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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生长军官培训体制比较 

吕云峰 

(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84) 

[摘 要] 生长军官培养是军事人才培养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美、俄在生长军官培养方面积累了许 

多成功经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做法。比较美、俄两国军队生长军官培训体制，参考借鉴其成功经验，对加强 

我军军事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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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ro—commissioned Officers’Training System 

of the USA and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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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raining of pre—commissioned officers is the foundation of military personnel training． A lot of 

successful experience about the pre—commissioned officers’training has been accumulated by the USA and Russia and 

characteristic methods have been formed as wel1．It is significant to strengthen the military personnel training of our troops 

by comparing their training system of pre—commissioned o~ieers with ours to draw on their successfu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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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军官培训是军官培训的基础阶段，是军事人才培 

训体系中最重要 的部分 ，历来受到各国军队的高度重视。 

在长期的生长军官培训过程中，世界主要 国家都根据本国 

国情和军情的需要 ，形成了一套较完善和稳定的培训体制， 

其中以美、俄两国最具代表性。分析研究美、俄两国军队 

生长军官培训体制的特点及其异同，对改革完善我军生长 

军官培训体制具有重要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

、 美军生长军官培训体制 

美军十分重视生长军官的教育训练，经过长期的实践 

和探索，形成了较为系统完善的生长军官培训体制。为了 

提高生长军官培训的层次性、系统性和有效性，美军将生 

长军官培训分为基础文化教育、任职前培训两个阶段。其 

中，基础文化教育，主要采取军队院校教育和依托国民教 

育并举的方式进行。 

(一)依托军队院校培训生长军官 

美军为提高生长军官培训质量，在军队院校体系中专 

门设置了 “军官任命前基础教育院校”，其中最主要的是4 

所军官院校：陆军军官学校 (西点军校)、海军军官学校 

(安纳波利斯海校)、空军军官学校 (斯普林斯空校)和海 

岸警备队军官学校。这四所院校是培养军队骨干力量的基 

础学校，被誉为美军三军军官的摇篮。4所军官院校中，又 

以陆军军官学校 (西点军校)办学历史最长，是三所军校 

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所。 

美军生长军官在三军军官学校的基础教育，主要侧重 

军人的基本品格、学术基础、军事基础、领导能力、健康 

的体魄等方面。在这些院校 中，学员主要学习共同的大学 

基础课，同时利用一定时间 (包括课内时间和假期)对学 

员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使学员达到大学本科生水平和初 

级军官的基本要求，从而取得初级军官的任职资格。美军 

认为，基础科学文化知识是人类全部知识 中最具稳定性、 

持久性和最不易老化的知识，从知识建构的原理看 ，只要 

掌握了基础科学文化知识，就能随时通过知识重构建立新 

的知识体系，就能够运用它去获取新的知识，从而为军事 

人才的未来发展提供足够的发展潜力。因此，美军基础文 

化教育的基本目的是打好 “四个基础”。即思想品德基础， 

主要培养学员忠于国家，有高度的责任感、纪律性和为完 

成任务所具备的主动精神；科学文化基础，强调开展广泛 

而扎实的科学文化教育，使学员能适应不同的工作需要， 

同时为未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军事素质基础，通过严格 

的军事生活、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教育，实现从青年学生 

到军人的转变和从一般军人到军官的转变；身体素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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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体育教育和体育锻炼，使学员具有顽强的个人意志和 

