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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学历教育院校指技融合培养模式研究

雍成纲1，耿 辉2，赵云峰2，丁吉超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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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眼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现实需求，培养指技融合型军事人
才日益成为军队院校教育的根本目标。通过对学历教育院校开展生长干部指技融合培养的必要
性的深入分析，提出了指技融合 “三个培养阶段、三种培养路径”的培养模式，并就院校完善
指技融合培养机制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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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cessity Analysis and Training Model Study of Commanding with
Technology Combined Training for Pre －Commissioned Officers for

Military Academic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YONG Cheng － gang，GENG Hui，ZHAO Yun － feng，DING Ji － chao

( College of Basic Education for Commanding Officers，NUDT，Changsha 410072，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ressing need to win an informationized warfare and build an informationized
armed forces，to cultivate military talent with both commanding skills and capability of technology has
become the fundamental goal for military academies.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 － depth necessity analysis
of practicing commanding with technology combined training for military academic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and proposes a corresponding training model with Three Phases and Three Paths to facilitate
the Commanding with Technology Combined Training，and gives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raining
mechanism for military acade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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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院校教育是培养军事人才、提高官兵素质

的主渠道 ( 摘自 《军队院校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 ( 2011 － 2020 年) 》) 。进入 新 世 纪 新 阶 段，

为适应军队信息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的人才需

求，军队院校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改革创新，由此带

来一系列涉及院校调整和教学改革的连锁反应。随

着第十六次全军院校会议的召开，军队院校教育改

革发展的目标和路径进一步明晰，构建以任职教育

为主体的新型院校体系，深入推进信息化条件下的

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军事人才队伍整体素质和

军事创新能力，为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

争提供有力支撑，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军队院

校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任务。为满足建设信

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对军事人才的现实需

求，培养能指挥、懂技术、善管理的 “指技融合”
型军事人才日益成为军队院校教育的根本目标。［1］

对于以培养生长干部为主体的学历教育院校来说，

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是这类院校的传统优势，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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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人才又是这类院校的新任务和新要求，开展学

历教育院校指挥和专业技术生长干部融合 ( 以下

简称“指技融合”) 培养研究极具现实意义。本文

对学历教育院校开展指技融合培养的必要性进行了

深入分析，提出了指技融合 “三个培养阶段、三

类选择机会、三种培养路径”的培养模式，并就

院校完善指技融合培养机制提出了建议。

一、开展指技融合培养的必要性

分析

( 一) 实施指技融合培养是扭住能打仗、打

胜仗这个强军之要的必然要求

新质战斗力生成发展最突出的特点是运用信息

系统，把各种作战力量、作战单元、作战要素融合

成整体作战能力，人与武器的结合更加强调人机系

统的整体性和技术战术的有机融合，更加强调体系

与体系的对抗、整体制胜。［2］新质战斗力标准主导

传统军事训练思想转变，对军事人才的知识结构和

能力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驾驭未来信息化条

件下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军事人才，无论是在军事指

挥岗位，还是在军事技术岗位，仅仅具备单一的知

识、能力和素质，将难以适应未来战争需要，必须

具有复合的知识结构、较高的信息素养、良好的全

面素质。
1． 复合的知识结构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

合，许多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多学科专业知识的综合

运用。未来高技术战争，作战力量高度合成，指挥

和技术融为一体，要夺取胜利，必须综合运用多种

军事手段。如果合成指挥员不熟悉军兵种、军兵种

指挥员不了解合成知识、指挥军官缺乏工程技术基

础、专业技术干部欠缺组织管理能力，知识面过

窄、技能单一，都难以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未来

战争的需要。因此，适应新质战斗力建设要求，军

事人才应当是既精通某一专业又具有广博知识的一

专多能人才。
2． 较高的信息素养
新质战斗力的核心是信息能力，要求军事人才

具有较高的信息素养，表现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

是信息技能。信息化条件下，信息系统成为各领域

军事行动的“神经中枢”，成为各类人才在战场上

赖以生存和遂行任务的必备条件。指挥人才不懂指

挥控制系统和专家系统，就难以进行决策和指挥;

