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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院校任职教育理念研究现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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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任职教育理念之于教育实践，具有引领、准绳和标杆作用。因此，明晰军队院校任职教育理 

念研究现状，对于树立什么样的教育理念，以及如何践行具有前瞻和借鉴意义，从而能更好地指导任职教育实 

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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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deals play a~ding，criterion and standard role on educational practice．Therefore 

we study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deals of military institutes in order to guide th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better，which is significant to establish the correct ideals and how to l'~llize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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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军，随着对任职教育认识的不断深入，从第十四 

次全军院校会议酝酿到第十五次全军院校会议落实，任职 

教育与学历教育相对分离，成为军队院校教育的主体。军 

校教育的这一转型，使军校教育理念成为军事教育研究领 

域的一个热点。军队院校任职教育理念作为军校教育理念 

的子系统，更成为军校教育工作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

、 研究意义 

教育理念之于教育 ，具有引领、准绳和标杆作用。美 

国的哈佛、耶鲁等八所 “常青藤”大学，英国的牛津和剑 

桥大学，中国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德国的柏林大学等 
一 些世界著名学府，都是 “理念治校”的典范。我军院校 

在长期的建设发展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理念体系，它 

以 “直接为战争服务”理念为核心，为国防和军队建设 以 

及军校教育的发展做 出了积极贡献。近十年来 ，全军院校 

围绕 “2110工程”和 “现代化教学工程”等展开重点建设， 

院校的基础条件、学科专业、装备器材、师资队伍等方面 

的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客观地讲，对军校教育理念的 

研究与创新则显得不足，还存在着因循守旧与舶来主义现 

象，导致新形势下的教育理念滞后于教育实践。特别是第 

十五次全军院校会议提出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相对分离 ， 

形成以任职教育为主体的新型院校体系，军校教育理念滞 

后于教育实践的问题更为凸显 ，教育实践呼唤教育理念更 

新尤为紧迫。 
一 方面是深化细化任职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的呼唤。第 

十四次特别是第十五次全军院校会议以来 ，任职教育基础 

理论的研究虽然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但在研究内容上却 

存在着区分度不够、失之于宽和失之于泛的现象，直接导 

致了研究成果深度不够、针对性不足和指导性不强等问题。 

具体到教育思想研究，有的将教育指导思想、教育思潮、 

教育理念综合起来进行泛泛研究 ，研究成果经常是定位不 

准，将指导思想作为教育理念，将教育理念等同于教育思 

想或教育思潮；有的虽然将三者进行了区别研究 ，但研究 

成果却是缺乏深度，甚至有的成果也同样出现了定位不准 

等问题。本项研究就是想通过对任职教育理念涵盖的界定， 

澄清任职教育理念的研究对象和范畴，力求在对任职教育 

理念的内涵与特征、要素构成与运行、整合与实践等方面 

的认识上有所突破、有所发现及有所创新，丰富任职教育 

的基础理论。 

另一方面是满足为任职教育实践提供合理性解释的诉 

求。任何教育实践都离不开教育理念的指导与牵引。我军 

院校教育，刚刚实现了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相对分离，任 

职教育成为主体，对任职教育理念的研究还存在许多缺失。 

比如，一般意义上的教育理念在任职教育中应怎样发挥理 

论指导作用 ，任职教育实践应确立哪些特有的教育理念， 

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 

任职教育院校的办学定位和发展。本项研究，一方面是想 

通过对我军任职教育实然状态的分析发现教育理念上存在 

的主要问题，研究更新任职教育理念的基本思路，发掘任 

职教育理念的构成要素，寻找任职教育理念整合与实践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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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从宏观上为任职教育的发展提供合理性解释；另一方 

