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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防信息通信业务教学内容需求和现状

在灭火和抢险救援战斗中，通信保障的成功与否直接决

定消防灭火救援行动质量的好坏，甚至关乎消防人员及百姓

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作为消防指挥类院校，消防通信课程是我

校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及相关技术在消防应

急救援领域的全面应用，消防信息通信业务在消防部队中的

作用越发明显[1]。井喷的信息通信业务与信息通信人才缺口之

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特别是 2018年 3月 13日，国务院机构改

革方案阐明了公安消防部队的归宿。机构改革后，公安消防部

队、武警森林部队将转制与安全生产等应急救援队伍一并作

为综合性常备应急骨干力量归于新组建的应急管理部来指挥

管理。转隶后，应急管理部领导多次强调应急管理部的应急通

信保障由消防部队承担，各地要抓紧加强信息通信系统建设，

成立信息通信专班。因此，从国家层面来看，消防信息通信人

才缺口巨大，而作为全国唯一的消防指挥类院校，肩负着对学

员信息通信知识的教学及相关业务人才培养的任务，此类教

学课程的开设显得刻不容缓。

据调查研究，在中国只有武警学院、南京消防士官学校和

我校系统的开设消防通信类课程，授课对象为初级指挥员和

将来从事消防信息通信岗位的干部及士官。授课方法多以理

论教学为主。由于授课对象没有明确的定位，因此，课程内容

设计缺乏针对性，所授知识点泛而不精，缺乏相应的深度，所

用教材编写时间较早，无法适应当今高速发展的业务需求。论

文依托我校教学改革项目《针对消防队伍信息通信业务的教

学内容研究》资助，对消防信息通信业务教学内容的构建进行

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2 消防信息通信业务教学内容构建的原则和

方法

2.1 教学内容构建的原则

淤结合消防信息通信业务需求，贴近基层、贴近实战。目

前，消防部队除承担防火、火灾调查及消防安全宣传外，主要

承担中国灭火及应急救援国家队、主力军的作用，消防信息通

信业务需求明确[2]。本项目在前期的调研中，对各消防总队、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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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大队、中队的信息通信需求进行调研整理，以各级消防机

构的需求为导向来制定相关教学内容，充分调研各级指挥中

心、信息通信处、信息通信科的日常工作流程和相关知识需

求，并以此来划分教学内容体系，搭建教学内容框架，最大限

度地做到所教授的内容能够直接为部队所用，为消防信息人

才的培养打下坚实基础。坚持贴近基层贴近实战的原则，所构

建的教学内容可以与各级消防机构信息通信业务一一对应起

来，最大限度地向学员介绍消防信息通信相关知识。

于注重理论教学与业务实践相结合。本课程作为我校消

防通信课程的补充课程，课程教学内容的重心将由通信理论

转为信息通信业务的教学。充分利用 PBL的教学思路来构建

教学内容，每个教学内容都有相关专题实践课程来检验学员

的学习成果。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员所学知识与相关消防

信息通信业务直观地对应起来，使学员毕业后可以具备相关

岗位的工作能力以及深入学习相关内容的基础。

盂突出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前沿和趋势。信息技术遵循

摩尔定律高速发展，本教学内容的构建必须充分调研行业动

态及技术发展前沿，争取把当前最新的行业应用及技术发展

方向引入课堂[3]。在内容构建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前沿性和实

用性相结合的原则，把技术发展的趋势和当前消防信息通信

业务的发展方向之间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介绍清楚，使学员在

毕业后能够有针对性地、有前瞻性地对相关内容进行再学习、

再提高。

2.2 教学内容构建的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查阅国内外消防信息通信业务的相关资料，了解消

