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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军队院校课程建设研究》共分六章。第一章，从军队院校课程建设的实际出发，界定概念，确定属
性，区分类别，分析特征，研究规律；第二章是对我军院校课程建设历史经验的回顾和总结，概括了
课程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和实施方法，归纳总结了课程建设的六条历史经验；第三
、四、五章是《军队院校课程建设研究》的核心内容，介绍了军队院校优质课程评审标准的解读和案
例分析；第六章，对如何加强和改进课程建设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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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炜，河北晋州人，1955年1月生，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程系本科毕业，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
理专业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学院副院长(少将军衔)、教授、军事装备
学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军事学科评议组成员，军队院校教学专家组成员。长期从事电子科
学技术、军事装备学学科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历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教务部副教务长、训练
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务。现主要研究军事装备建设与管理、军事教育理论与管理，主持完成教学科研
课题多项，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8项，军队和总装优秀教学成果奖5项。著有《信息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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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和军事学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50余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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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工作方法与措施　　（1）多措并举，建设实践性教学资源：一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通过对
现有资源进行系统整合，按照装备采办的不同阶段，建立装备需求论证、研制生产、试，验鉴定、采
购以及技术服务等环节满足当前教学要求的实践基地，保证实践教学顺利进行；二是注重开发新资源
，充分利用全军军事代表系统以及装备研制单位、试验单位、使用单位的资源优势，开发新的教学实
践基地，不断满足课程改革和创新的实践教学要求。先后与总装备部北京军事代表局、总装备部装甲
兵军事代表局、兵器科技集团618厂、电子科技集团201所等单位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教学、科研合作关
系，作为课程现场教学基地。依托装备采办信息化实验室建设模拟环境，满足模拟训练需要，保证开
放式教学需要。　　（2）多法并用，开发实践性教学手段：一是组织学员深入部队实际调查研究，
了解部队对装备建设的需求、对装备质量的评价和改进意见、对装备技术服务的意见和建议，有针对
性地开展研究，撰写研究报告；二是组织学员到工厂、军事代表室调查研究，了解新形势下装备研制
、生产及军事代表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三是组织学员针对装备采购制度建设与改革的重大
现实问题进行研讨，探索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四是组织案例教学，针对案例的现实问题研究提出
解决方案；五是邀请总部机关领导和一线装备采办专家举办讲座，把现实问题带进课题；六是组织学
员利用实验室仿真系统，进行模拟演练；七是组织学员进行研究报告交流，参加有关学术研讨会议，
提高学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3）多种手段，培养教员的实践性教
学能力：一是强化基础理论学习，组织教员系统学习结构主义教育理论、发现学习理论和人本主义学
习理论，奠定实践性教学的理论基础；二是强化案例教学和研讨教学理论学习，深入理解案例教学和
研讨教学的本质特征、基本意图、基本手段和基本方法，奠定实践性教学的应用理论基础；三是强化
专家的言传身教，聘请清华大学案例教学专家做讲座，帮助学员掌握实际操作；四是强化观摩学习，
组织教员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国防大学等军内外知名院校，观摩案例教学、研讨教学、模拟训练
等教学形式，增强实践认识。通过多种途径培养，课程组成员很快掌握了实践性教学方法，提高了实
践教学能力。课程案例入选全军军事案例库5部，获全军优秀案例1部；课程负责人郑绍钰教授在案例
教学和研讨教学上独树一帜，多次被聘请到全军装备采购教学协作院校做讲座，为协作组师资培训班
做讲座，也在学院做教学示范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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