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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武警初级指挥院校任职教育教材建设的思考 

程 新 ，石小青2 
(1．武警广州指挥学院；2．武警广东省总队医院，广东 广州 510440) 

[摘 要] 加强武警初级指挥院校任职教育教材建设，必须着眼培训对象的培养目标模型及任职岗位需 

求，教材内容要从偏重理论性向注重实践性转变、从偏重系统性向注重针对性转变，教材体系要从偏重稳定性 

向注重动态性转变，不断提高教材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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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andard of new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is the guide and basis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s construction i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The job requirements of the demands are the starting point of teaching materials construction i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Highlighting the cultivation of the cadets practical abilities is its characteristics，and emphasizing 

the principle of flexibility is its basic requ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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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是院校组织课程教学的基本依据。第十六次全军 

院校工作会议后 ，武警初级指挥学院大多由学历教育向任 

职教育转变。相应地，武警初级指挥学院的任职教育教材 

建设提上了重要日程。基于以上情况，我们对武警初级指 

挥学院任职教育教材建设提出几点思考与建议。 

一

、 着眼培训对象的培养目标模型。教材内容 

要从偏重理论性向注重实践性转变 

人才培养目标模型是指学员经过院校培训后应达到的 

教育目标和规格标准，是院校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基本依 

据，是评价人才培养质量的基本尺度。2006年以来，武警 

总部在对武警初级指挥学院培训任务规划进行合理调整的 

基础上，对任职教育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模型进行了科学 

的设计，陆续制 (修)定了 《武警院校教学内容体系改革 

方案》、《武警院校人才培养目标模型》；围绕岗位任职对 

专业规范进行了修订，将 《教学计划》调整为 《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教学大纲》调整为 《专业课程标准》，并按 

照 “任职基础、任职岗位、素质拓展”三大课程结构模块 

来设置相应的课程。通过上述调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任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模型明显不同于生长干部培养目 

标模型，学历教育注重生长干部学员的长远发展，侧重全 

面打牢基础，任职教育注重岗位任职的现实需要，侧重培 

养学员的岗位的任职能力。例如，经过排晋连级指挥警官 

任职教育的学员，要求具有较强的指挥基层勤务和处突行 

动、组织训练、基层管理和基层政治工作能力；经过参谋 

人员任职教育的学员，要求具有较强参谋咨询能力、调查 

研究能力、出谋划策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督导落实能力。 

如果学员毕业后不能胜任本职岗位，那就意味着我们院校 

的任职教育是不成功的。因此说，武警任职教育要按照面 

向战场、服务部队、贴近岗位的要求，加快实现教学内容 

由偏重学科理论知识向注重岗位能力应用转变。 

相应地，在编写任职教育教材时，要做好教材内容从偏重 

理论性向注重实践性转变，就不能将过去学历教育教材拿来， 

进行简单的修修补补、选择排列后，组合成任职教育教材，而 

是要着眼新形势下武警部队任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模型，突 

出任职教育课程内容的实践陛，对教材内容进行统筹考虑、总 

体设计和科学取舍。具体来说，一是要注意选用适合于培养学 

员实践能力的内容。要紧密联系武警部队建设的实际，体现武 

警部队学科 (课程)特色，增大专业操作、科学实验和综合演 

练的内容比重，按照专题研究式的方式来编写适应教学对象特 

点和需要的新型教材，把学员的学习兴趣激发起来、主动性调 

动起来、主体性体现出来，达到锻练思维、提高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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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要关注培养学员实践能力的方法的设计。军事技能的基础 

