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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军事理论教育得到了国家的高度关注和学者们的广泛研究，对我国大学

生国防意识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军事理论教育在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

些关键性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在回顾国内军事理论教育在政策监督、队伍建设和教学等方面现状的基础上，

提出了应用型本科院校军事理论教育课程的“EIP-CDIO”教育模式，并建议将VR等信息智能化技术引入到

课程中以增强真实战场体验，对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军事理论教育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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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military theor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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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received high attention from the state and extensive research from scholars, which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enhance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awareness among college stu-
dents in China.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key issues that need to be res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ilitary theory education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s. 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omestic military theory education in terms of policy supervision, team 
building, and teaching,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EIP-CDIO” educational model for military theory 
education courses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s. It is suggested that VR and other infor-
mation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be introduced into the curriculum to enhance the real battlefield 
experience, which has certain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theory education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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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军事课教学是我国国防教育和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对增强大学生的国防观念和民族责任

感，拓展军事知识和科技视野具有重要的作用[1]。自 2001 年国防教育法颁布以来，军事理论课程已成为

高校必修的通识课之一。目前，我国已有 50%的高校正在向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数量大、分布广，对

培养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2]。但是，由于受办学条件、办学理念、地域性和人才结

构等因素的限制，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军事理论课与重点高校相比在教学和实践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 
本文在总结国内高校军事理论课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将“EIP-CDIO”理念引入到了应用型本科院校

的军事理论课程教学中，针对目前存在的关键性问题提出了军事理论课程“EIP-CDIO”教学模式改革措

施，以期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军事课体系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3]。 

2. 军事理论教育面临的关键性问题 

2.1. 政策监督方面 

无论是从国家政策层面还是从国家法律制度方面，都对军事理论课的目的和意义进行了相关的要求，

普通高等院校不仅要把军事理论课列入学生们的培养计划中，而且还要作为必修课来完成 36 学时的课程

学习。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体制，使军事理论课和其它课程并无任何差异，甚至很多应用型本科

院校无军事理论课，只是每年完成了不少于 14 天的军事技能训练；还有些院校虽然开展了军事理论教学，

但由于学校政策层面的问题，使得重视程度低，资金投入少等问题影响和制约着军事理论课程的发展，

从而影响了课程的教学效果。 

2.2. 队伍建设方面 

1、学生数量增加，师资数量不足 
由于应用型本科院校开设军事理论课的时间都相对较晚，师资数量还存在严重不足的现象，而面对

不断增长的学生数量，只能通过大班上课或者视频教学等传统形式进行讲授，勉强完成授课任务，对教

学效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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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水平较低，师资结构不合理 
军事理论课与其它专业课程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该课程要求教师既要有一定的军事知识，也要

有较高的教学能力，同时还需一定的教学研究能力。然而，目前极少有与军事相关专业毕业的教师，很

多军事理论课授课教师都是由其他学科的老师或者辅导员来兼任。这些教师一方面本身的军事理论研究

和学习不够，研究能力不强，缺乏课堂教学经验，授课内容较为单一；另一方面，绝大多数教师还都是

讲师或助教职称，极少有教授职称的教师来兼任军事理论教学。如此配备的师资结构，将会导致军事理

论课师资队伍缺带头人，缺教学骨干，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着军事理论课的教学效果和教学研究。 
3、激励机制欠缺，个人发展受限 
目前，应用型本科院校中还没有与军事理论课教师相应的职称评定方案，一般只能转评思政系列或

管理系列。这样既造成了军事理论课教师在评职称上的困难，也对自身的专业认识和定位更加模糊，误

认为军事理论课是边缘化学科，发展空间有限的想法，缺乏教学动力和成就感，最终导致军事理论课的

教师流动性较大，工作积极性不高。 

2.3. 教学方面 

1、教学方法单一，创新意识不强 
经过多年的本科教学实践，目前的教学方法较多，例如“讲授式”、“互动式”、“导教式”、“专

题式”、“体验式”、“研讨式”和“慕课(MOOC)式”等。但是，在军事理论课的教学方法方面，应用

型本科院校还较为单一。目前主要还是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讲授理论、案例与军事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开

