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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三军军官学校人才培养特点分析 

王 强，仲 辉，何 涌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训练部，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分析了美国三军军官学校本科教育的基本情况，总结出三所军官学校人才培养的六个主要特 

点：牢牢把握培养领导者的核心使命，培养目标具体明确；着力培养学员的领导能力，教育计划系统科学；大 

力实施通识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专业设置文理兼顾；有机融合科学文化教育和军事体育训练，课程体系宽 

广厚实；有力保证人才培养质量，规章制度健全有效；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教员队伍素质优良，以期对我 

军院校发展本科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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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es of Personnel Cultiv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ies 

WANG Qiang，ZHONG Hui，ZHU Qi—chao 
(Education Department，National Unh~ers of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3，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offer useful reference for developing th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China’S military 

academies，the state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ies is analyzed．Their six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talent cultivation arc summarized and presented as follows the specific target of nu~uring future leaders， 

the systemic and scientific educational programs which focus 011 developing the cadet’ S leadership，implementing th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general education and offering the specialties combining hum anities with sciences，the 

curriculum system with rich content which merges technology an d literacy education with military physical training，the 

sound and effective regulations and systems，and the outstanding faculty with high academic and teaching lev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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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陆军军官学校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USMA) (西点军校)、海军军官学校 (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USNA)和空军军官学校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Academy，USAFA)是美国陆、海、空三军各自唯一的主要 

招收高中毕业生进行大学本科学历教育，培养军种初级指挥 

军官的军事院校。这三所学校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教育质量出类拔萃，在 《美 

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全美公立本科院校排名中，西点军校、 

海军军官学校名列第一、第二；全美本科院校工科排名中， 

西点军校、海军军官学校和空军军官学校分别排在第五、第 

六和第八位。⋯分析研究美国三军军官学校人才培养的成功 

经验和做法，对于推进我军院校本科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重 

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本文从人才培养目标、教育计划、专 

业设置、课程体系、管理制度和教师队伍建设等六个方面对 

美国三军军官学校人才培养特点进行了比较分析，期望能给 

我军院校发展本科教育以更多的启发。 

一

、 牢牢把握培养领导者的核心使命。培养目 

标具体明确 

为美国军队培养高素质未来领导者和精英是三所军官 

学校的核心使命。西点军校明确提出：“培养具有良好的教 

育水平、过硬的专业技能、强健的体魄和高尚的道德水平 

的领导者”， 他们认为 “每一名学员都是未来的领导 

者”。_3 海军军官学校也提出要： “造就献身于军队职业生 

涯、头脑和性格有发展潜力、有能力履行最高级指挥职责、 

公民职责和政府管理职责的毕业生”。 海军军官学校第六 

任教务长威廉 ·米勒则这样表述海军军官学校的教育理念： 

“海军军官学校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在教育和训练为 

国服务并能够面对最大挑战的领导者方面成就显著。我们 

培训的学员毕业伊始便能够领导我国的水兵和陆战队 

[收稿日期] 2011-04-08 ． 

[基金项目】 国防科技大学 “十一五”教育教学研究重点课题 (U2009013) 

[作者简介】 王 强 (1971·)，男，四川南充人，国防科技大学训练部政策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高等学校战略规 

划和教学管理研究。 



8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2011年第4期 (总第164期) 

员。” 空军军官学校则强调 “用明天的眼光来培养和激励 

未来的航空航天领导者”。[6]“军官是穿制服的领导者”已 

成为美军院校的共识。表 I所示为三所军官学校的人才培 

养目标。 

表 1 美军三所军官学校人才培养目标 

学 校 人才培养目标 

陆军军官 培养具有良好的教育水平、过硬的专业技能、强健的体魄和高尚的道德水平的领导者，使他们作 

学校 为陆军军官和美国公民都能够持续地成长和发展。 

使进入军校的男女青年具备服务于国家和从事领导工作的基本素质，使学员在学业、道德伦理、 

海军军官 领导才能和体能四个方面均衡发展，从而掌握基本的军事技能和知识，具备必要的军人职业素质， 

拥有强健的体魄，具备高水平的智能，并建立起正确的伦理道德标准；灌输责任感、荣誉感和忠 学校 

诚感；造就献身于军队职业生涯、头脑和性格有发展潜力、有能力履行最高级指挥职责、公民职 

责和政府管理职责的毕业生。 

空军军官 造就具有领导者必备知识、品德和动力，热爱本职，忠于事业的空军军官，用明天的眼光来培养 

学校 和激励未来的航空航天领导者。 

二、着力培养学员的领导能力，教育计划系统 三、大力实施通识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专 

