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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外军有关任职教育 (职业军事教育) 的定义人手
,

简述了外军任职教育的性质与基本

要素
。

根据所提供的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军队多所任职教育院校的例证
,

从任职教育院校的任务
、

数量
、

级别
、

课程设置
、

实践环节与教员队伍等 5 个方面
,

归纳并阐述了外军院校任职教育的主要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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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外军把
“

任职教育
”

称为
“

职业军事教育
” ,

英文为 Pro fe s sional Milita ry E d u e at ion (PM E )
。

美 国

《国际军事与防务》9
一 13 一 2 22 词条中有

“

职业军

事教育
”

的完整定义
: “

这种教育旨在使军官具备

在国家安危环境中和要求越来越高的指挥与参谋职

位上做出正确决策所必须的技能
、

知识和智能
。”

俄罗斯军队使用的术语是
“

高等军事教育
”

和
“

军事专业教育
” 。 “

高等军事教育
”

的定义是
“

在

军事学院指挥系接受的教育
” 。

根据外军
“

职业军事教育
”

(任职教育) 的定

义
,

我们可以归纳出它在以下几个方面所具有的主

要特点
:

一
、

外军任职教育院校的任务与数量

(一 ) 不承担学历教育任务

任职教育从性质上来讲
,

是建立在普通高等教

育基础之上的特殊职业教育
。

当代世界军事教育发

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

就是学历教育与职业军事教育

逐渐分离
。

这一趋势大约是 20 世纪 70 年代左右开

始的
,

主要体现在生长军官的培养与教育上
。

世界

主要发达国家都相继要求生长军官必须具有地方普

通高等教育大学本科 / 专科的文化教育水平
,

掌握

相应的科学文化知识
。

基于这一认识
,

一些国家生长军官的培养开始

采用
“

两段制
” ,

即先完成地方普通大学本科的学

历教育
,

获得军官任命
,

再接受初级职业军事教

育
。

承担大学本科学历教育任务的军事院校不承担

初级职业军事教育任务 ; 各级职业军事教育院校不

承担学历教育任务
,

只讲授军事知识
、

技能
。

采用

这种
“

两段制
”

模式的主要是美国
。

美国各军种的

生长军官的大学本科学历教育都是在军官学校
、

地

方大学后备军官训练团完成的
。

在完成学历教育

后
,

获得理工文科学位
,

并获得军官任命
,

然后再

到各兵种专业技术院校接受初级职业军事教育
。

毕

业后
,

担任某一具体职务
。

其他欧洲发达国家
,

如

英
、

法
、

德
、

日
,

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
,

如印度
、

以色列
、

韩国等
,

也是采用这一模式
。

(二 ) 在军事院校中占大多数

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军事院校中
,

担负任

职教育的院校在数量上都占大多数
。

美国现有军事院校 (中心) 1 13 所
,

其中担负学

历教育的院校
,

只有 4 所军种军官学校和三军医科大

学
、

海军研究生院
、

空军技术学院等 7 所
,

其余 l历

所均为任职教育院校
,

占院校总数的 93
.

8%
。

日本现有军事院校 32 所
,

担负学历教育任务

的只有防卫大学
、

防卫医科大学
,

以及培养技术士

官的少年工科学校 3 所
。

任职教育院校共有 29 所
,

占90
.

6 %
。

德国军队现有军事院校 70 所
,

担负军官学历

教育任务的只有 2 所联邦国防军大学 (慕尼黑和汉

堡 )
。

任职教育院校共 68 所
,

占 97 %
。

以色列有军事院校 20 多所
,

以前全部为任职

教育院校
,

军官和士官的学历教育完全在地方院校

实施
。

韩国现有各类军事院校 23 所
,

担负军官与士

官学历教育的有三军军官学校和士官学校共 7 所
。

任职教育院校 16 所
,

占69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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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外军任职教育院校的级别

