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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军委习主席指出：“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作为军队院校，如何培养能够适应 

未来信息化条件下复杂环境、圆满履行使命、实现打赢目标的优秀军事指挥人才，是一项艰巨的任 

务。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指挥军官基础教育学院成立以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始终围绕高素质 

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中心任务，在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学科研质量上主动作为，尤其近年来，他 

们着眼 “两个前列”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在指挥人才创新拓展培养、院校与部队联教联训模式创新、 

领导管理能力培养及合训学员培养质量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研究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栏摘取其 

中一部分研究成果予以刊登。 

巧 ～ 刁 、。 句～ 。，刁～ 0 ’刁、 

指挥人才创新拓展培养的思考 

苏成民，刘晓才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指挥军官基础教育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2) 

【摘 要] 如何培养实现打赢目标的优秀军事指挥人才，是摆在军队院校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通过对 

指挥类人才创新拓展培养的目标模型、教育训练内容、管理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在寻求人才培养新的增 

长点上就我们应该 “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提 出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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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Innovation and Exploitation Cultivation of Commanding Officers 

SU Cheng—min．LIU Xiao—cai 

(College ofBasic Educationfor Commanding Officers，National Univemity of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3，China) 

Abstract：Nowadays all the PLA’ S military academies ale positively seeking new points of growth for the military 

talents cultivation with the background of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Centering on the target model，training content，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innovation and exploitation cultivation of commanding omcers．this article is aiming at bringing 

some enlightenments on the what and how issue when seeking new points of growth for the military talents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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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习主席指出：“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如 

何培养实现打赢 目标的优秀军事指挥人才，是摆在军 队院 

校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当前，全军院校紧紧围绕世界新 

军事变革和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积极寻求人才培养新 

的增长点，特别是对领导未来军队信息化建设、指挥未来 

信息化战争的优秀军事指挥人才培养工作进行积极的探索。 

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但也发现了一些问 

题和不足。一是由于探索时间较短，经验不足，在很多情 

况下都不得不参考和借鉴我军传统的专业技术干部人才培 

养模式 ，导致在培养 目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要求方 

面 ，未能紧贴优秀指挥军官培养的核心诉求 ，不能准确反 

映其培养的特征；二是优秀指挥人才培养课程设置特色不 

够突出、指向性不强；三是教育管理机制灵活性不足，未 

能突出学员主体作用和自觉意识培养，培养手段较为单一， 

合力育人机制尚不完善，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 

进一步去研究和思考。 

一

、 需求索引。建立与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 

息化战争需求相匹配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模型 

培养 目标是确定教育内容、模式和方法手段的依据和 

前提，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从未来需求出发，紧贴优秀 

指挥军官培养的核心诉求建立 目标模型。 

(一)立足全局。着眼未来，合理定位培养 目标 
一 是站位要高。我们提出了对指挥人才的创新拓展培 

养，就是希望这部分人能够在未来众多指挥员中脱颖而出。 

这就要求要把培养目标与军队建设和国家安全结合起来， 

要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来审视 ，要放眼世界新 

军事变革的潮流去思考，要紧贴夺取军事斗争主动权的使 

【收稿日期】 2012—10-06 

[作者简介] 苏成民 (1963一)，男，安徽泗县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指挥军官基础教育学院院长，硕士，高级工程师。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2013年第 1期 (总第 169期) 

