前军事基础课程的教学场所相对固定，通常是依据人才培养方案提前制订下发

课表，明确具体教室。线上教学的发展打破了地域的壁垒，降低了对教学场地的依赖，使学习地点更为

灵活。例如学员可以通过网络和相应软件平台进行远程学习，特别是在疫情背景下，不同地区的学员可

以同步开课；或当遇到突发情况导致教学场地不便时，教员也可以通过网络授课按时完成教学任务。二

是现地 + 网络的复合教学环境使学习时间更加灵活。授课视频上传至各软件平台后长期有效，有助于学

员自行查漏补缺，如学员在课堂听讲时存有疑虑，可以利用网络资源及时进行回顾复习；或因哨兵、外

出就医等情况耽误上课，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在相应平台上进行补课，完成课程学习。三是现地 + 网络

的复合教学环境使学习内容更加拓展。依托网络上的海量学习资源，极大地丰富了学习内容。学员能够

依据自身学习情况和兴趣进行拓展学习，而不再囿于课本和学校下发的辅助教材范围，拓展了学习内容，

提高了学习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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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线上 + 线下：教学效果更加高效 

目前军事基础教育中传统教学模式对教员的体力精力消耗较大，常常出现“教员累的半死，学员只

会一半”现象。通过线上 + 线下的方式，能够有效解决此类矛盾。一是线上方法提升共性教学内容的教

学效率。在一些军事基础课程的教学中，如理论课程“军事思想”、技能课程“擒敌术”等，授课教员

需辗转于不同教学班次教授同样内容，这种“重复性劳动”耗费教员大量精力和时间。改为线上授课的

话，就可同时展开多个教学班的授课，提高教学效率。二是线下方法针对个别教学问题查漏补缺。由于

线上教学教员看不到学员，不能精准把控课堂，因此在利用线上方法将共性内容进行统一授课之后，教

员应当在线下组织针对性辅导。针对学员在线上学习中的产生的疑惑，逐一进行讲解与纠偏，确保学员

掌握线上教学内容，进一步巩固线上教学成效。 

2.3. 被动 + 主动：教学主体更加突出 

将教员视为教学主体、忽视学员主动性是传统教学的弊端，混合式教学模式则有效弥补了这一缺陷。

首先，混合式教学模式极大激发了学员的主动性。主动性作为学习过程中的内在动力，应当充分发挥其

作用。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教学环节中，课前作业作为重要一环，要求学员能够主动查阅资料，独立思考、

独立完成作业，这是一个完全自主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充分发挥学员主动性的过程。其次，混合式教

学模式不能忽略教员的主导性。在引导学员自主学习过程中，教员应准确把控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与教

学标准，以此作为教学中引导学员的准则，对学员自主学习进行分阶段指导，并检查阶段作业完成情况，

使学员的自主学习能够始终围绕教学目标。同时对于自觉性较差的学员，教员的引导作用还体现在督促

其按时完成作业，跟上整体学习进度上。 

3. 军事基础教育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设计构想 

军事基础教育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是课堂教学与在线教学之间，教员主导与学

员主体之间，学习跟踪与信息反馈之间诸多要素融合优化的过程。 

3.1. 军事基础教育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设计目标 

军事基础教育混合教学模式的设计依据在于对混合教学模式诸多优势的利用。一是发挥信息时代网

络教学优势。网络学习资源具有信息量大、交互性强、自由度高、权利均等的特点，应用于军事基础教

育，能够实现学员与教员的实时沟通交流，能够实现教学资源共享、能够实现学习形式的自由化[2]。例

如在职业教育平台学习相关课程，可将问题写在留言区，会有教员进行解答，也会有学员跟帖表达个人

理解。二是提升学员自主学习能力。与传统方法相比，军事基础教育实施混合教学模式最明显的区别在

于学员完成课前作业的过程中，需要通过查阅资料、深入思考；或依托学习小组进行交流学习、协作完

成，能够促进学员采用更加合理的学习策略掌握教学内容、提升自学能力，避免在课堂上“等、靠、要”

被动学习[3]。三是形成“主导–主体”教学优化组合。在教学中教员处于主导地位，学员处于主体地位，

教与学的地位同等重要。混合教学模式既体现教员的引导、控制作用，也强调学员的主观性与主动性，

将“主导–主体”优势充分发挥，能够避免单一教学模式产生的“满堂灌”或者“盲目学”的不良现象，

达到优化教学过程和提高教学效果目的。 

3.2. 军事基础教育混合教学模式的系统设计 

军事基础教育实施混合式教学模式，总体策略以教员发布课前作业、引导学员进入网络教学平台为

起点，在学生的自主学习遇到障碍时，通过传统面授方式进行辅导，在教学重难点上进行强化练习，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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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习、实现教学目标。按此过程将教学流程系统设计为：教员课前引导，学员自主学习，

课堂共同学习，课后考核拓展、教学修订完善五个环节，并形成一个闭合回路。一是教员课前引导环节。

依据课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结合学情特征，教员布置课前作业、给出参考资料范围、确定学习成员

编组。二是学员自主学习环节。这是混合教学模式实施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学员的主体作用主要体现在

这个阶段。学员以完成课前作业为目标导向，以自学参考资料为研究范围，在小组内分工配合，共享资

源和学习经验，互相协作解决问题。一方面鼓励学员主动钻研、深度思考，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一方面通过小组作业加强学员的沟通交流能力与配合协作能力[4]。三是课堂共同学习环节。这一环节