军事教育是与战争和军人密切相关的社会实践

活动
。

军事教育的本质属性集中体现在军事职业教

育中
。

因此
,

这种对应关系可以归纳与表述为
:
战

争的规模越大
,

战争指导规律的层次也越高
,

研究

和学习这些战争规律与战争指导规律的人的职务级

别也越高
。

战争规模与战争指导规律的关系可以这

样表述
:

战斗
—

技术与战术
—

初级

战役
—

战役法
—

中级

战争
—

战略
—

高级

外军的任职教育具有与战争规模
、

军事科学理

论的层次
、

军人担任的职务级别相对应的特性
,

并

根据这种对应关系区分为初
、

中
、

高三个级别
,

在

军人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分别进行
,

与军人的职

务
、

级别相对应
。

(一 ) 初级
—

以本兵种排
、

连级军官培训为

主
,

兼顾营
、

旅级军官和准尉
、

士官
、

士兵

各国的初级职业教育院校的任务是对新任命的

军官进行担任排级职务的兵种专业技术训练 ; 对在

职的中
、

上尉军官和少数军官进行晋升连级职务前

的进修和专业技术提高训练
。

学制一般为几周至 l

年
,

个别复杂专业可达 2 年
。

例如
:
美国陆军野战炮兵学校军官初级班学员

为新分配到野战炮兵部队的少尉
,

高级班为服役 4

一 6 年的中
、

上尉军官
。

海军陆战队通信军官学校

基本班的学员为刚毕业的少尉军官
,

高级班的学员

为上尉和少校军官
。

空军中队军官学校招收对象为

少尉
、

中尉和上尉军官
,

服役时间为 3 一 8 年
。

(二 ) 中级
—

以本军种营(团 )
、

旅级军官为主
,

兼顾其他军种军官和连
、

师级军官和中级文职官员

外国军队的中级任职教育的任务主要是培训本

军种的中级指挥参谋军官
,

对本军种的少校
、

中校

级军官进行晋升前的部队指挥与参谋业务训练
。

但

是其他军种的同级军官比例增多
,

同时还有同级的

文职官员
,

以及少数连
、

师级军官的进修
。

例如
:
英国联合指挥参谋学院的招生对象是具

有发展前途的各军种上尉至少校军衔的指挥与参谋

军官
。

目的是使学员掌握本军种和其他军种的专业

知识
。

(三 ) 高级
—

以各军种师
、

军级军官为 主
,

兼顾军以上军官和高级文职官员和其他国家相同级

别的军官
、

文官

外军高级职业军事教育的任务是培训国家与军

队的高级指挥
、

参谋
、

决策与领导人才
。

对各军种

的中校
、

上校级军官以及相应级别的政府官员进行

晋升前的指挥
、

领导
、

管理
、

决策方面的训练
。

同

时广泛接受其他国家相同级别的军官进修学习
。

学

制都较短
,

为几天至几个月
。

例如
,

印度高级 国防学校的任务是为印度陆
、

海
、

空三军
,

政府有关部门和友好国家培训高级军

官和文职人员
。

主要招收上校级军官和司局级文

官
,

每期 64 人
,

其中印度军官 36 人
,

政府官员 12

人
,

外国军官 16 人
,

学习时间 1 年
。

三
、

外军任职教育院校的课程设置

任职教育属于特殊的职业教育
,

它要求军人学

习和掌握从事军事职业
,

担任某一职务所必需的军

事知识与技能
,

并将所学的知识转化为指挥
、

领导

与管理能力
。

在军人个人成长和职业生涯中
,

它主

要在某一阶段或某几个阶段起作用
。

根据军事专业知识的这些性质与特点
,

外军任

职教育在课程设置上的主要特点是针对性强
,

实用

性强
, “

用什么学什么
” , “

需要什么教什么
” 。

(一 ) 初级
