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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某装备的使用与管理”课程为例，结合本课程建设的特殊性，深入剖析了本课程在金课建设中

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设“虚拟仿真在线课程”的金课建设创新思路，通过金课改革，改变

本课程传统教学模式，实现虚拟仿真课堂，融合传统与在线课程优势，整合教学资源，夯实教学团队素

质，构建全面的教学体系，提升教学质量，最终实现高质量人才培养目标。 
 
关键词 

金课，四性一度，虚拟仿真教学 

 
 

The Exploration of Virtual Online Cours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olden Course” in the 
Military College  

Hao Chen, Ya Wang 
College of Equipment Management and Support,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PAP, Xi’an Shaanxi 
 
Received: Apr. 4th, 2024; accepted: May 3rd, 2024; published: May 10th, 2024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course “The Use and Management of a Certain Equipment” as an example, and 
combines the particularity of this course construction to deeply analyze the problems of the “gol-
den course” construction of this course. On this basis, an innovative idea for building a “virtual 
simulation online course” was propose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golden course”, this paper 
aims to reform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chieve a virtual simulation classroom, integrat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5666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5666
https://www.hanspub.org/


陈豪，王娅 
 

 

DOI: 10.12677/ae.2024.145666 129 教育进展 
 

the 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and online courses, integrate teaching resources, strengthen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teams,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teaching system,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and ultimately achieve the goal of high-quality 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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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课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金课”建设已然成为近年来高校教学革新与品质提升的核心方向，致力于贯彻“高阶性、创新性、

挑战度”的“两性一度”建设标准。作为军队培养体系改革重塑的先锋阵地，军队院校面向实战化的改

革显得尤为迫切。相较于地方院校，军队院校的专业课程建设展现出鲜明的专业针对性、突出的军事特

色以及高水平的思政教育。在推进“金课”建设的道路上，我们更应提出更高的标准——“四性一度”，

即在原有“两性一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凸显“政治性”和“实战性”。因此，深入探索具有军队院校

特色的“金课”建设，不仅是教学改革的内在要求，更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必由之路。 
“某装备的使用与管理”作为武警院校指挥专业的必修装备课程，兼具理论教学与实操训练双重内

容，对学员任职技能的培养至关重要。在“金课”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

及教学团队等多方面推进本课程的改革。首先，以“金课”标准审视，本课程应以实战需求为导向，增

强专业针对性；传统的教学模式虽稳定，但缺乏创新吸引力，学员对装备深层次理解有限；同时，课程

挑战性不足，且因面向军校学员，还需加强政治性教育，这使得改革难度进一步增大。因此，我们必须

以“四性一度”为指导，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在教学内容方面，虽然学员能迅速掌握装备的基本操作与管理知识，但现有内容在提升学员对装备

深层次理解方面尚显不足。此外，理论与实操之间的衔接不够流畅，部分装备因配发、数量或维护问题

难以实操，导致理论与实践脱节。同时，如何在理工科背景下有效融入思政元素，既保持知识体系的统

一性，又避免生硬植入，这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1]。最后，课程内容缺乏实战化学习元素，不利于

学员深刻掌握装备的实际应用。 
从教员角度来看，随着文职制度的推广，本课程的教学团队日趋年轻化，主要来自地方院校的应届

毕业生和具有社会工作经验的社招人员。他们虽然理论知识扎实，但缺乏军队装备的实际经验，导致教

学内容与学员未来任职需求脱节。此外，教员队伍水平参差不齐，部分教员信心不足，教学效果受到影

响。而社招教员对军队院校教学和装备了解不足，对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的认识不够全面。 
至于学员方面，他们怀揣参军梦想，对军事装备充满热情。然而，随着“金课”建设的推进，学员

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多样，若课程内容缺乏挑战性或新颖性，学员的学习动力便会减弱，甚至忽略某些

装备或细节的学习。 
因此，我们必须针对以上问题，从教学内容、方式和团队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改革，以适应“金课”

建设的要求，提升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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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该装备类课程的特殊性 

“某装备的使用与管理”不仅是后续战术课程的基础铺垫，更是塑造学员生长技能的核心环节。此

课程独具特色，它要求学员不仅要对理论知识有深入的理解和掌握，更要具备实际操作的技能，特别是

在实战环境下对装备的操作水平要达到新的高度，同时保持坚定的政治素养。此课程在学员首任岗位

的能力培养和职业长远发展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相较于其他课程，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2.1. 与时俱进，紧贴科技前沿 

军事装备，作为军队执行任务的重要支撑，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其复杂性和内涵不断拓展。武器

系统、信息系统、保障系统等相继涌现，形成了功能相互关联、有机统一的装备体系。新技术的涌现和

新装备的列装，使得课程内容必须与时俱进，精确解析新技术、新装备。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设具备

深度思政理解的新教学内容，对教员的备课和授课能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2.2. 实战导向，注重应用实践 

军事训练，作为提升战斗力的关键途径，必须紧密围绕实战需求展开。本课程强调理论知识的实

战应用，具有极强的应用性。因此，无论是教学内容的选择还是教学手段的运用，都必须紧密贴近实

战化需求。授课教员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更需具备敏锐的洞察力，能够结合新装备创新训练方

法。 

2.3. 课程建设支撑有待加强 

本课程强调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但在实际操作中，传统的教学方式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填鸭

