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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管理· 

军队综合大学短学期组织管理问题初探 

傅光明，黄文伟，杨 斌，黄 防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指挥军官基础教育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短学期的组织管理工作应针对短学期特点，瞄准其 目标任务，紧紧围绕教学训练展开，突出 

实践教学环节的组织与管理，实现宏观管控与分类指导相结合，集中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常规机制与应急 

响应相结合，重点把握住课堂教学、技 (体)能训练、行政管理、文体活动、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的组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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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技大学根据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决定今年实 

行 “两长一短”三学期制。即在保持总教学周数和假期周 

数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在原有两个学期的基础上从每学年 

的春、秋季学期中抽出相对较短的几周时间构成一个短学 

期⋯。短学期将集 中安排军事技能教学训练、实践教学、 

实验教学等科目。短学期的实施是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改 

革举措，是落实总部提出的 “懂技术、会管理、能指挥” 

和学校 “理想信念坚定，科技底蕴厚实、军事素质优良， 

身心素质过硬、创新能力突出”的要求 ，是实现学校 “两 

个前列”(政治军事素质在全军院校前列 ，科学文化素质在 

全国高校前列)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效途径。短学期首次在 

军队院校实行，组织实施生疏，加强对短学期组织管理的 

研究，有利于高质量完成短学期的目标任务。 

一

、 瞄准培养规格要求。准确定位短学期组织 

管理的目标任务 

短学期的实行，是为更好地适应培养对象的规格要求， 

在 “厚基础、重实践、强能力”上下功夫，尤其是在军事 

基础素质和实践能力等方面进行集中强化训练，以利于达 

成培养 目标。短学期的组织管理应根据培养对象的规格要 

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目标任务体系。 

(一)短学期教学训练的目标任务 

短学期的目标任务在教学训练方面具体体现在： 

强化军事技能。针对 目前学员军事基础、军事技能还 

需进一步加强的状况，将队列、战术、射击、通信器材使 

用、器械体操、障碍、搏击、游泳等技能型教学训练课 目 

集中安排在短学期，缓解过去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科技 

文化学习与军事训练之间的矛盾 ，通过大强度、高密度的 

训练强化提高学员的军事技能。 

强化体能素质。遵循体能训练的特点规律，在短学期 
一 方面安排体能专项训练来强化突击，另一方面通过其他 

大密度高强度的军事基础课 目训练，来提升学员的体能整 

体水平。 

突出组织管理能力培养。通过有针对性地开展组织管 

理方面的教学和实践 ，专门培养学员的组织管理能力 ，使 

其具备必要的组织各类活动和管理、教育部队的知识、能 

力和水平，以适应岗位任职作为一名组织者、管理者、领 

导者和指挥员的工作需要。 

突出教学组训能力培养。针对任职需要，一方面开展 

教学法的教学训练，让学员了解教学组训的基本程序和方 

法手段，另一方面让各级学员骨干利用岗位进行教学组训 

实践，以培养和提高学员的教学组训能力，弥补学员能力 

素质上的短板。 

突出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实行短学期，可探索理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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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脱节、知识与能力不相称等问题的解决之道。在短学 

