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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工科弹药类专业课程中“科研反哺教学”主观重视不足、反哺形式单一等导致反哺效果较弱的现实

矛盾，系统梳理了工科弹药类专业课程教学与科研间的深刻内涵，把准“科研反哺教学”的短板弱项，

科学设计科研反哺教学可行途径，研究制定成熟、可操作性强的反哺措施，从课堂教学内容、教材更新

迭代、课程设计多样化匹配、实践课程创新性等途径突破，形成科研反哺教学的良性链路循环，为高质

量课堂教学、人才培养等提供良好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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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practical contradiction of weak feedback effect caused by insufficient subjective 
attention and single feedback form in the courses of engineering ammunition, this paper syste-
matically sorts out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between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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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munition courses, identifies the shortcomings and weaknesses of “research feedback teaching”. 
This paper scientifically designs feasible approaches for research feedback teaching, and studies 
and develops mature and operable feedback measures. Through breakthroughs in classroom teach-
ing content, textbook updates and iterations, diversified matching of course design, and innova-
tive practical courses, a virtuous cycle of research feedback teaching is formed, providing good 
support for high-quality classroom teaching and 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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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学研究是大学的生命线，承担着国家、国防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方面的重要责任，是支撑基础科研

的重要力量[1] [2]。相较于成熟的教育教学内容，科学研究内容及成果紧抓科学技术前沿，具有强大活力

和生命力，是专业课程教学内容的优秀储备补充。如何将科研创新思维和优秀成果切实有效转化为教学

资源，建立“科研反哺教学”资源库，不断更新迭代教材、授课内容、课程设计等环节内容，以充分发

挥大学教育教学基本职能，成为深化教学改革的重要问题和关键环节。 
目前科研反哺教学实践过程中有着突出的现实困惑，如科研反哺教学的意识不强、科研反哺教学的

客观政策措施不完善、主客观的因素导致的科研反哺教学形式单一等[3] [4]，造成科研反哺教学措施不系

统，制约了课堂教学质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也有不小折扣。 
本文以工科弹药类专业课程为研究对象和实践载体，开展“科研反哺教学”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与实

践，力图为弹药类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升级改造、教育教学资源的更新迭代、教书育人宗旨的进一步跃升

提供建设意见和具体思路。研究成果对于其他工科专业课程升级改造、优化设计借鉴等也具有推广应用

价值。 

2. 科研反哺教学的深刻内涵 

教学始终是大学起源至今最基本的职能，一切活动都应围绕育人为目的的教学活动展开，离开了教

学，大学的本质宗旨也就不复存在，从这个层面讲，高校科研应该有助于教学。另一层面，由于人才评

价体制政策等的导向，高校的科研活动进展、频率及效能在一定程度上要高于教学活动，所产出的科学

研究成果也较教学成果相对更多，这就造成了科研、教学不协调发展的现象出现，两者发展不均衡，一

方强一方弱，则需反哺。  
从教学科研的关系领悟科研反哺教学的深刻内涵，即全方位、多角度地利用科学研究的方式方法、

思维方式、概念理念、成果形式等内容，影响相对应的教学活动各个环节，并促进教学质量水平有显著

提升。基体包括以下要点：① 科研成果反哺教学。这是最简单直观的科研反哺教学方式，最初课本的理

论知识就是从科研研究成果中整理得来的，但是其转化成易于受众接受的教材内容，需将科研成果进行

系统化的整理、并且理论化和范式化。因此，科研成果需要积累、总结凝练提升方能转化成教材内容；

其次，科学研究的一部分成果形式是实物化的器材、设备以及科研平台等，这些仪器设备平台是展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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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现象、开展实践操作的良好载体，亟需引进课堂，丰富讲授内容，增强学院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时间

操作能力的有提升，这也是科研成果实际应用一个典型方向。② 科研方法反哺教学。科学研究通常是问

题驱动式的，基于特定的背景有研究亟需，这种引入问题式的科研方法可以引进教学中，开展问题驱动

式的课堂教学活动，从而让学生带着问题思考，吸引学生注意力并启发思维；科学研究也会注重团队协

作，发挥各自优势实现“1 + 1 > 2”的效果，课堂教学的部分环节同样需要团队分工协作来完成，例如实

操实爆作业等；引入目标管理的科研方法，科学研究有明确的目标指向和技术指标要求，在进行科学研

究时总体方向不跑偏，教学活动应该吸取科学研究的目标管理方法，制定和细化好课堂的教学目标，是

学生们的学习有明确的导向，抓得住每堂课的核心思想。③ 科研精神反哺教学。教师从事科学研究的实

施过程，都会有各自不同的感悟，将科研心得融入教学过程，是课程思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感同身受的