防信息通信人员能力素质构成。以业务需求为牵引，寻找研究

的前沿，确定研究的切入点，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有批判的

继承。通过查阅文献资料明确消防信息通信业务教学内容构

建的总体思路和基本框架。

2.2.2 调查研究法

对消防信息通信参谋业务进行认真研究，有针对性地设

计问题和问卷。通过发放问卷调查或实地调研的方式调研消

防信息通信参谋业务能力素质要求，认真梳理消防队伍中的

信息通信人员的能力素质，明确相关人才的培养方向和知识

体系[4]。

2.2.3 归纳总结法

对前期查阅文献、资料及调查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分

类，认真总结消防信息通信业务教学内容构建的蓝图及体系

结构。以问题为牵引，设计课程内容、框架，对前期调研结果进

行归纳总结，进一步填充和细化课程框架的内容层次，并最终

获取本课题的研究成果[5]。

3 消防信息通信业务教学内容构建

课程教学内容按照基础理论框架、专题业务框架及课程

实践框架的思路和逻辑进行设计和构建，并充分利用现有的

通信装备、设备及实践教室完成教学内容的效果检验。

3.1 基础理论框架

基础理论框架是教学内容的基础，是先导学习部分。“万

丈高楼平地起”，基础理论不但是学员能够学习后续内容的充

分条件，更是本教学内容的开篇和基础。在设计基础理论框架

时，采取类似建筑的部分装配、部分现浇现砌的方式，在框架

底层对后续章节所用的基础知识做一个总体的叙述，打好地

基。在后续叙述具体信息通信业务时又采取基础知识穿插和

立体浇灌的方式，完善整个教学内容基础理论框架的构建[6]。

因此，这部分内容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概念认知层、知

识抽象层及业务构建层。基础理论框架的内容占教学内容课

时的 30%左右，如表 1所示。

表 1 基础理论框架

层次 层次名 内容

1 概念认知层

计算机体系结构、计算机操作系统、软件开发

平台、软件开发工具、有线通信技术、无线通

信技术、地理信息系统、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管理

2 知识抽象层

消防信息通信处、信息通信科业务，信息通信

参谋职责；消防指挥中心业务、指挥中心工作

职责

3 业务构建层

消防软件平台业务，消防信息通信系统建设

项目管理业务，消防指挥、调度业务，消防常

规通信业务，消防应急通信业务，应急通信预

案制定，应急通信训练及综合演练

概念认知层描述教学内容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例如，计算

机体系结构、计算机操作系统、软件开发平台、软件开发工具、

有线通信技术、无线通信技术、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管理基础

等知识，这部分是后续内容的基础和先导知识，不涉及具体的

消防信息通信业务。

知识抽象层则在概念认知层的基础上对来自基层用人单

位的需求进行归纳总结，对消防信息通信参谋业务进行梳理，

将工作所涉及的内容抽象为教学的内容，在基础理论框架中

相当于房屋的柱子，支撑着整个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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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构建层对知识抽象层的内容进行填充，将具体业务

进一步细化、分类，构成了整个基础理论框架的核心内容，在

基础理论框架中类似于建筑上对房屋进行装修，对整个理论

体系进行完善。

3.2 专题业务框架

专题业务框架为本次内容构建的重点和难点，项目组在

研究本次教学改革项目时达成共识，本门课程的开展将利用

PBL教学方法，即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是基于现实世界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方式，

1969年由美国的神经病学教授 Barrows在加拿大的麦克马斯

特大学首创，目前已成为国际上较流行的一种教学方法[7]，以

此类教学法出名的包括荷兰顶级大学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等世

界著名院校。与其他教学方法相比，本教学法更加注重学生的

自主学习。因此，在内容构建时就把消防信息通信业务归纳为

不同的专题，形成专题业务框架。通过此种方式，在专题业务

框架的基础上，每个专题业务设定相应的课程实践与之对应，

充分发挥学员的主观能动性及积极性，利用雨课堂和 MOOC

等教学手段，使学生学以致用，在后期工作中能够得心应手[8]。

专题业务框架包括基础理论框架的业务构建层，并在此

基础上形成业务指导层，在理论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总结工作

经验、工作方法和工作思路，使学员能够真正掌握消防信息通

信参谋业务。专题业务框架的内容占全部教学内容课时的

40%左右，是整个教学内容构建的核心，具体框架内容层次如

表 2所示。

从表 2看出，整个专题业务框架当中，业务指导层内容紧

贴基础理论框架当中的业务构建层理论知识，两个框架之间

有着很重要的联系，各知识点之间循序渐进，按层次展开，能

够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针对性更强，对将来信息通信工作

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3.3 课程实践框架

课程实践框架与专题业务框架紧密结合，该框架可以作

为实践课单独展开或作为消防信息通信业务教学辅助课程展

开，该框架的设计秉承贴近基层、贴近实战的原则，合理地利

用现有教学资源设计实践科目，最大限度地检验理论学习成

果，同时，可作为课程期末考核的主要方式，改变过去唯分数、

唯理论的教学模式，使学员真正掌握消防信息通信参谋业务，

在毕业后真正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课程实践框架延续专题业务框架的 PBL教学方法，设计

