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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Guiding Teaching of Military Theory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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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three steps of “listening” “researching” and “debating” in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in 
the current guided-learning teaching process, and has a strong reference for military theor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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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理论课程导学式教学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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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介绍了课程教学过程中当前导学式教学如何编写教案以及课堂教学具体实施中的“听”“研”“辩”三个步骤，对军事
理论教学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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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导学式”教学经过多年发展，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变化。

当前，所谓导学式教学法，概括地说是指以实现学生“学会”

和“会学”双赢为目标，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和提高全面素

质为主线，实行教师引导与学生自学相结合的一种新的教学

模式。通过导学式教学，实现教学活动由“教”向“学”转

移，由“授”向“导”转移，实现教学目标从知识传授向能

力培养转移上来。根据教与学双向互动原理，结合军事理论

课程的教学内容，彻底改变以往该课程教学按照教材内容一

线平推的做法，采取“问题牵引式”的方式整合教学内容，

增加课程内容的厚度和纵深感，教学中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实施导学式教学方法。

2 编写导学案解决的问题

“先学后教，以教导学，以学促教”的教学理念，对课

程导学案的编写制定提出了需求。编写导学案时，应以军事

理论理论课程标准为依据、以素质教育要求为目标，经教师

集体研究、个人备课、再集体研讨，编写制定用于引导学生

自主学习、主动参与、合作探究、优化发展的学习方案。它

是以学生为本，以知识、能力、素质“三维目标”的达成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创新、学会合作、

自主发展的路线图。为此，导学案的编写着重解决以下几个

问题。

2.1 解决学生学习过程中学什么、如何学的问题

导学案作为学生的学习方案，也是教师的导学方案，其

编写是依据教学内容源于教材、高于教材的要求，在认真解

读教材内容和分析学生特点的基础上，科学梳理、明确讲解

内容的重难点，把所学内容以问题的形式呈现。主要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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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知晓学习任务，进行自主学习，在导学案的引导下记

忆基础理论，构建军事理论的知识结构，重点解决学什么、

如何学的问题。同时，在课前准备环节，教师和学生都积极

参与到其中来。应当对本课程做一个细致而深入的了解，并

且踏实地准备好每节课将要涉及的内容。促进学生积极地预

习将要学习的内容。改变传统的课前准备中“井水不犯河水”

的模式，让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到预习当中，提高学习效果 [1]。

2.2 解决学生学习过程中读不懂、联不上的问题

导学式教学强调的是学生的学和教师的导，引导学生学

什么、怎么学、学到什么程度。其着眼点和侧重点在于如何

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如何引导学生获取知识、提升

能力。教师主要是为学生理解教材以及授课的内容，通过提

问——讨论——归纳——练习四个步骤，将每一节课的教学

目标、教学重难点转化为学生的学习目标、学习重难点，引

导、帮助学生提升理论水平。通过这种归纳式探究，在学生

“已经知道的”和“需要知道的”知识之间架设起沟通的桥梁，

既保证了学生学习的连贯性，又达到了突破化解难点的目的，

有效解决了学生学习过程中读不懂、联不上的问题。

2.3 解决学生学习过程中知道了、不会用的问题

前面所讲问题，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而对于“怎

么去做”，正是导学式教学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也是导学

式教学的核心。奥苏贝尔认为，促进学习和防止在学习过程

中引起知识间相互干扰、相互混淆的最有效策略，是利用相

关的和包摄性较广的、最清楚和最稳定的引导性材料。通过

恰当地引导，将军事知识与军事实践地应用问题有效结合，

组织学生一起发现问题、讨论交流、调查研究、分析与研究

问题，促进学生正确运用所学理论开展初步研究工作，借以

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解决学生学习过程中

知道却不会用的问题。

3 导学式教学的课堂实施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

体作用的几个步骤

导学案既是教学活动的施工图，也是学生学习活动的方

法论。导学案的编写只是基础，利用导学案进行学习才是关键。

如何从学生“学”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使导的规律立足于

学的规律，促使学生利用导学案有效地学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为此，要改变过去“以教为主”的教学模式，从培养学生对

理论的应用能力着眼，教学中始终把学生放在主体地位，采

用各种手段和方法，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引导学生自觉能动地

学习，实现增长知识、发展能力、提高素质的目的。

从整体上看，应采取了“听”“研”“辩”三步骤，层

层递进，步步深入。

3.1 “听”

让学生“听”，不是单纯地听，而是在听的过程中，与

个体事前准备过程中形成的知识框架进行比较，是对知识的

一种再认识。通过“听”，让学生重在把握军事理论课程的

知识框架、基本观点、运用方法。在课堂实施过程中，每堂

课 90 分钟的时间，教师主要在前 45 分钟，根据导学案设计

的思路以及学生的预习情况，通过“导学”的形式，重点通

过理论框架阐述基本理论，制作思维导图，引导学生根据预

习的情况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梳理，引领学生总结、聚合知识。

3.2 “研”

要以课程体系创新为着力点，进行整体设计，加大研讨

力度，给学生思考的空间。在导学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军事

理论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和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适时

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在讨论中激活学生的思维，深化理论教

学内容，打牢理论基础。这一过程，强调问题探究，能起到“以

问拓思”的功效，帮助学生学会如何从理论阐述中掌握问题

的关键。通过对所学知识的研讨，来达到深化理论、提高能

力的教学方法。通过设置的不同问题，通过引导学生从不同

角度对所学知识做出不同的阐述，组织大家进行讨论，引导

学生进行分析，明确理论关系，使学生在讨论中获取新知识、

产生新想法、提高创新能力。

为了让学生“研”，我们设置了两个部分。一是在“听”

之后的 45 分钟进行。这一部分主要是通过“提问——归纳——

总结”三个具体步骤进行，重点放在归纳上，主要是帮助学

生构建研究问题的思路。二是在两次大作业中进行。大家在

完成大作业的基础上抽出时间，采取“随机抽点”的方式进

行研讨交流，所有人员都要进行准备教案和课件，并在交流

结束后提交大作业。通过“研”，重在把握军事理论导论基

本知识的完善和运用。

学生为了能够 “研”出水平，“研”出高度，要求学生

具备大量的知识储备，这就迫使学生在课下查找大量资料。

国际上有著名高校的教学实践表明，对问题的研究，是促使

学生对知识的获取、消化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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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辩”

有人开玩笑讲：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就是将别人的钱装

进自己的口袋；将自己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辩论，就是一

种将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脑袋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复杂和艰

巨的。每一次辩论，都要设法立足本方立场，做出破解论题

的决定。这也正符合这一基本认识的。有关实验结果也表明，

对知识的掌握，动作记忆最易于长久保持，一项技能一年后

只遗忘 29%。在军事理论课程的教学中，让学生通过“辩”

这一实践技能，增强对知识的理论理解与记忆。

同时，为了参加辩论，学生需要对辩题进行大量思考、

准备，这就必然促使其自觉查阅书籍资料、学习掌握一些基

本理论和技巧。同时，还可以培养学生准备材料、撰写辩词

需要具备的写作能力和缜密的思维能力。辩论中，需要学生

综合考虑正反双方的立场观点，充分发挥想象力，突破自身

原来固有的知识圈，从多个角度、多个方向、多种关系去分

析问题，多方面、多层次地去寻求破解论题，阐述己方观点

的答案和方法。通过“辩”，帮助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进一步

升华，达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4 结语

总之，通过“导学式”教学，引导学生以军事理论课程

学习为契机，加强自身的学习，关注军事理论的发展动动态，

真正提高军事理论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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