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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的跨学科思考 

何 明浩 
(空军预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19) 

[摘 要] 从哲学、教育学、军事学以及生态学的视角对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进行理性思考，旨在分 

析任职教育改革的阶段性特征，明确任职教育改革的现实目标，提高任职教育院校人才培养质量，促进战斗力 

生成模式转变。 

[关键词] 跨学科；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E2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74(2012)02—0009—03 

The Reform of Military Professional Education Viewed at all Interdisciplinary Angle 

HE Ming—hao 

(Division ofTraining，Ab"ForceEarly—warningAcademy，Wuhan430019，China) 

Abstract：The paper、riews the reform of military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t the philosophical，educational，military 

and ecological angles．It analy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ne phase in th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reform ，SO as tO cl8rify the 

realistic aims of the reform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cultivation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enerating 

mode of combat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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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军队院校围绕提高任职教育质量进行了艰苦 

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对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 

息化战争的标准，仍有很大差距，突出表现在：新兴学科 

发展、信息化条件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滞后；与战斗 

力生成模式转变相适应的学科专业体系还没有建立；与新 

型军事人才培养相适应的任职教育教学内容体系还不够完 

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体系还不够健全；军事理论和军事 

教育创新能力还不够突出；整体办学条件与任职教育深化 

发展的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这些不仅直接影响了任职教 

育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而且难以满足任职教育院校 

建设和人才培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构成了任职教育院校 

面临的阶段性特征，成为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的基本动 

力。虽然任职教育改革的问题如同哈贝马斯 (Hahermas 

Jurgen)所说的 “灌木丛一样错综复杂，既有社会政治、经 

济、文化的问题，也有教育自身的制度、内容、形式、方 

法等问题。” 但我们认为，教育尤其是军队院校任职教育 

最根本的问题是 “认识人、培养人”的问题。军队院校任 

职教育改革并非只限于军事教育学的领域，而应具有多学 

科交叉研究的视野，从哲学、教育学、军事学以及生态学 

的不同角度进行审视，明确任职教育改革的现实目标，提 

高任职教育院校人才培养质量，促进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 

一

、 从哲学视角看，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反 

映了军事高等教育本质，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 
一 的理论品质 

哲学层面的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是教育实践的顶 

层设计，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理论品质。“任职教 

育是军事教育价值的本质体现，应当突出任职教育主体地 

位，推进院校教育改革发展。突出任职教育地位是军事教 

育价值的本质回归。”[2 军校教育本质是院校任职教育改革 

的认识基础。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本质是指事物的根本 

性质，它是构成一事物必要要素的内在联系。军队院校任 

职教育改革最基本的必要要素包括：教育目的、教育主体 

和学科。正是由于这三个基本要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构成了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教育 

目标的育人规定性、教育主体的军事职业性和军事学科的 

战争指向性。【]J 

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的本质可以概括为：遵循高等 

教育普遍规律和军事斗争特殊规律，以军事科学为基础， 

有目的地促进学员素质和个性的全面发展，以适应战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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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建设需要、适应部队发展要求的教育实践活动。既然 

是教育实践活动，就必须体现 “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着眼人的可持续发展，这是高等教育的普遍规律；但是， 

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的育人目的性又决定它受战争形态 

的发展制约 ，“面向战场”育人成为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 

存在的基础，成为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的独特内涵。所 

以，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还必须服从军事斗争的规律， 

突出军事教育的特殊性。这种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也是高等教育关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在军事教 

育领域的客观体现。在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实践中，我 

们既不能用普遍性代替特殊性，片面强调教育的个人价值， 

片面强调与国民教育的全面接轨，而忽视军事斗争准备的 

针对性，忽视人才培养的军事特色；也不能以岗位任职需 

求为借口，片面强调教育的社会价值，忽视人的全面发展， 

压抑人的个性培养，随意变更特殊性的内涵，扩大特殊性 

的外延，甚至用特殊性取代普遍性，否则军队院校任职教 

育改革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 

二、从教育学视角看。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 

反映了军事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具有工具理性和 

价值理性相统一的价值特征 

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是按照特定岗位要求，使受教育者 

适应岗位职务以及逐级晋升需要而进行的以解决任职所需 

的知识、能力、素质为 目的的军事职业教育。军队院校任 

职教育改革是在高等教育发展、军校教育改革和世界新军 

事变革的背景下，依据院校体系 自身的建设规律而进行 的 

改革。 

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具有两种不同的价值取 向，即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指军队任职教育院校管理 

