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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与部队联教联训共性要求的准确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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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联教联训代表着合力育人的价值取向和开放办学的发展方向，是人才培养的常态化模式和训 

练重要途径。为了有效展开并稳步推进联教联训实践性教学活动，从院校与部队应把握的共性要求为切入点， 

阐明了联教联训合作双方只有广泛凝聚共识，做到齐抓共管，任务同承共担，才能确保互利共赢、携手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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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Accurate Grasp on the General Requirement of Joint Teaching and 

Joint Training Between Military Universities and Army Units 

WANG Wen—sheng ，LIU Wei—dong ．ZH0U Jun 

(1．Shijiazhuang Military Command Academy，Shijiazhnang 050081，China； 

2．College ofBasic Educationfor Commanding Off~en，National University of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2，China) 

Abstract：Joint teaching＆joint training representing the value of joint teaching and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ing an 

open education，is the normal mode and the important way of military talents．In order to orderly and steadily push forward 

the practice of the joint teaching＆joint training teaching activities，the article regards the common requirements of Military 

Universities and Army Units as the starting point，clarifies that only partners of joint teaching＆ joint training reach 

extensive consensus， make concerted efforts and take responsibility of task together，they could have a Win —win 

cooperation and move forward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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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教联训是指军队院校 、部队、训练基地、科研机构 

等相关单位，按照各 自需求，围绕共同课题，联合组织完 

成教学、训练、科研等任务的一种军事活动模式。⋯主要包 

括院校之间、院校与部队、训练机构、科研单位以及与地 

方院校之间观摩见学、联合教学、联合演练、联合攻关等 

基本形式。各参与单位必须具有共同的意志，遵守共同的 

规范，落实共同的行动要求。 

一

、 更新观念，凝聚共识 

从 目前实践情况来看，联教联训各方思想认识还不够 

统一，相互协作的意识不够强，致使联教联训行为表现与 

预期效果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提高认识，以先进的理论 、务实的精神、正确的理念指导 

联教联训实践。 
一 是 “教研训战一致”_ 2 理念。把打赢未来信息化战 

争能力作为检验人才培养质量和部队训练水平的标准 ，把 

实战化演练作为部队训练、院校教学和科研创新的 “试验 

田”。坚持 以 “战”为 统领，准确 把握 “联” 的范 围、 

“联”的内容、“联”的形式和 “联”的保障，确保教研训 

战在 目标 、内容、保障等方面的一致性。聚焦联合作战需 

求，整合资源 ，整体联动，集智攻关 ，以战斗力生成模式 

转变引领军事训练转变 、教育转型和科研创新。二是 “合 

力共育”理念。培养高素质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是院校与部 

队、训练基地 、科研机构的共同责任。各单位之间的协作 

不是零和关系，应主动作为，密切配合，变 “要我干”为 

“我要干”，立足 自身条件，从不同的方向、以不同的形式 

发挥各自优势，形成育人合力。三是 “不为所有 、但为所 

用”理念。必须立足军队建设的实际水平，自觉摒弃自建 

自用 、自我发展、自成体系的观念。由过去 “有什么，用 

什么”向 “用什么，有什么”转变，通过资源整合、统筹 

共建 、集约使用，有效盘活部队训练资源，释放院校育人 

潜能 ，发挥基地综合优势，用好最新科技成果，实现资源 

使用效益最大化。 

二、明责赋权，齐抓共管 

联教联训参与单位多，在建制上互不隶属、相对独立， 

给教学训练的组织带来一定的难度。为了使这种松散的组 

织形式与联教联训的目标任务相适应，必须使不同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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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和基地在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下，有效履行职责，遵守 