期内集中安排金工实习、实验教学等，以培养和提高学员 

的工程实践能力。 

塑造战斗精神。通过高强度、大密度的军事基础训练， 

并通过严格的日常管理、养成教育和环境熏陶，培养学员 

过硬的军人素养和作风，进一步塑造战斗精神，是短学期 

在完成教学训练任务及组织管理过程中必须贯穿始终的指 

导思想。 

(二)短学期组织管理的目标任务 

确保完成教学切l练任务是组织管理工作的核心，因此， 

组织管理工作必须紧紧围绕教学训练展开，其目标任务具 

体体现在： 

确保有序运行。组织管理工作必须围绕完成教学任务 

和达成训练目标进行分工协作。在教学计划环节上确保教 

学任务和内容科学安排、有序实施；在教学内容上加强春 

季学期与秋季学期的衔接，加强三个学期之间的逻辑联系 

和关联衔接；在教学实施上加强对整个教学训练的整体监 

督和动态调控。 

确保安全运行。安全问题，始终是组织管理工作的重 

中之重。短学期组织实施没有经验可供借鉴，面临诸多新 

情况、新问题 ，且技能训练、室外训练课 目多，动用武器 

弹药频繁，必须加强预防管控，采取得力措施，做到应急 

反应及时，确保教学训练安全运行。 

确保训练效益。组织管理必须围绕教学训练这一中心 

工作展开，教学训练又必须围绕质量效益进行。教学训练 

计划 、教学训练实施、教学训练保障、思想政治工作、后 

勤保障等各项工作应紧紧围绕提高教学训练质量效益这一 

根本 目的展开，确保教学训练效果。 

二、把握短学期阶段性特点，正确确立短学期 

组织管理的基本思路 

短学期有不同于春、秋学期的特点：同其它学期相比， 

它时间跨度短，只有 4周时间；从春季学期直接转人短学 

期，没有间隔和调整期，准备工作相对仓促；实践教学环 

节多，金工实习、实践教学、实验教学集中，组织实施难 

度大；技 (体)能训练和室外训练强度大、密度高 ，学员 

容易产生疲劳；各种训练课 目同步展开，训练场地较为紧 

张，训练保障压力大；时值炎热暑季，持续高温难耐，蚊 

虫叮咬频仍，给教学训练带来一定困难；短学期的实施， 
一 定程度上压缩了假期，往年此时已放假，学员心理可能 

出现波动；等等。 

短学期的组织管理工作应针对短学期这一阶段的鲜明 

特点 ，瞄准其 目标任务，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组织管理模式。 

其基本思路：围绕一个中心，突出一个重点，实现三个结 

合。即组织管理工作紧紧围绕教学训练这一中心展开，突 

出实践教学环节这一重点难点问题的组织与管理，实现宏 

观管控与分类指导相结合，集中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 

常规机制与应急响应相结合。 

宏观管控与分类指导相结合。校、院机关要加强对短 

学期各项工作的宏观筹划和统一领导，加强对教学训练的 

整体组织与协调，特别要突出校、院的教学计划组织和对 

教学训练的整体宏观控制，在教学计划环节上确保教学任 

务和内容科学安排、有序实施。同时针对短学期点多面广、 

头绪众多的特点，按照分类指导原则，成立军事理论教学 

指导小组、技 (体)能训练指导小组、实习指导小组等对 

短学期的各类教学进行分门别类的指导。 

集中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全校同步进入短学期， 

教学任务分布不均衡，有的单位承担的教学任务相当繁重， 

有的单位则教学任务较少。校院机关要着眼全局，对教学 

训练、各种保障和其它工作进行统筹协调安排 ，实施集中 

统一领导。同时，各机关业务部门、各管理层级按照责任 

分工对安全工作、场地保障、装备器材保障、医疗卫生保 

障、饮食保障等实行分层管理、分工管理 J。 

常规机制与应急响应相结合。短学期既是教学运行的 
一 个正常学期 ，又是整个年度教学训练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短学期的教学组织与保障任务繁重，组织管理工作应充分 

依托现有体制、机制，并根据短学期教学训练的特殊需要， 

建立与新训期问相类似的应急响应机制，如建立医疗卫生 

应急响应机制、训练器材跟踪保障机制等。 

基本思路的三个方面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围绕一个中 

心”是短学期组织管理的根本要求，“突出一个重点”是短 

学期组织管理的主要途径，“实现三个结合”是搞好短学期 

组织管理的基本方法。在短学期组织管理过程中要遵循基 

本思路，各项工作要围绕和保障教学训练的正常运行有序 

展开，主要精力、关注点以及资源保障要向实践教学环节 

倾斜，要充分发挥各管理层级的职能和作用，根据需要建 

立相应的协调组织，加强协作与配合 ，以保证短学期顺利 

实施。 

三、突出重难点问题，紧紧抓住短学期组织管 

理的关键环节 

组织管理工作涉及短学期运行的方方面面，搞好短学 

期的组织管理 ，必须围绕目标任务，遵循基本思路 ，突出 

重难点问题，紧紧抓住课堂教学、技 (体)能训练、行政 

管理、文体活动、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 

(一)课堂教学 

在教学内容上，瞄准 “会指挥、能管理”，聚焦 “目标 

任务”中的组织管理能力、教学组训能力等，增设旨在提 

高学员实践能力、动手能力的军事实践型、研究型理论课， 

比如针对如何教学、如何组训、如何管理、如何组织活动 

等实际问题开展指导性很强的理论教学。新增动态、新型、 

多样的短期理论课程 (如学科前沿性的专题讲座)。 

在教学组织上，按照军事技能教学训练相对集中、理 

论教学穿插进行，理论学习与实践环节紧密衔接，以及教 

学训练强度张驰有度的原则进行课程安排。各类学术讲座 

可相对集中在短学期开设。 

在课程改革上，短学期的理论教学，应瞄准短学期 目 

标任务，紧密结合岗位任职需要，紧贴部队实际，在教学 

内容、教学手段、教学形式、教学方法上改革课程教学。 

(二)技 (体)能训练 

军事技能和体能训练是短学期教学训练活动的主要内 

容，短学期军事技能和体能训练必须整体优化，科学整合， 

立足学员培养的全过程设计训练内容，注重学员训练水平 

提高的全程衔接性，注重贴近部队实际需要，按照部队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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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人才素质类型有针对性地组织实施。 

周密制定教学训练计划，统筹使用训练场地。大量集 

中的军事技能和体能-OII练对训练场地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队列 、射击、战术和搏击等科 目训练同步展开，教学训练 

