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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教育合训”学员联合意识培养体系的构建 

张志勇，徐黎平，曾 璞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指挥军官基础教育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2) 

[摘 要] 具有较强的联合意识是 “学历教育合训”学员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分析了联合意识的内 

涵，然后从培养目标、培养措施、培养措施之间的关系及培养环境四个方面构建 “学历教育合训”学员联合意 

识的培养体系，提出了几点应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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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rong jolm consciousness is all important cultivation objective of the would—be junior commanding 

officer8．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ontent 0f joint consciousness．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of joint consciousness，the paper 

builds the cultivation system of the would—be junior commanding officer．It eonsis~of cultivation objective，cultivation 

measures，the relationship 0f the measures and cultivation environment． Finally， this paper gives some advice of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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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训分流”是我军院校顺应世界军事教育发展趋势， 

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需 

要而提出的一种全新的初级生长指挥军官培养模式。“学历 

教育合训”(简称 “合训”)学员是未来信息化军队建设者 

和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者的主要人才来源，是我军当前人 

才培养的当务之急。着重进行联合作战基础知识教学，培 

养 “合训”学员的联合意识是学员培养标准的重要内容之 
一

。 针对 “合训”学员的特点，构建一个科学的 “合训” 

学员联合意识培养体系，对于使 “合训”学员自觉地从系 

统化、标准化、精确化角度思考处理作战问题，形成联合 

意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

、 联合意识的内涵 

联合意识概念的提出源于联合作战能力建设。在美军 

较早的有关联合作战的 《戈德华特 一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 

法》中，联合意识被认为是影响和制约联合作战能力的重 

要因素⋯。美军的相关军事文献中并没有对联合意识进行 

明确定义。我军涉及 “联合意识”的文献表述中，虽然没 

有明确阐释，但可以从具体语境中推断出其含义一般是指 

关于联合作战、联合行动的认识、知识或思想。从逻辑学 

的角度，对概念下定义最常用的方法是通过揭示临近的属 

和种差来下定义 ，用公式表达即是：被定义的概念 =种差 

+邻近的属-2】。联合意识的属概念是意识，联合意识的种 

差是联合作战的理论知识与实践内容。“意识”一词，《现 

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它是一个人的头脑对于客观 

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 

因此，可以认为，联合意识是指 “合训”学员在联合作战 

理论与实践的学习过程中，逐渐加强对联合作战的认识与 

理解，从而形成一种思维倾向，即主动自觉地以联合的眼 

光观察、分析军事问题。 

根据联合意识的概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其内 

涵 ： 

第一，从哲学角度来把握，联合意识是联合作战理论 

与实践在 “合训”学员大脑中的集中反映。马克思主义哲 

学认为，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客观世界在 

人脑中的反映。联合意识属于意识的一种，自然应该具有 

意识的本质属性，即 “合训”学员的联合意识是通过联合 

作战知识的学习与实践才能获得，不是凭空产生的。 

第二，从生理学角度来把握，联合意识是 “合训”学 

员高级神经系统高度发展的表现，是 “合训”学员以联合 

的眼光与思维去考虑军事问题的人脑的机能。这说明联合 

意识与 “合训”学员的观察力、注意力、分析能力等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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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关系，是上述能力的一种综合表现，最终还反映了 

“合训”学员对联合作战理论与实践的认识和理解。 

第三，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把握，强调 “合训”学员的 

联合意识具有自觉性和有意识性，是一种心理上的潜意识， 

会主动和自觉地以联合的角度来处理军事问题。 

二、“合训”学员联合意识培养体系的构建 

在 “合训”学员已有的智力水平、知识结构和个性特 

征的条件下，构建一个科学的 “合训”联合意识培养体系， 

是提高 “合训”学员联合意识的有效途径。如果将 “合 

训”学员联合意识培养体系视为一个系统，那么根据系统 

学原理，可以从 四个方面人手：一是明确系统的输出，即 

确定的培养目标；二是围绕培养目标应采取的措施；三是 

优化各项措施之间的关系；四是营造系统外部的环境。具 

体如图1所示。 

图 1 “合训”学员联合意识的培养体系 

(一)“合训”学员联合意识的培养目标 

目前我军 “合训”学员基本上都是地方高中毕业生， 

年龄在 l8岁左右 ，思维活跃 ，具有强烈 的求知欲和创新 

欲。由于 “合训”学员与军事接触不多，可以说，“合训” 