面是想通过对任职教育理念进行哲学和操作层面的分析， 

发现教学价值取向、课程设置、教学设计、教学管理、教 

学评价、教育科研关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 

从微观上为任职教育的发展提供合理性解释。 

二、研究现状 

我国的军事教育源远流长，但鉴于研究对象是我军院 

校的任职教育理念，故本文将遵循军校教育理念、任职教 

育理念研究现状的逻辑顺序进行论述。 

(一)军校教育理念研究现状 

目前，在我国尚未见到研究军校教育理念的专著。反 

映军校教育理念的思想和观点，主要见诸于党和国家领导 

人有关军事教育训练的指示 、论述，军委和总部首长指示、 

讲话 ，军委总部颁发的院校教育教学法规性文件，军事教 

育著作和学术论文。 

毛泽东同志对军队院校建设与军事教育实践十分重视， 

不仅直接领导制定了我军院校建设的大政方针，而且还亲 

自提出了我军院校的办学方针和治校理念。革命战争时期 

他为军队院校提出了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 

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 ，“教育直接 

为战争服务，理论联系实际，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教育 

理念。建国后提出 “注重军事教育的革命化、现代化和正 

规化”，“注重培养全面发展的军人”，“注重在军事教育中 

发挥军人的主观能动性”等一系列具有现代特征的军事教 

育思想与理念。邓小平 同志十分注重对毛泽东军事教育思 

想的继承与创新，提出了 “把军事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 

教育要 “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以院校教 

育为重点培养人才，发挥集体干部部的作用”，“开展科学 

文化教育 ，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加强联合作战训练，提 

高协同作战能力”等一系列 的军事教育思想与理念。江泽 

民同志的军事教育思想与理念主要体现在他有关国防和军 

队建设的论述中。主要观点有：把军事教育切实摆在战略 

地位 ；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军事人才；依托国民教育开展军 

事教育；开展科技练兵；开展创新教育 ，等等。胡锦涛同 

志主持军委工作后，坚持科学发展观，提出 “要进一步强 

调把军事训练切实摆在战略地位，作为部队经常性的中心 

工作，集中精力，切实抓好”，“人才匮乏是影响和制约军 

事斗争准备的瓶颈，必须采取超常规加以解决”，“加速推 

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 

战争的战略目标”，“确保 ‘三个提供、一个发挥’新使命” 

的实现；要实现 “军队人才和地方人才的兼容发展”等一 

系列军队建设思想，对军事教育思想研究有着重大指导意 

义，也指明了当前军事教育思想的未来发展趋势。 

我军颁布的关于院校教育教学的一系列文件中以制度、 

政策的形式体现和诠释着全新的教育理念，如学员主体理 

念、能力本位理念、信息主导理念等。此外 ，在院校教育 

教学文件中规定的培养 目标、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等， 

都会显现出诸如素质教育理念、开放教育理念、创新教育 

理念、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等。 

当前研究军事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论著，对军事教育理 

念的认识相对一致，其主要观点：在宏观层面上，吴铨叙、 

刘志辉、刘海等在论著中提出军校教育应确立 “素质教育 

观念、创新教育观念、超前教育观念、开放教育观念、终 

身教育观念等现代教育观念”。刘波撰文认为当今世界主要 

强国的军事教育理念在诸多方面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从顶层设计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凸显高质量、高 

水平的职业化军事教育理念，日益发展的联合军事教育理 

念 ，注重国际标准、国际竞争和联盟作战的国际化军事教 

育理念，以信息技术促进军事教育转型、注重运用数字化、 

远程化、仿真模拟手段的信息化军事教育理念。在中观层 

面上，朱如珂等在论著中认为军校教育的人才培养应树立 

打牢基础、适应需求、注重 内化、弘扬优 良个性、宽严相 

济等理念。在微观层面上 ，吴铨叙在论著中提出军校教育 

理念应转变以传授知识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树立培养创新 

精神的观念 ；转变传统的 “专才”教育思想，树立 “通专 

融合教育”的观念；转变以培养智力为主的教育思想 ，树 

立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观念；转变只重视传授技术的专业教 

育思想，树立专业教育与人文教育紧密结合的观念；转变 

单一办学思想，树立讲求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大教育观 

念；转变单纯追求规模的办学思想，树立讲求质量效益的 

观念。当前研究军事教育理念的学术论文数量较多，大多 

强调军校教育应该着力树立新的教育理念，其中王海洋认 

为应确立院校培训、部队锻炼和个人自我教育 “三位一体” 

人才发展观、 “面向战场”的人才质量观、 “可持续发展” 

的理念、“以人为本”的理念、“注重效益”观念、联合教 

育理念和 “开放办学”理念；以及曹淑信提出 “突出实践 

教学”理念、“服务式管理”理念、“岗位需求牵引”理念、 

“教学评价综合化”理念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防大学 

刘波博士的学位论文 《论新军事变革中的军事教育理念》， 

从应对新军事变革挑战的角度，研究提出了军事教育理念 

体系建构设想，主要内容包括：主体教育理念与主体能力 

的构建 ；素质教育理念与全面素质的培养 ；创新教育理念 

与军事教育的创新；超前教育理念与军事教育的超前设计； 

开放教育理念与军事教育的开放途径 ；任职教育理念与教 

育模式创新；继续教育理念与继续教育的创新；联合教育 

理念与一体化联合军事教育的开展。这些理念的提出为我 

们进一 步进行 任职 教育理 念研究奠 定 了基 础，开 阔 了 

视野。 

(二)任职教育理念研究现状 

依据系统论原理 ，任职教育理念的提出与确立是建立 

在军校教育理念发展与创新的基础上，必然会受到来 自军 

校教育理念方面有形与无形的影响与制约。随着军校教育 

转型的提出与深入，任职教育理念研究普遍受到军事教育 

工作者的重视，在最近出版的一些教育论著和公开发表的 

学术论文 中，常常见到关于任职教育理念的论述和争鸣。 

屠恒章主编的 《军事任职教育论》一书，专辟一章详尽地 

阐述了任职教育应着眼的三种理念，即任职教育发展理念， 

包括开放性发展理念、跨越式发展理念、综合发展理念、 

以能力为主的职业发展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等；任职教 

育价值理念，提倡以 “学员为中心”的任职教育价值理念； 

任职教育质量理念，从 “教育对象发展水平或状态的质量” 