自我控制能力，勇敢果断的气质，灵活敏捷的反应，强烈 

的竞争意识和强健的体魄。通过扎实的基础教育可使参加 

培训的学员获得较大的晋升潜能和发展空间，同时也为美 

军积累了深厚的 “知识储备”和 “人才储备”。通过三军 

军官学校四年的本科教育 ，学员被授予后备军官少尉军衔。 

(二)依托国民教育培训生长军官 

依托国民教育是美军生长军官培训的重要途径。美国 

是世界上最早依托地方大学培养军事人才的国家之一。早 

在 191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 《国防法》，就把这项制度以 

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使其成为国家和政府的行政行为， 

受到强有力的法律保证。美军每年依托地方大学培养军官 

的数量占新任军官总数的80％左右，主要途径有如下三种： 
一 是利用候补军官学校和军官培训学校培养现役和后备役 

军官。美军各军种都设有候补军官学校和军官培训学校， 

这类学校主要招收大学毕业生和具有大学三年级以上文化 

程度的优秀士兵及准尉。根据各军种的不同情况，一般经 

过约20周 (5个月左右，陆军14周)的培训。毕业时少数 

优秀学员授予正规军官少尉军衔，大多数授予后备役军官 

少尉军衔。这类军官，每年约占美军新任命军官的21％。 

二是利用后备军官训练团培养军官。后备军官训练团是各 

军种设在全国大专院校的军官培训机构，它充分利用国家 

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已成为美军生长军官的主要来源。 

据统计，上个世纪8O年代以来，美军新任命的生长军官中 

出自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已经从约45％逐年递增到60％左 

右。美军现役部队中，30％的将军和4o％的校尉级军官都 

是后备军官训练团的毕业生⋯。参加后备军官训练团的条 

件很严格，一般都是学校的 “尖子”才可入选。目前，美 

军共有533个后备军官训练团，在全美国近400所地方高 

等院校设有军事训练班。三是直接任命特殊岗位专业技术 

人员。美军通常采取向社会招募的办法，任命医疗、工程 

技术、随军牧师、律师和军乐等特殊岗位的专业技术人员， 

通过对这些人员进行必要的短期军事训练，而后直接任命 

他们为部队军官。 

(三)军官任职前培训 

美军的生长军官在军官学校、候补军官学校和后备军 

官训练团毕业时授予少尉军衔，在去各军兵种部队任职前， 

必须接受本兵种的战术技术训练。这种任职前的培训属于 

初级军事职业教育的第一阶段。 

美军的任职前培训阶段，主要由各军兵种的专业技术 

院校承担。美军对完成任职前基础教育的初级军官，并没 

有明确服役的兵种与从事的军事专业，也不要求其能胜任 

某项具体的军事职务，而是立即转入新军官任命后、任职 

前的定向专业教育。由于美军新任命军官都经过第一阶段 

的任命前基础教育，具有大学本科毕业的文化水平，并掌 

握了基本的军事知识与技能，具备了基本的军事与政治素 

质。因此，美军生长军官任职前教育培训，主要是在各军 

兵种专业学校对新任命军官进行具体的定向专业教育和专 

业训练。这种培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专业设置与课程设 

置都紧密联系各军兵种的具体需要，内容通俗精练，时间 

较短，形式多样，并且将正规教育与短期轮训、函授或武 

器装备的更新换代等结合起来进行，培训的实践性很强。 

二、俄军生长军官培训体制 

俄罗斯军队包括前苏军，不仅同样十分重视生长军官 

的培训，而且生长军官培训在军官培训中占据主体地位， 

军队的大多数院校都承担生长军官的培训任务。俄军生长 

军官培训也包括军队自己培训和依托地方高等院校培训两 

种途径。 

(一)依托军队院校培训生长军官 

俄军生长军官培训主要由初级院校来负责完成，主要 

包括军事大学、军事专科学院两大类。军事大学是俄罗斯 

军事院校的主体，其主要任务是为部队培养初级指挥和专 

业技术军官，招生对象为17—21岁的普通中学毕业生和年 

龄不超过23岁、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青年军人。军事专科 

学院多数是由某些重点高等军事学校升格而来，其招生对 

象与军事大学相同，但录取标准更为严格。军事专科学院 

的培训 目标 ，主要是根据各军兵种的要求，教会学员如何 

去领导部队的战斗训练和政治教育，培养优良的战术素养 

和军人素质。为了达到上述的 目标，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一 

点是培养和发展学员创造性地思考问题和独立解决问题的 

能力，同时也强调对人才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认为军人的 

良好品质、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 

要条件，应该把军人的品质、信念、意志等人才素质的培 

养放在重要位置。 

俄军根据国家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标准关于实施三级制 

高等教育的相关规定，结合军队教育 自身的特点 ，在各高 

等军事学校中也普遍开展完整的三级高等教育，也就是同 

校连续培养制度。即从新生入学到实施科学文化教育，再 

到实施指挥专业教育，都在同一所高等军事学校连续完成， 

毕业后直接到部队任职。 

(二)依托国民教育培训生长军官 

俄罗斯与美国的军校教育培训体制虽然有所不同，但 

在依托国民教育这一点上还是具有共同性的。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对其军事力量进行大幅度调整改革，但依托国民教 