展。随着互联网时代的飞速发展，探索和应用新的教学方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如利用 VR 技

术进行模拟实践教学。但是，无论是何种教学方法，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促进大学生能够尽快适应新课程，

提升大学生的国防意识和综合素养，更好的为建设保卫国家而服务。 
2、教学硬件缺乏，教学质量欠佳 
由于应用型本科院校军事理论课教学起步较晚，教学投入较少，导致很多院校的软、硬件设施配备

严重不足，例如缺乏能够模拟实战环境的大型软件和能够运行该类软件的计算机、能够增加实战体验感

的 VR 头盔和野战训练装备等，也缺少模拟和实践场所，使得具有特殊意义和使命的军事课教学与其它

教学并无差异，从而造成教师无从创新，学生无激情的局面，进而导致教学质量不容乐观。 
3、考核方式不健全，评价机制不完善 
目前，应用型本科院校军事理论课考核主要是通过平时成绩加期末成绩相结合的方式来总评。军事

理论教学由于它的特殊性，它更多培养的是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国防意识，如果只遵循与其专业的考

核方式显然不够，这就要创新工作思路来进一步完善它的评价机制，开拓评价路径，使本门课程能真正

提升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国防意识。 

3. “EIP-CDIO”模式与军事理论课程教学的理论基础 

“EIP-CDIO”模式是在 CDIO 工程教育模式基础上的创新发展。CDIO 代表构思(Conceive)、设计

(Design)、实现(Implement)和运作(Operate)，强调工程教育的实践性和系统性。EIP 则代表职业道德(Ethics)、
诚信(Integrity)和职业素质(Professionalism)，强调职业素养的培养。“EIP-CDIO”教育模式整合了 EIP 与

CDIO 的方法论，旨在通过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理念，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养。 
EIP 部分强调培养学生的伦理道德和职业素质，而 CDIO 部分着眼于创新和实践能力的提升，尤其适

合需要融合理论与实践的军事理论课程[4]。军事理论课程作为一门专业性强、实践性高的课程，与“EIP-
CDIO”模式有着天然的契合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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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思与设计阶段：培养学生分析军事问题、制定战略方案的能力。 
实现与运作阶段：通过实践训练和模拟演练，提升学生的军事技能。 
EIP 元素：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职业操守和军人素养。 
将“EIP-CDIO”模式应用于军事理论课程，可以实现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的有机结合，同时注重学

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这与军事理论课程的教学目标高度一致。 

4. 基于“EIP-CDIO”教育模式的军事理论课程体系建设 

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EIP-CDIO”教育模式的军事理论课程体系可以分解为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

建设。 

4.1. 军事理论课 EIP-CDIO 模式的顶层设计方案 

学校各部门要根据国家及上级相关军事理论的相关要求，因地制宜的制定适合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

培养模式相匹配的师资、政策、资金、监管等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在分析国内现行军事理论课程培养模

式和国家政策要求的基础上，明确培养目标，深化培养方案，落实培养计划。加强军事师资队伍建设，

提升专业技能的同时打通晋升渠道；使他们专心做学问，用心搞教学，有心搞教研。创新教学方法、改

变教学思路，创造教学环境，开展与军事理论课程相关的各类知识和技能竞赛，使学生不仅在理论上爱

国，更多的是要体现在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使本门课程真正成为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和国防意识培育的

根据地。军事理论课 EIP-CDIO 顶层设计各部门具体分工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pecific responsibilities of each department in EIP-CDIO top level design 
表 1. EIP-CDIO 顶层设计各部门具体分工 

