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 荣: 解析“合训 、分流”人才培养目标体系

阶段目标的细化既提供了依据，又区分了侧重。从阶段培

养目标看，学历教育阶段的培养兼具普通高等教育和军政

基础训练的双重标准和要求，因此既要坚持本科学业标准，

又要打牢军官职业生涯终生发展的军政素质基础，通过培

养，要为学员任职培训特别是长远发展打牢思想政治、科

学文化、军事素质、领导管理和身体心理“五个基础”; 任

职培训阶段的培养是学历教育的自然延伸，是培养对象经

过学历教育阶段后具备“五个基础”之后的高起点任职教

育，着重解决的是学员指挥作战、组织训练、管理教育和

做基层工作“四个能力”的培养问题，因而也是完成阶段

目标实现总体目标的关键所在。两个阶段培养过程围绕总

体目标，实现由“五个基础”向“四个能力”的升华，进

而实现培养预期。要素构成系统，结构决定功能。总体目

标与两个阶段目标内容表述虽不相同，但相互映射，自成

一体，各自功能虽不相同，但总体功能指向一致。
科学的目标体系为我们做好“合训，分流”人才培养

工作提供了宏观指导和根本遵循。落实“合训、分流”培

养目标，不仅要理清目标体系之间的关系，准确把握目标

内涵，还要在培训实施过程中科学贯彻目标要求。总体目

标和阶段目标由总部规定，处于最高层次，是统领相关院

校人才培养的总要求，具有全局性和广泛适用性; 同时，

它又是各个院校制定专业培养目标的基本依据，具有根本

性、长效性和强制规定性。［3］
因此，学历教育院校在制定培

养目标的时候，既要落实总体目标，又要落实合训阶段目

标，还要照顾分流阶段培养的前后衔接。任职培训院校在

落实阶段目标时，既要放眼总体目标，还要充分考虑学历

教育阶段目标实现的情况。一类人才的培养在落实到具体

培养方案的时候，还应界定专业培养目标及其培训规格，

这样人才培养目标才能落到实处。因此，无论是总体目标

还是阶段目标，最终都要落实到各类院校的专业培养目标

上，所以，专业目标制定同样要体现总体目标和阶段目标

要求，并最终细化到培训规格上。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

同一类人才同一专业的培养方案，由于院校办学历史、办

学能力和水平、办学条件等的不同，培养方案也各具特色。
因此，承担“合训、分流”人才培养任务的院校，在落实

总部规定的人才培养目标的时候还应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

发，办出特色，形成优势，创造性地落实 “合训，分流”
人才培养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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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刊从 2011 年第 3 期开始试行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删除学术不端

文献的暂行办法”。该办法是利用 “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 ( 简称 AMLC) ，以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和大量国际学术文献为全文比对资源，辅助检查抄

袭、一稿多投、不当署名、伪造、篡改等学术不端行为的智能系统，以强化对学术

不端行为的抑制。我们将根据 “学术不端文献检测中心”提供并通过复核的 “疑似

学术不端文献”，用书面形式通知作者及作者单位，由此而引起的包括著作权在内的

各种知识产权纠纷由作者承担。同时，我刊将在一年内不再使用该作者稿件。科学

的精神在于求真，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学术研究是对真善美的追求，真实是学术

研究的基本遵循，诚信是研究者的学术生命。希望广大作者秉承学术诚信与学术规

范，坚持严谨求实的学风，坚决反对投机取巧、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

为，使自己成为科学精神的践行者与良好学术风气的推动者。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

抵制学术不端稿件，遏制学术不良风气，共同维护和净化教育学术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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