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9 卷第 1期

2(X巧年 3 月

商等教育研究学报
,

灿Jrr 旧1of Hi gher Ed Lx 泊t加 欣泊拍代如

V o l
.

29
,

No
.

1

Mar
.

2(X巧

军校教育应该引入淘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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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培养高素质的军事人才
,

军事院校教育应该引人淘汰制
。

本文提出了具体的措施来保证

淘汰制的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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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的院校教育是伴随着我军的产生而产生
、

发展而发展的
。

战争时期的军校教育
,

只要学员没

有政治问题是不会被退学的
。

新中国成立后
,

形成

了多类型
、

多层次军队院校体系
,

但是这时候的军

校招生是计划招生的
,

基本上不存在淘汰的问题
。

新时期的军校教育引人了淘汰制度
,

各个军事院校

都制定了相应的措施
,

但是笔者认为没有发挥应有

的作用
。

究其原因
,

一是现有的制度不能坚决执

行 ; 再就是没有制定严格的淘汰规范制度
。

在新形

势下
,

尤其是为了对台军事斗争的准备
,

军校教育

更应该加大淘汰的力度
,

这样我们才能培养出高索

质的人才
,

因为军校教育是精英教育
,

而不是大众

教育
。

一
、

加强实施淘汰制的原因

1
.

当前形势的需要

现在的国际军事形势不容乐观
。

首先
,

世界主

要国家对军事安全的关注持续上升
,

纷纷加大国防

投人
,

发展高新技术武器装备
,

加速推进军队转

型
。

通过自主研制
、

合作生产
、

更新改造等多种方

式
,

加紧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
。

其次
,

为适应安全

环境变化的需要
,

最大限度地确保本国利益
,

各主

要国家加紧进行军事战略调整
。

美国继续推行
“

先

发制人
”

军事战略
,

加快全球军事部署调整
。

俄罗

斯进一步充实
“

现实遏制
”

战略
,

强调实行更积极

的核遏制战略
,

力图用核威慑力量弥补常规军事力

t 的不足
。

日本军事战略正在由
“

本土防御型
”

向
“

海外干预型
”

转变
,

印度对传统军事战略进行大

幅调整
,

强调主动出击
,

打
“

有限战争
” 。

再者
,

世界各主要国家更加重视军事力量的运用
。

2(X妈

年虽然没有爆发较大规模的战争
,

但作为武力运用

另一种方式的军事演习高潮迭起
。

为了提高部队快

速反应能力和全球部署能力
,

美军 2(X抖年仅在亚

太地区就举行了数十次各种规模的联合演习
。

当前形势迫切要求我们有一支高素质人才组成

的队伍
。

如何培养高素质的军事人才一直是我们探

讨的课题
,

需要采取很多的措施
,

但是淘汰制的引

人可以把军校学员的佼佼者提炼出来
,

把综合素质

较低的沉淀下去
。

2
.

教育机制改革的需要

现在我们国家已经开始实行
“

合训分流
”

的人

才培养模式
,

通过创新院校组训方式
,

建立起了科

学高效
、

灵活多样的人才培养模式
,

切实从体制和

制度上为高素质复合型军事人才的培养提供可靠的

保证
。

在这种培养模式下
,

更应该实行淘汰机制
,

因为学员要在不同的地方进行培训学习
,

有的要在

地方院校进行培养
。

与军队院校相比
,

地方院校的

纪律相对要松一些
,

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如何培养

出更加优秀的人才? 这需要淘汰制来选拔
。

我们应

该抓住现在教学改革的契机
,

努力健全教育管理条

令条例
,

把淘汰制度严格确立下来
。

3
.

真正体现公平的需要

在学员学习的过程当中
,

把不符合要求的
、

素

质低的淘汰出去不仅是选拔优秀人才的需要
,

而且

还真正体现了公平的原则
。

有的学员一考完试就拉

关系走后门地要分
,

如果我们采取迁就的态度
,

不

仅对军队培养人才是一个损失
,

而且对那些认真学

习的学员是很大的不公平
。

采取严格的
、

科学的
、

规范的淘汰制就是要摈弃那些不合理的东西
,

摈弃

人情分
,

使学员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一个公平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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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争环境
,

使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
。

二
、

加强实施淘汰制的措施

1
.