共同制订的行为规范，有序开展教学训练活动。 

一 是要建立机构明确职责。联教联训的正常运行，有 

赖于各级机关组织领导与计划协调 ，才能做到院校部队的 

相互协作与配合。应依托现有教育训练领导管理体制，强 

化总部机关和各大单位对联教联训的整体谋划和宏观指导 

职能，牵头组织成立由院校和部队主官参加的联教联训领 

导办公室，加强联教联训的统一领导。赋予主办院校与责 

任相适应的权利，对联教联训的任务 、计划、内容 、方法、 

保障以及教学训练过程进行全程调控。依托教育训练协作 

机构，充分发挥协调职能，采取计划协调与随机协调的方 

法，及时解决联教联训的实际困难和具体问题。 

二是要完善法规强力指导。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为 

确保联教联训活动落实和效果实现，应 由总部机关牵头， 

建章立制 ，以规范促正规 ，以正规促发展。根据任职教育 

转型的需求，及时将各院校、部队 (训练机构)理论研究 

成果和联教联训实践在组训形式、内容、方法和手段上获 

取的有益经验，纳入军队院校教育条例、军事训练与考核 

大纲 、院校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中，制定颁发联教联 

训规定或其他具有法规效力的指导文件 ，保证院校、部队 

开展联教联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不断深化联教联训的 

实践探索。 

三是要建立制度有效监管。建立会商和信息交流通报 

制度 ，由联教联训领导办公室牵头召集相关单位领导或教 

学负责人 ，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会晤，共同研究制定计划， 

商讨联教联训面临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在出现新的任务需 

求、开展重大联演活动、遇到联教联训内容与资源保障冲 

突时，按照谁有需求谁主动申请，谁有能力谁负责的原则， 

及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研讨 。完善督导考评制度，建立 

由各联席单位参加的多级督导体系，制定检查考评细则， 

采取跟踪检查 、问卷调查等方式 ，对参与联教联训的所有 

成员和组织实施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督管理。建立完善奖惩 

问责制度，依据实际工作表现、检查评估结果和教育训练 

成效，对做出重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以精神和物质奖励， 

对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追究问责。 

三、统筹协调，同承共担 

瞄准联合作战需求 ，聚焦联合人才培养，紧紧扭住 能 

力生成这一关键，进行精心设计和统筹安排。系统把握教 

育训练内容 、组织形式和方法手段等要素间的相互依存， 

对目标实现路径、教育训练活动安排和配套措施等进行通 

盘考虑，做到技术操作、战术指挥、管理保障等不同教学 

内容密切衔接 ，理论讲授、作业练习、现地观摩和实装演 

练等不同教学阶段环环相扣。 
一 是根据联合作战训练需要 ，设置专业融合新 内容。 

“教什么、训什么”的问题是联教联训的核心问题。 根据 

组织联合作战和联合训练需要，把不同院校、不同学科专 

业教学内容组合起来，相互作用，互为条件，构成一个具 

有前沿性、应用性和信息化特征的新型内容体系。在具体 

设置上，应遵循整体设计、注重联合、固强补弱原则，顺 

应任职教育由专业向岗位 、由理论向应用转变的本质要求， 

根据组织规模 、联合单位构成，突破军兵种界限和专业局 

限，进行知识能力的更新与重组，使学员在联教联训 中接 

触多兵种专业知识，完成多元复合的技术储备，形成多层 