体会更能打动人；科学研究的每一个环节都要细致严谨，尽可能提升每次试验的成功率，这种严谨地科

学作风等等同样是教育学生的良好思政素材。可见，不管是从科学研究的起点、实施过程还是最终的结

果形式，都能对课堂的教学带来新的、深刻的影响，形成良性的科学教学互补循环。 

3. 科研反哺教学的实践困境 

一些学者总结了科研反哺教学实践过程中有着突出的现实困惑[3] [4]，有主观情感上的不重视以及客

观条件上的不便利，主要表现为：① 主观情感上，科研反哺教学的意识不强。② 客观条件上，科研反

哺教学的政策措施不完善。③ 主客观的因素导致的科研反哺教学形式单一。 
针对工科弹药类课程，科研反哺教学的实践困境不乏上述提及的因素，如由于前期积累不足，科研

成果总结凝练不系统；虽然部分科研成果已经转化成为教学内容，但其他形式的反哺方式相对薄弱；学

生学习动力不足，导致科研反哺教学效果不明显。 
针对科研反哺教学中主要存在的现实困境，已有学者[5]-[7]已经开始研究上述实践阻力的针对性措施，

如：建立健全科研反哺教学的制度体系与激励机制，培塑科研反哺教学的高度自觉意识，丰富科研反哺

教学的实践途径等。这些途径需要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深入教学与科研工作，深度挖掘科研与教学共通之

处；也需要教育管理工作者正视科研与教学的关系，增强科研反哺教学的政策支持力度。 

4. 科研反哺教学在工科弹药类专业课程中的实践探索 

以实现多途径的科研反哺教学方式方法为目标，精准对接弹药类专业课程，科学设计科研反哺教学

的可行途径，研究制定成熟、可操作性强的反哺措施，从课堂教学内容、教材更新迭代、课程设计多样

化匹配、实践课程创新性突破等途径，真正让反哺理念在教学实践上生根。依据前述的反哺内涵、实践

困境，以及在课程教学实施过程中尝试运用的颇有成效的多种科研反哺教学的方式方法。 

4.1. 科研反哺教学对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 

教师是同时实施科学研究与教育教学的客观主体，其综合素质地提升对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而言意

义重大，尤其是青年教师。以撰笔人为例，在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方向较专且方向狭窄，主要研究战斗

部毁伤效能提升及评估方法，参加工作后研究方向虽不尽相同但有交叉，这也为发掘交叉领域的科研创

新点创造了条件，同时知识面也随之拓宽。参与弹药类课程教学后发现，课程所需知识面甚广，本人能

顺利进入教学状态，得益于在科研工作中知识面的积累，个人科研素质的提升对教学活动的开展有积极

促进作用。结合课堂学生的反馈，在科学研究中更加关注学生想要学到什么，更加关注科研工作的设计

思想有哪些这样的基础问题。同时，本人养成了良好的科研习惯，注重了研究思路的逻辑性与系统性，

反馈到教学上，则对于教学内容逻辑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将“原理”搞透了，传授给学生时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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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生动、更加深刻。 

4.2. 科研反哺教学对教学内容的良性反馈 

结合课程教学以及课题组具体开展的相关教学科研工作，科研反哺教学途径中对教学内容的反馈可

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科学研究中弹药先进的设计原理与理念要及时反馈教学课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先进的设

计制造理念不断涌现，例如增材制造技术。这些制造技术的更新为弹药设计原理中的原理部分有所更新，

以前一些只能依托复杂工艺完成的加工工序可通过增材制造技术来改善甚至减少成本。课堂教学中需要

反馈最新的科学技术，为教学内容升级提供素材。 
弹药设计的方式流程要及时反馈教学课堂。弹药总体设计时要基于现实需求背景，由强烈的需求作

牵引，通过深度挖掘发现解决问题的关键科学问题。尔后要经历方案设计、校核、演示验证、定型等过

程，才能实战应用。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关注的重点，这一系列严苛的过程会不断发现新的问题，提