参谋人才不懂信息管理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就不

能为首长机关出谋划策; 基层指战员不懂电子数据

处理系统，就难以完成战斗任务。第二层次是信息

能力。信息化条件下，“信息流”成为控制 “物质

流”和“能量流”的主导性力量。因此，必须着

力提高各类人才信息获取能力、信息选择识别理解

能力、信息处理加工能力和信息利用能力。第三层

次是信息智慧。包括创新能力、适应能力、组织指

挥联合作战能力和战略领导能力。只有迈入信息智

慧这一层次，才能真正把信息优势转化为决策优

势、行动优势和作战优势。
3． 良好的全面素质
所谓全 面 素 质，就 是 “全 面 发 展，全 面 过

硬”。其一，思想政治素质要过硬。在错综复杂的

信息化战争环境下，军事人才必须具有可靠的思想

政治素质，只有这样才能时刻保持坚定的信念，遇

险不惊，临危不乱。其二，科学文化素质要过硬。
科学文化素质是军事人才的基础素质，没有过硬的

科学文化素质，就没有开阔的思路、敏捷的思维、
灵活的战术。其三，军事专业素质要过硬。信息化

条件下，战争形态、战场环境、作战手段、指挥方

式等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要求军事人才必须掌握先

进的军事理论，熟练运用高科技武器装备，增强一

体化联合作战指挥能力。其四，身体心理素质要过

硬。未来战争的突然性明显增强，威胁来自多维空

间，战场环境激烈残酷，军事人才必须具有强健的

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才能承受巨大的身体和心

理压力。
习主席强调，我们必须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

个强军之要，强化官兵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

打仗的思想，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

准，按照打仗的要求搞建设、抓准备，确保部队召

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加强战斗力建设，

落实到军队院校教育，就是要为打胜仗提供强有力

的人才和智力支持。当前，传统的单一指挥型或技

术型人才培养模式，已不能很好的适应新质战斗力

建设要求，我军生长干部培养应朝着高学历、厚基

础、指挥与技术复合的方向发展。实施指技融合培

养是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的必然要

求，是新质战斗力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摆在军队

院校教育面前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 二) 实施指技融合培养是落实国家和军队教

育规划纲要、推进素质教育的紧迫需求

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新的科技革命拓展了

科学研究领域，不同学科交叉融合加速，区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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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化、网络化创新模式不断涌现，社会对人才提

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人才综合素质的重要性日益

凸显。素质教育是提高人才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

是实现国民教育与社会发展相和谐的科学理念，具

有三大要义［3］: 一是面向全体学生，二是要学生

全面发展，三是让学生主动发展。每一要义都以

“学生”为中心，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实施指

技融合培养，构建统一的认知和素质教育平台，打

造知识结构复合、岗位能力专业、符合个性发展的

人才培养模式，符合全面素质教育理念，适应高等

教育改革方向。
1． 指技融合培养符合人人成才教育观
坚持人人成才的教育观，就是尊重每个学生的

个体差异和特点，关心、理解和信任每一个学生，

提供各种机会，帮助他们在天赋允许的范围内得到

充分发展，成为社会所需人才。推进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建设，既需要高层政治人才、军事谋略人才、
信息化作战指挥人才、拔尖技术人才，也需要千千

万万奋战在第一线的骨干人才，这就需要我们紧扣

人才培养需求，把握学员自身特点，合理确定每个

学员的培养目标和发展方向，为其成长成才搭建平

台。实施指技融合培养，建立以岗位任职需求为导

向的分轨培训机制，有利于根据学员自身特点和岗

位需求，为每个学员 “量身订做”培养平台，增

强培养针对性，使他们成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的合格人才。
2． 指技融合培养面向学员全面发展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是指一个人要在德智体

