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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点桑赫斯特竞赛对学历教育院校实战化训练的启示 

高 博 ，雍成纲 ，黄成军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1．指挥军官基础教育学院；2．训练部，湖南 长沙 410072) 

[摘 要】 为落实军委总部 “能打仗、打胜仗”和 “两个靠拢”的指示精神，提升学历教育院校军事基 

础教育实战化训练水平，对西点桑赫斯特竞赛的实战化特点进行分析和总结，进而得出对我军学历教育院校军 

事基础教育实战化训练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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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Sandhurst Competition for the Warfighting-—oriented Training in 

Credential Education Academies 

GAO Bo，YONG Cheng—gang，HUANG Cheng—jun 

(College ofBasic Educationfor Commanding Officer，NUDT，Changsha 410072，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headquarters’instructions of“to fight to win”and 

“the two closes”．to improve the actual combat training level of military basic education in undergraduate eduemional 

academies，based on carding the situation of wartighting—oriented training， the article analyes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andhu~t Competition，and then draws the enlightenment of warfighting—oriented training in Credential 

Education Acade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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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实战化训练 (warfighting—oriented training)是指 “在 

近似实战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的训练” J，是全面贯彻落 

实 “战训一致”的训练原则，通过创设高度接近实战程度 

的训练环境条件，严格遵循符合实战要求的训练内容和训 

练标准，灵活运用 “贴近实战、类似实战、模拟实战、符 

合实战”的各种训练方式方法，以最大限度地缩短训练与 

作战之间的差距，提高部队遂行未来作战任务的实战能力 

为根本目的的军事实践活动。_2 

胡锦涛同志曾指出，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 出发进 

行训练，在近似实战的环境和条件下摔打磨炼部队。习主 

席指出：“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新年伊始，总部 

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要紧紧围绕能打仗、打胜仗的目标， 

以军事斗争准备任务为牵引，大力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 

实践创新信息化条件下训练模式，加紧培养高素质新型军 

事人才，进一步推动部队训练向实战靠拢、院校教育向部 

队靠拢，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训练部队，解决影响实 

战化训练的重难点问题。由此可见，落实实战化训练，提 

升学历教育院校军事基础教育实战化训练水平，是摆在我 

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现实任务。 

学历教育院校作为初级生长军官培养的重要平台，肩 

负着培养生长干部学员必备的军事基础素质和能力的重任， 

必须与任职教育院校和部队训练在内容和形式上更加密切、 

更加贴近、有效衔接，必须建立和发展实战化教学训练， 

培养学员适应实战要求的素质和能力。2012年 4月，解放 

军理工大学首次派代表队参加了西点军校 “国际军事院校 

桑赫斯特竞赛” (以下简称 “桑赛”)，取得了团体第4名 

的好成绩。以理工大学为代表的我军学历教育院校，在派 

学员参加西点军校桑赫斯特军事竞赛的过程中，体验到的 

外军院校实战化竞赛的经验，值得我们充分借鉴和思考。 

二、西点军校桑赫斯特竞赛及其实战化特点 

桑赫斯特竞赛始于1967年，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 

院赠予美国西点军校一把英国军官佩剑，希望西点军校将 

佩剑作为一项军事竞赛奖品奖给学员，后来这一竞赛发展 

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军事院校间军事技能比赛。竞赛内容 

均为美军校学员常训科 目，主要围绕船只机动、通过障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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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降、战场伤员护理、射击、武器操作、定向越野、指挥 