出改进的方案，直至设计趋于完美。国内外形势的严峻性导致目前弹药的考核过程更接近实战，也更为

严苛。弹药相关原理讲解时会涉及不同研制阶段的型号与改进型，为什么会出现改进型，这与需求背景

相关，与弹药设计经历的异常严苛的条件不无关系。同时弹药设计流程不断完善的过程要及时反馈到教

学课堂，使教学内容跟着时代的发展迭代更新。 
科研成果及时反馈为教学内容。科学研究的成果应用成为教学内容是最直观的科研反哺教学的途径，

从事科学研究的教师也或多或少地在自发地向教学内容中输送最新的科研成果。课题组结合项目研究，

开展弹药设计及毁伤威力评估等相关工作，成果对于课堂教学而言极为丰富，我们也尝试将科研最新成

果纳入教学活动。例如，将最新研发的某弹药的设计思路、理论分析过程、最终的毁伤效果纳入到破甲

弹药内容的讲解中，学生们在接受新知识时情绪高涨，对于新的教学内容的关注点高，知识点就更容易

接受；在讲解破片类弹药毁伤效应时，我们结合在研的科研项目，将防护涂层研究成果融入到破片类弹

药对墙体、钢板、玻璃产生的二次毁伤效应及防护中，引起了学生们对于防护黑科技强烈的兴趣；杀爆

类弹药的真实超压曲线，我们采用试验测得的数据作为讲解要点，与教科书中理论曲线进行对比，发现

仪器采集数据与理论数据之间的差距，打通了书本知识到现实应用的桥梁，启发学生进一步改进设备和

先进数据处理的热情等等。在尝试科研反哺教学内容的过程中，收获的不仅仅是可靠的途径措施，更重

要的是看到了学生们对新知识的渴望。 

4.3. 科学反哺教学促进课程教学资源库建设 

通过进一步总结科学研究对教学内容的良性反馈，我们深挖科研成果，进一步丰富了课程教学资源

库的建设，完成了课程教材库、思政元素库内容以及数值仿真平台、先进制造平台的丰富完善。 
结合课程改造，我们将课程教材等进行了重新梳理，剔除了陈旧的刻板内容，增加了最新的研究成

果，编制完成了内部教材的更新，实现了课程改造的基本内容重塑。弹药类学科科学研究的特殊性决定

着部分科学研究的危险程度，科学研究各环节都要细致严谨，尽可能提升每次试验成功率，这种严谨地

科学作风是良好的思政素材；问题驱动式的思维方式也是科学研究最基本的要求，学生们在进行学习时

也应掌握此项基本技能，善于发现问题，带着问题思考学习。科研中用到的数值模拟方法可以再现爆炸

瞬间的微秒级现象，为深入讲解教学内容提供便利，我们将课堂中运用到的数值仿真算例打包上传，形

成了在线数值仿真云平台，学生们可以下载算例文件也可以试算将结果上传丰富线上教学平台内容，增

进线上和线下的互动。实践课程中药型罩的制作过程，我们将 3D 打印平台积极采纳进入教学活动，实

现简单非金属器件的设计加工制作，成功应用在实爆教学试验中，学生们亲自设计、亲自动手、亲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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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体会更为深刻。 

4.4. 科研反哺教学促使学生创新素质养成 

虽然说教师是科研反哺教学的实施主体，但是学生作为受众，是科研反哺教学的直接受益者。通过

实际的科研反哺教学的探索尝试，发现学生在科研反哺教学过程中同样获益颇多，如专业精神培塑、问

题驱动式的启发思维方式，尤其是良好的创新素质的养成。不管是弹药设计的理念理论还是问题驱动式

的科学思维方式，教学过程中，科研的成果确实能够引起学生们的思考，学生眼里有光，这才是真正达

到科研反哺教学的目的了。创新素质只是其中一个小的方面，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为其以后的任职经

历培养了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这离不开科学研究的参与、训练与熏陶，是科研反哺教学的良性受益。 

5. 总结 

围绕教学主线，始终坚持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加强学科前沿知识的探索积累，同时不忘将科研成果

反哺教学活动，系统梳理成果实现教育教学内容的更新迭代，真正实现科研与教学的双向互促。科研反

哺教学是动态的持续的过程，不断完善科研反哺教学的方法途径，深化课程改造内容，力争将弹药类课

程打造成精品，为人才培养贡献新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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