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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士学员本科学历教育的几点思考 

孔令兰，李 斌 
(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 1．基础部；2．军事油料应用与管理工程系，重庆 401311) 

[摘 要] 战士学员相比青年学员部队经验比较丰富、军事素质较好，但文化基础相对较差、自主学习 

能力较低、学习心态错综复杂，导致其教育引导任务加重、公共课程教学压力增大、专业课程教学要求更高。 

从招生源头上把好质量，优化课程体系结构，调整实践教学比重，强化奖惩激励机制，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战士 

学员本科学习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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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for Dipl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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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adets from the troops have rich military experience and higher military qualities． However，they 

haven’ t sound cultural foundation and arc not good at independent learning．Thus their learning mentality is complicated 

， which causes the difficulty in teaching guidance，pressure buildup in non—major courses teaching，as well as higher 

demand for the teaching qu ality of the undergraduate study．We should stfiedy control the enrollment，optimize the conrse 

structural system ，adjust the proportion of practice，and strengthen the system of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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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招收参加全军统一考试的部队士兵 ，是军队 

院校本科学历教育生源重要渠道之一。如何针对战士学员 

自身的特点，分析战士学员的学习特征以及存在的主要问 

题，探寻有效的培养途径，这一直是探究提高战士学员本 

科学历教育质量的重大课题。目前大多数院校对青年学员 

和战士学员采用了统一的培养方案、统一的培养模式，没 

有考虑教育对象的差异进行因材施教，导致战士学员本科 

学历教育没有充分挖掘出其特征和优势。-l 为此，我们尝试 

通过对战士学员特点以及学习状况的全面分析，探索影响 

战士学员本科学历教育的教育改革问题，希望能够对提高 

战士学员本科学历教育质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

、 战士学员学习状况分析 

相比青年学员，战士学员都有过部队生活经历 ，在严 

格军营生活中磨练出了坚强的意志品格，掌握了一定的军 

事技能，军事素质较好，组织纪律观念较强，有强烈的成 

才愿望和学习欲望，学习的积极性较高，刻苦耐劳，勇于 

拼博，但由于其科学文化基础薄弱，在学习过程中仍存在 

学习方法欠缺、自主学习能力弱、学习目的动机复杂的情 

况，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质量。 

(一)科学文化基础薄弱 

战士学员由于成长环境的原因，多数科学文化基础比 

较薄弱。一是本身底子较差。大多数战士学员完整地读完 

了高中课程，但也有一部分战士学员未完成高中课程就选 

择当兵，文化基础停留在初中水平，科学文化先天性缺陷 

明显，且呈现参差不齐的现象。-2 二是入学前缺乏学习时 

间。在部队生活过程中，战士学员大量的军事训练和严格 

的日常管理，使得战士学员既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继续 

进行系统、正规的科学文化课学习，导致入学前科学文化 

基础欠帐太多。三是考前 复习效果不佳。全军统考前 ，部 

队统一组织的战士学员科学文化复习和补习，由于时间较 

短 ，一般不超过 3个月，个别的甚至不到 1个月，时间紧、 

内容多矛盾非常突出，虽有一定效果，但属于 “临阵磨 

枪”，只 “治标”不 “治本”，整体而言成效不大。 

(二)自主学习能力偏弱 

战士学员主观上对自主学习非常渴望，但 自身学习方 

法、理解能力、主动思考意识还较低。一是学习方法单一。 

本科学历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但多数战士学员却热 

衷于 “填鸭式”教育，只注重书本内容，“教员教什么，自 

己就学什么”的现象比较突出，不善于利用图书馆、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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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进行学习，不能把课内外有机结合。二是理解能力较差。 

多数战士学员喜欢 “叙述性”知识，知识接受停留在 “听 

热闹”，课堂上简单问题发言虽然比较踊跃，但遇到疑难举 

手者都寥寥无几，缺乏举一反三的能力，不会拓展自身的 

知识结构，往往表现为 “课堂上明白、下课后糊涂”。三是 

缺乏主动思考。多数战士学员属于 “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的，只感兴趣 “是什么”，不善于探究 “为什么”、 “怎么 

