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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美军精神教育过程中主体性的发挥及启示 

赵 俭 ，刘淑萍 
(解放军理工大学 1．高等教育研究室；2．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7) 

[摘 要] 精神教育在美军治军理念中地位重要、内容丰富，尤其是在军人主体性作用发挥方面更是有 

独到之处。美军精神教育注重研究主体心理、认知和行为养成的规律，有效促进了士兵从老百姓到军人的转变， 

实现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美军精神教育过程中主体性的理念与实践，对于我军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培养 

新型高素质军事人才具有借鉴与启发意义。 

[关键词] 精神教育；主体性 ；军队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E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74(2011)04—0004—04 

An Analysis of the Display of the Initiative in the Spiritual Education in the U．S 

Army and Its Enlightenment 

ZHAO Jian。LIU Shu—ping 

(PLA University ofScience and Technology，Research Center ofHigher Education，Nanfing 210007，China) 

Abstract：The spiritual education is important in the U．S．Army’8 governing ideas．The content is rich，especially 

in giving play to the armymen’S initiative．In the spiritual education of the U．S．army，much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research of psychology，the law of cognizance and behavior SO as to promote the change from civilian to soldier effectively 

and identify himself with the core values．The U．S．army’S idea and practice is of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OUr army to 

perfect the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train new type military personnel of high qu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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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教育是指在外军内部开展的，保证军队始终为国 

家政权服务，以控制军队思想、提升军队战斗力为主要 目 

的的政治思想教育活动。各国军队都普遍重视精神教育的 

作用。约米尼在 《战争艺术概论》 中曾经指出： “精神因 

素是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当军队士气不振的时候， 

任何技术手段都不能够使其获得胜利；军队高度的战斗精 

神是为民族利益而奋斗。”⋯各国军队都把灌输政治意识， 

进行精神武装，强调道德教化等一系列精神教育内容，作 

为治军的重要因素和手段。美军作为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 

并没有因军事科技的进步而忽视精神教育的重要性，相反， 

在精神教育过程中尤其重视主体性发挥，不断进行着精神 

教育的指导策略、制度设置、训练途径与方法方面的改革 

与完善，这值得关注、深思与借鉴。 

一

、 循序渐进的教育策略 

美军认为，军人来自不同的社会、种族、民族，拥有 

着不同的宗教传统，其价值观的形成受到家庭、朋友、社 

会等多方面影响，往往与军队核心价值观相左。精神教育 

首先必须通过核心价值观教育，并主动去遵守组织的价值 

观 。如果个人缺乏对 “高水平核心价值观”的热情，就 

有损工作中积极践行核心价值观，包括指挥官在内的任何 

人都不可能使人追求卓越、承担责任或大公无私。一旦有 

了对核心价值观的热情，无论指挥官是否腐化、不称职、 

不关心、或疑心，都不能阻止你尊重你的同伴并给予他们 

更多的利益 。 

为使官兵主动接受、内化其核心价值观，美军制定科 

学合理的教育策略。美军认为，精神教育不能简单地将核 

心价值观灌输给所有成员，必须有一个科学合理的教育策 

略。而教育策略是否正确，关键看它是否符合价值观形成 

的规律，遵循主体性在价值观形成的内在过程中的决定性 

作用。《美国空军核心价值手册》认为核心价值观要内化为 

官兵的思想必须经过四个阶段：一是 自主选择阶段。因为 

“如果只是因为别人告诉你必须信奉，你才信奉核心价值观 

念，那它就不是适合你的价值观。” 美军强调要让军人真 

正了解军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自觉选择其为人生行动 

指南；二是肯定和确认阶段。美军强调，如果相信一种价 

值观，就会想去践行它。而践行它会让人感觉良好，由此 

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自愿承诺践行自身认同的价值观念； 

三是行动阶段。价值观指导行动。美军指出，价值观会影 

响人们工作决定、如何安排人生时光、如何安排交朋结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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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四是反复实践阶段，价值观变成 
一 种生活模式，人们可以由此标识出自己。由此可见，美 

