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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士官教育培训的基本模式及启示

范瑞齐
（解放军蚌埠汽车士官学校，安徽　蚌埠　２３３０１１）

　　 ［摘　要］　德军有其独具特色的士官教育培训体制和培训模式。探讨了德军士官教育培
训的组织领导和培训体制，对德军士官教育培训的基本模式进行了整体分析，为我军士官教育

培训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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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是世界上较早实行士官制度的国家之一。
在德军陆、海、空三军中都配备有士官，充当基层

行政管理者和技术骨干。德军十分重视士官队伍的

建设，把士官教育培训作为培养和保留骨干的一项

重要措施。近年来，德军改革的步伐逐步加大，对

其编制体制和兵员结构进行大幅度的改革调整。其

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压缩服役时间短、军事综合素

养相对低的士兵 （Ｍａｎ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德语原文，以下
同）的比例，提升服役时间长、军事综合素养相

对高的士官 （Ｕｎｔｅｒｏｆｆｉｚｉｅｒｅ）的比例，以提高德军
的整体战斗力。例如德军于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正式
取消了义务兵役制，这将直接大大降低士兵在德军

中的比例，同时提高士官比例。德军现总员额约

２５万人，总员额比较少，但根据新的改革计划，
德军还要压缩其总员额，计划到２０１７年前后将军

队总员额压缩至１８５万［１］，如此少的军队总员额，

为提高德军其整体战斗力，使得德军迫切需要加强

服役时间长、队伍稳定、军事综合素养高的士官队

伍的建设。德军特别强调精兵和质量建军，注重保

持和提高武装力量的整体素质，有其独具特色的士

官教育培训方式。

　　一、德军士官教育培训的组织领导

和培训体制

　　 德国国防部下属的武装力量指挥参谋部

（ＦｕｈｒｕｎｇｓｓｔａｂｄｅｒＳｔｒｅｉｔｋｒａｅｆｔｅ）是联邦国防军的教
育训练领导机构，负责制定全军的指挥、组织、训

练等方面的方针、依据和基本原则，负责确定部队

和院校教育原则和体制。德军的陆、海、空士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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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培训在武装力量指挥参谋部统一领导下，分别由

“陆军指挥参谋部陆军局 （Ｈｅｅｒｅｓａｍｔ）”、“海军指
挥参谋部海军局 （Ｍａｒｉｎｅａｍｔ）”、“空军指挥参谋部
空军局 （Ｌｕｆｔｗａｆｆｅｎａｍｔ）”直接领导［２］，具体训练

由陆、海、空士官学校及其他院校士官班组织实

施。

在士官教育培训的实施中德军实行部队训练与

院校训练相结合、模拟训练与野外训练相结合、司

令部演习与部队演习相结合的军事训练体制。部队

训练分为基础训练、特殊训练和综合训练。为提高

训练效果、节省费用和保护环境，在进行单兵训练

时，德军引进了大量的模拟训练器材，如各种车

辆、坦克、装甲车、直升机和舰艇的模拟驾驶装

置，各种射击模拟训练器等，让受训者先进行模拟

训练，达到一定的熟练程度后，再进行野外实际训

练，并通过反复的交换更替，相互纠正和补充。这

样可使受训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掌握各种必要的

军事技能。在进行分队和部队演习训练时，则借助

计算机先进行指挥部和参谋部模拟演习，再进行实

战演习，然后将实战演习的结果和数据输入计算

机，精确检验对抗演习双方的得失。科学合理的教

育训练体制是德军士官具有高素质的原因之所在。

二、德军士官教育培训的基本模式

从军衔角度，德军士官分为７个等级，分别
是：二 级 下 士 （Ｕｎｔｅｒｏｆｆｉｚｉｅｒ）， 一 级 下 士

（Ｓｔａｂｓｕｎｔｅｒｏｆｆｉｚｉｅｒ），中 士 （Ｆｅｌｄｗｅｂｅｌ），上 士
（Ｏｂｅｒｆｅｌｄｗｅｂｅｌ），三级军士长 （Ｈａｕｐｔｆｅｌｄｗｅｂｅｌ），
二级 军 士 长 （Ｓｔａｂｓｆｅｌｄｗｅｂｅｌ），一 级 军 士 长
（Ｏｂｅｒｓｔａｂｓｆｅｌｄｗｅｂｅｌ）。［３］从服役身份角度，德军士
官 有 职 业 士 官、合 同 士 官 和 后 备 士 官