科学 

学员领导能力的培养和开发是三所军官学校教育计划的 

核心主题。西点军校将领导能力定义为：“领导者借以影响 

他人行为以完成组织目标的举止行为。”他们认为最理想的 

领导者应该具备强烈的道德感，宽广的知识面，高超的业务 

能力和适应作战指挥的良好的身体素质。西点军校把这种素 

质要求概括为：“学者型的智力水平，战斗员和指挥员的军 

事素养，运动员的身体素质，优秀军官正直的品格。”【 

三所军官学校均将思想道德教育计划、科学文化教育 

计划、军事职业教育计划和体育教育计划有机融合起来， 

形成系统的领导能力培养体系，为学员提供一种相互衔接、 

循序渐进的教育与训练，从德、智、军、体4个方面将学 

员培养成为集学者、领导者、运动员于一身的全面发展的 

人。西点军校构建了 “学员领导能力培养体系” (图1) 
” J

， 目的是将学员培养为遵从责任、荣誉、忠诚、为国奉 

献、能力、团队协作、服从和领导力八条准则，适应战士、 

国家公仆、专业人员和特质领导四种角色的军官。海军军 

官学校秉承培养领导者的教育方针，从科学文化教育、军 

事职业训练、道德品质与荣誉教育、体育训练4个方面制 

定其教育计划。 空军军官学校以打牢学员的军旅职业基 

础，造就 “具有献身精神的职业空军军官”为其人才培养 

的核心理念，从军事教育、学术教育、身体素质教育和道 

德品质教育4个方面展开教育训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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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西点军校学员领导能力培养体系 

业设置文理兼顾 

通识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是美国三军军官学校人才 

培养模式的显著特点。他们认为，现代战争包含越来越多 

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因素 ，要求军官具备宽广的 

知识基础、广阔的视野、以及面对不确定环境的随机应变、 

创新思维的能力；院校教育的任务在于在有限的教育时间 

内为未来的军官提供最基本的知识技能，特别是终身学习 

的能力，使他们今后能够适应日益复杂的技术兵器系统和 

高技术战场。 

专业方向由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柔性组合而成。核心 

课程由数理工程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构成，为学员奠定军 

事职业发展的科学文化知识基础，充分体现通识教育的理 

念。核心课程的安排贯穿学员整个 四学年的学习生活，学 

员不分专业，都必须学习。选修课确定学员的专业发展方 

向，为学员发展打下专业教育基础，便于学员对某一领域 

进行深入研究。西点要求学员在第2学年末决定选择其专 

业方向；-】 海军军官学校则是要求学员在第 1学年末选择 

主修专业； 而空军军官学校要求学员在二年级的秋季学期 

注册截止日期前选定专业。【9 不论学员主修何专业，毕业后 

均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专业设置文理兼顾，综合性强，学术水平高。三所军 

官学校强调通过大基础、大专业来打牢学员的知识基础， 

拓展学员的视野，提高学员的适应能力和发展潜力。目前， 

西点军校设有 25个数理工程专业，13个人文社会科学专 

业； 海军军官学校有 15个理工技术类专业，4个人文社 

会科学专业； 空军军官学校有22个数理工程类专业，12 

个人文社会科学专业。【9 这些专业涉及数理工程、军事、政 

治、经济、人文、社科、管理等多个学科领域，具有较高 

的学术水平，部分专业为全国一流。在2008年度 《美国新 

闻与世界报道》全美本科专业排名中，西点军校的土木工 

程专业排名第二，机械工程专业和电气工程专业排名第六； 

海军军官学校的航空宇航工程专业排名第四，电气工程专 

业排名第五，机械工程专业排名第七；空军军官学校的航 

空宇航工程专业排名第二，电气工程专业排名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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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机融合科学文化教育和军事体育训练， 