次能力结构，为岗位任职和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突出 

指挥与技术融合。信息化条件下 ，指挥与技术相互嵌入， 

相互渗透 ，指技合一是高新技术飞速发展对指挥员提出的 

素质要求。指技融合训练，应在理论教学深入阐释联合作 

战内涵和制胜机理基础上，加强一体化指挥平台和信息系 

统操作技能训练，以联合作战课题为牵引，围绕指挥活动 

主线 ，完整体现指挥过程，突出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指挥 内 

容、程序和方法研究。突出作战与保障融合。联合作战系 

统节点关乎体系运行成败，基于信息系统的后勤装备保障 

是作战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过去缺失一个马钉可能输掉一 

场战争，现代兵家更是强调兵马未动保障先行。只有把系 

统保障、一体保 障、精确保障思想提前预置到指挥员的头 

脑中，把作战行动与保障行动有机融合体现在教育训练活 

动中，才能作到平战结合，让战斗力持续再生。突出信息 

与实体融合。随着战争形态的演变，信息已成为体系作战 

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作战指挥员在信息化战场上， 

支配的不仅仅是物质和人力 ，还包括无形信息的处理。提 

高信息作战能力是我军当前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以夺 

取和保持信息优势为目的的信息与实体融合训练应成为联 

教联训的重要内容。 

二是遵循联合人才成长特点规律，采取多样化的组训 

方式。科学的组训方式，是又好又快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 

才的关键。联教联训，是一种大视野、大境界 、大利益观 

下的人才培养模式。它打破了院校以往独 自承训、自耕 自 

种的传统做法，综合运用多元力量、各具优势和特色的能 

力条件 ，共同培育新型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组织观摩见学。 

使教学训练内容与实际紧密：吉合，开阔视野和思维，对客 

观事物进行直接观察，消化原有知识，激发新的求知欲望。 

重点针对教学训练作战环境 ，场地设备设施、武器装备， 

以及教学、演练、演习和其他重大军事活动进行观摩见学。 

观摩见学主要在联教联训对 口合作单位之间进行，分为院 

校到院校、院校到部队和部 队到院校三种组织形式。开展 

联合教学。着眼于拓展学员知识 、筑强理论功底，以主训 

院校牵头、其他院校协助 ，采取相互聘请教员、学员交叉 

培训 、网上教学等多种方式，集各专业师资之优势，为学 

员提供最急需、最前沿、最全面、最优质的教学 内容。分 

为联合指挥 、军种指挥 (系统)院校、军种指挥 (系统) 

院校与相关院校 、“合训”院校与 “分流”院校之间三种 

联合教学组织形式。进行联合演练。院校与院校、院校与 

部队按照同一课题，设置同一作战背景 ，依据同一想定进 

行的作战编组演练。具体包括，院校与院校、院校与部队 

和部队与院校之间三种不同组织形式的联合演练。 

三是统筹教学训练资源，合理分担教学任务。_4 应注重 
一 切从实际出发，在结合上下功夫。统筹场地 、人力 、物 

资 、信息等各类资源，立足各院校 、部队的现有条件 ，充 

分挖掘潜力 ，做到互通有无 ，优势互补。注重平衡利益关 

系，在配合上下功夫。调和各单位正常工作与联教联训的 

矛盾，按照互利共赢 的原则，赋予各参与单位 同等地位， 

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做到取长补短，相互支持。 

注重整体效益，在契合上下功夫。要打破院校与院校之间、 



28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2013年第4期 (总第 173期) 

