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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院校合训学员实施全程淘汰制的探索与思考 

韩仙华，朱 曼，蒋林辉，王保华，焦君武 
(解放军理工大学 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1) 

[摘 要] 军队院校正处于教育转型期，正在大力实施精英教育，培养大批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对 

此，军队院校应及时建立和实施学员全程淘汰制加以保证精英人才的培养。本文分析了实施学员全程淘汰制的 

重要意义，提出了军队院校合训学员全程淘汰制的构想和体系，并进行了试检验和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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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Thoughts and Probes of Applying the Wh0le Process Screening System to Junior 

Commanding Officer Cadets in Military Academies 

HAN Xian—hua，ZHU Min，JIANG Ling—hui，WANG Bao—hua JIAO Jun—wu 

(Insthute ofScience，PLA UniversityofScience andtechnology，Nanjing 211101，China) 

Abstract：Military academies are at the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stage and carry out the elite education to train a 

large number of hi 一qua】jty military personnel of a new type．Therefore，military academies should set up and apply the 

whole process screening system to ensure the qualit)，of talent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carrying out the 

wh0le process screening system。proposes the idea and the system of applying the whole process screening to junior 

commanding oflqcer cadets in military academies，and testifies its fea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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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军队建设的转型、军事训练的转变和军事斗争人 

才准备的深入推进，部队急需军队院校培养出大批的高素 

质新型军事人才。对此，军队院校必须积极推进教育转型， 

大力实施精英教育，建立和实施严格规范的、科学合理的、 

操作性很强的学员全程淘汰制度来加以保证精英人才的培 

养。本文分析了实施学员全程淘汰制的重要意义 ，提出了 

军队院校合训学员全程淘汰制的构想和体系，并进行了试 

检验和可行性分析。 

一

、 实施学员全程淘汰制的重要意义 

(一J精英教育的需要 

军队院校积极推进教育转型是有深刻背景的，它是与 

战争形态的转变、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相适应，与我军 

建设转型和军事训练转变相联系相配套的重大战略任务。 

因此，军队院校的教育转型与战争的转型、军队的转型、 

训练的转型紧紧联系在一起 ，是其题中之义和必然支撑。 

这就能看清院校转型的核心目标指向是培养精英，就是要 

面向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自觉摆脱一般普及性学历 

教育和传统育人模式的束缚，确立精英教育的办学理念。 

实施精英教育要在制定新的人才培养方案基础上，不仅需 

要深入推进各项教学改革、强化教员队伍建设，而且更需 

要构建一套有助于精英教育的制度机制，尤其是学员全程 

淘汰制度 ，形成更加科学精确、可操作可评估的刚性约束 

机制，为实现精英教育提供科学完备的制度保证。只有如 

此，才能够培养出真正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我军的军 

事院校才有可能跻身于世界一流的军事院校。 

(二)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需要 

未来的战争是复杂电磁环境下联合指挥作战的信息化 

战争，获取信息化战争的胜利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是具有 

国际战略眼光、厚实科学文化基础、过硬的军事专业技能、 

高超的指挥领导艺术、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指技 

融合”的高素质指挥军官。然而，具有这一切特征的高素 

质指挥军官要在军队院校学习期间不仅需要刻苦学习，努 

力提高学员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军事技能素质、 

领导能力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更需要建立和实施学员全 

程淘汰制度，以严格甚至苛刻的制度，不断地优胜劣汰，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留下的学员都是精英，能够成长为高 

素质新型指挥军官，在面对信息化战场诸多复杂因素的不 

确定性并能做出快速反应和果断的指挥决策，一旦战争在 

恶劣的环境下还能顽强指挥战斗，直至战斗取得全面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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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三)促进学员学风的需要 

长期以来军队院校学员淘汰率很低，甚至零淘汰，容 

易使学员产生进军校就等于进了 “保险箱”的错觉，使不 

少在校学员产生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思想，缺少危机感、 

竞争意识和内驱动力，随之而来学风建设上不去，学员缺 

乏争先创优的活力和激情，潜能不能充分发挥，更谈不上 

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军事技能素质、领导能力 

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的全面提高。因此，军队院校在人才 

培养的实际过程中，不建立和实施学员全程淘汰机制，学 

员就没有生存压力，就没有好的学习风气，就不能保证高 

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培养质量。 

二、学员全程淘汰制的构想和体系 

(一)学员全程淘汰制构想的理论基础 

对于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军队院校而言，建立 

学员全程淘汰制尤为重要。军队院校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草案 (2om一2020)中指出，严格执行培养质量标准， 