课程体系宽广厚实 

宽广厚实的课程体系为美国三军军官学校学员奠定了 

坚实的素质基础。三所军校的教学计划都由道德荣誉教育 

计划、科学文化教育计划、军事职业教育计划和体育教育 

计划构成，在四年的学习中，各类课程相互衔接配合，理 

论学习与实践锻炼有机融合，从思想道德品质、科学文化 

知识、军事职业素养和身体素质四个方面培养学员优秀职 

业军人必备的基本素质。 

科学文化核心课程文理渗透。核心课程是每个学员的 

必修课程，它们形成初级指挥军官知识结构的基于，为学 

员今后军事职业的发展奠定深厚的科技基础。核心课程在 

三军军官学校科学文化教育课程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西 

点军校共设置了30门核心课程，占科学文化课程的75％， 

其中数理工程科学类课程 14门，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 16 

f-I。[1O J海军军官学校设置了24门核心课程，占科学文化课 

程的 60％，其中数理工程科学类课程 11门，人文社会科学 

类课程13门；ll 空军军官学校设置了32门核心课程，占科 

学文化课程的76％，其中数理工程科学类课程15门，人文 

社会科学类课程 17门。 这些核心课程涉及 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个领域，其中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所 

占比重较大，表明美军非常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在军事人才 

培养中的支撑作用。正如西点军校的教育思想中所阐述 ： 

“战争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特殊的社会活动，许多因素诸如社 

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等等，都有可能对战争的 

胜负造成影响，所以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不容忽视。” 

军事训练内容丰富。美国三军军官学校均以严格的军 

事教育和训练来培养学员娴熟的军事技能。军事教育课程 

分为军事理论课程和军事训练两部分，贯穿4年的教学计 

划中。西点军校每个学员4年内必须完成至少8门军事理 

论课；军事训练分为学员入学基础训练、学员野外训练、 

学员队领导者训练、部队领导者训练 4个阶段 ，分别在第 

1、2、3、4学年的夏季实施，共30周。_l 海军军官学校学 

员必须通过 “新生之夏”的军事训练与测试，完成 13门职 

业军事课程，每个学年要完成26小时的集中强化军事队列 

训练，夏季短学期主要让学员熟悉海军武器装备、进行海 

军指挥以及领导能力训练。 空军军官学校的军事教育分为 

入学基础训练和贯穿 4年的 “学员军事教育训练计划”，内 

容包括理论学习、军事训练、飞行实践和空军基地任职锻 

炼。【9 军事理论课程和军事训练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教育 

训练学员，使他们能够熟练掌握单兵作战与小分队领导技 

能和相关的职业知识，培养和提高学员的领导能力和身体 

适应能力，形成职业军人的价值观。 

体育活动形式多样。体育教育是三所军官学校必不可 

少的基础教育，包括体育理论课程、体能测试和体育运动 

三个方面。三所军校均要求学员4年内必须完成至少7至 

10门体育类课程，主要学习进行体育基本训练、终生体育 

运动和组织单位体育训练的知识和技能。学员体能达标考 

核贯穿学员在校的全过程，每年进行两次健康检查，确保 

他们的身体素质和体能处于最佳状态。每名学员必须参加 
一 项运动的校代表队或参加专项运动俱乐部。西点军校将 

“每个学员都是运动员，每个运动员都要奋力拼搏”作为学 

员的座右铭。-l 西点军校60％的学员参加其14个校内运动 

项目，26％的学员参加其25个校级体育运动代表队，14％ 

的学员参加其27个不同项目的竞技俱乐部。【12 3海军军官学 

校有3O个校际竞赛项目、12项校内体育运动、14个体育 

俱乐部，有些项目在全国处于顶尖水平，还有学员在奥运 

会获得奖牌。 空军军官学校每年有3000多名学员参加9o 

个由学员自己组织的竞赛项目。 美军本科教育院校认为运 

动竞赛项目不仅为学员提供了一种终生体育锻炼方式，而 

且为学员提供了一个锻炼领导和组织能力的机会，培养学 

员的勇气、自我牺牲精神、首创精神、毅力、进取心和求 

胜意志。 

五、有力保证人才培养质量。规章制度健全有效 

(一)要求苛刻的招生选拔制度是三所军官学校确保生 

源质量的根本手段 

凡报考三所军官军校的青年必须得到美国总统、副总 

统、参议员、众议员、州长、市长或部队主官等著名人士 

的推荐，参加美国大学入学考试 (American College Test， 

ACT)及学业能力评估考试 (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 

SAT)，并通过军校的面试。三所军校在选择新生时，注重 

按照培养领导者的理念，考察学生领导潜力和个人品质， 

重视考生担任班长、运动队长以及乐队指挥等 “领导职务” 