院校与部队之间的壁垒，建立知识衔接、内容互补、能力 

共促的相互协作关系。切实着眼学员岗位任职需要 ，由最 

具专业特长、最丰富资源、最强师资力量的单位，承担某 
一 方向的教学任务，在某一时段发挥主导作用，肩负起组 

织 、指导 、定向的责任。 

四、通力合作，互利共赢 

一 是相互学习，共同提高。院校和部队 (基地)要转 

变 自己在联教联训 中是单纯教育者，学员是单纯受教育者 

的角色意识，充分认识到学员，尤其是中高级培训班的学 

员 ，来源广泛 ，经历丰富，是训练 、作战 、管理领域的佼 

佼者，不仅是受教育者，更是学习的对象。因此，院校与 

部队 (基地)应加强与学员的交流。此外，院校要认真向 

部队学习组训 、管理和新装备运用等实践经验，部队要认 

真向院校学习先进 的军事理论、科学的教学手段和方法 ， 

在相互学习、相互促进中不断提高各自水平。 

二是联合攻关，成果共享。院校、部队和训练机构应 

针对作战训练领域内的现实问题，共 同研究，协作攻关。 

联教联训之前进行先期研究，结合各 自工作实际，提出需 

求 ，确定选题 ；联教联训过程之中进行跟踪研究，立足岗 

位实践，积极寻求解决的对策措施；联教联训结束之后， 

进行后续研究，在认真总结梳理经验教训基础上 ，进行新 

的探索。整个联教联训过程 ，始终做到取长补短，密切协 

作，通过院校理论优势和部队实践优势的完美结合，在作 

战训练理论、作战训练编组、装备改进运用等方面，形成 

切实管用的成果。 

三是兼收并蓄，深化发展。充分发挥学员 主体作用， 

引导学员不能仅仅把自己局限于某一专业领域 ，要意识到 

自己现在和未来所要担负的使命任务，倍加珍惜联教联训 

这一难得的机会，积极适应联合作战需求，注重学习其他 

院校或专业学员优长；不能仅仅把 自己当做一个学员，而 

是要融人工作角色，投身岗位实践，接受近似实战和实际 

工作环境的锻炼考验，消化巩固所学知识，转化形成岗位 

任职能力 ，拓展职业生存空间，谋求事业更大发展；不能 

仅仅把 自己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要站在军队建设的 

高度，着眼联教联训的顺利实施和持续健康发展，积极发 

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配合教学尽心尽力，参与训练尽职尽 

责。充分发挥聚合和酵母作用，勤于思考，努力创造，推 

动联教联训成果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更大作用 ，在未来 

实际工作中释放长久效能。 

五、锐意创新 ，携手共进 

联教联训活动不断深入 ，联合育人成效明显。同时， 

由于受到多种因素制约，也存在院校部队结合不够紧密， 

联合训练统领与专业特色教学不能全面兼顾等这样或那样 

的问题。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战争形态的演变和战斗 

力生成模式转变的不断推进，对院校教育教学改革提出更 

高要求，联教联训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一 是适应教育转型要求，创新联教联训理论。应紧紧 

围绕 “培养造就怎样的人”这一根本问题，加强任职教育 

教学问题研究 ，把面临的深层矛盾和可能遇到的困难想深 

搞透，把各种教学方式方法搞具体，为 “联教联训”提供 

依据。在理论研究上，特别应搞清任职教育的特点规律 ， 

掌握联合作战人才成长机理，从军队建设的全局思考联教 

联训的组训模式创新，从联合知识熏陶、联合技能养成和 

联合行动历练等岗位任职能力生成机制上，筹划设计观摩 

见学、交叉培训、联合演练、联合研究的具体内容，紧密 

结合部队作战要素集成训练、作战单元合成训练、作战体 

系融合训练，培养造就--~t／：指技合一、军兵种通融、政后 

装兼具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二是抓住主要矛盾 ，在组训方式上寻求突破。始终坚 

持在继承中发展，采取 “走出去 、请进来”传统经验做法 

的同时，根据人才培养 目标和培训内容，持续深化组训方 

式改革，不断拓展联教联训新领域，拓宽联合作战人才成 

长新路径，谋求部队战斗力生成提高的新型增长点。不同 

军兵种院校和部队，应着眼学员岗位能力形成过程，遵循 

由浅入深、由简到繁、循序渐进原则，由形式上的简单组 

合逐步走向能力的高度渗透融合。兵种 (专业)院校和部 

队按照作战要素构成，组织专业编组训练教学，促进专业 

能力的形成；军种院校和部队进行军种单元合成训练教学， 

提高合同作战指挥能力 ，奠定联合人才成长基础 ；多军兵 

种院校和部队共同参与联合作战课题演练，全面提高部队 

体系作战能力和学员联合作战背景条件下的复合岗位任职 

能力。 ] 

三是注重打牢基础，积极稳步推进。面对世界军事教 

育训练变革的汹涌浪潮，联教联训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 

现实紧迫性。但是在现实中，仍必须遵循军事教育训练的 

发展规律 ，不能单纯追求形式走过场 、为了制造效应掀高 

潮、盲 目扩大规模搞运动 ，否则不仅不能达到预期 目的， 

还会败坏作风 ，进而影响军队建设大局和人才队伍的长远 

建设。各级机关要搞好顶层设计、加强宏观指导，各个单 

位要搞好需求分析 、摸清底数 ，教研组训人员要搞好备课 

试教、打牢基础。采取典型引路的方法 ，挑选具有较强组 

织力和号召力的人员、任务急需的院校、基础条件较好的 

部队和基地，在小范围内进行局部探索，通过反复实践积 

累经验，再到整个教育训练领域推广，点上求突破，面上 

抓普及，点面结合互动，以此推动联教联训深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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