军精神教育过程中为有效地发挥主体作用，尊重精神教育 

的规律，引导官兵自主选择、内在认同并在实践中反复磨 

砺、养成习惯。 

美军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按照主体角色的适应过程， 

注重循序渐进推进精神教育。如为教育士兵从老百姓到军 

人的转变，按照士兵成熟的过程，细化出精神教育三阶段： 
一 是服从命令。教官会在训练过程中提出非常苛刻、甚至 

刁难屈辱性要求，目的就是培养士兵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 

战胜自己的心理反抗、不满和抵触情绪，养成服从命令的 

素养。二是实现从个人主义到团队主义的转变。美国社会 

张扬个性，个性在美国文化和社会中受到极大尊重，但却 

要求士兵将个人主义置于团队控制之下。三是控制压力。 

其成功之处即告诉士兵如何控制压力，并把压力转化为前 

进的士气。当士兵遇很大压力时鼓励其参加冒险活动，如 

跳伞，在高度紧张刺激中学会控制，转化压力为干好另一 

事的士气和动力。陆军基本训练操作第一章指出：“利用一 

切机会加强陆军七项核心价值观教育。士兵不仅必须知道 

并能背诵核心价值观的定义，而且他们能够利用现实生活 

中的行为和活动作为解释核心价值观的例子” j。军校除了 

采用硬性的规章制度约束学员的个人主义外，更多的是通 

过心理重塑，使学员融入军队集体，接受军队核心价值观。 

二、知行交融的教育计划 

为把美军精神更好地内化于学员的伦理思维与外在行 

为上，美军对军校学员精神教育特别设置蕴含军人核心价 

值观要求的伦理道德教育计划。这一计划同样遵循主体抽 

象思维成长的阶段性特点及社会化程度，将认知与践行有 

机交融，引导学员由感性认知到理性认识、由表象到本质 

认识 ，由理论到实践 ，帮助学员渐进认同并践行军人核心 

价值观内容。如陆军军官学校将蕴含价值观的荣誉教育计 

划按年级实施共44学时，重点分别为：一年级荣誉信条， 

二年级荣誉信条的精神，三年级陆军价值，四年级陆军专 

业精神，并有详细指导计划供学员及教官参考执行。学员 

熟悉军人基本职业道德后再进行军种道德价值教育。 

教育计划按年级学习时间段划分，每一年级都有重点 

突出、可操作的主题。一年级着重伦理行为的规定，包括 

荣誉概念的介绍，广泛讨论 “诚实”、“正义”、“勇气”等 

细节，讨论人际关系、人的尊严、培养团队精神等。二年 

级则重视伦理决策，教导 “应该如何”而不是 “不应该如 

何”的荣誉规范，帮助学员树立荣誉感的主人翁意识，从 

而奠定军人生涯的基础。三年级重视荣誉的精神内涵与程 

序的教育，正式承认陆军价值观及运用陆军价值观于领导 

之中。四年级教导专业军事伦理及运用于初任军官，更多 

地强调其行为举止的进步和领导方式的改善 J。这些都遵 

循了学员思维由具体到抽象、再回到具体的逻辑发展，有 

效地引导学员的角色意识、角色追求到角色努力践行的提 

升进程。 

美陆军新兵精神教育计划也遵循了上述设计理念与原 

则。美陆军将新兵训练分为 “红、白、蓝”三个阶段。新 

兵入伍前3周为第一阶段 (红)，任务是 “基础价值观训 

练”，主要进行入伍教育、国家观念教育、军人价值观教 

育。主要训练内容是介绍部队情况、基础价值观训练、体 

能训练、团队发展课程、普通科目、白刃战训练、军操和 

仪式训练等。第二阶段 (白)第4—6周，任务是 “核心价 

值观训练”，进行传统教育、纪律教育等价值观教育。主要 

训练基本步枪射击、露营、体能训练、赤手搏击、价值观 

训练等，加强新兵对核心价值观的理性认识。第三阶段 

(蓝)第7—9周，任务是 “价值观践行训练”，进行士兵 

品德准则、士兵行为准则等价值观教育。主要内容有单兵 

战术和单兵运动技术训练。在三阶段结束之后为陆军体格 

达标测验，包括信心课程、价值观教育，连续4昼夜野外 

训练，包括 10公里强行军、夜间情景训练、班战术等带有 

综合检验性质的 “胜利大练兵”[ 。以上每一个阶段都要 

通过总结回顾和教官解答新兵提问等方式进行系统的价值 

观教育，无论是学员培养还是新兵训练，目的都在于通过 

知行交融达到内化核心价值观的效果。 

三、注重实效的教育方法 

美军认为，精神教育的最终结果体现在官兵的行为上， 

其最终标准也就是帮助官兵理解军队核心价值观，并形成 
一 以贯之的行为习惯。践行核心价值观或形成符合核心价 

值观的行为，都必须由官兵主体性的参与，否则 “精神” 