完善淘汰安置政策，加大学员全程淘汰力度。在当前军队 

院校转型的背景下，深刻理解军委、总部对综合大学人才 

培养的战略预期，切实弄清部队建设发展新形势新任务对 

军队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始终瞄准与同台竞争的潜在对 

手，紧紧抓住在长期和平条件下培养出能 “带兵打仗夺胜 

利”的初级指挥生长军官这一根本目标，是我们思考并架 

构学员全程淘汰制体系的前提和理论依据。 

(二)学员全程淘汰制体系的框架设计 

学员全程淘汰制体系框架设计的基本原则，是根据四 

总部 《适应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需要，加强军队院校人 

才培养的意见》、总政和总参 《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核心素质 

能力培养目标模型 (试行)>、四总部和教育部 <关于军队 

院校初级指挥生长干部实行 “学历教育合训、任职培训分 

流”组训方式的实施意见>、四总部 <军队院校生长干部 

学员全程遴选和分流安置实施办法 (初稿)》中关于人才 

培养的总体要求和标准，来确定学员全程淘汰制的各项指 

标和体系。 

项目组经过多次征求意见和反复研究，拟确定学员全 

程淘汰制体系由5个一级指标 (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 

素质、军事基础素质、领导能力和身体心理素质)组成； 

每个一级指标按照知识、能力、实践或素质三个方面分为 

17个二级指标，二级指标下对应着 53个不同的指标点和主 

要评价点 (如图1所示)。这些指标点和主要评价点的设计 

既注重了学员各门课程的学习。也关注了学员实践环节和 

自主学习情况；既注重了学员平时的点滴养成，也关注了 

学员在重大活动中的组织和获奖情况。因此 ，这些指标点 

和主要评价点囊括了学员的全程学习、日常养成和各种表 

现。对体系中一、二级指标和对应着不同指标点分别设置 

了不同的权重，评价等级分为A、B、C、D、E五级，并附 

有A、c、E评价等级说明，介于A、c级之间的为 B级， 

介于 C、E级之间的为 D级。 

5个一级指标 

。
—_===，／／ ； ＼ ===＼ ． 

思想政治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 军事基础素质 领导能力素质 身体心理素质 
I 

l l l l l 
按照知识、能力和实践或素质三个方面确定了l7个二级指标 (略) 

l 
对应S3个指标点和主要评价点，每个评价点附有A、C、E评价等级说明 (略) 

图1 学员全程淘汰制的体系框架 

评价结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和严重不合 和严重不合格五种结论。 

格五种。其标准为：优秀A≥15，c≤8(其中重要指标项 

目A≥10，c≤2)，D=0，E=0；良好：达不到优秀的标 

准，且A+B≥15(其中重要指标项目A+B≥10)，D≤2， 

E=0；合格：达不到良好的标准，且D≤8(其中重要指标 

项目D≤2)，E=0；不合格：D>8，E-_1；严重不合格：E 

≥1(指重要指标)。为便于操作对 A、c两级评价等级说 

明，原则上尽可能给出定量的硬指标，确实无法定量评价 

的，则给出相应的软指标，通过综合测评或其它方法来客 

观真实反映某学员各软指标所对应的等级。通常以学期为 

单位来统计、测定学员的各项指标点A、B、C、D、E五等 

级，根据标准评价出每个学员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三、实施学员全程淘汰制的试检验和可行性分析 

(一)实施学员全程淘汰制的试检验分析 

以学期为单位对2010级系统工程、指挥自动化工程等 

专业部分合训学员230名进行了试探性检验。将学员全程 

淘汰制的53个指标点及所相应的主要评价点对每个学员逐 
一 进行评价，给出相应的A、B、C、D、E五个等级，其中 

定量的指标点易统计易给出相应的等级，而对软指标则采 

用综合测评方法进行，测评时考虑了学员队队干部、学员 

骨干权重与普通学员的权重有所不同，按照确定的优秀、 

良好、合格、不合格和严重不合格五种标准 (下转第60页) 