能力挑战、绳桥、总转场时间等 10个项 目，均以实战为背 

景设置，是一场体能、智能、技能和团队协作、指挥决策 

能力等方面综合素质的大比拼，比赛强度、难度都比较大。 

2012年 4月，来 自美国、英 国、澳大利亚、加拿大、 

西班牙、智利、阿富汗和中国等 8个国家、近 20所军事院 

校的50余支代表队参加 “桑赛”，解放军理工大学11名学 

员，作为中国军校唯一的代表队首次参赛，从55支代表队 

中脱颖而出，共夺得2个单项第一，1个单项第二，荣获桑 

赫斯特臂章，登上了团体奖的领奖台。在取得荣誉的同时 

有必要深入分析和总结其实战化特点，以推进我军学历教 

育院校实战化训练发展。 

(一)贴近实战设置竞赛场地环境 

“桑赛”在各科目竞赛场地和环境设置上非常贴近实 

战。首个比赛项 目定 向越野，要求 9名 队员在 3小时内， 

在野外没有道路的深山丛林中寻找 24个坐标点。这与我军 

院校军事地形学实践教学中为避免学员受伤和发生意外而 

将坐标点设置在乡间小道路边标志物上的做法有显著差异， 

显然更符合实战化要求，难度也更高。再比如在实弹射击 

比赛 中，靶场设置是纵深为 300米的高低起伏不平的环境 ， 

目标在 300米以内的任何距离和方位都有可能出现。又比 

如投弹比赛，场地没有设在一片空旷地域，而是安排在丛 

林当中，无形中增加了难度，而且要求投弹队员用于完成 

投弹动作的时间不能超过5秒钟，投弹之前和之后都必须 

躲在遮蔽物之后。这都充分体现了西点军事训练贴近实战 

环境设置任务的要求。 

(二)模拟实战情境设置操作内容 

“桑赛”对竞赛科目的内容设置完全依照战场真实情 

境。如射击比赛中，目标设置为贴近真实战场的隐现目标， 

每次 目标出现不超过 10秒钟，而且除设置了敌人 目标之 

外，还设有平民目标。比赛中在任何不同距离、不同方向、 

不同高度的位置，都有可能随时出现目标，射手需要在 10 

秒钟之内完成发现目标、分析敌我、判断目标距离、选定 

标尺或选择弹道高、确定瞄准点、瞄准、调整呼吸、击发 

等一系列动作，而且要保证有较高的射击精度。再如通过 

铁丝网障碍，不仅每名队员自己要匍匐前进通过，还要集 

体协作将一个装有90千克石子的担架一并从铁丝网下运 

过。这都是我军学员在院校从未遇到的完全实战化情境。 

(三)设置实战中容易出现的困难 

“桑赛”在模拟真实战场环境的同时，还经常设置各种 

在战场上容易出现的各种意外，增加比赛难度。在定向越 

野比赛中，主办方为参赛队准备了地图熟悉比赛场地概况， 

但在比赛开始前，却临时更换了不同版本的地图，这使我 

军学员非常不适应，最终只找到了 10个坐标点 ，成绩排名 

靠后。而在射击比赛中，主办方在事先为射手压好子弹的 

实弹匣中随机掺杂了部分空弹壳，干扰射击过程 ，这也是 

模拟实战的一个体现，检验射手临机应对能力。 

(四)突出团队合作完成任务能力 

“桑赛”设置的各种通过障碍比赛，非常注重团队合作 

完成任务，多数障碍都难以凭一己之力轻松通过，都需要 

通过团队配合才能完成，充分体现战场团队作战的模式。 

如通过高板障碍，由于本身高度就比较高，而且设置了倾 

斜度，因而必须有一名队员在高板一侧充当垫脚石，其余 

队员踩在他的背上跳过高板，同时最好还有另一名 队员采 

取推和扔的方式协助队友，可以有效提高每名队员的通过 

速度，而最后一名队友通过时也需要其他队友帮忙，这都 

体现了团队合作在战场上的重要性。 

(五)依照实战标准裁定考核成绩 

“桑赛”在考核标准设置上，也严格按照战场真实标准 

计算竞赛成绩。如射击比赛设置的目标有敌我之分，命中 
一 个敌人目标得1分，而误射一个平民目标则要被倒扣 10 

分 ，处罚相当严格，我军学员也因为缺乏这方面的训练， 

经验不足 ，导致成绩不理想。又 比如在手榴弹投准比赛中， 

成绩计算并不以手榴弹落地点计算，而是按照其落地滚动 

后最终停止的炸点计算成绩，这都与我军传统的训练考核 

标准有很大差别。 

(六)锻炼指挥员战场统筹协调能力 

“桑赛”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十分注重对团队指挥员 