育培养军事人才的制度却没有改变，只是培养人数和培养 

力度后来有较大幅度的调整。在地方大学设置军事系，是 

俄军培训专业技术军官的一种比较成功的做法。所设置的 

军事系 ，通常是军民通用性较强、军队需求量不大的专业， 

如音乐、医务部门的儿科、口腔科，财务部门的财政管理 

等。譬如，俄军在莫斯科音乐学院设有军乐指挥系，在财 

政学院设有军财系，在地方几所医学院设有军医系。 1998 

年改革后，设在地方大学的军事系仅剩3个，招生对象是 

自愿成为军官的地方普通中学毕业生，条件与地方大学招 

生录取条件相同，但身体条件按军事院校标准执行。 

三、美、俄生长军官培训体制比较 

(一)美、俄生长军官培训体制的共同点 

随着世界各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尤其随着 

世界新军事变革的逐步展开，人们在军事人才培养方面逐 

渐产生了一些统一的认识，形成了一些共同的做法，并展 

现出一些基本的发展趋势。美、俄两国军队尽管发展历史 

不同、条件环境各异，但在人才培养方面也 “殊途同归”， 

形成了一些相近或相似的做法，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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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一 是高度注视生长军官的培训。生长军官是整个军官 

队伍的基础，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方面，生长军官培训在 

整个军官培训中起着 “奠基”的作用 ，生长军官的素质高 

低，直接关系到军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发展潜力。因而， 

美、俄两国军队都十分重视生长军官的培训，其人才培训 

体制中的许多重大改革，都是针对生长军官培训进行的。 

俄军军队院校体系中，培养生长军官的院校占据着主体地 

位，几乎每一所军事大学和军事专科学院，都承担着培训 

生长军官的任务，而且培训时间长、培训要求高、培训内 

容全面；美军军队院校体系中，虽然培养生长军官的院校 

数量不多 ，但如果考虑到依托国民教育培养生长军官的渠 

道 ，算上在地方高等院校的 “后备军官训练团” (被人们 

称为 “设在地方大学的军校”)，其体系和培训规模也是十 

分庞大的。 

二是生长军官实行 “两段式”培训。生长军官培训作 

为军官成长和发展的基础，要求既要奠定其扎实的科学基 

础，使其具有较强的发展后劲，又要培养其较强的任职能 

力，因此世界各国军队普遍采用 “两段式”生长军官培训 

模式。在这方面，美军堪称典型代表。美军将生长军官的 

基础学历教育和岗位任职教育从院校体系上明显区分开来， 

三军军官学校和地方高等院校主要负责生长军官的基础学 

历教育和军人基本素质教育，生长军官的岗位任职教育则 

放在初级军事院校单独实施。前苏军院校曾被看作是培养 

“专才”的典型代表，实行学历教育和任职教育混合实施的 

做法。但 20世纪 8O年代后，俄军在生长军官培养体制上 

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虽没有从院校体系上将学历教育 

和任职教育分离，但还是在培养阶段上做 了明显区分 ，部 

分院校实行五年制培训模式，前四年集中实施学历教育， 

后一年实施专业教育和任职教育。 

三是借助地方高等院校培养生长军官。随着军队建设 

和战争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军队院校和地方高等院校 

的相通之处逐渐增多。尤其是学历教育阶段，军、地院校 

有着共同的标准和基本一致的教育内容。因此，依托地方 

高等院校培养生长军官，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军事人才培养 

的一条必由之路。前 已述及，美军生长军官的学历教育主 

要是依托地方高等院校进行，通过地方高等院校和设在其 

中的 “后备军官训练团”共同承担生长军官的培训任务。 

俄军依托地方高等院校培-OIl~长军官的体制虽不及美军健 

全，培训数量虽不及美军多，但仍将其作为一条重要渠道， 

尤其是军队一些特殊专业的生长军官，主要是依托地方高 

等院校培养。 

(二)美、俄生长军官培训体制的主要区别 

由于国情不同、历史基础及发展过程不同，尤其是人 

才培训理念上存在的差异，导致美、俄在生长军官培训体 

制上存在诸多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是生长军官培训阶段的划分不同。美军军官培训体 