命任务做文章。二是看得要远。瞄准未来是提高人才培养 

层次的必由之路。西点军校的教育理念就是 “面向变化世 

界，培养未来陆军军官”。⋯要适应未来新的技术发展，深 

入分析、科学预测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到底 

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并以此为牵引来确立我们的培养 目标。 

三是定位要准。要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不能仅仅 

因为部队当前需要什么，就只培养什么样的人，要在胜任 

职责要求的基础上培养具备持续发展潜力的指挥员。要处 

理好培养将军与培养优秀指挥员的关系，军校教育所要做 

的是致力于为学员丰富知识、增强能力、提高潜能提供平 

台，并为其进入将军的行列奠定坚实基础。最终能否成为 

将军，还需要从岗位任职到中高级培训等一系列循序渐进 

的过程，还有赖于以后持续不问断的努力。 

(二)胜任职责，履行使命。强调未来职业指向 
一 名优秀军事指挥人才应该是合格的士兵、优秀的军 

人、杰出的领导者。合格的士兵是前提，优秀的军人是必 

要条件，杰出的领导者是最终 目标。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 ， 

就应该具备与三种叠加身份相符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概 

括起来就是胜任职责、完成使命。军人本身是一个要求很 

高、又极具挑战的职业，在胜任职责上要具有高超的领导 

技能和严格的标准，军人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的神圣使命 ， 

在完成使命中要具有无私的奉献精神和敬业精神。 

(三)结合现实，面向实战，紧贴未来任务需求 

科技的进步给部队建设不断提供新的机遇和挑战，技 

术系统与作战行动结合也越来越紧密，这就要求未来指挥 

员必须具备厚实的科技素养，能够熟练运用科学方法解决 

部队建设和作战训练问题；未来战场环境复杂多变，在高 

度紧张和瞬息万变的条件下 ，需要具备 良好的心理素质、 

超常的判断能力、创造性的思维和快速反应能力；在未来 

高杀伤力的作战空间中，分布式部署、分散式指挥要求必 

须具备独立作战、独立思考、机智果敢和勇于承担责任的 

能力和素质；未来作战行动将是级别更低的部队实施更大 

程度的联合作战，在较低层面上联合的趋势日益增强要求 

具有联合意识；信息技术被广泛运用于战场，必须具备包 

括信息收集 、传输与处理能力在内的厚实的信息素养；应 

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需求，必须精通更 

多的技能，包括技术 、军事技能与战术。 

(四)认真分析。全面考量 。科学设置目标模型 

在职业指向和未来需求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应该具备 

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着重研究并回答夺取军事斗争 

主动权的独特需求，最终建立目标模型，为教育功能的设 

计、独特教学内容设置提供依据，建模过程中，要充分体 

现合格指挥员与优秀指挥员 目标模型的区别。而后用贡献 

图的方法来构建教育训练体系，要分析目标模型每一项知 

识、能力、素质的培养需要设置什么教育训练内容来实现， 

而后分析所设置的内容可以为哪些知识、能力、素质的培 

养做出贡献，这样就能够使得目标模型与教育训练体系实 

现无缝衔接。 

二、体现特色，构建体现时代特征、适应战争 

发展、符合使命要求的教育训练体系 

教育训练内容是人才培养体系主体性要素，它的先进 

性和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员的能力与素质，影响 

到人才培养质量和效果。我们必须遵循高等教育和人才成 

长的特点、规律，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科学设计教育训 

练体系，为高素质优秀指挥人才成长夯实基础。 

(一)针对特点，遵循规律，以全面系统教育为基础 

优秀指挥人才的创新拓展培养也是高素质新型军事人 

才培养的一部分 ，他们受到的应该是全面的、一流的本科 

教育。要遵循高等教育和人才成长的特点、规律，在为学 

员打下坚实的军政基础之外，系统的大学科学文化教育在 

时间和条件上要得到充分的保证，要完整地经历本科教育 

的各个环节，做到文化学习与军事训练既高度综合又相辅 

相成。 

(二)宽深结合，专精兼备。设置独特教育训练内容 

创新拓展培养 的目的是造就最卓越、最优秀的人才， 

希望他们出类拔萃。这就需要在完成学历教育的基础上， 

分析研究加强什么、突出什么，而后提供一些可以让学员 

的文化素质、军事素质、身体素质经受更宽泛 、更深层、 