战场协调统筹、临机处置能力的锻炼。由于比赛中各代表 

队的干部与参赛学员完全隔离，所有比赛中遇到的状况都 

必须由参赛队队长指挥协调。如在定向越野寻找坐标时的 

人员分组和方向路径选择，转场过程中搬运水管的指挥技 

巧，船只机动时安排锯圆木和划皮艇的任务分工 ，以及指 

挥能力挑战课目中移动榴弹炮的方法设计等，都随时在考 

验着团队指挥员的战场统筹协调能力。 

三、对我军学历教育院校军事基础教育实战化 

训练的启示 

西点 “桑赛”作为有几十年历史的国际性军事院校竞 

赛活动，在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不断吸收美军不同时期在 

全球不同地域参与的实战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借鉴 “桑赛” 

的内容设置和比赛模式，对加强我军学历教育院校军事基 

础教育实战化训练有一定启示作用。 

(一)转变教学训练指导思想。变 “保姆式”教学为 

“主导型”教学 

教学训练的指导思想决定着开展军事训练的思路和模 

式。“桑赛”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战场上任何意想不到的情 

况都有可能发生，为了让我们培养的未来战场指挥员能够 

应对各种情境，必须尽早培养学员自主解决各种问题的能 

力。当前我军部分学历教育院校为了保证训练安全或片面 

追求成绩的提高，在很多共同科 目教学训练中过于包办， 

成为一种 “保姆式”教学。如在实弹射击中组织专人为射 

手压好子弹，出现任何故障有专人帮助射手排除，甚至有 

些院校为了防止学员打错靶还安排专人监督每个射手瞄准 

方向以便及时提醒；又如在野外综合演练的过程中为了保 

证学员野外行军拉练途中有救护车跟随保障，就只安排学 

员走车辆可以通行的大车路，而不走更加贴近实战的小路 

等。为了使实战化训练有效推进 ，必须首先转变教学训练 

指导思想，院校领导层、机关和军事教员有必要认真梳理 

和领会实战化训练的实质和内涵 ，用实战化思想取代保安 

全思路 ，成为学员军事基础教学的引导者而不是包办者， 

发挥好组训者的主导作用，激发受训者的主体作用，变 

“保姆式”教学为 “主导型”教学，让学员在 自我成长 自 

我锻炼中增加对战场的适应性，提高实战 (下转第1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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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管理工作又有 自身的理解 ，在学习的过程中会拿着理 

论知识与工作实际做比较或 “对号入座”，容易使得他们对 

相关理论学习的内容产生置疑。因此，要通过相关理论的 

学习、讲解 、引导，促使他们能够全面、客观 、科学地认 

识和理解管理理论指导实践的具体性和必要性。二是典型 

示范。“典型示范——经验交流”是提高士官基层管理能力 

训练效果的有效途径。通过充分遴选部分任职经历和管理 

经验丰富、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士官 “现身说法”，按照 

“实事求是 ，推荐经验；敞开心扉，各抒己见；汲取营养 ， 

相互借鉴；资源共享，自我完善”的宗旨进行交流互动， 

以开阔视野，丰富管理方法，增强互学意识。 三是想定应 

用。在士官基层管理能力训练活动中运用想定应用的方法 

就是以基层分队各种管理工作情况设想为依据，在教员的 

组织和引导下，让士官独立地对赋予的情况设想进行分析 

和研究，拿出解决方案。从而培养他们的分析能力、研究 

能力、谋划能力 、创新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独立工作能 

力。具体通过：认真准备，编写想定；加强指导，独立作 

业；组织讨论，确定方案；结案讲评，批改作业来进行。 

四是演练提高。一方面开展模拟训练。模拟训练是贯彻训 

(上接第 15页) 

