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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di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of gener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command specialty, this paper innovatively uses TRIZ tool in 

integrated training teaching, and realizes the optimization of training mode through the 

re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ode, teaching means and assessment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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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本文在梳理通用通信技术与指挥专业传统教学模式弊端的基础上，创新将 TRIZ

工具用于融合式培养教学中，通过对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手段、考核模式的重构，实

现了培养模式的优化。 

一、前言 

2017 年，军队院校改革展开以来，全军院校呈现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

一新的崭新局面，实现了院校组织体系、任务体系和制度体系的整体重塑，在我军院校建设

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对于生长军官培养，将原有“4+1”模式调整为生长军官本

科学历教育与首次任职培训集中在 4 年内完成的融合式培养模式。面对全新模式任务，我们

以通用通信技术与指挥专业为例，探索 TRIZ理论指导下融合式培养教育教学模式创新，这对

军队生长干部创新培养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传统教学中存在问题梳理 

一是教学内容亟需重构整合的问题。原培训模式下，学员需掌握 4 个专业方向的典型装

备原理与操作技能，每个专业方向都是相对独立设课，内容缺乏融会贯通，与后期宽口径、

一专多能的岗位要求相左，迫切需要聚焦信息通信保障能力生成规律，着眼人才培养整体效

益，打通课程壁垒，对教学内容进行整体性重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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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实践性教法训法单一的问题。本专业方向岗位任职课程大多由装备原理与实践类的

课程组成，具有内容抽象性高、实践性强等特点，然而传统装备教学的教学设计、教学方法

和教学手段都较为单一，导致学员学习兴趣不高，学习效益不佳。 

三是教员任职教育教学能力偏弱的问题。长期以来教员围绕封闭的技术体系组织教学，

实战导向的任职教育教学能力偏弱，而新的培养对象及新培养模式对任课教员教学实践能力

提出了更高要求。 

四是考核方式重知识轻能力的问题。以往课程考核是按“平时成绩+期末理论考试成绩”

的形式进行成绩判定。缺乏对学员实践能力设计能力的考察，也易造成学员考前死记硬背，

对知识掌握运用不足。 

三、TRIZ 方法简介 

TRIZ是一种工具，是包含着组件分析、小人法、金鱼法、九屏幕法、裁剪法，40个发明

原理、最终理想解（IFR）、矛盾矩阵、进化法则、物-场分析、功能分析、知识库/效应库、

资源、分离原理、76个标准解等一整套工具，是全球应用最广的创新理论与方法，通过文献

查阅，TRIZ理论多用于现代企业中难题攻关、专利破解与布局、技术预测和研发流程改善等

技术发明和管理创新中，笔者欲将该理论延伸引入课题教学问题的解决过程中。 

理论研究是一切工作的起点，对应 CNKI 期刊论文总库，在 3038 篇相关论文中，利用中

图分类法检索出教育相关领域共计 907 篇，说明该理论在地方教育领域已有所影响、较为成

熟，其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一是在创新人才培养上的应用，如顾新春《TRIZ 理论应用于高职

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田洋洋《TRIZ 理论与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研究》等；二是在课程

教学上的应用，如杨辉《TRIZ 创新原理在建筑造型教学中的应用》、曹爽《浅析 TRIZ理论在

高职管理类课程教学中的实际应用》等；三是在教师能力提升上的应用，如李静《TRIZ理论

视角下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路径研究》、张碧媛《基于 TRIZ 理论的高校师德师风建设路径探

