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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硕士研究生如期毕业，其中2人考取空军工程大学博士研究

生，1人获“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金牌，8人获全国数

学建模竞赛二、三等奖，发表学术论文376篇，SCI检索2篇

，EI检索27篇，核心期刊56篇⋯⋯这个学院加快人才培养模

式转变，大胆废除旧的不合时宜的教学机制，探索新的教学

方法和手段，充分依托学员主体地位，满足学员个体需求，

激发学员主观能动性，走出学员自主选课程、自主挑导师、

自主办讲坛的新路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大锅饭”变“

自助餐”，这样的教学受欢迎 2010年，这个学院在研究生教

学中大力推行学分制自主选课模式，对所有课程进行科学编

排，要求教员挂牌上课，学员人手一张课程表，根据自己的

需要选择课堂。一时间，教员在课堂设计上下功夫，学员在

自我发展上动心思，课堂成了思想交锋的阵地，教学效果显

著提高。 时间推到2008年，情况并非如此。这个学院研究生

教育还是实行统一计划、统一安排、齐步迈进的教学模式。

学指挥自动化的刘文强擅长编程，经常参加总部、学院立项

的课题，对网络编程等方面的知识很感兴趣，但由于学科限

制，隔壁教室密码学专业教授的高级程序语言成了小刘心中

的痛，近在咫尺，却疲于应付可能与今后课题研究关系不大

的课程。“我们可不可以自主选择课程？”2009年底，在学

院组织的一次问卷调查中，刘文强等22名学员表达了自己的

看法。 基层学员的心声引起了学院党委的高度重视，深入调



发现：学院研究生课程由各学科统一安排指定，教学任务一

旦确定，研究生基本上没有选择的余地，喜欢不喜欢都得上

，有没有用都得听，往往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如此教学，

何谈教学成果？”学院训练部长张广平斩钉截铁的说，“教

育是育人的工程，过程中教育对象应该是主体，而不是应声

虫。” “尊重学员主体地位，转变教育模式。”党委的意见

提出来，基层却有不一样的反应“老师教学生听，每个学校

都是这么做的”、“没有学会走如何跑，打基础是必须的”