—

专业技术
、

兵种战术与分队指

挥
、

管理
、

领导

各国初级职业军事教育院校和训练中心的教育

计划和课程设置差别较大
,

学制从 5 周到 1 年不

等
,

空军个别复杂专业可达 2 年
。

训练内容大致可

分为专业理论知识和技术
,

班
、

排级分队战术与作

战指挥和领导
、

管理与训练组织 3 大类
。

开设的课

程一般有本兵种的作战理论和技术
、

武器装备的使

用与维修保养
、

班排级战术与作战指挥
、

单个人员

与小分队的领导
、

管理与训练组织
。

一部分课程根

据新型武器装备而开设
。

例如
:
美国陆军步兵学校开设有步兵军官基础

课程与高级课程
。

步兵军官基础课程的任务是准备

并培养战时担任排长的步兵中尉
,

时间 16 周
。

步

兵军官高级课程的任务是将步兵上尉培养成为连级

指挥官或营初级参谋军官或旅助理参谋军官
,

时间

20 周
。

课程分为 3 个阶段
:
连阶段

、

营和旅阶段
、

共同训练阶段
。

(二 ) 中级
—

军种知识
、

联合战役与部队指挥

世界各国中级职业军事教育院校的学制一般为

5 个月至 2 年
,

教育计划的内容主要包括本军种和

联合军种的作战理论
、

原则
、

指挥与参谋业务等
。

重点是战役层次 的作战指挥和部队的领导
、

管理
。

主要课程一般有军兵种联合与联军作战理论与原

则
、

指挥领导艺术
,

以及战略
、

战役与战术
,

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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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队的指挥与参谋业务等
。

例如
:
英 国三军联合指挥与参谋学院开设有

高
、

中级两种指挥与参谋课程
。

其中中级课程培养

对象为少校至中校级军官
。

课程主要有
:
战略与战

役条令
、

作战艺术
、

高级指挥精义
、

作战计划
、

联

合与合成作战
、

目前与未来的作战环境
。

(三 ) 高级
—

武装力量运用
、

军事战略与国

家安全领导

世界各国高级职业军事教育院校的学制一般从

2 周到 10 个月不等
,

函授班可达 2 年
。

学习 内容

一般包括国家安全战略
、

军事战略
、

联合战役等
。

主要课程有战略学
、

战役学
、

战术学
、

军事史
、

军

事科技等
。

学员毕业后担任师
、

军级指挥职务和军

以上高级司令部机关的参谋职务
,

或政府部门的高

级决策
、

管理人员
,

并进行相应的学术科研工作
。

将级军官职业军事教育一般由高级职业军事教

育院校承担
。

教学的时间为几天到几周
,

课程设置

一般是世界局势的热点问题
,

各种新的观念
、

思

想
,

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
,

以及政治
、

军事
、

经

济
、

文化等领域的最新变化
。

例如俄罗斯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共开设 14 门课

程
:
军事政治学

、

军事科学
、

国家军事学说
、

安全

理论原则
、

武装力量建设
、

军事战略原则
、

战役

学
、

战争史和军事学术史
、

战役训练法
、

军事经

济
、

军事地理
、

军事技术训练
、

体育训练和俄语
。

四
、

外军院校任职教育的实践环节

外军院校任职教育的实践环节主要有 3 个
:

(一 ) 参加作战演习

参加各种演习是实践的主要形式
。

在各级军事

任职教育院校中
,

都安排了作战演习
,

让学员们将

学到的理论在演习 中运用
。

演习有多种不同的形

式
,

并不是全部用计算机模拟的
,

也有相当一部分

是实兵实弹演习
。

指挥机关带部分实兵演习
,

或是

现地推演
。

外军认为
,

计算机模拟演习只是教育训

练的一种形式
,

它不能完全取代实兵实弹演习
。

例如
:
美国陆军步兵学校步兵军官基础课程中

的演习有班训练演习
、

以排为单位进行的班演练
、

陆海军联合作战演习
、

排进攻演习
、

连野外演练
,

共 5 次
。

步兵军官高级课程中的演习有
:
轻型连进攻与

防御 (4 次 )
、

机械化分队进攻与防御 (4 次 )
、

轻

型分队进攻 (l次)
、

侦察与联合训练标准 (1 次)
、

轻型营进攻与防御 (4 次 )
、

机械化特遣部队进攻

与防御 (4 次 )
、

轻/ 重型旅进攻 (2 次)
,

共 20 次
。

(二 ) 参观旅行

外军认为
,

现代战争和危机的发生是包罗万象

的复杂现象
,

需要军政领导人具有对国内国际形势

的准确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
,

需要具有广泛的背景

知识
。

没有这些知识
,

缺乏这种判断能力
,

就会直

接影响其决策质量
,

这是事关国家利益的大事
,

是

对成熟的现代军政领导人异常重要的素质要求
。

而

实地体验
、

真实感觉和所见所闻往往会对未来军政

领导人的判断能力
、

决策能力产生很大影响
。

例如
: 比利时皇家高级参谋学院专门设有一门

“

学习旅行
”

的主要课程
,

占总教学时数的 20 %
,

组织学员到国内外参观访问
,

进行类似实战战场考

察
,

以开阔眼界
,

丰富知识
。

(三 ) 到部队任职或代职

有些外军任职教育院校在教学计划中就安排了

到部队任职或代职的阶段
,

将院校的课程学习与部

队任职实践完全融为一体
。

德军院校强调院校教育

训练和部队实习相结合
,

注重实践教学
。

在整个教

学过程中
,

实践教学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

例如
:

联

邦国防军指挥学院第一阶段基础科 目训练班结束

后
,

学员要到有关部队机关任职实习至少 1 年
,

才

能回到学院应用科目训练班继续进行下一 阶段的学

习
。

这个特点就决定了德军的参谋人员具备较强的

参谋业务素质
。

另外
,

军种参谋人员的基础训练结

束后
,

还要结合训练和演习参加本军种的军事实践

活动
。

五
、

外军任职教育院校的教员队伍

外军任职教育院校的教员大多是来 自战斗部

队
,

担任过相应指挥参谋职务
,

有较高理论水平的

优秀军官
,

文职人员较少
。

在级别
、

军衔
、

服役年

数与实践经验
、

资历等方面等有明确的要求
。

并且

流动性很强
,

平均任教时间为 2 一 3 年
。

以确保院

校的教学不脱离部队实际
,

理论与实践密切联系
。

(一 ) 文职人员比例大大低于学历教育院校

外军院校的教员队伍中有相当数量 的文职人

员
,

但是任职教育院校与学历教育院校情况有所不

同
。

任职教育院校由于特殊的任务
,

所以教员队伍

是以现役军官为主体的
。

例如
:
美国 4 所军种军官学校都是学历教育院

校
,

美国国会要求这 4 所院校中文职人员教员的比

例应达到 25 %
。

而野战炮兵学校 的教员全部是现

役军官
、

准尉和士官
。

武装部队参谋学院 1994 年

有教职人员 % 人
,

其中军官 77 人
,

占 80
.

2 %
,

文

职 19 人
,

占 19
,

8%
。

陆军军事学院有教员 16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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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军院校任职教育