是联系前两个环节相的“桥梁”。对教员而言，重点在于收集整理学员课前作业中产生的问题和疑惑，

进行集中答疑或展开课堂研讨交流。对学员而言，通过课堂学习将所学知识构建起完整的知识体系。对

于“课堂环境”而言，除教室外，还可以借助实验室、模拟仿真训练室等信息化设施提升教学效果。四

是课后考核评价环节。考核评价不仅是学员所学课程的考试成绩，而是双向多维的综合考评：既包括教

学过程中教员和学员的自评，也包括教员对学员学习效果的考核和学员对教学满意度的评价。既有针对

教学过程的双向考评，也有针对教学效果的综合考评。双向多维的考核评价机制才能最终反映出真实的

教学效果。五是教学修订完善环节。完成考核评价并不代表教学活动的结束，而是展开下一轮教学活动

的起点。教员以考评结果为依据，对本轮教学活动进行总结反思，总结本轮教学中的有效方法，针对不

足加以修改完善，策划下一轮教学活动更加有效开展。这既是教学过程中的经验积累，也体现教学系统

设计所必需的反馈机制[5]。 

3.3. 军事基础教育混合教学模式的运用流程 

混合教学模式下，教学流程不再只是从备课、上课到学习、考试的单向流程，而是包括教员、学员

和环境三个维交互。 
一是教员主导教学的流程。按照“备课–给出学习目标–布置预习任务–引导完成预习–组织课堂

答疑–教学内容辅导–布置课后作业–总结教学问题–教学修改–备课完善”的闭环流程，注重师生平

等交流互动，注重激发学员学习主动性，注重培养能力与启迪思维。二是学员完成课目的流程。按照“预

习教材讲义–思考课前作业–完成课前作业–小组协作研究–课堂答疑解惑–完成综合考评–强化课后

拓展”的流程，充分发挥学员自身特点与优势，如学有余力的学员可进一步拓展外延知识，基础较差的

学员，可依托学习小组协作完成课前作业。三是教与学交互的流程。混合教学模式不是教与学的分离，

而是教与学的融合。在这一过程中按照“教员提出问题–学员自主学习–学员提出疑问–教员答疑解惑–

教员再提出问题”的流程，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员不断引导学员去完成预定的学习任务，学员在独立

思考、自我探究中提出疑问，又为教员的课程反思总结提供依据，进而在双方的有效互动下，实现教与

学的双赢。如图 1 所示。 

4. 新时代军事基础教育混合教学模式运用应把握的问题 

4.1. 积极蓄势，配强教学团队 

教学团队是以学生为服务对象，以数位专业技能互补且相互协作、沟通的教师为主体，以教学内容

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为主要途径，以系列课程和专业建设为平台，以提高教师教学水平、提高教育质量为

目标而组成的一种创新型的教学基本组织形式。军事基础教育实施混合教学模式，单靠一名教员是无法

实现的，应以教学团队为单位，发挥合力优势。教学团队的结构编成应结合教学实际，从三方面进行优

化：一是带头人具备较深的学术造诣和创新性的学术思想。应以教研室知名教授牵头，凭借深厚的专业

素养和在学科领域的影响力，长期致力于团队建设，深入研究军事基础学科以及相关学科、临近学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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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作为教学团队的领航。二是管理员具备统筹协调和全面把控的能力。管理员应与带头人分设，以

避免日常管理协调工作对带头人研究的干扰。管理员应由中青年教员担任，有较好的军事理论与技能素

养，治学严谨，为人正派，具有团结协作精神和良好的管理能力。三是团队成员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和

团结合作的精神。教学团队内部思想统一，目标一致，树立互相配合，互相补台，精诚合作的精神，以

达到 1 + 1 > 2 的教学效果。同时教学团队应注意老中青相结合，年龄结构和职称结构配置合理。 
 

 
Figure 1. Process design of mixed teaching mode adopted in military basic education 
图 1. 军事基础教育混合教学模式流程设计 

4.2. 主动应变，精选教学内容 

军事基础教育实施混合教学模式，教学内容不能囿于课本，不能单单只做数量上的拓展，也不能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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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碎片化知识的拓展。应结合教学大纲要求和教学目的，形成系统整体的教学内容体系，同时根据学情，

主动应变。可分为三个层次精选教学内容：一是“及格线”，即大纲要求的内容和标准，是学员必须掌

握的最低标准。二是“良好线”，对于有兴趣、领悟较好的学员，拓展与课目相关的内容，考核标准也

略有提高。三是“优秀线”，对于有禀赋、学有余力的学员，从学科专业结构上进一步拓展教学内容，

增加临近课目内容。同时注重结合学员个性特点，创设选修课目库，因材施教。 

4.3. 注重引导，启迪学员思维 

军事基础教育实施混合教学模式，在突出学员作为学习主体的同时，一定要发挥教员的引导、启迪

作用。一方面在于精神引导。鉴于学员处于 20 岁左右的年龄段，其心理发展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学习上

虽有积极性与求知欲，在行动上与习惯上还有一定的惰性。因此教员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引导学员培

养勤奋刻苦的学习习惯和学无止境、孜孜以求的学习态度，在学会知识、掌握技能的过程中获得精神上

的成就感和自信心。另一方面在于思维启迪。军事基础教育的教学目标不仅包括知识与技能目标，还包

括过程与方法目标，在树人育人层面，学会解决方法更为重要[6]。应通过技能操作与实践，让学员理解

理论转化实践、理论应用实践的差距与方法，学会举一反三、学以致用，为学员成长为高素质、专业化

新型军事人才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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