更特殊挑战的独特的教育训练内容。在科技素质的培养上， 

要改变目前指挥类人才一些课程在学时和深度上 比技术类 

学员少、浅的现状，把数学、电子、信息系统、计算机等 

必需的学科领域课程在教学内容设置上做到更为宽泛、更 

具深度，使其具备广博的知识，成为技术领域的专家。在 

军事素质的培养上，适应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要求，可以增 

设一些维稳处突、工程保障、特种作战、网络攻防等领域 

的课程，依我可能面临的渡海登岛作战，增加抗眩晕的科 

目。I2]这些独特的内容也正是创新拓展培养的学员引以 自豪 

的地方，同时还可以作为对外展示的窗口。 

(三)重视科技，凸显实践，拓宽长远发展空间 

要把重实践作为一个重要理念 ，与强素质有机结合。 

科技素质的培养要遵循知识能力的形成规律，设置 “学一 

研一练一用”等一系列循序渐进的实践环节，尤其是要加 

大科技在军事上运用的实践环节比例，并以此为基础 ，在 

潜移默化 中培养学员的科学思维和创新思维，使之成为 

“应用型”专家。军事素质培养方面，在原有集中实践环节 

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可供学员选择的特色实践环节，比如 

跨军兵种的训练科 目，参与部队演习的组织 、计划与实施 

等。要实施特长提升计划，面向在某领域有特长或者有特 

别兴趣的学员 ，通过开设特色课程、创建俱乐部、成立兴 

趣小组等多种形式，为学员提供进一步拓展知识、增强能 

力、提高素质、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同时可以将特长提 

升与相关领域的国际、国家资格认证或水平考试挂钩，为 

学员任职和长期发展提供资质证明。 

(四)从严治军 。磨练筋骨。强化敢打必胜信念 

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坚持用打仗的标准推进军事斗争 

准备，不断强化官兵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思想， 

坚持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训练部队。” 作为军队院校， 

如何从实战需要出发，培养能够适应未来信息化条件下复 

杂环境和严峻压力，圆满履行使命，实现打赢 目标的优秀 

军事指挥人才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同时，军人职业本 

身就充满着风险和挑战。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就必 

须能够承受最严峻的心理压力和最艰苦的身体磨练。为此， 

在创新拓展培养中，要加大教学训练强度，提高要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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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营造近似实战、满足需求的高压、高难环境，通过各 

种活动、不同环境的磨练 ，培养和增强学员坚忍不拔、敢 

打必胜的意志品质，为未来更好地履行使命任务打下坚实 

的基础。 

三、创新培养，注重在打破传统思想束缚中拓 

展教育管理机制的内涵 

传统的教育管理机制是长期经验和实践的总结，是教 

育管理机制创新的基础 ，我们要传承，但又不能完全依赖， 

否则就会束缚我们的思想。要着眼优秀指挥人才的培养特 

点 ，深入拓展教育机制、管理机制 、培养机制的内涵，为 

高素质优秀指挥人才成长创造有利环境。 

(一)细化 目标。转换模式，挖掘 自我发展潜力 

教学内容上要注重把目标模型要求分解细化到课程中， 

科学文化课程要把重点 由传授知识 向传授核心思想、培养 

思维方式、提高科学认知转变，军事理论课程要注重加强 

体现信息化特征、适应信息化战争需求的内容和引入目前 

世界上局部战争、局部冲突战场上最鲜活经验。教学方法 

上要加大研讨式、案例式、想定式教学 比重，由学员为 

“主体”向学员为 “主导 +主体”转变，拓展军事训练的 

内涵，由教员 “主训”向教员 “主训”与学员 骨干 “辅 

训”相结合转变，使学员在技能生成的过程中完成组训能 

力的培养。_4 教学手段上要通过基地化 、网络化、模拟化手 

段，提高教学训练效果，同时使学员了解掌握科技手段的 

使用方法。教学效果上要针对任何教育不可能解决学员任 

职后的每一个可能问题，把教学训练作为承前启后、持续 

发展的过程，在传知识、练技能同时，更重要的是教会学 

习方法、提高学习能力、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二)优化过程 。拓展内涵。提高领导管理能力 
一 是严格创新拓展班人才选拔。实施基于领导发展潜 