是经验和操作，所以军事技能的培养要以学员亲自动手、亲历 

情境、亲身体验为基础。因而要注意编写培养学员自觉地去动 

手、去探究、去思考的实践内容。动手不断开辟着学员对军事 

业务认知发展的道路；探究则不断深化他们对军事业务知识的 

理解；思考则不断发展着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 

了更好地使学员在学习任职教育课程中提高实践能力，在编写 

任职教育教材中，不仅注意丰富学员观察、调查、设计、制 

作、交流、实验等动手的内容，而且还要重视诸如概念的掌 

握、示范、反馈、练习中的实践分配等技能形成条件以及技能 

的保持和迁移等规律的阐述。 

二、着眼培训对象的任职岗位需求。教材内容 

要从偏重系统性向注重针对性转变 

任职教育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人才培养具有明确的 

岗位指向性。任职教育在教学内容选定上，必须立足于部 

队急需 、能用，强调 “岗位需要什么就给什么”，“学员最 

缺什么就补什么”，学员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要保证回到部队 

后管用，否则将会形成学非所用或学而无用的局面。因此， 

武警任职教育要以部队执勤、处突、反恐和未来防卫作战 

中的重要问题为核心，以专业所需的主干知识为重点，强 

干削枝，形成专题式的教学内容，不一味地追求系统性、 

完整性，而是侧重针对性、实用性和时代性 ，使教学内容 

更加具体、更加集中，体现在教材的编写上就是要在内容 

选定上必须具有很强的岗位针对性。 

要完成任职教育教材内容从偏重系统性向注重针对性 

转变，我们认为，一是要做好培训对象岗位需求特征分析。 

要以武警总部下发的各种文件为依据 ，以武警部队新训练 

大纲为基本牵引，通过到部队调研、征求学员意见和专家 

会诊方法，摸清部队对人才培养的现实要求、毕业学员的 

主要优势和不足等，把部队的情况搞清楚，把岗位需求分 

析透彻。只有弄清了学员任职岗位需求，各类任职教育教 

材的编写才能建立在科学的客观依据之上。二是打破学科 

理论界限，按照培训对象岗位需求，有机组合成综合性专 

题教材。以武警部队处置突发事件这个专题为例 ，与它具 

有直接联系的学科理论主要有武警内卫学、武警指挥学、 

武警战术学、武警执勤学，我们在编写处置突发事件教材 

时，就不能简单地重复上述学科理论，而是要根据当前部 

队处置突发事件所遇到的难点和热点问题，打破学科界限， 

采取按照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指挥岗位对处置突发事件 

的岗位能力需求，灵活地借鉴或者选取相关学科理论，建 

立起具有复合知识结构的综合性教材。三是扩大选修性教 

材种类，满足培训对象的个性需求。选修课就是培训对象 

根据自己的岗位需求、学习兴趣和特长在一定的范围内， 

有选择地学习的课程。为此，院校要根据担负的培训任务 

需求，建立模块式的课程组合，编写各类选修性教材，从 

而使培训对象能够按照不同岗位性质、不同职务、不同任 

务方向、不同素质状况，甚至个人兴趣特点，灵活地进行 

选择，以适应不同岗位需求，使培训工作更具有针对性。 

三、着眼培训对象的学制特点，教材体系要从 

偏重稳定性向注重动态性转变 

武警任职教育培训学制普遍较短，具有 “速成班”的 

特性。从武警初级指挥学院任职教育看，短期培 (轮)训 

已成为任职教育培训的主体。这就要求我们力求在有限的 

教学时间内，紧紧围绕培训对象的学制特点合理设置教学 

内容，让学员把岗位任职必须掌握的内容学好，把重点内 

容要学深、学透。但由于教材编写要有一定的周期，一旦 

定稿，其内容则有一定的相对稳定期。因而，一本教材用 

于多个培训班的现象将很难避免。为体现教学内容的适应 

性，这就要求任职教育必须改变传统的课程体系模式，科 

学遴选内容，变固定模式为动态模式，编制适合短训班学 

习的模块结构化、问题引导式 、“菜单”式等教学内容灵活 

性和选择性较大的新型教材。只有做到教材内容体系动态 

更新、滚动发展，才能适应培养对象胜任岗位和继续发展 

的新要求。 

如何编出富有动态性的任职教育教材?我们认为，一 

是对任职教育需求较多的课程，要集 中武警院校骨干教员 

按照新课程标准，集体编写任职教育统编教材，作为基本 

教材，便于各院校选用，以解决 目前基本教材数量少和部 

分院校自编教材质量不高的问题。二是鼓励各学 院针对本 

单位任职教育的任务，编写 自编教材 ，进行动态化的补充， 

以解决院校培训急用之需。对其 中优秀的自编教材，由总 

部推荐给各院校选用。三是教材形式要实行多样化，让教 

材能够满足应急培训需要 ，保证学以致用。可通过采用统 

编教材与 自编教材 、基本教材与辅助教材、纸质教材与电 

子教材、正式教材与活页讲义等并举的方式，将反映现代 

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最新成果 ，部队、院校教育训练改革 

的成功经验，以及本学科 (课程 )发展前沿和趋势等学员 

急需的知识，及时灵活充实到各种教材和教员的讲稿中去。 

对一些不具有普遍指导意见的研讨性观点 (教法、训法、 

心得体会)又具有创新性的内容，可不编入基本教材，但 

可以以讲义等辅助教材的方式出现 ，以开阔学员视野。四 

是要在教材编写中融入计算机、多媒体和通信技术等现代 

信息技术 ，使教材 内容的呈现由传统的单一文本方式，向 

多媒体数字化和网络化形式发展，从而使学员不只局限在 

有限的教材和参考资料的狭小范围内，还可借助光盘和网 

络进行全方位检索以掌握更多信息和最新动态。这样不仅 

解决教材的时效性和适应性问题，而且也体现了信息化时 

代教材本身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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