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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与军队院校体育课程体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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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着眼于新时期军队现代化建设和 21 世纪高科技局部战争对高素质复合型军事人才的需

求
,

将军队院校体育课程改革定位于培养新型军事人才的要求
,

认X贯彻
“

科技强军
” 、 “

科技兴训
’

战略
.

树

立素质教育观念
,

培养终身体育能力
,

从而切实打牢学员身体心理基础
,

真正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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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

在世界范围内
,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 21

世纪的主旋律
,

但是局部战争的阴影依然时时存

在
,

因此
,

各国把提高国防能力放在治国方略的重

要位置上
。

与此同时
,

国家对军事人才的需求及军

人体质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
。

军队院校在这样的历

史背景和时代召唤下
,

必将责无旁贷地投入到承担

起这项历史使命的洪流当中
。

一
、

军队院校军事体育的孟要性

(一 ) 军事体育是贯彻德
、

智
、

军
、

体教育方

针的重要组成部分
。

直接关系到学员的健康成长
,

影响着培养的人才适应未来战争环境的综合素质的

高低
。

(二 ) 军校体育是学员较系统地了解体育理论

知识
,

掌握军事实用技能
,

学会科学自我锻炼的主

课堂
。

(三 ) 军校体育是培养学员坚忍不拔
、

吃苦耐

劳精神 ; 强化纪律观念
、

团队意识 ; 提高竞争意识

和能力的主阵地
。

(四 ) 军校体育是为部队培养具有
“
四会

”

能

力体育骨干的主渠道
。

二
、

军队院校体育课程体系改革的必要性

(一 )
“
基础合训

,

专业分流
”
培训模式是首

要要求

当前
,

部分军队院校的部分本科层次初级指挥

生长干部实行
“

基础教育合训
,

专业训练分流
”

(简称
“

合训分流
” ,

下同 ) 的组训方式
, “

合训分

流
”

的总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德
、

智
、

军
、

体等方面

全面发展
,

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打燕高技术条件

下局部战争需要的懂技术
、

会管理
、

能指挥的复合

型初级指挥军官
。

基础教育合训阶段在完成通用学

科专业大学本科教育的同时
,

进行军事学科专业基

础理论教育和指挥军官的基础训练
,

打牢思想政治

基础
、

科学文化基础
、

军事基础和身体心理基础
,

实现由青年学生向合格军人
,

由合格军人向既住技

术
、

又适合从事分队指挥管理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的转变
。

这种新的培养模式对军队院校军体训练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

(二 ) 未来离科技战争对军人体能储备的要求

面向未来
,

高科技局部战争对军事人才的健康

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人们对军人体能的理解
,

从身体形态
、

力量
、

速度
、

耐力等人们可直观感受

到的部分
,

逐渐转向更多地依赖于军人体质的深层

内涵
,

即机敏的反应
、

灵活的思维
、

协调的动作 ;

快速学习和适应能力 ; 大强度下神经系统保持高效

的工作能力 ; 健康意识的自我强化和身体康复能力

等人们直观上难以感受的部分
。

未来战争要求军人具备顽强的惫志
、

充足的自

信心和巨大的心理承受能力
。

未来战场上
,

需要更

多的是人数少
、

质量精
、

机动性好
、

战斗力强的特

种部队
,

单兵作战是参战士兵面临的一种重要作战

方式
。

在这种作战方式中
,

士兵在体力和精神上所

承受的巨大压力对任何类型的参战者来说
,

都是克

敌制胜必不可少的前提
。

但较之以往战争
,

特种部

队人员需要更多的自信
、

意志和心理承受能力的支

撑
。

如何通过体育训练在增强军人体质的同时
,

又

卓有成效地锤炼军人的意志和提高其自信心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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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能力
,

是未来战争对体育训练提出的一个重要

课题
。

三
、

军队院校体育课程体系改革的几个

主要环节

(一 ) 军队院校体育课程体系全貌《见圈衰 l)

体育自然科学

体育社会人文学

基层部队体育活动的组织实施

运动训练学

卜产óì
课论理

军事体育课

武装越野
、

跃障碍
、

格斗
、

特项体操等 )

实践课

军队院校

体育课程体系
体育课程 )

课 外 体 育

(根据特长爱好选修课程 )

}

一 《军人体育锻炼标准》 达标训练

, 体育专题讲座 (第二课堂 )

!