制确立依据的是逐级晋升培训思想，遵循的是 “先训后用、 

学以致用、先专后精、循序渐进”原则，采用的是 “二段 

四级制”培训模式，将军官培训划分为任命前培训和任命 

后职业培训两个阶段。其中，任命前培训指的是生长军官 

培训，采用的是典型的 “4+X”模式 ，即前四年相对集中 

在陆、海、空三军的军官学校实施完整的四年大学本科教 

育，同时开展军事职业基础教育和体育教育，但只限于一 

般程度上的教育训练；毕业后，到兵种专业技术学校实施 

为期数月 (半年以内)的岗位任职教育，结业后才能到部 

队担任实际职务。美军军官任命前培训所采取的这种培训 

方式，较好地解决了生长干部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基础 

知识学习和专业知识学习之间的矛盾，使其所培养的军官 

不仅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的军事素 

质和技能，而且还能够在任职前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教育 

和训练，提高了初级军官的岗位适应能力和任职角色转换 

能力。俄军在生长军官培训上，采取的是将岗位任职教育 

与学历教育相结合的培训方式，没有像美军的那样将学历 

教育与岗位任职教育相互分离、分校进行，这是俄军与美 

军在军官任命前培训上的显著区别。俄军的初级院校普遍 

实行的是职业教育和学历教育一次性完成的培训体制，对 

生长军官的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通过一次在校学习来完成。 

在校期间既实施学历教育，同时也进行职业教育，学员毕 

业后按规定直接到部队任职。之所以采取这种培训体制 ， 

主要与俄军强调 “同校连续培养”的教育观有着密切的关 

系。 

二是培训体系的分类不同。美军的生长军官培训主要 

通过军官学校 、地方高等院校附设的后备军官训练团和候 

补军官学校进行 ，而俄军的生长军官培训主要由军队的军 

事大学、军事专科学院来负责完成。 

三是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的程度和方式不同。 

在依托国民教育上 ，美军与俄军是具有共同性的，但在程 

度上差别很大。美军基本上已建立起了较完备系统的依托 

国民教育机制 ，通过多种渠道充分利用国民教育资源进行 

生长军官培训 ，取得了显著成效。美军依托 国民教育培养 

军事人才 ，加上候补军官学校培养的可达到近 80％。相反 ， 

俄军只在极有限的几个专业依托国民教育，数量规模也十 

分有限，还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依托国民教育培训生 

长军官制度。 

(三)造成美、俄生长军官培训体制差异的原因分析 

美、俄军队生长军官培养，从总体上看属于两种不同 

的体制类型，差异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 是人才培训理念上存在差别。应 当说 ，生长军官科 

学文化素质的培养和军事专业任职能力的训练是一对矛盾。 

如何处理好这一对矛盾 ，将人才培训的重点放在哪个方面， 

不同国家的军队具有不同理念，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做法。 

由于对生长军官素质的不同认识 以及传统文化的影响，美 

军历来重视学员科学文化素质的培养和持续发展能力的建 

立，因此首先强调的是科学文化教育和学历教育，看重的 

是满足学员个人发展的需要。对于学员专业能力和任职能 

力的培养，美军则是通过专门的培训阶段实施，以及通过 

部队训练、岗位锻炼和逐级任职培训加以保证。俄军则不 

同。众所周知，前苏军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赞同实施 

“通才教育”，而是强调培养 “现成的专家”，其特点是十 

分强调军事专业教育，科学文化教育所占的比重较小且处 

于为军事专业教育服务的地位。苏联解体后，俄军着手调 

整军事院校教育体系和初级指挥军官培训体系，贯彻俄罗 

斯新颁布的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标准，强调培养 “指技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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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通才”，注重科学文化基础教育，特别是自然科学教育 

和人文教育，强调高等军事学校要培养具有高等军事专业 

知识的军官，毕业时发给国家统一的高等院校毕业证书。 

二是军队院校教育和国家高等教育实力对比上存在差 

别。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 “和平国家”，除了参加在境外 

发生的几场战争外，美国本土未遭受过外来侵略，院校教 

育基本上是在和平环境下建立和发展 的，这使得美国的高 

等教育得到了较快和较好地发展，无论教育实力、教育体 

系的完备程度，还是受教育的人数，在世界上都居于前列。 

这样 ，军队的学历教育就没有必要 “另起炉灶”，完全可以 

借助国家高等教育得力量承担培养生长军官的任务。而军 

队院校则可以将更多力量投入到军官职业教育方面，以此 

提高军事人才培养的效益。俄国军队则不同。由于前苏联 

的教育体系基本上是在战火中建立和发展的，十月革命后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前苏联首先建立的是军事教 