相应专题业务的实践内容、实践方法和实践方式。设计实验指

导书用来记录实践课程相关过程，采用分组和编队教学的方

式，使课程实践框架和基础理论框架中的专题业务构建层一

一对应起来。课程实践框架中设置专题实践层，采用翻转课堂

的方式，设立信息通信保障机构及相关角色，使每个学员都能

够融入课程实践框架中，既是本课程学习的目的，也是巩固本

课程教学内容的手段。课程实践框架如表 3所示。

表 3 课程实践框架

基础理论知识框架中

业务构建层内容
课程实践框架专题实践层内容

消防软件平台业务
服务器操作系统安装

及 IIS网站服务器设置

支队指挥中心改造项目

相关文件起草

模拟指挥中心接出警操作

及相关记录管理

消防图像、语音综合平台使用

灭火救援现场 4G音视频图形传输

卫星便携站的使用与维护

短波电台调试

应急通信预案制定业务 跨区域地震救援想定作业与应急

通信预案编写

跨区域地震救援应急通信保障演练
应急通信训练及综合演练业务

消防常规通信业务

消防应急通信业务

信息通信系统建设项目管理业务

消防指挥、调度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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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构建层内容 业务指导层内容

消防软件平台业务

办公自动化软件使用

信息中心机房管理

应用服务器管理

运维人员管理

信息通信系统建设项目管理业务

项目建设流程

项目立项管理

项目实施管理

项目验收管理

项目审计

消防指挥、调度业务

消防指挥调度网络

消防地理信息系统

消防接出警系统

消防指挥调度系统

消防常规通信业务

视频会议系统的管理和维护

语音电话业务

专用计算机网络管理和使用

公网通信系统使用

消防应急通信业务

微波通信系统使用

短波通信系统使用

卫星通信系统使用

消防无人机

应急通信预案制定业务

应急通信预案制定的意义和目的

应急通信演练想定作业编写

应急通信预案编制方法

应急通信预案内容构成

应急通信预案修订与反馈

应急通信训练及综合演练业务

应急通信训练流程、方法

应急通信综合演练方案编制

应急通信演练组织实施

应急通信演练总结讲评

表 2 专题业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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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基础理论框架和专题业务框架内容来制定专题实践