者按照上级部门框定的教育内容和价值观念，被动地把军 

队任职教育院校改革当作院校生存的前提，作为院校在竞 

争中谋求生存的手段和工具。价值理性指军队任职教育院 

校管理者把军队任职教育院校改革作为院校管理的内在需 

要和战略目标，任职教育院校改革本身具有好的价值，而 

且能够形成和创造新价值。 

从教育学的视角来说，首先应将任职教育院校改革作 

为价值理性和发展战略来对待。教育必须遵循两条基本规 

律，即促进人的发展的内部规律与促进社会发展的外部规 

律。-4j一方面，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和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培养具有鲜明个性的人才；每个学生都是有差异的生 

命个体，具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兴趣爱好、不同的需要。 

教育就是要适应人的个性差异，创造良好的条件充分满足 

学员的需要，塑造他们鲜明的个性品质，充分开发他们的 

潜力，实现学员的全面发展，为此，必须尊重学员的个别 

差异和不同需要，实现教育的多样化。另一方面，任职教 

育院校要适应内外部环境发展的需要。任职教育院校改革 

必须实行差别化办学，才能形成特色，提高整个系统良好 

的生态。因此，任职教育院校体系必须建立分工明确、职 

责清晰、任务相互区别而又相互补充的院校系统，避免院 

校和学科专业的重复设置、办学趋同现象。同时，还要注 

意不同的院校职能相互补充，既避免军官培训中复训 ，又 

避免培训中的漏训现象。 

其次，军队任职教育院校是国家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 ，其发展必须顺应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符合军事 

高等教育基本规律，实现工具理性。在不同历史阶段，国 

家高等教育发展程度和水平，既为军队院校体系整体构架 

提供前提和基础，同时也影响和制约军队院校任职教育的 

发展走向。如我军在国家高等教育系统还不发达的时期 ， 

主要依靠军队院校自己的力量培养军队所需要的各级各类 

军事专门人才，形成了相对封闭、自成体系的军队院校教 

育系统；而在21世纪国家高等教育系统高度发达的时期， 

我军的许多军事人才都可以借助国民教育系统进行培养， 

因此，许多学历教育院校被撤消 ，依靠国民教育来进行军 

官任职前的基础学历教育，从而形成 了向国民教育系统开 

放、与国民教育系统相衔接的军队任职教育院校体系。在 

西方发达国家，军队院校教育体系与国家高等教育系统保 

持高度一致 ，无论是美军的军官学校 ，还是俄罗斯的军事 

院校，都采取了与国家教育标准相一致的院校教育标准， 

以保证军事职业教育系统的人才培养质量。 

三、从军事学视角看。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 

反映了军队建设需求，具有军队编制、规模及任务 

与院校数量规模、类型结构相匹配的实践品质 

2O世纪以来，庞大军队的建立和新 的武器装备的出现 

与使用，引起武装力量组织结构 、指挥系统 、体制编制等 
一 系列的重大变化。诸军兵种专业分工更加细致 ，许多专 

业人才必须通过任职教育院校逐级培训。随着部队编制体 

制的改变 ，任职教育院校必然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要求 

对任职教育院校通过新建、合并或者裁减等方式进行改革 

的呼声越来越高，要求建立起与现有部队编制、规模和任 

务相适应的任职教育院校体系。 

从军事学的视角看，军队任职教育院校改革 的直接依 

据是军队的编制、规模和任务，这些决定着任职教育院校 

的总体规模、结构和各个院校的任务分工以及不同任职教 

育院校之间的衔接和比例关系。因为任职教育院校是为培 

养军队各个岗位所需要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服务的，而军 

队各级各类岗位的设置、人员的确立和岗位职责及任务的 

划分都是由军队编制所决定的，因此，任职教育院校改革 

必须以军队的编制、规模和任务为基本的依据，它决定着 

任职教育院校改革的数量规模和类型结构。任职教育院校 

体系作为由若干所相互密切联系、功能互补、分工各异的 

任职教育院校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必须不断地根据外部 

需求的变化以及内部的分工、调整，不断地调整和优化结 

构，才能实现自身功能的最大化。 

四、从生态学视角看，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 

是各个任职教育院校之间及院校内外部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 

在整个院校教育系统中，不同办学状况的院校处于不 

同的空间，所有院校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空间系统，从而 

达到院校之间的共生与双赢 ，这一现象可以用生态学思维 

方法和理论来解释。与生物物种类似，军队院校教育系统 

也相当于一个生态组织 ，军队任职教育院校处于一个层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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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纵横交错且错落有致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 