提高”，被动学习习惯 “根深蒂固”，对知识的理解往往局 

限于 “知其然”而 “不知其所以然”。 

(三)学习目的动机复杂 

战士学员由于 自身成长经历，在军校学习中表现 出错 

综复杂的学习心理。一是学习自信心较高。战士学员具有 

部队工作经验，意志坚定，善于沟通 ，管理能力较强 ，军 

事素质较好。多数战士学员认为，虽然 自身科学文化水平 

欠缺，但凭借自己的努力拼搏，能够顺利完成学业。二是 

学习挫败感较强。战士学员科学文化基础薄弱，前两年的 

基础课学习困难，强烈的学习意愿与成绩不够理想之 间的 

反差，极大程度地影响了他们的学习热情，使其学习的积 

极性受到严重挫伤。 三是学习期望值不高。相比同期入学 

的青年学员，战士学员年龄普遍偏大，不少战士学员认为 

在起跑线上难以实现同步，毕业后存在年龄级别倒挂，对 

学习兴趣和目标表现很大的捆扰，学习动力明显不足，得 

过且过现象明显。 

战士学员培养存在的问题 

当前，多数院校对战士学员和青年学员培养采用统一 

的培养方案、培养模式，在顶层设计和底层操作环节上没 

有充分考虑战士学员本科学历教育自身的特点进行针对性 

教育，这对战士学员本科学历教育质量产生了较大的冲击 

和影响。 

(一)基础课教学压力大 

公共基础课是战士学员学习的一个 “硬伤”，也是教学 

过程最 “头疼”的方面。主要表现在 ：一是学不懂。高等 

数学、大学物理、大学英语等基础课是战士学员认为最困 

难的课程 ，多数战士学员感觉 自己是无能为力，教员也是 
一 筹莫展。二是不愿学。部分战士学员认为毕业后主要是 

带兵训练，科学文化知识将来用场不大，特别是公共基础 

课对部队实际工作没有用，学好学差一个样。另外，部分 

学员由于基础较差，认为努力不努力一个样 ，厌学情绪较 

大 ，对公共基础课学习兴趣不浓 。三是不会学。多数战士 

学员考学之前没有 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科学的学习方法，虽 

然埋头苦学，但效果不是很好，其主要原因单纯注重知识 

的简单记忆和被动接受，学习策略明显不高。_4 

(二)专业课教学要求高 

战士学员熟悉部队，部分还有相关专业的工作实践基 

础，渴求专业课学习表现出自己的优势。一是内容针对性 

要求高。战士学员普遍认为，专业课与毕业后任职岗位联 

系紧密，学好专业课就能保证胜任部队工作要求，多数战 

士学员喜欢部队经验丰富的教员，期望专业课教学能够理 

论联系实际，直接对毕业后岗位工作有帮助作用。二是实 

践教学比例要求高。大多数战士学员对理论课学习表现比 

较抵触，而对实践课学习表现则兴趣盎然，尤其对具体的 

装备、设备实际操作流露出十分浓厚的兴趣，期望专业课 

教学中增大实践 比重 ，表现出自身优势。三是教学方法手 

段要求高。进入专业课学习阶段，多数战士摆脱了学习中 

疲于奔命的状态，学习压力相对减小，学习目标相对明确， 

加之具有一定的军事基础和专业知识储备，教学过程中表 

现出很强烈的参与性，研讨式、启发式等教学方法在专业 

课教学中成为一种必然要求。 

(三)帮扶引导任务重 

战士学员在四年军校学习中，遇到的基础课学习、考 

试压力、学习目标、学习兴趣的问题，都需要院校倾注大 

量人力物力进行针对性的帮扶引导。一是时间贯穿全过程。 

把一名优秀士兵培养成为一名合格军官，需要进行方方面 

面的培养教育 ，如针对战士学员不好教、学不懂、不会学 

等问题，需要开展基础课补习辅导；如针对自主学习能力 

不强，需要综合学分导师给予更多关注和指导。二是不良 

学风扭转难。有的战士学员学习带有较强烈的功利主义色 

彩，接受本科学历教育仅仅是为了捞张文凭顺利提干，学 

习成绩奉行 “6O分万岁，61分浪费” 】，求知欲不强，学 

习动力明显不足，潜移默化纠正和稳定其学习风气成为一 

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三是考风建设任务重。部分战士学 

员认为考试结果理想胜过一切 ，考试不求靠学习实力 “硬 

过”，只求靠拉关系、走后门 “软过”；平时不注重学习， 

临考前寄托划重点、搞突击，考试后套老 乡、找熟人 ，希 

望部队经历中那些千丝万缕联系让教员 “手下留情”，加强 

战士学员考风建设任重道远。 

三、战士学员培养应对措施 

解决战士学员本科学历教育培养质量和效益问题，涉 

及到人才培养工作的各个领域和方方面面，必须按照生长 

干部学历教育学员培养规律，充分考虑本科学历教育战士 

学员特点和优势 ，联合部队，合力把关，从宏观和微观上 

优化培养顶层设计，努力提高战士学员本科学历教育质量。 

(一)把好生源质量关 

生源质量关系到战士学员人才培养质量，决定 了战士 

学员本科学历教育教学工作的起点，直接影响到培养目标、 

培养方案、培养模式的建设。一方面应执行严格资格审查。 

推荐学员苗子时，不仅要看其高中毕业证书，更要看其科 

学文化基础状态，杜绝打招呼、留名额等不正之风，真正 

把优秀士兵遴选出来。另一方面应实行统一入学标准。根 

据全军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招生的要求，进一步强 

化军政考核监管，尽量降低因大单位和地区差距导致同一 

专业的战士学员综合素质相差过大，为院校四年学历教育 

奠定生源上的良好基础。 

(二)优化培养顶层设计 

从顶层设计上解决战士学员与青年学员人才培养方案 

趋同化问题，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培养模式体现自身 

的规律，突显细微差别，实现战士学员本科学历教育因材 

施教。一是科学设置课程体系，充分考虑战士学员自身科 

学文化基础和军事素质方面的特点，坚持通识教育、专业 

教育、拓展教育相结合，知识、能力、素质相统一的培养 

要求，优化课程体系设置，加强战士学员能力素质培养。 

二是合理确立教学内容 ，针对战士学员文化基础较差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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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可适当调整基础课授课 内容，针对战士学员有部队经 