⋯官兵们各持己见。“要想有突破，就得质疑一些我们固守

东西”，关键时候，党委“一班人”给大家指明了方向，他

们认为传统的我教你学是吃“大锅饭”，不适应当下人才发

展的需要，继续坚持，只会阻碍教学效果的生成，同意让学

员自主选择课堂。 在党委的牵引下，各学科教研室认真梳理

本学科相关知识，安排人员精心备课，并列好纲目挂在网上

，将课堂做成可供选择的“菜肴”。学员在求知过程中就像

走进了自助餐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研究方向、学

习需要，自主选择所学内容、授课老师。教员张春诙谐的说

：“以前上课是做大锅菜，好不好吃学员都得吃，现在大锅

菜变成了自助餐，你做得不好别人就不点，我们这些厨子得

加点紧才有生存空间。” 硬性分配变自由选择，这样的结合

我喜欢 2008年，这个院制定下发《武警工程学院研究生双向

选择办法》，让导师和学员相互选择，以达到最佳拍档的效

果。2011年，学院研究生对导师的满意力突破90%。 听闻母

校取得的成就，2008年毕业的张迪感触良多。2005年，小张

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工程学院作战指挥专业研究生，按照学院

的分配方案，基础部军事理论教研室朱涛副教授成了他的导



师。在校期间，他成绩突出，各方面表现都很好，不想毕业

时竟在学位论文盲审评阅上卡了壳，被一名评阅专家亮起了

“推迟答辩”的红牌。深究缘由，如今在解放军陆军指挥学

院攻读博士研究生的小张也承认，朱老师擅长理论研究，但

自己则偏重于应用性课题，双向研究途径的倾向性区别才出

现了上面的小插曲。 这个事情引起了学院领导的关注，深入

了解发现：学院一直沿袭计划指定导师的传统，导师和学员

之间缺乏了解，往往是导师的专长和学生的发展需要结合不

起来，导师的研究重点于学生的兴趣爱好融合不下去，既不

利于导师作用的发挥，也不利于学员能力素质的生成。 “阻

碍学员成才的东西就应该破除”，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

学院党委及时叫停了指定导师的做法。他们把研究生部的学

员教员集合在一起，给大家讲明：选导师和选对象是一个道

理，不是要选最好的，而是要选最适合自己的。 随后，一系

列推陈出新的做法在该院展开来。他们规定新生入学报到后

，将有一个月的时间相互了解，而后根据自己的兴趣，结合

导师的研究方向、科研实力等因素，自主选择导师；导师也

根据学员的个性特征、能力结构挑选“合胃口”的学生。通

过亮相候选，相互匹配，最终确定“心仪的对象”。 “2008

年，我选基础部陈发金教授当我的导师，他主攻军队政治工

作语言，我对此也很痴迷，他为人开朗，和我性格相匹，3年

来我们成为了忘年交，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和

做人的道理”，拿着毕业证书，2011届研究生喻岚高兴的告

诉笔者。 还权于学员和导师，让高徒自选名师，让“伯乐”

自相“千里马”，此举一出引来好评如潮，官兵们纷纷表示

：“党委注重以人为本，这样的转变我喜欢！” “一言堂”



变“众星台”，这样的课堂收效多 年初以来，工程学院研究

生最受欢迎的是为学员们开设的“百家讲坛”，学院规定：

只要研究生对某一课题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就可以登台论道。

在院方和教员的大力支持下，100多名学员大胆走上台，展示

自己在科学探索中的感悟，收获的不仅仅是学识，还有成长

的喜悦和探索的乐趣。 关于“百家讲坛”的来源，学院通讯

指挥自动化教员赵海军最有发言权，教了20多年的他，对教

学可以说是得心应手，但是接触自动化教学后，他发现无论

采用影像教学还是实物展示，都很难让学员入脑入心，往往

是自己讲了一大堆，学员们还在云里雾里，教学效果一般，

课堂气氛更是尴尬。为什么会这样？赵教员认为是学员们少

了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对所学的东西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他调查发现现行教学模式下，部分教员习惯于大包大揽，

课堂往往是我讲你听的“一言堂”，学员被边沿化，慢慢失

去了对学习的兴趣。 “发动学员走上讲台当教员，让他们主

动的去学习、去探索”，思前思后他给院领导提了一个建议

。学院党委为此专门召开了一个议教会，他们分析认为学员

是教育的主体，离开了这个主体，教育无异于是“填鸭”，

必须坚决摒弃，让学员参与教学过程，不仅能解决这一问题

，还能让其体会到教学的艰辛，珍惜教员的劳动。 “百家讲

坛”应运而生，他们鼓励研究生自己学习、自己求知、自己

分析、自己总结，并大胆的走上讲台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

新举措不仅调动了大家的学习热情，搞活了课堂气氛，还进

一步调动起了学员的主观能动性，在研究过程中培养了学员

探索科学的执着精神，在展示过程中增进了学员的自信和智

慧。 6月20日，研究生祝鹏卿做了一个关于“高技术战争中如



何发挥传统装备作用”的演讲，赢得了师生们的广泛赞誉，

面对采访他表示：“为了搞好这次研究，我查阅了大量的资

料，写了整整一本读书笔记，期间吃了不少苦，但是我收获

了知识，懂得了作为一名研究人员，必须要有坚忍不拔的意

志。” 招生简章：#0000ff>2012年考研推免生招生公告 ☆

#0000ff>招生简章 报考指南：#0000ff>2012考研报考指南 ☆

#0000ff>报考热点问题答疑 ☆ #0000ff>专业介绍及就业前景分

析 考研备考：#0000ff>2012年考研备考专题 ☆ #0000ff>考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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