条件下解决实际问题的素质和能力。 

(二)转变和深化教学训练内容 ，增加实战背景和团 

队精神氛围 

训练内容的形式决定学员掌握军事本领的程度。学历 

教育院校军事基础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初级指挥生长军官军 

事基础素质，其 内容主要围绕军事共同科 目，根据总部制 

定的 《军事共同课程基本要求》实施各科目教学。“桑赛” 

的定向越野和实弹射击等科目比赛，在难度和实战化程度 

上给我们很好的启示。一是在部分军事技能课 目教学中适 

当深化训练内容 ，增加实战背景。如在军事地形学野外实 

践教学中，增加训练场地地形的复杂性 ，增强站立点和目 

标点设置的迷惑性；在轻武器射击教学中拓展射击难度， 

增加射击距离，增加学员判断目标距离和选择标尺的教学 

内容，将固定靶改为隐显靶，缩短射击时间等。二是在体 

能课目中增加部分团队合作训练 内容。如在耐力训练 中变 

解散跑为带队跑，不再追求个人突出成绩而是衡量集体成 

绩；借鉴美军和德军等团队通过障碍的训练经验，在障碍 

训练中变单个人通过为一个班 7—8人集体通过，模拟战场 

集体互助；还可以增加各种战场集体转运物资等训练内容， 

在增加趣味性的同时，锻炼了体能，增强了团队意识。 

(三)加强军事训练条件建设，营造更加逼真的战场 

环境设施 

训练环境是军事训练要素之一，训练环境真实性直接 

影响到实战化意识的培养。“桑赛”安排在西点巴克纳军事 

训练基地，是闻名世界的 “兽营”训练地，各种训练设施 

和环境设置处处体现出逼真的战场氛围。针对目前学历教 

育院校军事科 目训练设施缺乏实战化氛围和功能的现实情 

况，有必要花大力气加强院校战场环境条件设施建设，使 

练情境与管理实践相统一原则的具体体现。它有计划地设 

置近似管理实际的条件，使士官管理训练活动处于一定的 

现实状态，但又能科学地控制其整个活动过程，通过训练 

使士官逐步熟悉基层管理工作的内容、程序和组织实施方 

法 ，增强基层带兵和组训能力。具体就是根据管理能力科 

目的内容，让士官模拟各种管理角色，采取指定组织和随 

机抽点人员组织管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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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各种军事训练科目都能在具备一定战场环境氛围的条 

件下组织训练 ，增强学员对各种军事技能在战场上使用的 

直观感受。如在靶场建设各种掩体和工事来增加战场对遮 

蔽目标射击的训练，建设单兵战斗动作训练场演练单兵和 

班组战术配合 ，在实弹射击和战术基础动作训练时播放音 

响模拟战场枪炮干扰环境，在军事地形学野外实践场地设 

置部分敌人假 目标来提升学员的战场警惕性等。 

(四)完善军事训练考核机制 ，增加对抗性、团队性 

考核项目 

军事训练考核机制决定着军事训练的目标和导向，要 

推进学历教育院校实战化训练发展，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 

的考核评价机制。“桑赛”中几乎所有课目的评判标准都是 

针对团队整体完成任务的情况评定成绩 ，更注重战场实现 

军事 目的的效果。近年来，总部对院校毕业学员进行的联 

合考核有效提升了毕业学员军事素质。为进一步增强学员 

战场实战化意识和训练的实战化程度，可以在每年总部联 

考项目中，对每个考核项目提出战场环境要求，增加战场 

环境对学员的干扰和激励作用；另外也可在现有考核科 目 

的基础上，适当增加部分现有考核科 目的实战化检验标准， 

如在步枪操作计算点射命 中率的基础上，变固定目标为隐 

显 目标，缩短 目标暴露的时间等，促进在校期间学员军事 

基础教学训练实战化程度有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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