（Ｕｎｔｅｒｏｆｆｉｚｉｅｒａｎｗａｅｒｔｅｒ）之分，其中合同士官是士
官队伍的主体，只有约１０％的合同士官可以成为
职业士官。职业士官以服兵役为终身职业，相当于

国家公务员；合同士官签订合同后在军队服役担任

士官，大多数从事技术工作。后备士官是德军对处

于后备期尚未成为正式士官的特定对象的称谓。

德军士官主要从１７－２５岁、具有高中文化程
度、合同期３年以上的合同兵中招募，经过必要的
考试和测试成为后备士官。后备士官要经过６个月
的基础训练，考核合格后，参加在士官学校举办的

第一期初级士官训练班训练，时间３个月，结束前
再经过考核，合格者参加第二期３个月的初级士官
训练班，结业时要通过严格考核，合格者才能正式

成为士官即二级下士。［４］士官要成为高一级的士

官，都要入校培训，在入校深造前，都必须有推荐

并参加考试。相应的，德军士官教育培训就分为后

备士官教育培训、初级士官教育培训、高级士官教

育培训和职业士官深造等基本的教育培训模式。

（一）后备士官的教育培训

后备士官教育培训为期两周，一般在德军的相

关训练中心进行。后备士官教育培训伊始就向受训

者明确在两周教育训练结束时进行考核的要求，使

他们有充裕的准备时间。教育培训第 １周的星期
五，对受训者进行初步考核。在第２周的全程训练
中，受训者以士官身份参加训练，接受１周的实际
锻炼和能力考核。后备士官训练考核在第２周星期
五举行，考核合格任命为后备士官。考核由考核小

组组织进行，考核小组由教官 （主考官）、连长

（第一助考官）、年长的训练上士 （第二助考官）、

考生的直接首长 （负责分队训练的上士教员）和

专业教员组成。［５］考核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

４５分钟笔试，考核基本军事知识水平；第二部分
为１５分钟口试，由主考官和连长考问在训练中所
讲授的基础知识，由直接首长和专业教员考问军事

专业知识；第三部分为应用科目考核，即完成给予

的具体任务。

（二）初级士官的教育培训

后备士官要成为初级士官，必须进行初级培

训。初级培训要经过４个阶段。第一阶段进行３个
月的一般基础训练，第二阶段进行３个月的专业基
础训练。这两个阶段培训使受训者获得一般军事知

识和单兵野外作业能力。第三阶段参加为期３个月
的 “第一期初级士官训练班”的培训，该培训由

相关士官学校承担。第四阶段参加在士官教导连主

办的为期３个月的 “第二期初级士官训练班”的

培训。这两期培训的目的是使受训者具有充当小分

队指挥士官和在训练中担任教官助手的能力。完成

以上４个阶段教育培训经考核合格者才能在其服役
的第２年１月晋升为二级下士。二级下士紧接着于
服役的第２年１月进入 “应用训练班”受训。该

班学制最多４周，完成对初级士官的一般军事培训
任务，使受训者成为合乎要求的基层指挥、教育和

训练人员。［６］从服役的第２年年中开始，他们要在
所在部队的专业训练连 （ＡｕｓｂｉｌｄｕｎｇＫｏｍｐａｎｉｅ）接
受一般职业训练或改学另一专业，时间２－１０个月
不等，到其服役第３年１月，由二级下士晋升为一
级下士。

（三）高级士官的教育培训

一级下士服役的第４年１０月要进部队学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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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的 “中士训练班”进行军事深造，为期３个月。
培训的目的是使受训者有能力对排编成的一个小分

队实施指挥、教育和训练。考核合格者从服役的第

５年１月起晋升为中士，进入高级士官的行列。在
服役的第５年，中士要参加由本部队的专业训练连
组织的 “Ａ级职业进修”，时间２－１２个月不等，
主要学习各种职业技能，培养专业技术骨干。

（四）职业士官的深造

中士在使用期间被证明有工作能力的，如果本

人愿意，可转为职业士官或军事专业勤务军官。没

有转的，最多服役１５年后退出现役。要成为职业
士官，需在其服役的第８－１０年期间，参加由相关
士官学校主办的为期 ４周的 “业务建设培训班”

