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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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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代教学方法不断更新交替，对院校培养人才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何进一步提升野外生存课堂教学效果亟待解
决。论文从合理结合理论与实践、优化教学方法、结合思政元素三个方面展开思考，为野外生存课堂效果提供相应理由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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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野外生存课程作为培养学员野外生存能力提升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将技能与知识相融合，并运用到的过程。如何

能够提升教学效果，突出教学特色，提高教学效益，进一步

使学员学到理论知识、掌握生存技能、增强综合能力，是教

育工作者思考需着重思考的问题 [1]。

2 合理结合理论与实践是课程的基本因素

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是技能课的基本要义，对于学员

要从理论联系到实践，再从实践中运用理论，最后再反馈于

理论。野外生存课程是一门具有广泛知识含量的课程，是在

野外不同环境中，以个人或二人以上群体为单位，进行短期

或长期的生存方式方法。生存地点不同，生存时产生的要素

亦会不同。这时，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论知识作为支撑。例如，

在沙漠生存中，考虑到气候白天炎热、夜间寒冷，早晚温差

大，空气干燥，常年无雨少雨，地表温度高，因此要携带充

足饮水，学会找水和收集水，白天做好日照防护和风沙躲避，

夜间行进等 [2]，是沙漠生存所必备的理论知识。而不同于沙

漠的是，寒区环境寒冷，气温低、寒期长、寒潮多、积雪深、

结冰期长、冻土厚、绝对湿度低、相对湿度高，需携带足够

的保暖装备，学会将冰雪融化成可饮用水，做好防雪盲和冻

伤预防措施 [3]。不同的生存环境地区，有不同的生存技能方

法，这样需要大量的理论知识作为支撑。而同时理论知识是

源于实践，在野外生存课中，也是服务与实践，是通过不同

的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理论知识，而由于野外生存课程宽

泛的特性，实践不断取之理论，又回馈于理论。因此，作为

野外生存理论课，在课堂中突出“野味”尤为重要，为学员

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将案例结合各内容特点，通过视频播

放、教员口述等方式方法，同时，可适当结合实验课程作为

教学融合，课堂中创造设想环境，让学员想象深处地缘环境

该如何生存，例如在利用丛林中净化水需要的装备，制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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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简易的净水装置。当具备一定的理论功底时，结合技能学

习与巩固，在野外生存中亦可大大减少对于人产生的威胁。

3 优化教学方法是提升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

教学内容服务与教学目标，是形成教学目标的重要载

体，亦是教学目标的具体表现。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将知

识的重难点教予学员，并且学员能够充分地理解与记忆，是

一堂优质课的教学目标。

教材作为教学辅助材料，是课堂教学的基础。由于知

识有一定的滞后性和固化性，教员要在前期研究者的理论基

础上，总结经验摸索规律，增添新的知识点和内容。储备丰

富知识是教育工作者必备条件，想要给学员“一桶水”，教

员应有“一条河”的知识储备，丰富知识是教员每天必须完

成的任务，作为一名合格教员，提升教学素质和科研能力是

教学机构基本的需求。教学过程中部分内容源于教材，而更

多的知识源于教员潜心专研学习，有强硬的理论基础和技能

实践，加上不断丰富的知识含量，才能了然于胸的教予学员。

翻转课堂是提高学员认知能力是目前多数教学中采用

的一种教学手段。课堂上以学员为主导，教员归纳总结能够

将知识更好的传递与学员，并且对于加深记忆起着良好作

用。课下作业是用来掌握学员课上知识内容掌握情况的基本

方法，同时可以了解学员知识储备，通过下次课前进行作业

讲解，以个人或小组形式讲述案例，将案例结合作业说出其

重要性，锻炼学员胆量、自信、口才、语言组织能力等，同

时增强记忆。

学员发展的个性化也是当今课堂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单一的教学内容不能解决学员解一时之渴，多元化的课堂、

多维度的教学可以以多角度、多方面为学员提供更好的教

学内容，让学员吸收更多的知识。传统 PPT与课堂结合已

经不足以满足当代学员的求知欲，更多科学的方式方法可

以吸引学员的目光，让知识潜移默化进入到大脑里。目前，

由于手机功能的多样性和使用的普遍性，许多课堂利用“微

课”“慕课”等方式丰富课堂，可以在课堂中发布调查问卷、

课下发布一些预习知识要点和课后作业、可以将视频回放学

习等功能，为当今课堂教学提供更多学习方法。在野外生存

课中的实践教学，可以通过手机定位实时观测学员动态、推

送一些有关野外生存实例视频等材料、利用无人机模拟战场

环境和视频图像监测等功能为教学丰富了很多方式方法。当

代科技发达，许多科技元素可以运用到课堂教学，为优化教

学方法提供多元化便利手段。

4 结合思政元素是课程教学的核心因素

课程思政是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

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

应，同时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教育理念。

一直以来，中央对教育方面课堂思政尤为重视，培养人才是

综合性人才，如果技能作为基础，那么思政就是核心，学会

知识技能要懂得怎么用、用在哪。

将思政元素充分纳入到课堂教学中，目的是让学员清楚

思想政治是一切的源头，唯有不忘初心，学到的知识是为了

什么。同时思政教育与课堂教学内容有机融合，可以让学员

潜心专研，有了奋斗目标，亦可坚持自律。教员在设计教学

内容时，应使教学内容贴近院校专业和学员发展的实际需求，

一切教学工作是为学员能力发展服务，同时为以后的工作单

位输送优秀人才奠定基石。要充分挖掘教学内容、学科专业

与未来单位发展的结合点，将三者合理结合，融入课堂 [4]。

随着中国各领域在世界上逐步攀峰，面临的挑战也愈

来显著，各领域人才济济，能够将课堂教学内容、甚至课程

教学内容“授人以鱼”教予学员是教学过程中应达到的目的，

而野外生存课的许多内容可以将学员不仅学到知识，同时可

以教会如何通过生存而“深思”，在艰苦环境下摸索生存，

可将更多战时案例引入课堂，杨靖宇将军在野外吃树皮、上

甘岭战役中运送一个苹果可记功，近期已上映《长津湖》电

影中，战士们在冰冷的条件下吃“冻土豆”引发深思，可在

课堂中学员体验冰天雪地艰苦环境下饮食起居。通过野外生

存教学，使学员懂得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教会知识技能的

同时，更好的会如何做人。

随着世界局势复杂多变，科技信息日益更新换代，更

加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为各事业做贡献。不同的战争条件给

各事业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能培养出适应不同

作战条件下的人才，对教员在教学科研过程中提出了更高、

更特殊的要求，在教学过程中科学合理地运用教学策略，使

学员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真正掌握专业知识技能和合理运

用到不同的工作环境，成为更岗位的中坚力量。“世界从来

没有过安宁，只是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教育工作者

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培养出优秀的人才，而受教育者的一切

都是为了建设祖国，只有国家强大，百姓才能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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