60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2012年第3期 (总第167期) 

具有的一定的地位，此时你完全可以与老师进行谈判、讨 

论，在讨论的过程中没有必要过于担心挑战到导师的权威 

只要是对科学问题进行讨论，相信导师会客观的与你交流， 

并不会因为你与他争论而让他对你产生不好的看法，这种 

讨论对于你毕业答辩或者今后的工作是非常有益的。因为 

在你毕业答辩时，往往要面临好几位同行专家的提问，对 

于他们的问题你都要很好的回答，而且对于某些与专家不 
一 致的看法，你需要掌握一定的讨论技巧与之进行辩论， 

如果在平时与导师的交流过程中不注重培养这方面的能力， 

当你在答辩过程中遇到这种问题时，就会感到手足无措， 

严重影响到你的答辩成绩，甚至影响到今后的工作。 

五、结束语 

与本科生不同，研究生既有学习任务，又有科研任务， 
一 般要完成一定的科研课题后才能毕业。在这个关键的问 

题中，导师是研究生的风向标，指引着学生的发展方向， 

因此，与导师建立良好的关系相 当重要。良好的师生关系 

不仅对课题研究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而且对学生今后的 

工作、学习和生活都会有很好的帮助。消除不满情绪、经 

常联系导师、争取导师的信任以及展现自我是建立良好的 

师生关系的重要方法，也是学生步入社会前的重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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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出每个学员的等级。检验结果表明：达到优秀的 13％， 

不合格的 7％，其它均为良好和合格 ，没有出现严重不合格 

的学员，基本属于正态分布。明显发现：平时学员旅 、学 

员队领导感觉好的或差点学员与学员全程淘汰制评价出来 

的结果完全吻合，初步证明学员全程淘汰制具有很好的科 

学性和合理性。需改进和完善的方面有：(1)对指标点的权 

重 (个别重要指标点)和对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的 

标准要作相应 的微调，使正态分布曲线的峰值更合理些； 

(2)有些评价点的内容表述不够准确，个别地方出现重复现 

象需要调整；(3)综合测评表内容还需进一步的充实，增强 

设计的合理性。初步考虑将每个学员的等级折成百分之排 

名，按大学规定淘汰率的百分比对学员实行预淘汰 (或淘 

汰警告)，在预淘汰 (淘汰警告)期间实现 “三结合”教 

育，把学校教育、学员自我教育和家庭教育紧密结合起来。 

(二)指标清晰。公平合理。操作性强 

目前确定的学员全程淘汰制5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 

指标及相对应的53个指标点条理清晰，层次分明，简明扼 

要。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学员学习、训练期间各个学习活动 

环节，包括日常养成、重大活动等各种情况，能充分体现 

每个学员在全程学习过程中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 

军事技能素质、领导能力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学员全程 

淘汰制设计和构建过程中，广泛征求部分专家、机关、学 

员队干部、学员等各方意见，科学设置淘汰指标点，不断 

提高学员全程淘汰制的公平性、合理性和科学性，使全程 

淘汰制在每个学员面前人人平等、心服口服，使学员感觉 

全程淘汰制只退该退的学员，对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杜绝淘汰过程中不合理因素起到重要作用。【2 学员全程淘汰 

制中53个指标点所相应的主要评价点内容定量地描述约达 

73％，因此，便于统计，操作性强，也有利于每个学员及 

时掌握自己的学习、训练动态，激励学员的学习动力。 

四、结束语 

军队院校实施学员全程淘汰制，实行高淘汰率是高素 

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规律的内在要求，是军队院校实施精 

英教育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促进学员的学习风气，使 

“学员被动学”转变为 “学员主动学”的学习氛围，强化 

学员的竞争意识和内驱动力，确保军队院校学员优中选优， 

适应部队的建设和发展，为打赢未来复杂电磁环境下联合 

指挥作战的信息化战争培养更多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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