学员在联合意识方面基本上一片空白。另外，考虑到 “合 

训”学员四年后，再去具体的兵种院校进行学习，不需要 

掌握具体的联合作战技能，因此，对于 “合训”学员联合 

意识的培养目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把握： 

首先，懂得 “联合”的必要性和价值。学员要摒弃单 
一 军种作战的观念，要明确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是体系与体 

系的对抗，基本作战形式是一体化联合作战。只有通过诸 

军兵种联合作战，才能发挥作战力量的整体威力。 

其次，要了解联合作 战的基本知识。学员要了解联合 

作战的基本概念、基本特点、联合战场环境、联合进攻与 

防御作战等相关的基本知识。 

第三，要理解 “联合 ”的含义与实质。学员要在了解 

联合作战基本知识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对联合的见解和看 

法，尤其对联合的含义与实质要有深入的理解。 

第四、要树立 “联合”的观念。学员要始终站在联合 

作战的全局高度认识问题，在作战中始终有意识地注重运 

用各军兵种作战力量，形成整体作战能力，树立 “联合” 

的观念。 

第五、要形成 “联合”的直觉思维。学员要认清在未 

来作战中，分队战斗行动是在联合作战背景下、复杂电磁 

环境中进行的，能够在指挥本级作战过程中，会主动和自 

觉地以联合的角度来处理军事问题，具备联合战斗的直觉 
思维 3l。 

(二)围绕 “合训”学员联合意识的培养 目标应采取 

对应的措施 

明确联合的必要性与价值。由于 “合训”学员具有强 

烈的求知欲，但是却对联合作战不了解，因此，在培养学 

员懂得 “联合”的必要性和价值方面，重点在于拓宽思路、 

开阔视野，可以采用战例教学或讲座的方法，通过对战例 

和军队实际情况的讲解，让学员获得联合的感性认识，明 

确 “联合”的必要性与价值，明确单一军种的局限性，只 

有通过联合才能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 

掌握联合的知识和实质。由于 “合训”学员第五年才 

接触具体的军兵种知识，因此，这个方面的培养目标主要 

是通过课程教学来实现。可以增设介绍联合作战基本理论 

和各军兵种基础知识 的课程。增设这些课程的 目的并不是 

使 “合训”学员精通联合作战的理论知识和各军兵种专业 

知识，而是培养其全局意识以及在联合作战大背景下进行 

战术研究的能力，为其日后成长为联合作战指挥员打下坚 

实的基础。 

树立联合的观念和思维。主要是通过一些研讨性的教 

学和模拟手段来实现培养目标。由于 “合训”学员缺乏系 

统的军兵种知识，开展实兵演练、图上作业等实践性教学 

的基础跟不上，因此，可以通过教员与学员就某个联合作 

战的典型战例，从多个角度进行研讨，引导学员由单向思 

维向多向思维的转变，理性分析战例中联合作战的内容、 

方法、特点，深刻理解各军兵种在联合作战中各阶段的地 

位和作用。同时要鼓励学员对联合作战实践问题进行深入 

研究，就部队作战训练和联合作战理论应用中的实际问题 

展开广泛探讨，促进学员正确认识各军兵种在一体化联合 

作战中的运用问题，从而达到提高联合作战意识的目的。 

【三)根据 “合训”学员培养目标。优化措施之间的 

关系 

根据系统学原理，元素之间必须密切配合、相互合作， 

才能将系统的功能输出效益最大化。因此，围绕 “合训” 

