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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位理论视野下军队任职教育院校办学定位思考 

程 平，李小平 
(空军雷达学院 训练部 ，湖北 武汉 430019) 

[摘 要] 生态位理论是军队任职教育院校办学定位的理论基础，院校只有找准 自己最适合 的生态位， 

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生存发展的空间。科学合理的办学定位，是任职教育院校创建办学特色的基本前提。 

军队任职教育院校是一个层次、类型纵横交错且错落有致的生态系统，每所院校都有适合 自己生存与发展 的特 

定的生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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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 the military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cademies，niche theory i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setting the school 

—ru ng orientation．Only by finding the optimum niche call an institute gain the Ioom of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n the intense 

competition．Th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orientation is the basic prerequisite of establishing school—running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military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cademies．The military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cademy is an ecosystem，whose the gradu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are crisscross and in a picturesque order．Each institute has its own specific niche fit for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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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合理的办学定位是保证新型院校体系整体优化的 

重要前提。在我军新型院校体系中，各个任职教育院校是 

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每所院校对 

应培养某一领域人才。各个任职教育院校只有合理地确定 

自己的办学定位，使办学 目标、办学规模、办学层次、办 

学条件等符合军队建设需要和自身实际，才会呈现出 良性 

有序的竞争态势，从而有利于军事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有利于为各个任职教育院校创造公平公正机会均等的发展 

空问，有利于整个新型院校体系结构规模和质量的整体优 

化，有利于任职教育院校整体办学效益的提高。反之 ，如 

果办学定位不准确甚至不正确，偏离军队建设的需求和 自 

身实际，必然会导致院校盲 目发展、元序竞争，浪费宝贵 

的军事教育资源，对军队建设和院校 自身造成极大的危害。 

本文运用生态位理论对军队任职教育院校的办学定位进行 

了探讨。 

一

、 生态位理论——军队任职教育院校合理定 

位的理论基础 

伯顿·克拉克曾指出：“对各高等院校进行分工已经变 

得越来越必要 ，因为这有利于不同单位全力投入不同的工 

作，不同层次的专业培训，不同类型的、适合于不同学生 

的一般教育，复杂程度不等 的研究 (从最基础的理论研究 

到最侧重应用的研究)，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因院校分工后产 

生了各类相应的组织结构得到承担”。⋯对一所军校而言亦 

是如此，其办学的性质、任务、层次、培养 目标、师资水 

平、设施状况、已有水平、潜在优势等方面的综合情况决 

定了一所院校的现有办学状况，也蕴涵着进一步发展的潜 

力与可能性。换言之，在整个院校教育系统中，不同办学 

状况的院校处于不同的空间，所有院校构成一个纵横交错 

的空间系统，从而达到院校之间的共生与双赢。这一现象 

可以用生物学的生态位理论来解释。 

(一)生态位理论的内涵 

生态位理论是生物学中研究生物体之间的竞争性、生 

物对环境的适应性、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稳定性等问题的 

重要范畴。_2 1910年 JOHNSON最早使用了生态位一词，认 

为同一地区的不同物种可以占据环境中的不同生态位。其 

所谓生态位的内涵可以简括为群落在环境中其物种适应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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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生存能力大小的环境效应的表示。后来，学者们给予这 
— 概念 很多 定义，其 中具 有代 表性 的 当推 CPdNNELL、 

ELTON和 HUTCHNINSON三人所谓的空间生态位、功能生态 

位和多维超体积生态位定义。-3 美国学者GRINELL认为生态 

位是生物 在栖息地 所 占据 的空间单 元；英 国生 态学 家 

ELTON则把生态位看作是物种在生物群落中的地位与功能 

作用；英国生态学家 HUTEHNINSON进一步提出多维超体积 

生态位，认为在生态系统中，物种的适合度受到许多生物 

和非生物因子的影响。生态位总是和 CAUSE原理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即处于同一生态位的两个物种不能共存。自然 