美劳每个方面都获得成功，成为无所不能的全才，

而是要在生产活动、社会关系、素质、能力、需要

及个性等多方面实现和谐发展。信息化条件下联合

作战呈现出知识技术密集的特点和指挥技术高度融

合的特征，只有具有丰富知识、综合技能、指挥和

技术素质全面的个体和群体才能胜任信息化战争的

要求，军事人才培养的素质要求呈融合式发展。实

施指技融合培养，按大类招生，建立统一的认知和

素质教育平台，有利于转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按岗位

设专业、按专业设课程的单一型教育观念，改变专

业划分过窄、知识分割过细的做法，使军事人才培

养向素质型、能力型转变，增强学员岗位任职能力

和发展后劲。
3． 指技融合培养促进学员主动发展
本科阶段是学生在人生态度、心智成长、专业

知识和自我认识等方面做好进入社会、独立生活、

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准备阶段，教育者必须按照人

才培养需求，通过完善的选拔淘汰机制和各种教育

方式，引导学生不断探索自我发展方向，以发展的

观点看待自我成长，满足自我成才的需要和期待，

使他们坚定信心、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成才。实施

指技融合培养，建立培养类型、专业准入和淘汰机

制，增加学员自主选择性，有利于学员结合自身实

际和成才期待，分阶段明确学习目标、端正学习动

机、调动学习动力，促进自主发展。
党的十八大强调: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国家和军队教育规划纲要也

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

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和 “深化培养方式改革，

构建统一的认知和素质教育平台”。实施指技融合

培养就是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落实国家和

军队教育规划纲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贯彻因材

施教，确保人尽其才，增强人才培养的科学性和针

对性。
( 三) 实施指技融合培养是推进我军生长干部

培养模式改革的现实举措

从世界范围看，各国生长军官在培养模式上虽

存在差异性，但总体改革发展方向趋同。
1． 着眼未来发展需要，重视学员全面发展
外军任命前教育院校的核心培养目标要求基本

都为“德、智、军、体全面发展”。如，加拿大皇

家军事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是 “培养和委任拥有

在加拿大军队进行卓越领导所需要的智力、道德、
身体和语言素质的军官”。西点军校旨在 “教育、
训练、激励全体学员，使每个毕业生具备一名军官

所需的忠于职守、珍视荣誉、献身国家的品格，作

为一名美国陆军军官在职业上不断进步，以及终身

无私地服务于国家”。［4］与全面发展目标相适应，

外军院校在招生时逐渐摒弃以往只看重学术表现的

录取标准，代之以 “全人”的标准，即在学业之

外，还看重学员的品格、身心素质和领导潜力。
2． 专业设置以学科为基础，涵盖面日趋宽广
各国的军官任命前学历教育一般为本科层次，

大多依据国家设置的通用学科专业，严格执行国家

高等教育标准，毕业学员被授予通用学科的学士学

位。随着军队肩负的使命任务从局部战争、地区冲

突等军事行动，拓展到国际维和、抢险救灾、人道

主义救援、反恐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的多元化

导致人才需求的多样性，外军院校纷纷拓宽学科与

专业领域。如，西点军校选修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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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占到 55% ( 2009 年统计数据) ，在 26 门核心

课程中有 16 门人文与社会科学系列的课程; 加拿

大皇家军事学院的本科专业也覆盖理、工、文、
史、政、经、管等多个学科领域。［5］

3． 通识教育不断增强，学习领域日趋均衡
受国际安全形势变化和军队职能转变的影响，

军官任命前学历教育不断强化通识教育，呈现出由

专才教育向通才教育转变的趋势，课程体系趋向军

事、科学、工程与人文社科之间的均衡学习。外军

院校普遍以设置科学技术类、人文社科类、体育类

和军事基础教育类等核心课程的形式实施通识教

育。核心课程设置有两种方式: 一是全体学员不论

专业都学习相同的课程，如西点军校; 二是分理、
工、文学科大类设置核心课程，不同学科大类的学

员所学核心课程不尽相同，如加拿大皇家军事学

院。
4． 增强学员学习自主性，严格奖惩淘汰机制
军队院校是一个强调共性甚于个性的集体，但

受现代教育思想影响，外军院校日益重视学员个性

化发展，突出学员的自主性、主动性，如学员可基

于兴趣和成绩选择专业、课程、个人发展计划、体

育活动项目、军事训练项目及毕业后的任职去向。
外军院校普遍建立严密的成绩评定和报告制度，对

学业突出、素质全面的学员进行奖励，包括优先选

择毕业任职的兵种和驻地、直接读研、参加科研项

目、加入全国性的荣誉学会或攻读荣誉学位、到国

外交流实习、到部队和政府要害部门见习等。对在

学习期间不能达到培养要求的学员，实行包括试

读、重学、补考、留级、退学在内的淘汰制度。
我军高度重视军事人才培养，持续推进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1986 年，中央军委 《关于军队院校

