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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地方院校毕业生的军事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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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地方大学毕业生的实际情况和部队建设需要出发
,

对提高他们的综合军事素质的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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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总部的统一部署
,

一些院校按
‘

,4 + 1 ” 模

式对地方大学毕业生进行为期一年的军事技术培

训
。

我院在对地方大学毕业生的培训期间
,

为 了提

高他们的军事素质
,

开设了 《军事高技术》课
。

为

了有针对性地组织教学
,

我们对他们的有关素质进

行了摸底考试
。

试卷分析以及事后调查的结果告诉

我们
,

如何挖掘地方大学毕业生的科技潜力是值得

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

一
、

从试卷分析看培养科学一技术一军

事整体观的重要性

(一 ) 对军事知识缺乏了解

相当一部分学员对榴弹炮
、

加农炮
、

迫击炮的

区别
,

对军用卫星的种类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制导方

式等军事常识了解很少
。

一部分学员对飞行器 (飞

机
、

导弹等 ) 的马赫数等于飞行速度与音速之 比

值
、

舰船的节数表示 l小时内舰船航行的海里数也

不清楚
。

例如试卷中要求分别填写马赫数
、

节数与

国际单位制中速度单位的转换关系时
,

很少有人能

正确填写
。

试卷中有道题目要求填写
“

俄亥俄
”

核潜艇和
“

喀秋莎
”

火箭炮的原产国
,

其正确答案是前者为

美国
、

后者为前苏联
。

但不少地方大学毕业生却将

前者填写为俄罗斯
、

后者填写为美国
。

事后调查其

产生错误的原因
,

他们认为带有
“

俄
”

字的必为俄

罗斯
,

不知道美国有个俄亥俄州 ! 也不知道
“

喀秋

莎
”

火箭炮 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创下过辉煌

战绩
。

(二 ) 对国情了解不够

不可否认
,

由于军事的特殊需要
,

我国的军事

装备情况有一些是处于保密状态的
,

但有许多装备

还是众所周知的
,

只要稍微关心一下有关的兵器杂

志或报纸上的有关文章
,

就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

但有的学员却在答卷中把我们中国生产的
“

飞朦
”

毕单
、 “

猎鹰
”

导弹误答成是其他国家生产的
,

在

他们看来
,

冠以
“

飞檬
” 、 “

猎鹰
”

等猛禽名字的武

器必是军事上 比我国发达的国家生产 的
。

实际上
,

我国研制的有些导弹的性能并不比发达国家同类导

弹的性能差
。

由此可见
,

一部分学员对我国的国情

缺乏了解
。

有的学员还想当然地把美国生产的
“

民

兵
”

导弹答成是由中国生产的
,

因为在他们的头脑

中似乎只有我们中国才有
“

民兵
”

这个词
。

关于我

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和第一艘
“

神舟号
”

试验飞

船成功发射的时间
、

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的时间等题

的答案则更是
“

众说纷纭
” 。

由此可见
,

他们对我

国的国情
、

军情了解程度各不相同
。

(三 ) 对相关知识的联系能力不强

众所周知
,

美 国的军用飞机一般是以相应英语

单词的缩写来命名的
,

例如以字母 A
、

B
、

F 等命

名的军用 飞机分别 为攻击 (At 俪k) 机
、

轰 炸

(Bo 汕) 机
、

战斗 (Fi ght ) 机
。

试卷中有道题要求

填写 EF 一 111 是什么装备
,

实际上对于这些已通过

四级外语考试的大学毕业生而言
,

只要将 E lec 。℃ru c

(电子) 和 Fi gh t两个单词的首字联系起来就知道这

是电子战飞机
,

但相当一部分人将之填写成导弹
。

其实 EF
一 111 是目前世界上电子战性能最好

、

在最

近几次高技术战争中发挥过很大作用的著名型号的

飞机之一
。

这种错误的出现
,

一方面反应了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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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的联想思维能力不强
,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部

分学员对现代战争中的高技术兵器了解甚少
。

理工科毕业的大学生一般都学过 《大学物理》
,

在 《大学物理》中指出
: “

光学仪器的分辨率就是

该光学仪器能分辨两物体的最小距离
” 。

很显然
,

“

阴
一 12 侦察卫星的地面分辨率是 0

.

1 米
” ,

就意

味着在卫星照片上能分辨地面上两物体的最小距离

是 0
.

1 米
,

或者说
,

0
.

1 米大小的物体在卫星照片

上能成为一个点
,

关于这个点到底是什么物体则不

能直接确定
,

还要看周围一些点的分布情况
。

然而

很多学员认为
“

卫星的地面分辨率是 0
.

1米
”

就意

味着可以确认地面上线度为 0
.