界中普遍存在着这种生态位现象，在生物世界里没有两种 

物种的生态位是完全相同的，有些物种亲缘关系接近或生 

活方式相似而使生态位部分重叠时，就会出现残酷的竞争， 

偶尔出现在同一生态位中的两个物种必定会发生激烈的甚 

至致命的种问竞争 ，最后导致其中一个物种在该生态位的 

灭绝而被逐出这个生态位，或者主动改变性状离开这个生 

态位而转移到或找到更适合 自己生存的生态位，该物种我 

们称之为发生过生态越位行为的物种。生态位理论揭示： 

生态系统中的每一物种都有一个生态位，只有当生物单位 

拥有一个最适合自身生存的空间位置——生态位，才能在 

长期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此外，生态位理论还揭示 

出：多样化的、复杂程度高的生态位比单一的、生态格局 

简单的生态位更具有良好的竞争力和生存发展能力。 

(二)生态位理论在教育系统中的运用 

与生物物种类似，高等教育系统也相当于一个生态组 

织，高校处于一个层次、类型纵横交错且错落有致的生态 

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的大学都象大 自然的生物一样是 

多种多样的，有类型和层次之分。每所大学都有适合 自己 

生存与发展的特定的生态位。大学只有找准 自己最适合的 

生态位，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生存发展的空间。一个 

良好而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是由多样化的生态位构成的， 

生态位的多样化是生物群落结构相对稳定的基础。而单一 

的生态位结构组成的生态系统缺乏发展的后劲和活力，其 

抵抗外界压力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因此，生态系统只有打 
。

破生态位的单一性，而实现生态位的多样性，才能促进各 

物种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从而带动整体 

生态系统健康、可持续发展。 

对于军队院校 ，由于军队所需要人才的层次和类型不 

同，规格和素质要求不同，专业和职业岗位不同，必然要 

求军队院校能够提供多样化的教育，来满足军队对不同层 

次、类型、专业人才的需要，因此，军队院校的办学层次、 

类型、服务面向和人才培养规格也必然有很大的不同，从 

而形成一个物种十分丰富、生态位多样的复杂系统。 

然而，当前我军院校办学趋同现象十分突出。任职教 

育院校与学历教育院校的办学思想和理念、学科专业、课 

程设置、师资队伍等方面趋同，任职教育自身的特色不突 

出，办学定位不准确。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科类的 

任职教育院校办学思想、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课程 

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也严重趋同。千篇一律的校训、如 

出一辙的校园文化、高度相似的管理模式、大同小异的办 

学模式及人才培养模式、大体相同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 

等集 中凸显了办学定位问题 ；比如说起办学思想 ，都是 

“以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为指导，说起办学思路，都是 

“建设 XX军一流的、高水平的 任职教育院校”；说起人才 

培养模式，都是 “军事 +科技 +人文”、“指技合一”复合 

型人才；说起办学模式，都是 “开放式办学”；说起管理模 

式 ，都是 “从严管理，以人为本”；说起课程设置，都是 

“模块化、系统化”；说起教学方法，都是 “案例式、研讨 

式、体验式”等等。尽管这些院校下大力气归纳特色，凝 

炼特色，说起来好象很有特色，实际上除了少数院校外， 

大部分院校没有被军内外普遍认可的特色，更缺乏象西点 

军校、俄罗斯总参军事学院那样响誉世界的知名军校。究 

其原因，我军任职教育院校办学定位任重道远。 

二、科学合理的办学定位，是任职教育院校创 

建办学特色的基本前提 

办学定位直接关系到任职教育院校的发展方向。第十 

五次全军院校会议召开以来，全军院校贯彻落实军委总部 

的决策部署，积极做好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工作，按照新的 

训练任务规划招生施训，初步建立 了以岗位任职教育院校 

为主体、岗位任职教育与生长干部学历教育相对分离、军 

事特色鲜明的新型院校体系，军事教育宏观体制性转型的 

任务基本完成 ，但是这种院校转型中的分类不等同于办学 

定位。 

【一)办学定位的内涵 

所谓办学定位，就是根据院校的办学传统、资源条件、 

特色优势以及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 ，以部队建设需求和期 

望为导向，为学校 自身确定的办学 目标和发展方向，包括 

院校在整个军事教育体系中的定位和院校内部各要素在院 

校发展中的定位。一般说来，学校办学定位包括总体目标 

定位、基本职能定位、学校类型定位、学校类别定位、办 

学层次定位、办学形式定位、服务面向定位、发展规模定 

位等基本内容。其中，总体目标定位是对学校发展目标和 

方向的总体概括和描述，其内容包括教育思想、办学指导 

思想、教育理念、治校理念、发展目标、办学特色等。科 

学合理的办学定位是任职教育院校确定自身发展战略必须 

牢牢把握的基点和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也是院校创建办 

学特色的基本前提。科学合理的办学定位保证院校充分发 

挥职能作用 ，是任职教育院校创建办学特色的基本前提。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是高等院校的基本职能， 