一
卜
体育俱乐部活动

(图表 1: 军队院校体育课程体系 )

(二 ) 军队院校体育课程体系改革的主要环节 人体育锻炼标准 ) 为基本要求
,

实施不达标不毕业

课程体系改革依据 《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教育 的标准
,

确保为部队输送合格的基层指挥员
。

条例》
,

以深化科技练兵为主题
,

形成整体优化的 2
.

重视理论课的指导性
、

先导性和完整性

训练内容
、

标准
、

方法和管理体系
。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
,

体育理论教学是提高大学

1
.

突出军校的大学体育的属性 生体育文化素养的主渠道
。

大学生是有知识
、

有理

军校的军事体育与普通高校体育和部队体育间 性的社会群体
,

他们具有较高的智能优势
,

并且在

存在着共性
,

但更多的是其特殊性
。

如
:

①军校的 生理上接近成熟
,

心理上自我意识强且具有一定自

体育课程担负着为基层部队培养体育骨干的任务
,

主性
。

所以
,

军校体育理论教学要根据大学生的知

即满足学员毕业后面向部队第一任职的需要
。

②军 识层次和生理
、

心理特点
,

启发大学生将理论知识

校的体育课程以军事体育为主
。

军事体育是人们为 与实践相结合
,

重训练方法的学习
,

使学生认识运

了国防和战争准备的需要
,

全面提高作战主体战斗 动技能形成的规律和掌握科学训练的方法
,

培养学

力而采取的一系列与战斗技能紧密相关
,

以身体勺11 员
“

三自
”

能力
,

(即自我锻炼能力
、

自我监督能

练为主要内容的特殊体育形式
。

③军校的大学体育 力
、

自我评价能力 )
,

从而对学员的体育实践进行

课的组织形式与队列动作养成教育相结合
,

即教学 全程指导
。

与此同时
, “

科技练兵
”

要求体育理论

中体现对学员纪律和意志品质的要求
。

④军校的体 始终要优先考虑
,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

注意运用多

育科目的考核着眼于学员综合素质的提高
,

以 (军 学科共同作用为体育教学
、

训练服务
。

(见表 2)

表 2 体育理论课的分类及内容

分 类 内 容

体育自然科学 运动生理学
、

运动生物化学
、

运动解剖学
、

运动医学等

体育社会人文学 体育社会学
、

运动心理学
、

体育伦理学
、

体育美学等

墓层部队体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根据部队特点组织训练与竞赛活动

运动训练学 运动训练等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么洲万年第 1期 (总第 19 3期 )

3
.

切实有效地狠抓实践课环节 但并不意味着军人体能与战斗力构成关系发生了质

军队战斗力的基本细胞是单个军人
,

而军人的 的改变
,

而是未来斗争
“

打得燕
”

的重要基础
。

实现

体质健康水平直接影响他的战斗能力
。

世界卫生组
“

知识水平高
、

士气旺盛
、

战斗力强
”

的现代化军队目

织在即 年代将体质健康定位为由生理
、

心理
、

社 标
,

军事体育课所面临的任务很艰巨
。

明确训练标

会三维指标构成的综合概念
。

体质的好坏受遗传
、

准
,

建立适合军校特点的训练保障体制
。

营养条件
、

体育锻炼
、

生活与工作环境
、

生命规律 ( )I 制定学员每学期主要身体素质指标(见表 3)