育体系，加上对军队院校教育的高度重视，导致前苏联和 

现在的俄罗斯的军队院校得到了较大和较好的发展，其教 

育基础、教育实力以及体系的完备程度，不仅在国内，即 

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的，完全有能力承担生长军 

官的培养任务，可以有效保证军官基础教育的质量。如果 

舍弃军队院校，盲目地依托地方高等院校培养军事人才， 

不仅会造成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可能导致人才培养 

质量的下降，还有可能造成对国家建设人才培养质量的冲 

击。因此，依托军队院校培养军事人才还是依托地方高等 

院校培养军事人才，在两者关系处理上应当考虑不同国家 

的国情、历史和现状 ，那种认为美军做法先进、俄军做法 

落后的认识是不符合实际的。 

四、美、俄生长军官培训对我军的启示 

面对新军事变革发展的迅猛势头，我们应积极汲取、 

合理借鉴外军尤其是美、俄在军事人才培训体制建设方面 

的成功经验和好的做法 ，并 以此为镜 ，审视我军在军事人 

才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为培养适应 “建设信息化 

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需要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提供 

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成果。 

(一)注重发挥院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 

依靠院校培养人才，是锻造军事人才的重要途径。在 

知识逐步成为战斗力核心要素的今天，军事院校已经成为 

军队战斗力最重要的 “孵化器”，具有全面促进和提高军事 

人才能力素质的关键作用。特别在和平时期，从某种意义 

上说，军事教育也是一种战争行为，是一种带有知识经济 

时代鲜明特征的战争行为，是进行人才竞争的重要表现。 

美、俄依托军队院校培养人才，尽管做法不同、培养 

比例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军队院校在培养军事人 

才尤其是培训生长军官方面都具有主导作用。以美军为例， 

尽管西点军校培养的军官在美陆军每年新任命军官中的比 

例不到 15％，但美国陆军中50％左右的校级军官、70％的 

将军都出自西点军校，这足以说明西点军校在美国陆军军 

官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俄军军官培养主要依托军队院校， 

也正是因为军队院校在军事人才培养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借鉴美、俄军的成功经验，我军应当在如下几方面着 

力加强：一是进一步改革完善院校体系，在进一步压缩军 

队学历教育院校比例、加强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的 

同时，整合现有军队院校教育资源，实行规模化办校 ，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使军队学历教育院校在培养军队 “精英” 