无从谈起。为此 ，美国军校学员都有相应的 《个人应用手 

册》，其内容不仅论述军队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更详细地 

阐述了确立和践行的方法、具体步骤。他们提出精神教育 

的三方法：“指南针”、“水晶球”、“弹子袋”。 

“指南针”，是指美军官兵要把核心价值观当作职业指 

南，运用于个人层次、单位层次、计划层次、政策制订层 

次各个方面。手册中有详细的核心价值观内容 (如 “诚实 

至上、无私奉献、追求卓越”，其中 “诚实至上”又细化出 

11个内容)列表，并附相应的两个问题：“我将应如何做 

以维护这一核心价值观?”“我将来必须避免做什么以防止 

损害这一核心价值观?” 它要求每个人全面考虑履行专业 

职责所处大环境及如何更深层次地为促进建立在核心价值 

观基础上的军队而努力。“水晶球”，则是通过价值观原则 

来评估一个单位的伦理氛围。它列出概化指标及细化指标， 

列表都以日常细节设问，将每一件小事都指向更深层、更 

复杂的问题。“弹子袋”，则指行为选择时要努力思考做出 

最符合或有利于提升到核心价值观基础的行动，或以核心 

价值观为原则排除有可能会破坏军人价值观的行为。核心 

价值观并非独立存在的，但所有的行为又都是以此为原则， 

这就象一种概念性的 “袋子”，故称其为 “弹子袋”。 

这些举措使美军精神教育过程都化为军人个体的自我 

努力的过程。美军明确要求：军人要以此为个体的领导工 

具，不断地将个人目标构想和价值观念变成实现个人成功 

的行动指南。这使美军精神教育的过程中，教育对象并不 

是象容器一样，消极被动地接受培养，或简单地、原封不 

动地将核心价值观移植到自己的头脑中，而是能动地接受 

培养内容，对外部施加的影响进行评价和选择，并且自主 

地作出行为决策，尤其是尊重并激励其自我实现目标，确 

立起自我修养的内在动力，反复磨砺，坚持不懈，极大地 

提高了教育的可接受性及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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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借鉴与启示 

美军精神教育无论是教育内容，还是教育策略，都注 

重在相应规律的研究基础上制定。他们充分研究教育主体 

的文化心理、认知规律、意志品质成长特点以及军队职业 

特点，由此其教育策略可以最大可能地发挥教育主体的主 

观能动性。根据美海军每隔三年的核心价值观教育效果的 

调查资料，官兵认为 “核心价值观能应用于每天的生活” 

由起初的78．2％上升到87．6％；认为核心价值观与他们的 

个人价值观一致的由73％上升到83．4％ ；认为 “按照核心 

价值观生活容易”的比例由71．6％上升至 82．3％；认为 

“坚持核心价值观会使军队成为更好的组织”的比例由 

75．4％上升到 81．6％ J。由于国情、军情不同，我们不可 

能完全照搬美军精神教育的做法，但面对全球化、信息化、 

网络化社会中价值观多元化的挑战，进一步完善我军院校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加强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美军在精神教育过程中注重发挥主体性作用的相关成功经 

验，不无借鉴与启发意义。 

首先，要将核心价值观渗入行为制度中。美军军人核 

心价值观的确立植根于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美军伦理规则、 

军种职责特点等原则，并在核心价值观的原则指导下进行 

制度的完善与创新，使其精神教育更具强制力。我军培育 

核心价值观应注重构建一套复杂和完善的体系，将核心价 

值观融合到相关法规制度中，使教育灌输、实践锻造、制 

度保障、激励手段有机结合起来，对军人个体核心价值观 

的确立起到矫正作用。如 ，在人事考评制度、荣誉激励制 

度、薪金福利制度等建设中，都要与核心价值观教育相关 

联，强化正面教育与潜移默化并行，以潜移默化为主；启 

发自觉与法纪约束并行，以法纪约束为根本；内部教育与 

社会影响并行，重视社会的影响力；思想引导与实践锻造 

相结合，注重实践锻造。 

其次，要将社会文化元素溶于伦理教化中。美国文化 

中深入人心的使命观、个人主义价值观、奋斗进取的成功 

意识、强烈的公民责任感等，都成为美军精神教育中充分 

利用的文化元素，而这些文化元素无不充溢着强烈的主体 

性精神。如美军利用其文化中始终贯穿着的一种 “救世主” 

精神和 “自命不凡的使命感”，认为美国是世界上 “纯洁 

的民主、美德和原则”的体现 。我军核心价值观教育， 

应在全方位的宣传教育下，将社会文化元素溶于伦理教化 

中，唤醒军人的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豪感，唤起军人主 

体性精神的张扬，将社会文化中所含有的诚信、见义勇为、 

爱国兴邦、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基本精神，凝炼升华为 

服从命令、忠于国家、勇于献身、服务社会等核心价值观 

内容。 

再次，要将主体认知体验引入教育模式中。美军精神 

教育在教育模式上有三种独特的类型。一是理论介绍型， 

即用整块时间来系统讨论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和执行策 

略等；二是内容预设型，即在相关教育训练活动中预设精 

神教育的主题，嵌入核心价值观的讨论内容。三是随机教 

育型，即在其他日常教育训练和管理过程中，抓住随机出 

现的有利时机引入核心价值观的讨论。无论哪一种模式， 

目的都在于发挥主体的积极主动作用，引导其自己发现价 

值观意义和内涵，提高教育的可接受性。我军也可以借鉴 

此方式，推行案例式、讨论式、研究式、互动式等强化主 

体认知体验的教育模式，从整体上理解和运用理论知识， 

使教育由浅人深 ，感性和理性相结合，体现教育活动由初 

级到高级的梯次发展规律，引导和促进主体性作用的发挥， 

实现以问题解决和能力提升为导向的教育宗旨，增强教育 

的现实感、针对性、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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