等诸因素的制约
,

其中体育锻炼是后天改造自身
、

为了加强学员的身体素质
,

从第一年起
,

重视

增强体质最积极最富有能动性的因素
。

所以
,

军人 并抓紧学员的身体素质整体提高
。

学校有关主管部

提高战斗力所需身心素质必须通过科学有针对性的 门应要求各学员队要切实做到每天第八节课 (课外

军事体育锻炼来完成
。

一小时 ) 保证用于体育训练
,

同时在学员队主官负

将实践课置于高科技战争背景下
。

未来战争
,

责下做到有组织
、

有计划地开展身体素质训练
。

主

高技术的广泛应用
,

战争形式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

管部门定期进行阶段考核
、

检查
、

评比
。

表 3 主要身体索质指标

麟麟麟
单杠引体向上上 单杠卷身上上 双杠臂屈伸伸 1的 米跑跑 5X( X) 米跑跑

(((((次 ))) (次 ))) (次))) (秒 ))) (分
、

秒 )))

第第一学期期 888 333 444 15
刃刃

23
尹尹

第第二学期期 l 000 444 666 l护888 22
少

4000

第第三学期期 l 222 555 888 1扩666 22
`

2000

第第四学期期 l444 666 l 000 1八八 22
尹尹

第第五学期期 l 666 777 l 222 l护222 2 1
`

3000

第第六学期期 l 888 888 l 444 1护护 2 1
夕夕

第第七学期期 l 999 999 l 666 1犷犷 20
产

3000

第第 /、学期期 2000 l000 〔 2000 1扩扩 20
护护

(2) 建立学员主要身体素质全期指标量化训

练保障体系

该体系是在训练部
、

教研室
、

学员队的齐抓共

管下
,

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促训体系
。

其组织领导

及实施步骤如下
:

人学人伍阶段

由训练部下达任务
,

教研室组织实施
。

( l) 人学教育
:

任务布置
、

开训动员
、

摸底测验
、

强化训练 (2) 收集

分析素质数据 ( 3) 建立学员训练档案
。

每学年初 (九月份 ) 由教研室负责拟定各年级学

练内容
、

指标
,

同时利用一天时间

(骨干 )
。

每天第八节体育活动 各学员队实施主官负责制
,

有组织
、

按阶段计划指标实施自训

日常养成机制 教研室每学期按训练指标对各学员队进行考评
。

并分别上报训练部
,

各队实施情况
。

考评成绩作为学

院教学例会的一项讲评内容
。

次学员综合身体素质评估
,

通报各

质提高综合指数
,

总结经验
,

指出

存在的不足
。

表彰先进单位 (个人 )
,

警告 (淘汰 ) 抓

落实不利及未达标的单位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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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好场地及训练时间的保证
。