和 “教育工作水平或状态的质量”两个维度来理解军事任 

职教育质量理念。史伟光主编的 《转型中的军事任职教育》 
一 书，着眼任职教育理念创新 ，提出确立 “任职素质教育 

理念”、“联合教育理念”、 “超前教育理念”和 “个性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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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理念”。周道雷主编的 《任职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一 

书 ，提出任职教育的理念要实现三个转变 ，即由 “传授知 

识”向 “培养能力”转变，由 “以教师为中心”向 “以学 

生为中心”转变，由 “教学生学会”向 “教学生会学”转 

变。刘波的博士学位论文 《论新军事变革中的军事教育理 

念》，专辟一章论述了 “任职教育理念与教育模式创新”， 

主要从任职教育中存在的挑战与机遇，任职教育的内涵与 

特征，开展任职教育的基本要求，以及任职教育的教育模 

式创新思考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张梅山与薛林群、侯 

娜等撰文提出任职教育应树立 “以人为本”，何长开等撰文 

提出 “两化牵引，以岗为本”理念，赵可铭、翟琳等撰文 

提出 “以能为本”以及 院校、部队和科研单位 “三位一 

体’、“有效施训”理念。王志林与李兆中、籍长国等撰文 

提出要树立 “开放的任职教育观、创新的任职教育观、可 

持续发展的教育观、个性的任职教育观”。任海泉撰文提出 

“教员是主导理念、学员是主体理念、实践是主课理念、科 

研是主业理念”。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著作和文章都谈及了 

任职教育理念问题 ，虽研究视角有所区别，但主体理念区 

别不大，不再一一赘述。 

(三)对已有研究成果评价 

综合分析教育理念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教育理念 

研究涉及到教育的本质与目的、功能与作用、规律与原则 

等宏观领域问题 ，还涉及到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教 

学手段等微观领域问题。军校教育理念研究文献资料较多， 

涵盖问题较广，具有一些相对成熟的权威性成果，为任职 

教育理念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但 由于受历史局限 

性和专门研究机构不完善的影响，任职教育理念研究还存 

在以下问题： 

第一，研究内容重宏观轻微观，一定程度上忽略任职 

教育理念间的联系，影响了任职教育理念体系的建构和系 

统功能的发挥。主要表现是我们所见到的研究成果，往往 

多是对一个或几个理念功能作用的研究，较少论及理念间 

的联系与整合； 

第二，研究方法、视角单一，多从军队建设的角度研 

究军校教育理念，较少考虑个体需要；多以军校教育与外 

部的关系研究为主，缺少学理层面的本体论分析；多以某 
一 学科为理论依据展开研究，跨学科的整合性研究有所欠 

缺，造成了研究成果的局限性。最近蓝江桥教授撰文从文 

化、历史和哲学三个视角审视军校教育理念，开辟了与众 

不同的思维方式，达到了澄清此理念非彼理念的目的，为 

人们理性认识军校教育理念提供了新的视野，给人耳目一 

新的感觉。 

第三，研究课题与成果缺乏深度，对应树立什么样的 

教育理念研究 比较多，从军校教育本真意义上去考察教育 

理念的研究较少；经验描述、总结多，理论嫁接、译介、 

移植的痕迹明显；从 “应然”角度提 出价值取向的文献研 

究、“书斋”式研究多，理论分析和实证性研究少。这一方 

面导致研究内容重复、研究结论类似，另一方面也无助于 

“问题”的解决。 

三、后续研究构想 

!．任职教育理念基本认知，主要阐述任职教育理念的 

研究起点、内涵与特点、体现形式与分类； 

2．任职教育理念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主要从社会 

发展需求、教育思潮和军事变革三个视角进行探讨和论证， 

为进一步研究任职教育理念奠定基础 ； 

3．任职教育经典理念，主要研究 “直接为战争服务” 

理念、“学员主体”理念和 “能力本位”理念； 

4．任职教育新兴理念，主要研究任职教育可持续发展 

理念、任职教育创新理念和任职教育适切性质量理念； 

5．任职教育理念整合与实践，主要研究任职教育理念 

的整合方法及运用。 

确立任职教育理念势所必然，探讨任职教育理念任重 

道远。最后引用麻省理工学院 (M1T)的第九任校长卡尔· 

康普顿的座右铭作为本文的结束： “在你离开每一片营地 

时，它都应该比你初到时更加美好。”只要有任职教育理念 

并且能执着地实践，任职教育这片 “营地”，定会经营得更 

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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