的经历。三所军官学校平均新生录取率仅为 12．8％，新生 

中高中学业成绩居班上前20％的平均比例为76％，平均有 

18．5％的学生是全国学生代表，20％左右的学生担任班级 

主席或学生社团主席，70％左右的学生担任运动队队 

长。-l 刮高质量的生源为三所军官学校培养优秀军官奠定 

了人才基础。 

表2 2008年美军三所军官学校的生源情况 

生源情况 陆军军宙学校 空军军官学校“田 海军军官学校㈨ 

最取率 l2％ lt9％ n．8％ 

英语 28 2g SA1和 ĉT综合成绩 

额生 ACT 数学 28 2g．7 

平均成绩 科学研究 27 29，l 7OO呻OO 600-699 <600 

阅读 30 30 31-36 26-30 <26 

新生SAT 文字理解 631 624 26％ 43．8％ 29．9％ 

平均成绩 数学 昏l6 663 32．7％ 49．2％ 18．1％ 

新生离中学业成绩居 72％ 80％ 76
％ 班上前209I的比例 

-

k此数据为新生高中学业成绩居班上前 25％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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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灵活多样的评价激励制度是三所军官学校调动 

学员学习积极性的重要举措 

三所军官学校均从科学文化、军事训练、体育活动和 

道德品质4个方面，采用不同的成绩评定方法对学员的综 

合素质进行全过程监控。如西点军校采用由学术计划学分 

(APS)、军事计划学分 (MPS)和体育计划学分 (PPS)加 

权而成的学员表现成绩 (Cadet Performance Score，CPS)来 

反映学员的综合素质。 7 学员表现成绩在第七学期末作为决 

定四年级学员选择任命军种和分配去向的依据；在第八学 

期末用以决定优秀毕业令和 《陆军晋衔表》上的顺序。 

CPS=0．55APS+0．30MPS+0．15PPSd以 (1) 

而空军军官学校也将学员课程成绩 (GPA)、军事训练 

成绩 (MPA)和体育活动成绩 (PEA)加权合成为综合表 

现成绩 (Overall Performance Average，OPA)o 

OPA=60％GPA+30％MPA+IO％PEAAA (2) 