联合意识的培养目标，针对 “合训”学员的各个教学环节， 

应当合理地分配教学资源。在第一学年，这个时期重点是 

培养学员懂得联合作战的必要性和价值，让学员对体系对 

抗和一体化联合作战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与了解。在第二学 

年，这个时期重点开设联合作战基础课程，让学员了解联 

合作战基础知识和深入理解联合的实质。在第三学年，由 

于学员对联合作战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还缺乏联合的观 

念和思维，这时就需要通过各种启发式、研究式、角色扮 

演等教学方法，与学员深入探讨若干经典的联合作战战例， 

培养学员直觉地以联合的思想来解决作战问题。在第四学 

年，有条件的院校可以通过综合演练等实践环节来检验学 

员的联合意识，主要是检验学员联合意识的培养效果。 

【四)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提高各项措施的实施效果 

美国心理学家索里认为，主体的意识活动依赖于其生 

活之中的社会氛围 。营造一个有利于 “合训”学员联合 

意识培养的环境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首先，要营造一个 “合训”学员联合意识培养的物质 

环境。一方面注重把联合意识蕴含于外在物质文化环境， 

如学校的人文景观的设计、命名、所体现的风格等之中， 

使学员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熏陶和影响；另一方面还应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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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良好的内在物质环境，如为学员构建一个联合作战模 

拟游戏平台。 

其次 ，要营造和优化一个体现联合意识 的精神环境。 

可以经常邀请部队首长和专家教授，举办学术讲座、专题 

报告；定期举办联合作战方面的文化节、学术节等，营造 

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让学员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联合的熏 

陶和感染。 

再次，要营造一个有利于学生联合意识培养的制度环 

境。主要是指建立一套多元、开放的评价机制，将学员联 

合意识纳入学员素质测评当中，从而有效激励学员不断提 

高自身的联合意识。在具体的评价方法上，一方面可以试 

行考试方式多样化，采取闭卷与开卷相结合，依两者各占 

比例综合评定课程成绩。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撰写专题报告、 

学术论文，参与科研项 目、社会实践等多种形式对学员的 

联合意识予以科学评价。同时还应出台一系列规章制度和 

相关政策，把一些有利于 “合训”学员联合意识培养的成 

功经验规范化和制度化，使 “合训”学员的联合意识培养 

得到进一步保障。 

三、提高 “合训”学员联合意识的几点建议 

根据前文构建的 “合训”学员联合意识培养体系，试 

提出几点建议： 

建议之一：充分利用各种机会，让野战部队的领导与 

首长给 “合训”学员做报告，重在培养学员懂得联合的价 

值。野战部队领导与首长对我军的实际状况非常熟悉，可 

以邀请他们给 “合训”学员做报告，通过部队现实的训练 

与备战情况，让 “合训”学员切身体会到联合的必要性与 

价值。 

建议之二：从军事指挥能力培养的角度出发，结合为 

“合训”学员开设的 《联合作战基础》课程，再开设若干 

战例分析课程，重在培养 “合训”学员的联合观念。 “合 

训”学员的培养目标是具有强烈的联合意识的军事指挥员， 

因此，可以从军事指挥的角度出发，搜集若干典型案例， 

并结合 《联合作战基础》课程，编写一部基于战例分析的 

联合意识培养教材，对学员的联合意识进行强化教学。 

建议之三：从所学军事课程的角度出发，开设若干围 

绕某一主题的研讨会，重在强化学员的联合思维。目前 

“合训”学员主要通过讲授 《联合作战基础》课程来学习 

联合作战的基础知识，完全可以从中选择与目前实际联系 

比较密切的主题，开设几个小型研讨会，让学员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培养学员联合意识。比如，《联合作战基础》有 
一 章是联合进攻与联合防御。那么，可以根据教员假定的 

若干各军兵种的装备，开设一个如何构建联合防空武器装 

备体系来防御强国的空中打击的主题研讨会让学员参与。 

建议之四：利用战场场景模拟组织实施训练，让学员 

从作战指挥的角度，培养联合思维。在军事院校中利用战 

场场景模拟组织实施训练，通过远距离火力支援、战场态 

势分析，以及针对各种战场实时状况进行应对处置的效果 

进行详细评估分析。与传统的训练方式相比，利用战场场 

景模拟组织训练可以使教育训练变得更加快乐有趣，使学 

员在丰富的情景和近似真实的博弈对抗中体验乐趣，从而 

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员的联合思维。 

建议之五：规范制度，将联合意识的考评纳入学员综 

合素质考评的范畴。制定相关制度，建立联合意识评价指 

标体系和考评办法，考评结果作为 “合训”学员的必修成 

绩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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