需求与场地保障出现矛盾。因此，在课程安排时要做到科 

学统筹，使课堂教学和室外训练均衡分配。在组织技能和 

体能训练时，教员应进一步科学严密地规划和利用场地， 

明确分配每个训练时段各单位的场地位置，使有限的场地 

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 

实施 目标管理 ，确保训练质量。各种训练课 目应针对 

各 自特点确定短学期要达到的 目标。可在短学期开始或训 

练初期对训练课 目进行摸底考试，针对学员水平和基础， 

结合课程标准规定，确定适当的教学训练目标。在短学期 

训练结束时进行考核验收，以检验训练效果，优化下一步 

训练，不断提升训练效果。 

(三)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是教学训练工作的基础，贯穿于短学期组织 

管理的始终。由于短学期时间紧、节奏快、任务多、人员 

广，必须加强行政管理 ，保证短学期有序运行。 

搞好筹划 ，加强指导。各单位必须制定科学 、周密的 

计划，保证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应结合本单位的实际，制 

定出相应的短学期 、周 、日工作计划，重要的专项工作要 

有单独计划。各指导小组要督促计划的实施 ，克服忙乱现 

象。 

搞好动员 ，及时总结。进入短学期前，各级应进行广 

泛深入的动员，使所有人员充分领会实施短学期的重要意 

义，调动所有人员工作、学习、训练的积极性。及时总结 

阶段性工作 ，发现倾向性问题，及时纠正，有针对性地做 

好激励鼓动工作。短学期结束时，搞好总结工作。 

心理调适，加强引导。短学期是一新鲜事物 ，全体人 

员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应加强心理调适 ，开展经常性思想 

教育，及时掌握思想动态，帮助克服 “短学期 占用假期” 

等错误思想。并通过板报、宣传栏、广播等形式进行广泛 

宣传 ，营造练兵氛围，加强引导。 

岗位轮-i,JiI，自主管理。为了提高学员组织指挥与管理 

能力，应探索建立军、旅、营、连管理模式，管理体制尽 

快与部队体制接轨运行。加大学员自主管理的层级和力度， 

健全学员岗位轮训制度，同时加强各级学员骨干岗前培训、 

岗中指导、岗后评议考核制度，开展如何履行 岗位职责、 

如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如何进行经常性思想工作、如何 

进行基层党 (团)支部工作等内容的教学培训。短学期期 

间，加快轮岗速度，使更多的学员能够在岗位履职中得到 

“仿真”锻炼。 

(四)文体活动 

短学期实践教学环节多，训练强度大，任务重，天气 

热，学员精神上和体力上都面临一种疲劳状态 ，也容易产 

生厌烦情绪。积极组织各类文体活动，可缓解集中强化训 

练引起的疲劳，有利于调适学员在课余时间的训练紧张心 

理 ，以及对实施短学期初始 阶段 的一种适应性抵触情绪， 

也可通过集体项 目培养学员的团队协作精神。 

更重要的是，在短学期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是 

聚焦 “目标任务”中的组织管理能力，培养和提高学员组 

织各类文体活动的能力。因此，各类文体活动应作为培训 

课 目展开，在组织实施时有理论学习，有交流研讨，有实 

践锻炼。在短学期中，利用课堂教学与训练、军事技 (体) 

能培养和其它实践教学环节剩余的时间，开展如何教歌、 

如何拉歌赛歌、如何指挥唱歌、如何组织歌咏比赛、如何 

组织文艺晚会、如何组织知识竞赛、如何办黑板报 (墙报、 

宣传橱窗)、如何组织各种球赛等的培训和实践。 

(五)综合保障 

教学训练保障。教学训练保障工作的重点是做好训练 

场地保障和装备器材保障两项工作。训练场地保障方面， 

应针对短学期教学训练需求，加快训练场地建设，完善训 

练设施，并加强场地使用计划安排。装备器材保障方面， 

尽可能按照教学承训部门根据教学计划确定上报的使用数 

量配齐轻武器、电台、GPS定位仪等装备器材的种类和数 

量，确保训练效果。 

后勤保障。后勤保障方面的工作主要有医疗卫生保障、 

饮食保障等，应针对短学期特点，建立应急保障机制，实 

现定点保障、伴随保障相结合。短学期几乎所有正课时间 

都有室外训练科 目，由于天气炎热，中暑、训练伤等可能 

时有发生，因此要求医疗卫生部门根据课程安排随时保证 

每个训练场都有救护车辆和医护人员保障，及时下发必需 

的药品。饮食保障部门要根据季节和天气，调剂饮食种类， 

确保饮食卫生，同时保证正课时间为每个训练场保障充足 

的饮用水源，并为学员补充适量盐分。各学员队要督促学 

员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澡、，勤换洗衣物，保障部门要提供 

可靠的条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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