教育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 “试办一批综合型院

校，实行军事、政治、后勤军官合训、指挥管理与

技术军官合训，增强军官转换工作岗位的适应能

力。”1999 年第十四次全军院校会议后，我军对部

分兵种本科层次初级指挥生长干部实行 “基础教

育合训、专业训练分流”组训方式试点。2003 年

第十五次全军院校会议后，“学历教育合训、任职

培训分流”组训方式的范围扩展到陆、海、空军

和二炮。经过 20 多年探索实践，军事人才培养积

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丰硕成果，很好的满足了国

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需要。随着军队现代化加速推

进，军队信息化建设和新型作战力量建设赋予人才

培养新的时代内涵和要求。实施指技融合培养就是

紧跟军事高等教育发展趋势，持续推进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着力解决学员自主选择性不够、学习内在

动力不足、能力素质不全面、岗位任职能力不强等

现实问题，为能打仗、打胜仗培养一大批高素质新

型军事人才。

二、指技融合培养的模式研究

指技融合培养的目标是徳、智、军、体全面发

展的能指挥、懂技术、善管理的新型军事人才，它

不仅要培养学员具备良好的军事职业素质，还要具

备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具有正确的思维方式和独

立思考能力，这一培养理念不仅符合当前世界主要

军事强国军校人才的培养理念［6］，也与普通高等

教育强调文化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培养理念不谋

而合。［7］在充分调研国内外通识教育和生长军官培

养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南京大学 “三三制”
本科教学模式，结合军队学历教育院校人才培养实

际，本文提出指技融合 “三三制”培养模式，对

从招生到培养再到毕业出口的整个流程进行了规划

设计。为便于对比分析，首先对南京大学 “三三

制”本科教学模式做一简要介绍。
( 一) 南京大学 “三三制”本科教学模式简

介［8 － 10］

2009 年 9 月，南京大学在一年级新生中开始

启用新的教学模式。这一模式以通识教育和个性化

培养为特征，实行三个培养阶段和三条发展途径，

简称为“三三制”模式。第一个 “三”，即三个培

养阶段，实际上就是把本科四年分成大类培养阶

段、专业培养阶段和多元培养阶段。其中，大类培

养阶段由新生研讨课计划和通识教育计划两个部分

组成; 专业培养阶段由学科大类平台课程计划和专

业课程计划两个部分组成，通过学习通识通修课

程，完成新生的适应性转变和学习性转变，为专业

学习奠定基础。学生完成通识教育阶段规定的学分

以后，经过自主选课，满足某个专业的 “专业准

入标准”后，进入专业培养阶段，通过学科专业

课程，重构专业教育知识体系。第二个 “三”，即

三条发展路径，是指学生在多元培养阶段达到相关

的“专业准出标准”要求后，可以在 “专业学术

类”、“交叉复合类”、“就业创业类”三条发展路

径中自由选择其中最适合自己的一条，执行个性化

的课程计划。选择 “专业学术类”路径的学生将

执行按照本专业研究生的能力要求设计的培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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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包括参加研究生的学术活动、参加教授课题、
参加“顶峰课程”学习; “交叉复合术类”的学生