严格招生

军校作为特殊的高等教育机构
,

一直是许多青

年向往的地方
。

正因为军校有着许多吸引人的地

方
,

所以每年报考军事院校的学生都很多
,

这就要

求我们在招生工作当中要高标准
、

严要求
。

一流的

教育质t 首先取决于一流的生源
,

对不符合条件的

一律不予录取
,

并且择优录取
,

严禁跑关系走后门

的现象发生
。

美国西点军校的招生就非常严格
,

首

先是有权威人士的推荐
,

接着是考试关和体检关
。

考生必须是在美国高校测试评估计划考试或高校联

合会人学测验计划学习能力测验中名列前茅
,

并通

过严格体检标准者
。

若这些过不了关
,

就是总统推

荐的也作废
,

没
“

后门
”

可走
。

2
.

全程淘汰

军校在坚持严格选拔机制的同时
,

还要坚持高

淘汰制
,

对不合格者实行全程淘汰
。

若有学员要求

退学
,

则不要求在军中服役
,

因为我们需要的是有

主动性的年轻军官
。

在西点军校每学年的淘汰率为

5 % 一 8%
,

4 年总淘汰率不低于 20 %
。

现在我们的

军校教育只是在招生的时候要淘汰一部分报考者
,

而一旦踏人军校一般是很少被淘汰掉的
。

主要原因

是我们还没有建立健全淘汰机制
,

没有一个法度的

限制
,

从而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显得力不从心
,

这就

使得建立全程淘汰机制成为必要
。

不是说我们现在

没有执行淘汰制培养的学员质量就很差
,

可是只要

我们采取措施就能培养出更高质量的学员
,

这又何

乐而不为呢?

3
.

产格纪律
,

人人平等

军队是一个特殊集体
,

必须有严格的纪律才能

保证纯洁性
。

军队院校是培养治军人才的基地
,

治

军要严
,

治校更要严
。

任何一项法律
,

只有严格执

行
,

才有其存在的价值
,

军队院校的教育法规也是

如此
。

我军院校由于受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
,

教育

法规本身就不健全
,

在执行过程中对依法治教有难

度
,

甚至有的有法不依
,

执法不严
。

军队院校教育

法规体系是国家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
,

在军队院校

教育法规面前人人平等
,

无特殊化而言
,

无论是领

导
、

教员
、

学员都应该严格执行
,

只有严格依法办

事
,

从严执法
,

才能使军队院校教育健康稳定地向

前发展
。

淘汰制度作为教育法规的一种表现形式
,

具体

表现在只要违反了学校规定的条令条例
,

就要采取

相应的执行措施
,

决不能根据学员的出生高贵低平

来分别处理
。

美国海军军官学校的
“

规矩
”

可谓名

目繁多
,

有 A
、

B 两类
,

A 类
“

规矩
”

从做了不光

彩的事 (如撒谎 ) 到违反纪律 (如在没有得到授权

的情况下拥有汽车等) 共 45 条
。

违反 A 类
“

规矩
”

便视为严重违规
,

处理结果必须上报学员队长和校

长
,

最严厉的处罚是海军部长根据校长的建议将学

员开除
。

由于
“

规矩
”

太多
,

又无所不包
,

在校期

间几乎没有学员没有受到过处罚 ; 违反 B 类
“

规

矩
”

为轻微违纪
,

有的
“

规矩
”

看起来有点可笑
,

如
:

在没有授权的地方学习
,

不系纽扣
,

不敬礼
,

食堂内不讲礼节
,

执行命令慢
,

关灯后又开灯等

等
。

尽管是轻微违纪
,

但如果学员的记过数超过规

定次数
,

即使他没有严重违规
,

也会被开除
,

因为

学校认为
,

一名学员犯一系列的小错误说明他军事

素质差
,

而屡教不改则表示他不适合担当日后的指

挥职务
。

我国的军事院校也应该建立严格而又严密

的
“

规矩
” ,

并且在
“

规矩
”

面前人人平等
,

不论

是学员还是教员
,

甚至是领导干部
,

违反了相应的

法规就应该受到相应的处罚
。

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

高素质的军事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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