应做到教学有 闷
、

焦虑等消极情绪
,

增强积极情感
。

d
、

体能训

训练场
,

业余训练有分区 (各学员队应挖掘现有条 练能有效地培养和发展士兵的意志品质
,

对官兵主

件
,

开辟自己的训练场地 )
。

在训练场地暂时不足 动适应未来高技术战争所面临的心理压力具有积极

的情况下
,

合理安排训练计划
,

最大限度地提高现 的意义
。

有场地的有效使用率
。

在教研室的指导下
,

各队做 将科学理论与研究成果渗透到实践课当中
。

将

到有计划地实施自训
,

减少随意性
,

把训练保障条 科学理论与研究成果渗透到实践课当中
,

要求军事

件确实落到实处
。

体育训练的施训者努力将自身培养成为具有教学
、

通过以上保障体系
,

以期达到以下效果
:
训练 训练

、

科研等多方面复合型的人才
,

在立足于教

有场地
,

时间有保证
,

主管负责制计划有落实
,

检 学
、

训练的基础上
,

密切关注 21 世纪与军体训练

查评比奖惩分明
,

学员身体素质逐年提高
。

相关前沿学科 (如人体科学
、

生物基因工程等 ) 的

( 3) 树立科学施训的意识 发展
,

发掘切实有效的科学体能训练手段和方法
,

体能训练中渗透心理训练
。

现代军事体育科学 提高体能训练的质盆和效率 ; 研究提高部队官兵心

研究证明
,

体能训练在培养和发展军人心理素质方 理意志水平的有效训练方法
,

特别是在现有条件下

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a

、

为提高体能素质而进 模拟战场条件的训练环境
、

训练强度
、

负荷
,

以及

行的体能训练
,

可诱发和加强积极的思维和情感
,

有效训练的过程
、

周期
、

效果等的规律
。

对焦虑
、

抑郁和苦恼等消极情绪状态具有消除作 ( 4) 体现实践课的层次性

用
。

b
、

在体能训练活动中
,

可增进士兵之间
、

官 体育实践课要根据培训目标要求和遵循学员身

兵之间相互交流
,

这种人际交往是令人偷悦的
,

具 体发展规律
,

不同的学年体现不同的课程重点和层

有增强心理健康的效果
。 C 、

体能训练能促进大脑 次要求
。

(如表 4)

分泌内啡汰
,

科学证实该化学物质能削弱优郁
、

苦

表 4 体育实践课的层次皿点

, * 由女 学 年
层次 内容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体操技巧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一层 身体素质训练
田径 (跑

、

跳
、

投等 )

体操专项力最

第二层 军事实用技能
军体拳第一套
闷加 M 障碍

第三层 生存性训练 定向越野

第三四 组训能力 掌握操课规程

(协调
、

平衡 )

军体拳第二套

游泳
、

体操

水中自救
、

互救

掌握
“

四会
”

教练员组训方法

球类等

(灵敏
、

反应 )
综合训练

格斗

游泳
、

捆渡

攀岩训练

特项体操

(抗眩 .
、

旋转
、

颠簸等 )

野外生存综合训练

掌握基层部队体育
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毕业综合考核

说明
:

身体素质 (通过田径
、

器械体操
、

球类等科目的训练
,

侧重发展力 t
、

速度
、

耐力素质及协调和反应能力
。

)

军事实用技能 (对抗性
、

实用性较强的训练 )

生存性训练 (野外各种环境下的适应性训练 )

组训能力 (教学方法
、

竞赛活动的组织与实践 )

4
.

选修课程的设置易于学员个性的发展 提高和丰富院校体育文化生活
。

21 世纪教育的实质是素质教育
,

而素质教育 5
.

开展第二课堂着眼于学员综合能力的提高

的核心是创新意识和创造力的培养
。

军校体育课程 军队院校开辟第二课堂
,

旨在培养学员组织部

体系中设置选修课程
,

是从学员的兴趣和爱好出 队基层体育训练
、

竞赛活动的能力
,

让学员参与或

发
,

促进学员个性发展和创造力的培养
,

服务于学 主持体育赛事的编排
,

从而为到部队担任第一任职

员综合素质的提高
。

提供学习锻炼的机会
。

此外
,

可以进行体育人文
、

选修课程的设置既有针对性
、

对抗性较强的实 体育美学等教育
,

拓展学员的知识面
。

用技能
,

如散打搏击
、

擒拿格斗
、

攀岩等 ; 又有普 6
.

建立规范严格的考核机制与定期评估

及性
、

健身性较好的大众体育项目
,

如球类
、

太极 军队院校体育课程考核应建立规范严格考核机

攀等
,

通过选修课程的教学
,

全面促进学员体质的 制
,

在计划制定
、

组织实施
、

考核评定等方面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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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中如果还没达标
,

建议在毕业的署假进行强化

训练
,

以保证人才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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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学期考核与定期的学员体能测试评估结合起

来
。

便于及时了解学员的体能状况
,

从整体上把握

和控制教学的进程和难度
。

在考核结果的评定方面
,

将结果评价与过程评

价结合起来
。

对不同水平和程度学员的体育学习进

行全面的评价
,

鼓励学员在原有体能的基础上获得

进步
,

充分保护学员的训练热情和积极性
。

将体育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掌握一并列人期末

考核
。

使军体考核的内容涵盖体育理论知识与实际

技能的掌握
。

对于在不同层次中不达标的学员
,

在毕业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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