1米的物体了
。

这也

表明他们没有能把物理学知识运用于军事
。

其实
,

物理学知识与军事知识的关系极为紧密
。

又例如在初中物理课中就讲过
, “

载流导线在

磁场中会受安培力的作用
” ,

这就是人们最初设计

电磁轨道炮的基本原理
。

但是这些大学生们说
,

在

初中
、

高中
、

大学的物理课上都学过安培力
,

却从

来没有想到这个物理原理还能用于军事领域
,

制成

电磁炮这样的新概念武器
。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
,

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他们在科学
一
技术

一
军事整体观上的不足

,

不

能把学到的知识与军事相联系
。

试卷分析的结果表明
,

地方大学毕业生具有一

定的知识功底
,

但在知识范畴
、

知识结构及思维方

法
、

创新观念方面与现代军事人才的素质要求还有

差距
。

二
、

从教学实践看培养科学一技术一军

事整体观的可行性

如何充分挖掘地方大学毕业生在军事领域的潜

能
,

让他们的知识更好地贡献给我们的国防事业

呢 ? 从地方大学生向革命军人转变的短暂培训
,

是

他们人生道路中一个起着重要作用的转折点
,

对他

们今后的发展影响很大
。

俗话说
: “

万事开头难
” 、

“

师傅引进门
” 。

作为地方大学毕业生的培训单位
,

如何把他们很好地引人军营大门
,

我们结合 《军事

高技术》课的教学进行了探讨
。

(一 ) 搭建科学与军事相通的知识桥梁

大学生合理的知识结构应由基础知识
、

专业知

识和相关知识三大部分组成
。

对于地方院校毕业的

大学生而言
,

他们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和

所学 的专业知识
,

但是与军事相关的知识了解得还

不够
。

因此当他们来到军营后有一种新鲜感
,

这

时
,

一方面要让他们感到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
,

另

一方面又要使他们感到军事与科学技术是紧密相

连的
。

科学
一
技术

一
军事

,

这三者是不断相互作用的

有机整体
。

科学的发展推动技术的进步
,

技术的进

步又促进军事装备和军事理论的变革
,

军事的发展

又对科学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
。

从古代的矛
、

盾
、

刀
、

剑
,

到现代的飞机
、

坦克
、

舰艇
、

导弹以及各

种先进的电子设备
,

无一不代表当时最先进的科学

技术
。

我们结合 《军事高技术》课的教学
,

以众多

的事例向学员表明
:
军事对科学技术最敏感

,

军事

是科学技术的最先受益者
。

诸如
: 18 % 年意大利

青年马可尼获得第一份无线电专利证书
,

不久
,

无

线电通讯就被用于军事领域 ; 1934 年英 国的无线

电专家罗伯特
·

沃森发明磁控管
,

立即就被用 于研

制雷达
,

19 35 年可探测敌方飞机的雷达应运而生 ;

军事的需要推动了计算机的诞生
,

目前以计算机应

用为典型代表的指挥自动化系统成了现代战场的神

经中枢 ; 激光的出现使军事领域成了激光技术的最

大用户
,

激光探测
、

激光通信
、

激光武器等越来越

受到军事家们的重视 ; 至今
,

人类己发射了数千颗

人造天体
,

然而 70 % 以上都用 于军事 目的
。

根据

统计
,

目前世界上 80 % 的发明和创造或来源于军

事的需求
,

或被用于军事领域
。

尤其是现代高技术

战争更需要知识
、

更需要具有科学知识的人才
。

这

必然会引发地方大学毕业生们的思考
: “

我拿什么

来贡献给军营 ?
”

要帮助他们树立科学
一
技术

一
军事一体的思

想
,

就要启发他们把现有知识与军事知识相联系
。

《军事高技术》课的教学在这方面可 以发挥其独特

的作用
,

例如
,

在介绍雷达探测与通信原理时可以

与大学物理中电磁波的发射
、

传播
、

反射原理相结

合
。

介绍夜视器材时可以告诉他们物理学中的热辐

射规律 (如斯特藩
一
玻耳兹曼定律和维恩位移定

律 ) 就是研制现代战场夜视设备的基本出发点
。

由

于激光和红外线具有优异 的物理特性
,

使激光武

器
、

红外探测器已不再是实验室的宠物
,

已经或正

在走向战场 ; 但激光
、

红外线在大气中传播衰减大

的物理现象
,

又使人们可以用烟幕等方法来对付敌

方的激光和红外探测
。

隐身技术用到了物理学中的

薄模干涉
、

偏振等光学原理
。

无论是军事航天技

术
、

精确制导技术
,

还是新概念武器中的高功率微

波武器
、

粒子束武器
、

激光武器
、

电磁炮
、

次声武

器等
,

均应用了大学物理中的基本原理
。

这样
,

在

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帮助地方大学毕业生搭建起原

有知识与军事知识的桥梁
,

不仅使他们既学到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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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知识
,

也加强了对原有知识的深入理解和应用
,

扩大了他们的知识视野
,

完善了知识结构
,

而且也

发挥了教学艺术的陶冶
、

转化
、

启发和诱导的整体

功能
,

使他们原有的知识更丰富
、

更充实
,

而且感

到在军营中更有实用价值
:

(二 ) 系结科学思维与军事谋略相连的思维纽带

军事角逐
,

你死我活
,

激烈复杂
。

军事竞争最

需创造
。

2 1 世纪 战争对人的智力
、

创造力的要求

比以往更高
。

科学决策能力对 当代指挥官相 当重

要
,

尤其在战争形式多种多样
、

敌我态势瞬息万变

的现代战争
,

更需要军事指挥员能准确判断情况
、

迅速下定决心
、

果断实施指挥
,

博学方能多谋
,

知

识越丰富
,

思路越开阔
、

敏感
。

因为 自然科学中不

仅许多知识对军事有重要的作用
,

而且 自然科学的

许多思维方式可以促进军事指挥官谋略的形成
。

自然科学中的观察实验与军事中的侦察敌情均

属于调查研究
、

尊重事实的科学方法 ; 自然科学中

的分析类 比
、

归纳演绎与军事中的态势分析均源于

全面分析问题的能力 ; 自然科学中的理想模型与军

事中的模拟战争均 出自抽象思维的升华 ; 科学家的

创新与军事家的妙计良策均是创造思维的结晶
。

还

例如
,

在 自然科学 中有电荷的正负
、

有吸引力与排

斥力
、

有正粒子和反粒子
,

这说明物质系统存在着

对立的双方
,

而在战场上 同样也存在着对立 的双

方 ; 自然科学中物质的静止与运动
、

能量的守恒与

转化
,

说明系统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变的
,

战场

上的态势也是可以转 变的
,

可以由防御变为进攻
、

由失败变为胜利
,

这一切靠内在的因素
,

也靠外在

条件
。

自然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同样适用于战场
。

因

此
,

要引导学 员不 能就知识论知识
、

就知 识学知

识
,

而应该启发他们思考
:

学到的知识对军事领域

有哪些应用 ? 对军事领域会产生哪些影响? 现代的

军事领域又需要哪些知识
、

发明和创举 ? 要让他们

逐渐学会以自然科学中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
、

综合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科学 的创新能力来思 考
、

处理军事问题
,

开创有利于己方
、

不利于敌方的军

事新势态
。

当然
,

也要让地方大学毕业生们懂得
,

不能一

成不变地直接将自然科学 的
“

模式
”

和
“

套路
”

拿

来解决军事问题
,

而是要善于寻找 自然科学的思维

与军事谋略方法的共 同之处
。

军事指挥官超常的灵

感既需要科学知识
,

也需要 阳刚气质和一定 的经

验
。

要启发他们思考
: “

如何把 自己 的智慧和知识

贡献给军营?
”

三
、

从科技发展和军事需要看科学一技

术一军事整体观教育的思想性

地方大学毕业生们携笔从戎
,

加入军人行列
,

立志为国防事业 贡献自己的热血 年华
、

聪 明才智
。

但是在他们刚走进军营时
,

也要适时教育他们一切

从头做起
、

一切从平凡作起
,

踏踏实实干事
,

不能

好高鹜远
, “

天生我才必有用
” ,

在任何岗位上都能

发挥 自己的作用
。

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为国捐躯
、

献身世界和平事业的军人品质
。

在不久的将来
,

他

们有的会成为我军的技术骨干
,

有的将成为我军指

挥官
,

他们如何用科学
、

技术来为军事服务的政治

素质也就显得格外重要
。

现代战场上许多高技术武器装备都需要既有政

治素质和又有科学精神的人来驾驶和操纵
。

精通计

算机技术的人员可以为自己的国家创造财富
、

为自

己的军队建功立业
,

然而 当他们的
“

才干
”

用偏

时
,

则可以制造危害己方 C , I系统的病毒
,

或成为
“

黑客
” ,

其造成的危害极大
。

很显然
,

培养地方大

学毕业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十分重要
。

应该教育他们

学习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们的奉献精神
。

在 《军事高技术》课教学中
,

可 以顺水推舟
、

画龙点睛地对他们进行有关方面的教育
。

例如在讲

到核武器时
,

可 以提及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展
、

原

子物理学的进展
,

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交战双方

都企图利用原子弹来压制对方
:

美国启动了
“

曼哈

顿工程
” ,

集结世界上十多万科学家
,

赶在希特勒

前研制成原子弹
。

然而不幸的是
,

美国未能正确地

利用科学技术成果
,

使广岛
、

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给

人类带来了灾难
。

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

敌我双方的较

量更加激烈
、

残酷
,

参战官兵处于高度紧张的环境

之中
,

时刻面临着生死考验
。

因此
,

现代的军事指

挥官必须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
、

高度的政治思想素

质
。

因此
,

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军事斗争的需要来

看
,

科学
一
技术

一 军事整体观教育也蕴藏着极为重

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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