三所军校还制定了诸多激励措施，鼓励学员奋发向上， 

踊跃争优。主要措施包括：对在学术、军事、体育和思想 

道德各方面表现突出的学员进行奖励并颁发各类荣誉奖章， 

提供特殊学习机会，提供攻读更高学位的奖学金等。如西 

点军校允许综合评价优秀的学员进行高级个人研究计划和 

荣誉课程的学习；L1。 海军军官学校则推荐综合评价优秀的 

学员加入荣誉协会；L8 空军军官学校为表现优异的学员提供 

更多假期。 三所军校均提供到国内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 

进行学习或攻读高级学位的各种奖学金和研究基金。 

(三)严格的全程淘汰制度是三所军官学校激发学员竞 

争意识的有力措施 

三所军官学校认为在缺乏战争实践的情况下，充分发 

挥竞争性活动的作用，有意识地摔打学员，对提高其竞争 

力，磨炼其坚强的战斗意志尤为重要。三所院校的学员淘 

汰过程为：根据评价结果判定学员是否为问题学员；问题 

学员将受到相关鉴定委员会的定期审查；在限定的时限内 

学员的表现未见改进，则鉴定委员会提出建议；一旦认定 

问题学员不适合担任部队军官，则将其淘汰。西点军校针 

对不同的年级定义了完全不同的问题学员判定准则，第一 

学年的累积质量平均分 (Cumulative Quality Point Average， 

CQPA)不能低于为2，0，而第四学年则为 1．67。[10j而海军 

军官学校和空军军官学校则统一要求累积质量平均分不能 

低于2．0。 j[9 3三所军官军校的平均淘汰率为22％，每届都 

有200多名学员不能毕业。 】 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促使学 

员刻苦学习，奋发向上，永争第一。 

【四)自主的学员管理制度是三所军官学校提高学员领 

导能力的基本途径 

三所院校都采用与部队管理体制相似的学员管理模式， 

即学员按部队编制体制统一集中管理，在专职军官督导下， 

由学员自主实施管理和训练。西点军校和海军军官学校将 

所有学员编成 1个学员旅，下设若干团、营、连和排；空 

军军官学校按美空军部队编成将所有学员编成1个学员飞 

行联队，下设大队、中队。不同年级的学员担任不同等级 

的职务，并被授予不同的学员军衔。以西点军校为例，四 

年级学员担任旅长、团长、营长、连长和排长以及各级参 

谋；三年级学员主要担任班长，监管下面两个年级的学员； 

二年级学员担任组长，指导 1～2名一年级学员o[12]在这些 

编制单位内，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员混编在一起、生 

活在一起。上课和训练时，学员再根据各自不同的安排， 

走进不同的课堂和训练场。这种类似部队的、具有严格等 

级制度的指挥体系，确保学员自主管理体制与作战部队实 

际相符，锻炼学员的组织管理能力，促进不同年级、不同 

专业学员间的交流与沟通。 

(五)因材施教的小班教学制度是三所军官学校保证教 

学质量的重要手段 

三所军官学校根据学员的成绩进行编班，成绩好的编 

人快班，一般的编入中班，差的编入慢班。他们鼓励学员 

们主动参与教学，并经常接受测评。在由12～18名学员组 

成的小班中，每位学员都能充分参与教学活动，并得到教 

员的关注。如果学生对任何一天所教授的内容还有疑问或 

是希望获得更深入的理解 ，他可以在课外得到一对一的指 

导。三所军官学校的生师比都比较小，西点军校为 7： 

1；[ 海军军官学校为 8．5：1；[ 空军军官学校为 9：1。 。] 

这就能够保证有足够的师资力量开展小班教学和提供一对 

一 的指导。三所军官学校的大多数教室仅可容纳 15～20 

人，以便实施小班教学。小班教学充分体现分类指导、因 

材施教的理念，使得研讨式教学、启发式教学得以实施， 

有效地调动了学员学习的主动性。 

(六)安排紧凑的三学期制是三所军官学校完成学员教 

育训练任务的根本保障 

三所军官学校的每一个教学年度均分为春季、夏季和 

秋季 3个学期。春季和秋季两个学期主要进行科学文化教 

育；夏季学期主要进行军事训练、认识实习和军事职业实 

践。西点军校的春季和秋季两个学期分别为 17周和19周 

左右，夏季学期安排7—9周；【2 海军军官学校的春季和秋 

季两个学期分别 为 2l周和 19周左 右，夏季学 期为 l2 

周；【卫 空军军官学校的春季和秋季两个学期均为 l7周左 

右，夏季学期为1O周。 各学期之间衔接比较紧密，假期 

分散在各学期内，不集中放长假。这样安排使得科学文化 

教育和军事教育训练的时间都得到充分保证，有利于提高 

学习和训练的效果。 

六、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教员队伍素质优良 

素质优良的教员队伍是美国三军军官学校不断提高办 

学水平的人才基础。西点军校在其办学 《基本方针》中明 

确指出：“教育计划中起核心作用的是军事教官。无论讲授 

文化课程或军事课程，每一位教官都是智能、道德和军事 

方面的真正楷模，他们使学员了解军事职业人员多么看重 

智能发展。” 三所军官学校教员的首要任务是教书育人， 

同时也从事一定的学术研究工作。 

三所军官学校秉承 “以今天的领导者培养明天的领导 

者”的思想，不断强化教员队伍建设，其教员队伍数量精 

干、素质很高。三所军官学校的教员队伍由军职教员和文 

职人员组成，两者的比例三所学校不尽相同，陆、海、空 

三所军官学 校文职教 员的 比例分别 为 21％、59％、 

25％。[j 军职教员主要是从部队的优秀指挥军官和参谋人 

员中选调。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将战场的新信息新 

要求带回课堂，开展针对性教学，确保课堂教学贴近部队 

实际、贴近实战，增强学员对部队的认识，促进院校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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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部队的结合。文职教员主要从地方院校、科研机关、政 

府部门招聘。这种聘用地方人员的做法，有利于促进先进 

前沿的科学技术和广阔的人文知识进入军校，开阔学员的 

视野，促进校内外学术交流，提升教员素质。军职教员任 

期为3年左右，教员队伍的频繁交流，有利于院校教育与 

部队建设的紧密衔接，适应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这种 

频繁的人员流动中，为保证教学质量的稳定，三所军官学 

校都保留着一批学术造诣深的常任教授，可在学校工作至 

退休。三所军官学校的教员，都具有硕士以上学历，其中 

博士比例西点军校为46％， 海军军官学校为49％； 空 

军军官学校为50％；_拍 且大多数学位是从哈佛大学、耶鲁 

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地方 

名牌大学和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等国外著名大 

学中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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