部门 分工 

校长办公会 制定工作目标、调配资源 

人事处 完善促进机制 

教务处 制定军事课教师教学规范，组织教研教改 

教师教学发展与评估中心 联系纽带，具体组织开展军事教学培训，跟踪军事课教师专业发展 

二级教学单位 指导教师，开展竞赛，进行教学监测，具体指导军事课实施 

4.2. 军事理论课 EIP-CDIO 模式课程设置 

军事理论课程与其它课程有着本质的区别，对学生国防教育和军事理论素质的培养并不是简单几次

课程就能完成，而应当贯穿于大学生生活的始末。以 EIP-CDIO 教育模式为指导，确定军事理论课程设置

方案，并对其过程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指导和监管，保证该课程的教学质量和目标成效。具体课程设

置方案如下。 
1、三级军事教育平台 
建立军事国防教育基地，提供全面的军事技能训练场地和设施。这些设施不仅支持军事理论课程学

生的实践能力发展，并且对全校学生开放，促进跨学科交流。该基地也可以用于定期举办军事主题活动，

以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组织大学生参军退役返校生组织老兵俱乐部社团，在社团内老兵与普通大学生

相互交流和学习军事技能和科技知识，培育军事科技创新“苗子”项目；建设 VR 虚拟现实体验教学教

室，配备一定数量的 VR 显示头盔、计算机与军事模拟软件，进行“沉浸式”体验教学。基于 EIP-CDIO
教育模式的军事理论课程体系设置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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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ilitary theory curriculum system based on EIP-CDIO education model 
图 1. 基于 EIP-CDIO 教育模式的军事理论课程体系设置 

 
2、三级军事教育课程体系 
(1) 新生国防军事认知思想教育 
EIP 教育主要是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诚信教育和素质教育培养，本阶段军事课程设置主要是借

鉴 EIP 理念，对大一新生进行系统化的国防思想、军事思想、政治思想等的相关教育，来增强他们对

国防军事教育的认知，EIP 教育可以说是整个军事课程体系的灵魂，因此，对大一新生进行思想认知教

育是必然的。该阶段的授课方式可以通过参观爱国教育基地来理解新旧中国的国防军事思想、听老兵

讲故事来了解部队国家的治军之道或参加军事技能的训练来体验部队的严明的组织纪律和团队精神等

形式；该阶段的学习目标是使大家更加明白和理解军事在国防建设中的重要性的同时明白广大学生所

承载的责任。 
(2) 专业知识与国防军事科技创新融合教育 
大二、大三阶段是学生进行本科专业知识学习和提升的主要阶段，该阶段课程设置主要分为以下两

个部分。 
①军事理论实践教学课程； 
军事理论课程通过多样化的实践活动来验证理论知识。实践教学的设计旨在通过模拟实战环境和案

例分析，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加深对军事理论的理解，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由于军事理论课的特殊性，所以在教学中可以采取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采取讲授与案例

相结合，线上教学与线下自学相结合；专题教学与 VR 体验教学相结合；军人现身说法与主题教育相结

合；理论教学与实践运用相结合；国防教育与征兵工作相结合的六结合展开，包括讲授与案例相结合、

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专题与 VR 体验相结合、军人经验分享与主题教育相结合、理论与实践运用相结

合，以及国防教育与征兵工作相结合。利用 VR 技术，学生可以身临其境地体验战争场景，理解战略战

术的应用及常规武器的操作。 
②以设计为导向的 CDIO 教育模式。 
该部分教育需要启发学生将本专业的理论和知识应用到国防军事科技领域中，应采用以设计为导向

的 CDIO 教育模式。可以通过竞赛的方式在大二期间组织学生开展军事科技创新，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

每个小组立项一项科研项目，将专业知识应用到国防军事领域中进行发明创造，在大三阶段进行评比，

将所取得的成绩计入到学生绩点中。该阶段教育不仅可以提升学生们的专业技能，培养团队精神，还可

以使他们明白自己所学专业在国防建设和现代军事中的应用、发展，以及自身未来所要从事的职业与国

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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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大四毕业生进行巩固国防意识形态教育 
大四毕业生经过四年的学习即将进入社会，也即将是国家未来国防建设的主力军和中坚力量。他们

如果缺乏国防意识观念，势必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损失，甚至会影响国防安全，对该阶段学生的国防教