历，减少军事技能集训时间，增强自我实践锻炼环节。三 

是深化改革培养模式，增加文化基础补习阶段，充分利用 

网上教学、考核和模拟训练信息化平台和多样化考核方式， 

实行研讨式教学方法，建立适应战士学员学习特点的组训 

模式，综合考核战士学员综合运用能力，从培养末端提高 

战士学员教育质量。 

(三)强化管理激励机制 

改进学员管理模式，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这有助于 

端正战士学员学习动机，增强学习动力，营造良好 的学习 

风气。一是实行混编管理制度。发挥训管一体作用，实行 

学员队不同年级的青年学员和战士学员混编机制，坚持模 

拟骨干轮流担任模式，突出自律管理和自我学习能力的培 

养，使战士学员与青年学员互助中增强学习的动力和信心。 

二是建立完善荣誉制度，形成课内成绩与课外活动有机结 

合的综合学分评定制度，解决战士科学文化基础和部队生 

活经历两个方面表现出的差异性和层次性，激发战士学员 

发挥 自身特点和优势 ，提高学员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 

三是严格落实淘汰制度。建立完备考核体系 ，营造公平公 

正的竞争环境 ，科学设计淘汰善后工作 ，对不合格者实行 

全程淘汰 ，以淘汰的压力转变为学习的动力，保证战士学 

员本科学历教育毕业后到部队真正发挥 出自身的特点和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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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和军事素质 、能够快速适应部队工作生活的高水平翻译 

人才 ，不仅满足各部队单位，特别是情报等特殊单位对军事 

翻译人才的需求，又可以建立军事翻译人才战略储备，以防 

备各种突发紧急情况。 

在这一体系中，院校是绝对的主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翻译人才的培养无非有两种渠道，一是院校教育 ，二是 

翻译机构在职培训。院校教育又分学历教育和任职教育。 

就翻译人才的培养而言，学历教育基本上就是外语专业教 

育 ，主要是 目前军队院校中各个外语专业的本科和硕士研究 

生教育，将来条件成熟了还可以设立军事翻译本科专业教 

育。任职教育主要是军事翻译人员到院校参加的在职培训。 

翻译机构的在职培训指的是一些专业的翻译机构对新招募 

人员进行的专业强化培训，以使新招人员尽快适应这些机构 

的要求，胜任这些机构的工作。这是地方一些单位的习惯做 

法。比如外交部翻译室对新进人员就有比较严格的培训，甚 

至还为其他单位培训翻译人员。这种做法的优点是针对性 

强，通常来说水平比较高，但缺点也是明显的，主要是规模都 

很小，适用性窄，难以做到多样化的培训。我军有限的几个 

翻译机构 目前都还没有进行在职培训的能力，其 自身人员甚 

至都还要依托地方机构进行培训。即便将来有了这种能力， 

其培训规模也满足不了我军对翻译人员的需求。因此，军事 

翻译人才培养的主体只能是军队院校。 

另一方面，军队院校目前也完全有能力承担军事翻译人 

才培养的重任。我军设立外语本科专业的院校至少已有六 

所，设有外语专业硕士点的院校也有六七所，外语教育的规 

模比较可观，具备了培养军事翻译人才的基础，有些院校的 

毕业生也的确具有从事军事翻译的能力。况且，一直以来， 

我军的翻译人才也都是由军队院校自己培养的，事实证明素 

质都很高，完全胜任军事翻译工作。其中，外国语学院和国 

际关系学院的毕业生占了多数。近年来，军队院校各外语专 

业积极推进转型，比如外国语学院就特别重视学员军事知识 

和军事素质的培养，毕业生的“含军量”不断提高。翻译教学 

在各院校外语专业教学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外国语学院和国 

际关系学院都建立了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完整的翻译人才培 

养体系，外国语学院还设立了专门培养应用型翻译人才的翻 

译专业硕士学位，并且是全国首批获准设立这一学位的十五 

所院校之一。院校的教员队伍对军事翻译也越来越关注，这 
一 点从近三年的全军军事翻译研讨会上就可以看出来，与会 

的院校教员越来越多 ，提交的论文质量也越来越高。 

总之，军事翻译 已经发生 了新的变化，我军对翻译人才 

也有了新的需求，在探讨军事翻译人才的培养时，必须充分 

考虑到这些新变化和新需求。从我国和我军院校教育的现 

实来看，军队院校理应成为军事翻译人才培养的主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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