内容，从上表中可知，跨区域地震救援应急通信保障做为综合

型演练科目，集成了应急通信预案制定，消防指挥、调度业务

及常规、应急通信保障相关理论知识实践及检验职能，可作为

本课程的考核方式来检验学员的学习成果。

4 消防信息通信业务教学内容构建合理性分析

4.1 教学内容构建合理性

在论文中课程教学内容分为基础理论框架、专题业务框

架及课程实践框架三个部分，三部分的关系如图 1所示。

图 1 教学内容框架关系

从上图可以看出，整个教学内容构建以消防信息通信人

才能力素质需求为核心，驱动基础理论框架中的知识抽象层

对能力素质需求进行归纳总结，并设计与此能力素质相适应

的概念认知层（即迎合用人单位需求的能力素质所需基础知

识）[9]。在知识抽象层的基础上设计业务构建层，业务构建层是

本次内容构建的核心和基础，是本次教学内容构建的重点与

难点。业务构建层将消防信息通信人才能力素质需求直接归

纳、抽象为具体的几类业务，每个业务作为一个专题来设计。

在业务构建层的基础上完成专题业务框架中的业务指导层和

与之对应的专题实践层，课程实践框架再直接映射回消防信

息通信人才能力素质需求[10]。

因此，整个教学内容构建的设计与实施都围绕消防信息

通信人才能力素质需求这一个核心，以实际业务构建为着力

点，向下可以追溯到学习相关业务所需的基本概念认知，中间

在业务指导与方法论方面的详细设计，向上设计相关实践框

架来完成整个教学内容的闭环设计，真正形成消防信息通信

业务的教学生态链，使整个教学内容比较完整、合理，真正达

到消防信息通信人才培养的目的[11]。

4.2 教学内容迎合实战需求合理性

本次教学内容构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消防信息通信人

才培养，衡量教学内容合理性的指标除了内容完整性以外，更

重要的是要反映和消防信息通信部门用人单位岗位需求的契

合度。为了调研消防信息通信人才岗位能力，迎合实战需求，

课题组先后调研了天津、广东、广西、四川、陕西和北京六个总

队的信息通信人员岗位职责、工作流程及日常事务，并对调研

结果进行总结，归纳出基层岗位设置和人员能力素质需求如

表 4所示。

从表 4可以看到，在前期调研中共梳理出 18种能力素质

需求，并对相应能力按复杂度 1至 5级进行分类，从 1到 5难

度递增。表中的权值为相应能力素质要求在 4级信息通信层级

中的复杂度之和，因此，相应能力素质权值占比如图 2所示。

1.99%

2. 软件系统使用

4. 硬件系统建设、维护

6. 消防常规通信任务

8. 跨区域应急通信预案制定

10. 信息通信业务考核

12. 外单位沟通协调

14. 消防信息化项目规划、立项、管理

16. 应急通信预案制定

1. 软件系统部署、维护

3. 信息系统建设项目管理

5. 消防指挥、调度业务

7. 消防应急通信业务

9. 跨区域应急通信演练组织

11. 信息通信类公文起草

13. 向下级调度指挥

15. 消防信息化经费使用管理

17. 应急通信演练组织

需求占比

3.97%

3.31%

3.97%

1.99%

3.31%
2.65%

9.27%

6.62%
6.62%
6.62%

5.96%
7.28%

8.61%

10.60%

8.61%
8.61%

图 2 能力需求权值占比

从图中即可看出部队对人才的需求主要集中在消防应急

通信及消防常规通信的能力素质培养上，本次能容构建相关

内容的安排也可以参照该图来确定相关章节比重。

有了上图的需求表后再根据本次内容构建的章节内容对

用人单位的能力素质需求进行对照，在 17种能力素质中，本

次内容覆盖了其中的 12种，能容契合度为 88.23%，基本能够

涵盖消防信息通信能力素质培养的需求，其中的 5种需求未

能涉及，分别是信息通信业务考核、信息通信类公文起草、外

单位沟通协调、消防信息化项目规划、立项、管理和消防信息

化经费使用管理。其中，公文起草和外单位沟通协调的教学内

容在我校其他课程中有所安排，信息通信业务考核、消防信息

化项目规划、立项、管理和消防信息化经费使用管理由于现行

机构改革，各部分职能任务未能明确，故也没做相关安排。综

上，本次教学内容构建对于迎合实战需求比较合理，能够起到

人才培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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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层级 指挥层级 复杂度（1-5） 能力权值

1

应急管理部指挥

中心

（消防局信息通信

处）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软件系统部署、维护

软件系统使用

信息系统建设项目管理

硬件系统建设、维护

消防指挥、调度业务

消防常规通信任务

消防应急通信业务

跨区域应急通信预案制定

跨区域应急通信演练组织

信息通信业务考核

信息通信类公文起草

外单位沟通协调

向下级调度指挥

消防信息化项目规划、立项、管理

消防信息化经费使用管理

5

3

4

5

5

4

5

5

5

5

3

3

2

5

5

14

9

11

13

13

13

16

10

10

10

6

6

4

5

5

2

消防总队信息通

信处

（总队指挥中心）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软件系统部署、维护

软件系统使用

信息系统建设项目管理

硬件系统建设、维护

消防指挥、调度业务

消防常规通信任务

消防应急通信业务

跨区域应急通信预案制定

跨区域应急通信演练组织

信息通信业务考核

信息通信类公文起草

外单位沟通协调

向下级调度指挥

5

3

4

5

5

4

5

5

5

5

3

3

2

14

9

11

13

13

13

16

10

10

10

6

6

4

3

消防支队信息通

信科

（支队指挥中心）

01

02

03

04

05

06

07

16

17

软件系统部署、维护

软件系统使用

信息系统建设项目管理

硬件系统建设、维护

消防指挥、调度业务

消防常规通信任务

消防应急通信业务

应急通信预案制定

应急通信演练组织

4

2

3

3

3

3

4

3

3

14

9

11

13

13

13

16

3

3

4 消防中队通信员

02

06

07

软件系统使用

消防常规通信任务

消防应急通信业务

1

2

2

9

13

16

岗位能力需求

代码 内容

表 4 基层岗位设置和人员能力素质需求

5 结语

在当前消防改革的背景下，消防信息通信人才缺口较大。

论文以消防队伍信息通信人才需求为着力点，认真分析了当

前课题研究背景及现状，在充分调研消防信息通信人才能力

素质需求的基础上，以贴近基层、贴近实战为原则，对消防信

息通信业务教学内容进行构建，并对内容构建的合理性进行

了分析。经过分析，前期内容框架搭建符合课程改革预期，取

得了一定研究成果。下一步，课题组将对教学内容进行细化、

充实，争取早日能够完成教学大纲、教材

和相关实践、实训课程的设计，真正使我

校消防信息通信人才培养能力得到质的

飞跃，为祖国的消防事业作出更大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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