在完成规定的本专业准出和新专业准入的学分和考

试条件后，可以修读第二学位。“就业创业类”是

为了满足一部分有志于及早投入社会实践的学生需

求，培养其创业、就业能力。实施 “三三制”模

式后，学生在本科四年期间，有三次自主选择的机

会: 第一次是按照学科或专业大类招生，让学生自

主选择通识教育课程模块，第二次是制定 “专业

准入准出标准”，让学生自主选择专业教育主修方

向，第三次是建立“人才培养分流机制”，让学生

自主选择未来发展路径。
( 二) 指技融合“三三制”培养模式构建

我们提出的指技融合 “三三制”培养模式与

南京大 学 “三 三 制”教 学 模 式 的 结 构 比 较 类 似

( 培养流程见图 1) 。

图 1 指技融合培养流程

第一个“三”，是指学员本科四年共分为共同

培养、分轨培养、多元培养等三个培养阶段。学员

按照学科大类招生，不区分培养类型和专业，入学

后前两学年为共同培养阶段，通过构建统一的认知

与素质教育平台，安排约 1360 学时的必修课程，

按照政治理论、人文社科、军事共同基础、领导管

理、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基础、学科大类基础等模

块设置课程，打牢学员共同的思想政治、科学文

化、军事基础、身体心理基础教育。建立完善的准

入和淘汰机制，结合学员的自身素质和意愿，采取

学员自主申报和学校统一选拔的方式，在第二学年

末选择确定培养类型、军兵种和专业。第三学年为

分轨培养阶段，安排约 700 学时的必修课程，按照

指挥、技术两种类型和不同专业实施分轨培养。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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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类建立技术基础和专业 ( 军兵种) 基础课程模

块，开展学科和军兵种基础教育，突出军事体能技

能和领导能力培养; 技术类建立学科基础和专业基

础课程模块，开展专业基础教育，突出学术研究与

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第三学年末，通过推荐免试攻

读硕士研究生的方式，明确技术类学员读研和参与

分配出口。本科第四学年为多元培养阶段，安排约

140 学时的必修课程，建立专业课程模块和开放选

修课程模块，实施专业教育，着眼对接学员毕业不

同出口。指挥类学员着眼打牢任职培训基础，突出

军事体能技能和领导管理能力培养; 技术类拟分配

学员，增设 《演讲与辩论》、 《竞赛规则与裁判

法》、《音乐专项》、《体育专项》、《军队基层管理

实用方法》等岗位适应性选修课程，突出军事技

能体能和岗位任职能力培养; 技术类拟读研学员，

开展科研训练，增设与研究生接轨的专业选修课

程，打牢学术研究基础。第二个 “三”，是指学员

在多元培养阶段有“合训分流”、“读研”、“直

通车”三种培养路径。
指技融合“三三制”培养模式在共同培养阶

段，全面打牢学员的科学文化和军政素质基础; 在

分轨培养阶段，根据指挥、技术两种类型的培养需

求，实施以岗位专业技术为培训内容的专业教育;

在多元培养阶段，根据学员培养路径和任职岗位需

求，设立专业课程模块和开放选修课程模块，实现

与分流院校、研究生教育和工作岗位的良好对接。
指技融合 “三三制”培养模式促进了通识教育与

军事职业教育的融合，兼顾了学员长远职业发展与

第一任职的需求，为学员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权和更

大的自主发展空间，确保了学员能够发挥自己的最

大潜能，有助于提升学校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和针

对性。
( 三) 进一步完善指技融合培养机制的建议

为确保指技融合培养模式改革取得成效，需要

对相关机制进行调整完善。一是要改革本科学员招

生模式。目前招生模式中，技术类按专业招生、指

挥类按军兵种招生，而且入学的体检标准也略有不

同。如果实施指技融合培养，需要改革招生模式，

不区分指挥类与技术类，按学科大类进行招生，同

时体检标准按现行指挥类的体检标准执行。二是改

革本科学员推免政策。目前研究生考试安排在第七

学期末，录取结果在第八学期中段，离毕业分配仅

有不到两个月时间，不利于最后多元培养阶段的实

施。为提高人才培养针对性，建议按应届学员读研

总指标和免试推荐硕士研究生实施办法，在第三学

年末，直接从本科学员中选拔、确定推荐免试硕士

研究生对象。三是梳理完善本科学员培养机制。指

技融合培养是一种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其重在坚

持以人为本，突出人才全面素质培养，增强人才培

养的针对性，需要对现有人才培养政策机制进行系

统梳理，进一步建立完善的准入准出和淘汰机制，

切实按能力素质差异对学员进行分流，充分调动学

员自主学习内在动力。

三、结束语

实施指技融合培养既是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

信息化战争对军事人才培养的紧迫要求，也是军校

人才培养模式的一次全面改革，对培养理念、培养

机制、组织管理模式、课程体系建设、教学条件保

障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军队院校应顺应新

型军事人才培养发展趋势，积极构建通识教育基础

上的宽口径培养模式，制定符合院校实际的指技融

合人才培养方案，推进相关配套机制和条件建设，

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为培养高素质指技融合军

事人才、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做出应有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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