力的人员选拔 ，建立包括智力 、领导潜力、身体心理、意 

志品质等内容的评估体系，确实把愿意从事指挥岗位并为 

之奋斗的最具领导潜质的人选拔进人创新拓展班学习。二 

是培养过程中要严格纪律。严守纪律是一种永不过时的领 

导力，也是一名军人法定的义务，包括遵守法律法规和条 

令条例、落实一日生活制度、加强作风养成等，在日常生 

活、关键时刻、工作之余随时随地都要根植于每一名学员 

心中，因为将要承担的特殊使命，他们的日常行为与表现 

始终要做到无可挑剔。三是要拓展管理教育的内涵。要树 

立所学的所有东西、所经历的一切过程，都为培养必备的 

领导才能服务的观念，充分发挥教学训练的管理教育职能， 

把练技术 、练战术与练思想、练作风结合起来，把作风养 

成、意志品质锻炼、战斗精神培养贯穿始终。四是要注重 

在自我管理中提高领导管理能力。要把高低年级混编落到 

实处，探索实施学员等级制度，明确各年级学员职责，使 

学员在管理与被管理中培养自律行为、提高能力素质。包 

括各种比赛、各种评价等课堂教学以外的一切活动，从计 

划实施到总结讲评都尽可能由学员来组织，学员既是参与 

者，也是领导者和组织者，这样就可以为学员领导才能和 

组织能力的培养提供更多的锻炼机会。 

(三)联合培养。资源共享，完善合力育人机制 

首先要强化院校和部队合力育人机制。要充分利用部 

队装备、场地、专业教练部 (分)队等实践教学资源和经 

过长期作战训练积累的丰富经验，通过联合教学和科技、 

理论创新联合攻关等形式，把一些培养环节放在部队来完 

成，比如一些跨军兵种的特色训练科 目依托部队组织或直 

接参加部队的训练，组织参与部队演习、演练以及其他大 

型活动的计划、组织与协调工作，面向部队实际的问题解 

决型毕业设计实施院校与部队双重指导，在参与部队作战 

训练中来完成等。 其次是走开院校与院校联合培养的路 

子，每个院校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都有独特的实践或 

实验条件。要打破不具备条件就不开设课程的传统观念， 

只要是未来所必需的，可以安排到其他院校 (包括地方院 

校)，利用他们的优势资源，来完成某一门课程或某一个特 

殊的实践环节。最后是走开国际化培养的路子，目前工程 

技术类人才培养国际化路子已经走得很开并且很成功，但 

指挥类人才培养在这方面少之又少。随着我军对外交往的 

增多，未来优秀指挥人才必须具有国际竞争力。因此，可 

以选派优秀的学员到其他国家军事指挥院校进行短期培训、 

随团直接参与国际事务或参加各种军事比赛等，也可 以邀 

请其他国家军事指挥院校学员来进行短期培训或交流，和 

他们同场共训、同台竞技。 

(四)科学考评，正面激励，营造积极向上氛围 

要改革课程考核方式，实施基于学习结果和过程表现 

的多元化综合考核，建立学员领导管理能力考评体系，推 

行定性与定量、考知识与考能力相结合的考评机制，全程 

监控学员领导才能培养。建立荣誉激励机制，在评先评奖、 

专业选择、分流分配上给予特殊政策。要营造多元化的熏 

陶氛围，提供基于信息技术的学习环境，在图书文献查询、 

使用上给予特权，定期为学员提供健康体检，在学习训练 

条件保障上提供最优势的资源。通过考评、激励、优先保 

障等措施，激发学员在创新拓展班学习的自豪感。 

指挥人才的创新拓展培养，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进行不 

间断的研究和探索。只有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 

化战争的要求，针对未来作战设计师、指挥家的培养特点， 

在特殊的教育管理机制下完成特殊的教育训练内容，才能 

最终达到培养夺取未来军事斗争主动权迫切需要的优秀军 

事指挥人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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