究》等；四是在教学改革上的应用，如邹浙湘《TRIZ 创新理论应用于新能源汽车专业人才培

养的探索》、张金磊《TRIZ 理论在分析化学教学改革中的应用》等。在 CNKI 库中对 TRIZ 理

论在军事教育训练领域运用进行中图分类法检索，仅得到徐艳玲《构建基于 TRIZ理论的机械

基础创新实验教学体系》1 篇文章，说明目前该理论在军事教育训练领域方兴未艾。笔者欲

将这一地方先进教育教学理念，借鉴引用到通用通信技术与指挥专业部分方向的融合式培养

教育教学模式上，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探索。 

四、TRIZ 方法在通用通信技术与指挥专业融合式培养模式中的应用 

一是运用 TRIZ 理论裁剪法进行教学内容重组。面对内容多与课时少的矛盾，可以采用裁

剪法。根据 TRIZ理论，使用裁剪法裁剪技术系统的组件时，要保留系统的有用功能。根据实

用够用的原则，对四个专业方向的课程进行裁剪、组合，确定保留适合课程教学最需要及部

队应用最典型的部分，教学内容由注重系统性向突出针对性转换，组织对各级各类任职岗位

的工作性质、工作内容及应具备的职业能力，在内容、空间、时间三个维度上，按照“任职

岗位分解—能力结构分析—知识精简优化”的步骤，把任职所需的知识、技能有机地整合到

一起，逐步完成“技能融合—内容统合—课程综合”的教学内容重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教

学内容的选择和序化两个阶段。在其选择过程中，我们区别传统模式显性知识传授模式，即

主要解决“是什么”（事实、概念等）和“为什么”（原理、规律等）问题，更注重了过程性

知识的选取，较好地解决了“怎么做”（经验）和“怎么做更好”（策略）的问题。 

二是运用 TRIZ 理论进化法进行教学内容优化。按照“以首次任职培训专业定目标导向、

以本科教育专业为背景支撑”的原则，针对教学内容抽象性高、实践性强与学员装备理论基

础弱之间的矛盾以及现行教学内容体系散、浅等弊端，在课程建设中运用 TRIZ 理论进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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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吸纳信息通信领域前沿知识和新编制体制下部队训练改革的最新成果，根据新编修的教

学大纲，优化专业教学内容，构建“课程相对稳定、专题灵活组合、内容不断更新”的教学

内容改革滚动发展机制。在课程设计时运用 TRIZ理论裁剪法，将相关专业授课内容聚类重组，

按照任职岗位能力需求及能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优化教学内容体系，构建了对接新体制、紧跟

新动态、覆盖各层级、联通各军种的滚动更新教学内容体系。 

三是运用 TRIZ 理论分离法进行教学模式优化。采用 TRIZ 理论的空间分离和时间分离原

理，选择具有工作背景的任务、项目和案例等内容载体，对其行动过程进行结构化设计。探

索在教学内容设计和实施过程中课堂讲授和课外学习分离的新模式，探索针对任职教育学员

岗位任职能力培训的组训方式，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在对现有课程培养方案进行分析的基

础上，在 TRIZ 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对内容载体进行科学设计，从课程实施 TRIZ 理论应用课堂

教学的可行性入手，有针对性地综合运用任务驱动、项目导向、案例研讨和过程仿真等教学

方法和手段，形成 “工作化”的教学模式，对部分课程教学方法进行更新，为其他专业提供

参考。 

四是运用 TRIZ 理论组合法进行教学手段优化。本专业方向岗位任职课程大多由装备原理

与实践类的课程组成，具有内容抽象性高、实践性强等特点。依据 TRIZ 理论的组合原理，根

据教学内容，将讲授式启发式案例式等多种教学方式有机融合；充分调动学员对课程学习的

积极性，引导学员进行积极思考；在教学手段上，充分发挥多种现代教学手段的作用，利用

实际装（设）备现地教学、图片动画、教学录像等直观而形象地进行相应教学内容展示，加

强学员的理解程度，同时省去教员大量板书时间，增加课堂信息量。通过运用 TRIZ理论场论

法，在侧重实践性的岗位任职课程专业教学中，在设置首次任职岗位实习和毕业设计等实践

环节的基础上，紧盯岗位需求，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提升学员指挥管理能力和岗位业

务能力。 

五是运用 TRIZ 理论反馈法进行考核模式优化。以首次任职能力培养为核心，依据 TRIZ

理论的反馈原理与替代原理，使学员成为新教学模式下的评价主体，而不再是被动的客体。

在新教学模式下的评价考核结果由学员互评、学员自评和教员点评等多点交汇共同确定，将

考核方式改革为理论考核和实践考核并重，注重考察学员联系实际、对知识点的综合运用的

能力，反映岗位任职课程基础理论与实践运用并重的要求，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调动参

与学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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