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二是逐步形成具有我军特色的，层 

次分明、重点突出的军事人才培训体系。应针对不同时期 

军事人才成长对知识、技能的需求，不同岗位对人才任职 

能力的要求，对各级、各类军官进行层次有所区分、重点 

有所区别、内容各有侧重的岗位任职教育，搞好院校培养 

与部队需要的 “接轨”；三是搞好 “集约化训练”，充分挖 

掘院校和部队的训练资源，既搞好分工合作，又注重资源 

共享，合力培养高素质的生长军官。 

(二)坚持和强化 “训用一致”原则 

培养高素质的军事人才 ，不仅在于院校的培养和训练， 

还在于对人才的合理使用，做到训用结合。美、俄军事人 

才培养中的一个重要思想 ，就是把军官的培训与使用、晋 

升紧密结合起来，做到训用一致，从而保证了军官队伍素 

质的逐级提升。 

反思我军干部队伍建设过程，院校培训在个人职务升 

迁上发挥的作用尚未凸显 出来 ，有时甚至出现培训次数越 

多、个人职务晋升越慢 ，参加院校培训相当于出公差，干 

部在校培训期间被确定为转业对象等极端浪费军事教育资 

源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 目前我军干部训用脱节、 

训而不用、用非所训等不符合规定现象比较突出造成 的， 

另一方面也与院校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有关。 

因此，我们首先应当下大力制定和健全军事人才培养 

的法规制度，严格落实训用一致的原则，严格按照制度规 

定使用干部，确保我军干部培训与使用逐步走上法制化、 

规范化的轨道。其次，要改革现有的人才培训和使用制度， 

建立军事人才培训与使用合一的领导管理体制，以确保训 

用一致原则的贯彻落实，使军事人才培训与使用结合走上 

良性发展的轨道。再次，要按照胡主席在 2006年全军军事 

训练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建立军事人才全程培训机制的思想 ， 

发挥院校、部队双方在军事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搞好双方 

的协调和分工合作，精心设计军事人才培养过程，将院校 

教育、部队培训和使用紧密结合起来，促进军事人才素质 

的可持续发展。 

(三)进一步完善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的机制 

从美、俄生长军官培养的特点可以看出，尽管两国军 

队在依托培养上的做法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 

是越来越注重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军队院校将主 

要精力放在军官的继续教育上，从而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 

使用，提高军事人才的培养效益。实践证明，依托国民教 

育培养军事人才不仅是可行的做法，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 

意义，是现代军事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举措之一。 

长期以来，我军各类干部基本上靠自己培养。这种做 

法虽然存在着消耗大、周期长、效益低等弱点，但在过去 

国民教育不发达的情况下，曾在我军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中 

发挥过重要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新军事变革的深 

入发展，尤其随着我国国民教育日益发达，军队院校已没 

有必要、也不可能开设出所有的专业，军队所需人才应当 

积极走开军队院校培养与依托地方高等院校培养并举的路 

子。我们必须拓宽视野 ，变换思路，重新考虑生长军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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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途径，科学规划新世纪军队院校的培训任务，建立依 

托国民教育培养军队干部的机制，促进军事人才素质的更 

好发展。 

因此，一是要使接收地方大学生的工作制度化、法律 

化，制定落实各项细则，规范操作程序，逐步建立起具有 

法律和制度保障、有明确操作程序、能够确保接收数量和 

质量的地方大学生接收体制。二是建立和完善后备军官选 

拔和培训制度，在各高等院校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后备军官 

培训体系，对国防生进行基本的军事训练，确保国防生的 

质量，缩短他们由老百姓到合格军人转变的时间和距离。 

三是建立军地合作制度，聘请地方高校导师，同部队联合 

培养高层次人才；或借助地方高校的科研优势，联合攻关， 

-◆ Ï◆ ¨_◆ ’ ◆ - ● -Il 

以此来带动部队、院校科研工作 ，或选送优秀的有发展前 

途的军队干部到地方高等院校接受专门培训，及时高效地 

造就大批高素质军事人才。 

[参考文献] 

[1] 曾明，杨自文，范玉芳．外军院校教育体系的类型结构特点及其 

启示[J]．大学教育科学，2004(4)． 

[2] 张付．21世纪西方军事院校教育透视[M]．北京 ：国防大学出 

版社．2004． 

(上接第33页) 

这四个 步骤循 环往复，构成 了教 育政策借鉴 的基本 过 

程o[1o J依据这一理论，再结合历史和现状考察，本文归纳 

出我国在学习借鉴外国军事教育制度过程中实现 “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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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在机理，即按 “传播——吸收——探索——融合—— 

内化——升华”六个步骤组成的转换、发展过程。如下图 

所示： 

传 播 吸 收 探 索 融 合 内 化 升 华 

行为 中外军事教育研究者、出版 管 理 决 策 军事教育研究 管理决策者 军事教育研究 管理决策者、军事 

者、军事教 与改革实践机 与军事教育 与改革实践机 教育研究与改革机 主体 机构
、 留学及海外考察人员 育实践者 构及人员 实践者 构及人员 构及人员 

主要 军事教育制 军事教育制度 军事教育制 军事教育制度 
客体 军事教育思想理念 军事教育制度范型 度观念 内容 度实施 本质 

方式 分 析 批 判、 
途径 翻译、研究、考察观摩 理解接受、 比较研究操作 效果评估调 不断趋同制度 系统构建制度体系 

试验 整推广 融合 冲突筛选 

典型 比较研究、 实践行动、效 认识本质总 广泛接受、自 同化扎根、创新发 
效果 学习借鉴、移植仿效 现象解读 果评估 结规律 觉认同 展 

可见 ，实现外国军事教育制度的 “本土化”，必须遵循 

从传播吸收、探索融合到内化升华的客观过程，并注重每 
一 过程中的行为主体、制度内容客体、方式途径和典型效 

果的实现。只有充分遵循学习借鉴的内在机理，才能完整 

地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实现外军教育制度的 “本土化”，建 

立起我军自己的先进军事教育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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