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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创新在航空救生课堂中的应用
王晶横 孟东起

空军航空大学航空基础学院，中国·吉林长春

针对知识经济时代人才培养的需求，结合飞行基础教育基地人才培养实际，提出了几点在航空救生课程教学改革中的几点创
新方法。为了防止教员单一授课和满堂灌，提出了多元课型，并针对传统教学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几种新的现代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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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测，“21世纪是创新教育的世纪”。

国际教育界认为，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的主题是实施创新教

育，培养创造型人才。第三次全会提出，要把培养学员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作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点。对于部队院

校来说，尤其是对于我们飞行基础教育这一特殊教育机构，

注重培养学员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更有助于学员在将来

的飞行专业上发挥自己的潜能。例如，自 2009年以来，基

础基地提倡双语教学、多媒体教学等新型教学方式，对于培

养学员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都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可见，实施创新教育，培养创造型人才，不仅是时代

发展的要求，也不仅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还是新一

轮教改的重中之重。这一切都要求我们一线的教员应该立即

改变旧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探索、尝试新型的课程教学 [1]。

2 变单一课型为多元课型

以往的课型为单一的课型，以教员讲授和满堂灌为主，

不利于学员学习能力的培养和主体作用的发挥。为了进一

步、培养学员的能力，根据学情，笔者改变以往的单一课型

为多元课型。

2.1 启迪课

针对许多学员对航空救生这门学科不是十分了解，充

满好奇和疑问，为了增加学员的学习兴趣，在教学中采取让

学员展开讨论，开阔思路，探讨问题。经过讨论，有的问题

加深了理解，得到圆满的解决；但有的问题尤其是全班争论

的重大问题，意见还统一不起来，或理解不透彻。这时教员

重点讲解的时机也就成熟了；这时，教员的讲解，要生动有

趣，言简意赅，掷地有声，富有启发性：

第一、启迪课的讲解重点应放在“三点”“一线”上。

所谓“三点”，是指新旧知识的结合点，新知识的关键点，

理论和实际的联系点。所谓“一线”，是指前后各节之间基

本原理与跳伞实际的内在联系，这些都是教材中最基本的知

识。例如，对于被迫跳伞的运动轨迹分析计算的章节或者理

论知识部分，其目的是让学员从理论层次对被迫跳伞轨迹的

影响因素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对指导培训飞行员安全被

迫跳伞、分析弹射跳伞事故原因等具有重要作用。这样的教

学内容如果单纯的写公式，做计算，那无疑是最枯燥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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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便可以采用“三点一线”[2]。

第一，让学员分组讨论在飞机不同的飞行姿态下，飞

行员被迫跳伞时容易与飞机的某些部位相撞？通过学员结

合自己学习的其他理论知识如数学知识、物理知识等踊跃地

分析这一问题，教员抓住时机，提出问题：“面对这样的

问题我们应该如何防止飞行员与飞机的某些部位相撞呢？”

对此，学员们又展开激烈讨论，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好多

教材里没有提及，但是似乎又很有道理的解决方案。这时学

员把目光与注意力都投向了教员，时机成熟了。于是，教员

总结大家的建议，结合教材的内容，并抓住了大家感兴趣的

问题，恰到好处地引出了弹射跳伞中影响相对轨迹的有关因

素，并对此进行了理论分析。

第二，启迪课的讲解应抓住学员的兴奋点。兴奋点是

指由学员提出，为学员普遍关注且同教材有密切联系的问

题。在启迪课上，教员应力求把教材的科学性、系统性同学

员的兴奋点有机结合起来。唯有如此才能激发学员的学习兴

趣，引导学员愉快地进入思考过程。

2.2 探索课

为了逐步培养学员的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我在启

迪课的基础上又设置了探索课，引导学员再阅读，再思考，

努力用自己的力量的知识、能力、觉悟各方面扎扎实实地

提高。

2.3 实践课

航空救生这门课程与学员将来所从事的职业安全有着

直接的联系，因此体验跳伞和认识救生装备实体对增强学员

的飞行信心十分重要。因此，在学习了航空救生理论的基础

之上，进行实践教学十分必要 [3]。

以上三种课型，有利于培养学员的自学能力，从而牢

固地掌握知识；有利于学员把知识转化为能力，转化为觉悟；

有利于学员创新思维的发挥。当然在实际教学上，上述三种

课型的人为划分的，不是完全独立的、割裂的。教员在引导

学员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过程中，往往是几种课型有机地融

合于其中，而无法明确地区分。

3 变传统教法为现代教法

3.1 创设情景教学，培养学员兴趣

营造和谐的情景是进行创新素质教育的重要的环节。

在航空救生课教学开展创新教育中，要特别重视创新教育的

良好情景。离开环境无激情，离开激情无创新。教员在教学

过程中，只有重视培养学员的情感，创造一个充满积极情感

的教学环境，才能达到航空救生课理论与实际航空救生能力

培养的最佳教学效果。为此，每节课我都选择能够鼓舞学员

气势，增强保卫祖国献身国防的积极性语言或这是视频资

料，创设情景，增强情感色彩，营造课堂气氛，把学员的心

思牢牢固定在课堂上。

3.2 激发学员思维，加强主体性

在学习过程中，学员是主体，只有充分调动学员的积

极性，才能促进其能力的发展。我的基本做法是在教学中想

方设法让学员“多思”，用恰当的问题激起学员的思维浪花，

使他们于“无疑”处生“疑难”，产生新奇感和探索感，使

思维向着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在教学中，对于基础知识的

教学，要注意讲清问题的本质，使学员掌握精髓，同时运用

变式，变化问题的形式，克服思维定式的消极影响，使思维

正确而流畅 [4]。

3.3 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增强教学实效

教学手段现代化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一次革命。电化

教育手段，如幻灯片、录音带、电视录像以及日益普及的计

算机多媒体等。在教学中恰当地运用，可以把抽象的概念、

原理图形化、形象化，便于理解和记忆，缩短了掌握知识的

过程，使学员轻松地理解，较好地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在

日常教学中，笔者经常在课堂上与学员一起上网查资料，选

择或下载后进行讨论，达成共识。这样做，时代感很强，学

员们普遍兴趣盎然，课堂效率也很高。学员的思维训练得以

加强，视野也比较开阔，许多能力都得到发展、提高。

4 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教改的不断进行，航

空救生的教学也将不断变革，不断创新，以适应时代发展的

重要性。笔者相信，只要我们航救教员积极实践，大胆创新，

航空救生课的教学必将生机盎然，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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