但是大学的基本职能并不等同于各个院校的具体职能，将 

大学的基本职能分解为各个院校的具体职能是确定院校办 

学定位所必须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各个院校必须明确 

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进行什么样的科学研究和提供什 

么样的社会服务，以及怎样处理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 

服务社会之间的关系。院校办学定位直接关系到院校发展 

的前途与命运，决定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学科建设、师 

资队伍建设 ，制约院校专业和课程建设的质量、人才培养 

的水平。 

(二)运用生态位理论审视任职教育院校办学定位。形 

成办学特色 

办学定位与办学特色的关系十分密切。任职教育院校 

只有在准确定位的基础上，才能形成鲜明的办学特色。由 

于每所任职教育院校所处环境和面临任务不同，院校办学 



程 平等：生态位理论视野下军队任职教育院校办学定位思考 17 

特色才具有多样性的发展空间。他校的办学模式和办学特 

色可以借鉴和学习，但办学特色却无法引进和移植。每所 

大学只要办学定位准确、办学思路清晰、发展理念先进、 

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提高、在提高中创新、最终都能 

办出特色。【4 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业大学校长左铁 

镛所指出的：“谈到特色，必然要涉及到学校的定位问题， 

定位决定了学校的发展 目标、发展战略和发展格局 ，科学 

定位是学校制定规划、配置资源乃至发挥优势和办出特色 

的前提。”而院校科学合理定位的前提是对院校进行明确分 

类。以生态位理论为基础，对军队任职教育院校进行分类 ， 

只有明确分类，任职教育院校才能找准方向，科学合理定 

位，继而形成办学特色。 

院校分类 、院校定位与办学特色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上 

图所示。按照 “分类——定位——特色”的关系图，院校 

办学特色的形成是各个定位 目标特色形成的综合。军队任 

职教育院校的办学定位有其明显的军事职业特征。不同的 

军兵种、不同的专业领域、不同的职业岗位对所需人才的 

规格和素质需求有很大不同，由此带来军兵种院校发展 目 

标、服务方向、办学层次、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 目标等定 

位的差异。任职教育院校可依据军兵种特点、人才培养面 

向的行业和职业岗位，从发展目标、办学理念与服务面向、 

办学层次与人才培养目标、学科结构、课程类型等方面进 

行具体定位，进一步明确 自己的历史任务和培养对象，科 

学确定人才培养的目标，合理设置学科专业，组织课程和 

教学内容。 

三、结束语 

生态位理论在国内外教育界应用广泛。尽管我军院校 

有其特殊性，在应用生态位理论时受到军队院校管理体制、 

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的限制，但是教育问题和现象具有一 

定的普遍性 ，生态学的方法论与价值观对教育研究有很强 

的适切性，通过对生命的、社会的生态学原则与教育的生 

态学原则进行阐释、比较可以看出，自然、社会和教育系 

统有共同遵循的生态学原则，在生态学方法论和价值观的 

关照下，生态智慧可以应用于教育研究，生态思维模式本 

身更贴近教育形态，[j 生态位理论对于军事教育同样具有很 

强的适切性。 

总之，各个院校只有用生态位理论来 审视 自己的办学 

战略，在大量词查研究的基础上，冷静而审慎地选择好 自 

己的生态位，充分利用生态位理论中 CAUSE原理，尽量避 

免同类型院校生态位的重叠与生态位的错位现象，根据 自 

己的历史优势和所处的后天环境来确定 自己独特的生态位， 

才能打破单一的办学局面，形成彼此错落有致、差异办学、 

多样化办学、多元和谐的任职教育院校生态系统，才能促 

进军队院校系统的健康发展。任职教育院校只有找准自己 

的生态位，实现与同类物种问生态位的相对分离，才能形 

成 自己的办学特色，从而提高核心竞争力 ，也有利于整个 

军队院校教育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变相互竞争为相互补 

充、相互促进、相互依存 ，建立联合互补的竞争关系，寻 

求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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