的任职教育院校就像大自然的生物一样是多种多样的，有 

类型和层次之分。每所院校都有适合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特 

定的生态位。院校只有找准自己最适合的生态位，才能在 

激烈的竞争中获得生存发展的空间。一个 良好而充满活力 

的生态系统是由多样化的生态位构成的，生态位的多样化 

是生物群落结构相对稳定的基础。而单一的生态位结构组 

成的生态系统缺乏发展的后劲和活力，其抵抗外界压力的 

作用也十分有限。 因此，生态系统只有打破生态位的单一 

性，实现生态位的多样性，才能促进各物种之间相互补充、 

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从而带动整体生态系统健康、可持 

续发展。 

对于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而言，由于军队所需要人 

才的层次和类型不同，规格和素质要求不同，专业和职业 

岗位不同，必然要求军队院校任职教育能够提供多样化的 

教育，来满足军队对不 同层次、类型、专业人 才的需要， 

因此，军队院校的办学层次、类型、服务面向和人才培养 

规格也必然有很大的不同，从而形成一个物种十分丰富、 

生态位多样的复杂系统。 

伯顿 ·克拉克 (Bu~on R Clark)曾指出：“对各高等 

院校进行分工已经变得越来越必要，因为这有利于不同单 

位全力投入不同的工作，不同层次的专业培训，不同类型 

的、适合于不同学生的一般教育，复杂程度不等的研究 

(从最基础的理论研究到最侧重应用的研究)，所有这一切 

都可以因院校分工后产生了各类相应的组织结构得到承 

担。” 在我军新型院校体系中，各个任职教育院校是相互 

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特别在军事教育 

资源总量相对恒定、配置方式仍以计划为主导的情况下， 

每个任职教育院校的建设发展同时也是其他任职教育院校 

的外部条件。在全军总体人才需求中，每所院校对应培养 

某一领域人才，从而有利于军事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有 

利于为各个任职教育院校创造公平公正机会均等的发展空 

间，有利于整个新型院校体系结构规模和质量的整体优化， 

有利于任职教育院校整体办学效益的提高。否则，容易导 

致院校盲目发展、无序竞争，浪费宝贵的军事教育资源， 

对军队建设和院校自身造成极大的危害。 

因此，任职教育院校改革必须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 

能量、信息的交换，不断适应和满足外部新的形势发展的 

需要，改革自身内部僵化、不健全的东西，实现结构优化， 

从而促进院校不断完善和发展。这就要求任职教育院校体 

系必须打破单一封闭的格局，建立起任职教育院校系统内 

部相互衔接与沟通、外部与军队学历教育院校和地方国民 

教育系统相互沟通的开放式的院校体系。 

五、结束语 

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强词任职教育 “动态关系”长 

远的平衡性。本文从宏观和微观层面 ，对准确把握部队人 

才培养需求，深化任职教育教学内容、方法手段改革，提 

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有效性，促进任职教育院校办学职 

能的发挥，解决任职教育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 

阐述。 

虽然人类社会的文化、教育似乎是处于永元止境的变 

化之中，但这种变化的东西，是超越时代的不变与随时代 
一 起变化的复合体，日本江户前期的诗人芭蕉称这两个方 

面为 “不变”与 “流行”。“不变”的应是对人全面发展的 

追求，“流行”则可理解为军队院校教育的内外部环境，军 

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就是在研究军队任职教育体系的历史 

与现实的基础上，调整 “不变”与 “流行”的长远、动态 

平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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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长各异，需要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在考查基 

本领导能力的前提下，开展个性特质诊断与鉴定，确保未 

来任职时人尽其才。 

6．推进国际间开放交流，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和空间 

相互借鉴、相互交流、携手合作、共同提高，是信息 

时代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军队加强人才培养质量建设的必然 

趋势。随着中国陆军信息化转型建设的不断深化，作为陆 

军军官院校，我们希望能够和各国军官院校，在更加广泛 

的领域进一步加强沟通合作，可以定期围绕各方感兴趣的 

陆军初级指挥军官培养共同课题开展讲学和交流活动，也 

可以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通过学习借鉴，促进共同提 

高。此外，在观摩联合军演及反恐演习、参加维和行动等 

方面也可以探索新的培养形式，以拓展陆军初级指挥军官 

学员的视野、丰富经历、增长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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