人
,

其中军职教员占 75 %
,

文 职教员 占 25 %
。

海

军军事学院有教员 约 100 人
,

其中 65 % 为军官
,

35 % 为文职人员
。

(二 ) 对服役 时间
、

军衔
、

任职资历与实践经

验有明确要求

一般初级院校教员多为中尉
、

上尉至少校
,

中

级院校多为少校
、

中校
,

高级院校多为中校
、

大

校
。

要求接受过相同级别职业军事院校的教育
。

初

级要求担任过排
、

连级指挥与参谋职务
,

服役 5 年

以上
,

中级要求担任过营
、

旅级指挥与参谋职务
,

高级要求担任过旅以上指挥与参谋职务
。

例如
,

美国陆军野战炮兵学校 的教官均为服役

5 年以上的中尉
、

上尉军官
。

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

共有教员 2(X) 多名
,

多数为少校或中校
。

国防大学

的军职教员中
,

军衔通常为上校
,

也有少数中校
。

(三 ) 任职时间短
,

流动性强

外军院校的军
、

文职教员都有明确的任职期
,

在一所院校很少有终身任教 的
,

一般是军职 2 一 4

年
,

文职较长
,

可以连任
。

例如
,

美国各级职业军事教育院校的军职教员

任期一般都是 3 年
。

任期满后 即返 回部队
。

军职教

员分别来自海军
、

陆军
、

空军和海军陆战部队
,

一

般都是高级军事院校 的毕业生
,

获得过高级学位
,

在作战指挥与教学方面有专长
。

文职教员的聘任期

为 3 一 5 年
。

如果少数文职教员 的
“

特殊经历与任

教的连续性具有某种优势
” ,

任期可 以延长
。

例如
:

海军军事学院的文职教员
,

几乎都具有博士学位
,

大多毕业于名牌大学
,

其中有 6 一 8 名在校长期任

教
,

有的担任系主任
,

其余的与学院签订 1 一 5 年

任教合同
。

(责任编辑
: 范玉芳 )

本 刊 启 事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是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公开发行的正式期刊
。

目

前
,

本刊是军内院校唯一获准有 CN 刊号
、

ISS N 刊号的高等教育研究正式期刊
。

本刊始终坚持和把握
“

适

应军事斗争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

为军 队院校教育改革与发展服务
”

的办刊宗 旨
,

注重突出军事高等教

育的鲜明特色
,

为高等教育研究事业
、

为国家和军队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做出贡献
,

希望得到广大读

者和作者朋友一如既往的支持
。

欢迎投稿 !

来稿必须是打印稿
,

并同时寄 (送 ) 磁盘或通过本刊电子邮件信箱发送电子稿件
。

来稿务必附有中

英文标题
、

中文摘要
、

3 一 5 个中文关键词
、

参考文献或注释
、

作者简介 (注明作者姓名
、

出生年
、

性别
、

籍贯
、

工作单位
、

职务职称
、

学历学位
、

研究方向)
,

来稿中一定要注明详细的通信地址
、

联系电话以及

电子邮件信箱
,

以便联系
。

参考文献采用 c B77 I4 一 87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的新规定
,

其中包括作者
、

书名/文章名 【文献

标识码〕
、

出版社 (需要加城市名 ) /刊名
、

出版年份 /刊发年期
。

专著「M〕
、

期刊文章「J]
、

报纸文章【N〕
、

论文集「C〕
、

学位论文「D 〕
、

报告「R 〕
、

析出文献「A〕
、

未说明的文献〔z]
。

参考文献格式如下
:

「l二 孙喜亭
.

教育原理「M」
.

北京
: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

1993
.

[2」 〔美」约翰杜威
.

民主主义与教育「M j
.

王承绪译
.

北京
:
人民教育出版社

,

2(X) 1
.

[ 3」 王冀生
‘

大学需要新的文化觉醒「J〕
.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

2(X] 3
,

(1)
.

「4」 潘愚元
.

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N 3
.

光明 日报
,

1978 一 12 一
a7

.

来稿文责自负
,

本刊发表的文章仅为作者个人观点
,

不代表本刊编辑部意见
。

本刊不退稿
,

请 自留

底稿
。

本刊在不违背作者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有权对稿件进行局部修改
,

不同意者请在投稿时说明
。

地址
:
湖南长沙国防科技大学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编辑部

邮政编码
: 41 的7 3

联系电话
:
地方线(07 3 1)4 5 72 39() 4 5 7 35 9 8 军线(a7 3 1)723 9() 7 3 598

E
一

m a il: 幻sh i@ nu dt
.

记u
.

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