式的教学模式难以激发学员的学习热情，导致理论基础不扎实，无法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

此外，实践装备的使用频率高、易损坏，配发数量不足，使得学员难以充分熟悉装备。场地限制也影

响了装备的情景化演练。对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由于实践操作条件有限，只能通过理论讲解进行，这

无疑增加了课程建设的难度。因此，加强课程建设和改革，提升学员的学习效果和实践能力，显得尤

为迫切。 

3. 建设探索 

在推进本课程的“金课”建设中，需要立足于学员的岗位任职需求，以部队人才需求为指引，聚焦

学员军人职业的长远发展，旨在锻造学员的装备保障能力。单纯依赖课程内容的优化，学员可能会产生

审美疲劳，感觉“换汤不换药”。因此，针对金课建设中遇到的难题以及本课程的特殊性，我们设想构

建一套虚拟仿真课程，以此丰富教学手段和方法，搭建起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之间的桥梁，旨在解决或

缓解当前的教学困境。 

3.1. 关于虚拟仿真课程的构建 

虚拟在线课程以 PC 为主机平台，支持键盘鼠标或 VR 设备的交互操作。课程内容将涵盖当前列装装

备及新技术装备的教学内容，强调“理论教学为辅，实践操作为主”的设计理念。整个虚拟在线课程将

分为理论基础、分解结合、维护管理、场景演练等多个模块，通过标准化展现，使基础理论以直观形式

展现在学员面前，深化学员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此外，将虚拟仿真试验教学[2]作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

梁，让学员在掌握一定基础知识后，通过虚拟仿真环境巩固所学理论，并为后续实践操作做好铺垫。此

举旨在通过标准化学习模块与游戏式交互体验的结合，使学员熟悉装备的工作原理、结构组成及操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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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能够根据不同任务场景选择合适的装备完成任务，从而为胜任岗位打下坚实基础。 

3.2. 虚拟在线课程在装备类课程中的显著优势 

3.2.1. 提升“四性一度”的教学效果 
通过对部队实际使用情况的调研或与厂家交流设计初衷，我们将现有装备及新技术装备内容融入虚

拟仿真课程，并预留内容更新接口，确保未来新装备教学内容的及时更新。利用三维视角展示装备模型，

使教学内容特别是学员难以理解的基础理论得以直观展现，并实现装备的分解结合等交互操作。同时，

将实战化场景构想融入课程内容，使学员在掌握装备原理的基础上，通过实际场景具象化装备的使用场

景，实现以战育战的教学效果。这种方法超越了传统教室和实验室的局限，提升了教学内容的“挑战度”，

为学员提供了更高的学习空间。此外，在实战场景构建中融入思政元素，如武警部队保护人民财产的任

务背景，有助于提升学员的使命感和政治觉悟。 

3.2.2. 降低教员能力对教学效果的影响 
虚拟在线课程的构建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精心策划和制作，涵盖了学科的核心知识点和技能要求，

保证了教学内容的专业性和权威性。通过将教学内容标准化并植入虚拟在线课程，降低了不同教学能力

教师之间的差异，确保所有学员都能接受到一致、准确的知识传授。此外，针对本课程要求的实战教学，

虚拟技术能够展示以往不易展示或只能通过传统方式讲授的内容，降低了对教员实战化场景理解的要求，

使学员能够更直观、易懂地理解授课内容。 

3.2.3. 激发学员的学习主动性 
在金课建设中，学员的积极主动参与至关重要。通过采用互动式、案例式、小组讨论式、情景式等

教学方法[3]，我们努力将学员从“台下看戏”转变为“搭台演戏”的角色。虚拟仿真试验教学作为理论

教学的补充和实践操作的预演，能够激发学员的学习热情。例如，在基础理论学习中，虚拟仿真试验教

学能够展示装备使用中的常见问题，通过案例式或互动式教学方法[4]，使学员深入了解知识点，沉浸在

场景中，增强记忆。在实践操作中，虚拟仿真教学能够讲解训练组织流程，减少组织讲解时间，增加训

练实操时间。学员在虚拟在线课程的引导下，能够主动探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实现独立思考和自

主学习，避免“填鸭式”教学的弊端。 

4. 结语 

本文以“某装备的使用与管理”课程为具体案例，深入剖析了金课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与问

题，并着重分析了本门课程建设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从金课角度出发，建设“虚拟在线课程”

的创新思路，旨在探索更为高效、灵活的教学方式。然而，必须认识到，虚拟在线课程虽具有其独特的优

势，但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课堂教学中的师生互动和个性化指导。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的

学习情况和需求各不相同，即使教学内容实现了标准化，仍需要针对个体差异进行精细化指导。因此，在

实际应用中，我们主张将虚拟在线课程与传统课堂教学有机结合，使两者互为补充，共同构建全面、个性

化的教学体系。 
在当前金课建设改革的大背景下，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以新的教学模式和方法为引领，始终坚持

以学员为中心的教育理念。通过不断创新和实践，促进本门课程的持续发展，推动其向金课方向迈进，

实现高质量的教学提升。当然，金课的建设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它需要我们长期投入、持续迭代。我

们需要不断加强教员团队的素质建设，提升他们的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同时，我们还需要整合和优化

课程的教学资源，确保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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