育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该阶段的课程主要以各种国防法津法规的学习为主，也可以给学生安排大学生

应征入伍政策宣讲等活动形式。军事理论课程体系设置如表 2 所示。 
 

Table 2. Military theory course content and credit allocation plan 
表 2. 军事理论课程内容与学分分配方案 

阶段 课程名称 课程内容 学分 学时 

大一 
中国国防 国防史、体制与成就等 

0.5 
4 

军事思想 军队指导思想与方法论等 6 

大二 
军事高科技 制导技术、电子对抗和航天技术等 1 10 

军事科技创新项目 分组立项军事科技实际项目 
2 

/ 

大三 
军事科技创新项目 对大二阶段项目进行改进与检查 / 

高技术战争 发展历程与演变趋势 0.5 8 

大四 
国防法 公民国防权利和义务 

1 
4 

世界军事 了解世界战略格局的概况，正确分析我国的周边环境 4 

总计 5 36 

4.3. 基于 VR 技术的模拟教学方法 

由于军事理论课程的特殊性，简单依靠课堂教学和通过多媒体教学已经完全适应不了该课程相关要

求，依托先进的 VR (虚拟现实)技术，通过视觉、听觉等全方位立体化运用，打造沉浸式、可互动的学习

新模式，让学生不仅可以感觉到真实的战场环境，还能完成射击、隐蔽和进攻等军事动作[6]。VR 体验式

教学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了军事理论课的趣

味性、吸引力和实效性。 
VR 模拟教学系统主要由 VR 显示头盔和三维场景计算机软件组成。为更好地帮助同学们了解信息化

战争，VR 软件中除拥有机械化战争原有的一些作战样式之外，还可以增添诸如精确战、网络战、电子战、

情报站和心理战等与传统作战不相同的新的作战样式体验。例如可以挑选“科索沃战争”这一典型战例，

对网络战、电子战、心理战、精确打击等新的作战样式进行三维虚拟场景展示，同学们通过观看 VR 三

维图像、讨论分析，逐渐“进入”战例情境，此时再趁机设置一些思考题，以启发和引导他们进一步剖析

战例。整个课堂上，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气氛非常愉快轻松。可见，VR 体验式战例教学通过文字、图

形、声音、影像等多媒体方式和学生自身的体验将战例生动形象地展现给学生，既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

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又将枯燥文本的学习转为生动有趣的体验，教学效果反映良好。 

4.4. 军事理论课 EIP-CDIO 模式教学质量评价 

以“发展性评价”为宗旨，通过教师教学状态评价调查问卷和课程成绩统计数据，进行纵向和横向

对比分析，并编制成报告和生成详细的教学状态数据，通过电子邮件形式直接反馈给军事课教师，协助

教师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进行改进。 
全过程跟踪学生的学习效果，包括：课程期内的短期关注、课程群间的中期关注和大学四年间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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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关注，调查学生的家庭情况，对军事课的满意程度、对军事方向的学习兴趣、对军事科技 CDIO 项目

制的能力培养需求及学习倦怠期等，以便军事课教师开展精准教学服务及教改研究。 

5. 结语 

本文主要结合大学生军事理论课程发展的现状及其特点，将“EIP-CDIO”理念引入到了应用型本科

院校的军事理论课程教学中，从顶层设计方案、课程设置、VR 模拟教学法和教学质量评价四个方面提出

了建设措施，以期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军事课体系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在未来的军事理论课教育改革

中，还存在以下问题值得关注与思考。 
(1) 目前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教学质量保障机构还不健全，表现为：质量职责不明确，未能覆盖军事理

论课教师授课全过程，重监督、缺优化，教学质量报告并不科学合理与明确，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与改进。 
(2) 在军事科技创新项目方面，教师和学生尚缺少科学的创新方法训练，很多时候大学生仅能够想到

创新点，但是还不能够应用创新方法去解决复杂的问题，即缺少创新的逻辑思维能力，可以采用将创新

方法与军事理论课堂教学相融合的改革措施，以期解决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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