深造，然后还要参加由各部队学校主办的为期４－
８周的 “兵种应用培训班”深造。［７］参加这两个班

深造的目的是使受训者具备担任本兵种排长的能

力。预定担任合成部队排长的士官，还要接受战斗

部队加强连一级的战术培训。考核合格者才能成为

职业士官。按规定，职业士官在其服役的第１６－
１８年期间，要进 “第一期深造培训班”学习；在

其服役的第２３－２５年期间，要进 “第二期深造培

训班”学习。这两期培训班都由士官学校主办，

时间各为２周，教授有关指挥方法方面的新的基本
知识。

三、德军士官教育培训的启示

德军近年来通过多种方式在欧盟、北约以及联

合国等框架内多次参加执行海外军事任务，如非洲

好望角 “持久自由行动”框架内的反恐行动、欧

盟领导下的 “亚特兰大”反海盗行动、科索沃维

和、阿富汗战后重建与秩序维护、联合国苏丹特派

团行动等 。［８］德军士官在这些行动中所显示出的专

业性和巨大作用，得到其盟国和执行任务所在国的

军事家们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也成为德军引为

自豪的亮点之一。高素质的士官队伍，来源于高质

量的士官教育培训。德军士官教育培训所蕴含的士

官人才思想、士官培训理念、士官教育训练的特有

方式等都对我们进一步深化和搞好士官教育培训有

重要启示。

（一）对士官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是搞好

士官教育培训的思想基础

德军士官教育培训一些成功做法和经验，主要

是源于对士官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德军认为士

官是部队训练与管理的 “基石”与 “支柱”。１９９０
年１０月３日，东、西德合并以后，针对变化了的

安全环境，德军确定了军队新的任务，进一步压缩

了部队员额，士官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得到提高和

增强。另外德军启动了士官制度改革，如提高士官

选拔条件和标准，完善培训体系，进一步加强培训

机构建设和培训工作的改革等。与此同时，德军打

破传统的 “官”、“兵”分类法，按人才性质将军

队人员分为 “兵 （Ｍａｎ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士

（Ｕｎｔｅｒｏｆｆｉｚｉｅｒｅ）”、 “官 （Ｏｆｆｉｚｉｅｒｅ）”三层。［９］尤其
在教育培训中，将士官教育培训提到与军官同等重

要地位。可见对士官人才和士官教育培训的深刻认

识，是促进士官教育培训的巨大推动力。

（二）建立合理的领导管理体制，是搞好士官

教育培训的重要前提

德军的陆、海、空士官教育培训在武装力量指

挥参谋部统一领导下，分别由 “陆军指挥参谋部

陆军局”、“海军指挥参谋部海军局”、“空军指挥

参谋部空军局”直接领导，具体训练由陆、海、

空士官学校及其他院校士官班组织实施。实行在最

高军事机关统一领导下，由军兵种两级管理，集中

与分权相结合的教育领导管理体制。总的教育训练

方针、政策、原则等由武装力量指挥参谋部统一制

定颁布，具体培训工作，如招生、培训、学制等由

军兵种训练部门负责，实现训用真正一致。在士官

学校及其他训练机构的内部管理上，德军根据需要

设置内部机关构成、人员编制和管理层次，坚持减

少层次、精干人员、运转灵活、管理高效的原则。

因此，德军士官教育培训灵活多样，充满活力。

（三）实现士官培养目标和教育类型科学定

位，是搞好士官教育培训的关键

德军把士官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基层行政管理

者和技术骨干，把士官教育培训定位在岗位任职教

育上。依据这种定位，设计了不同类别岗位不同等

级士官的具体培养目标，再依据具体培养目标设计

了各等级士官所应达到的知识、技能和素质结构，

并依据知识、技能和素质结构构建各等级士官的培

训内容、培训时间。比如下士要晋升中士，须在规

定的学制内，学习其所在岗位的课程，学完后考核

合格，方可晋中士。德军一级下士要在其服役的第

４年进部队学校主办的 “中士训练班”进行军事深

造，为期３个月。考核合格者从服役的第５年１月
起晋升为中士。以后每晋升一级，就有针对性地进

行培训。这样培训的特点是针对性强、实用性好、

实效性高、培训周期短、培训量大，实现了培训与

岗位任职需要之间的无缝对接。德军士官教育培训

使德军士官人人都能得到相应培训，是使德军士官

整体素养非常高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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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现军队建设需要与士官个人发展需要

的统一，是搞好士官教育培训的重要动力

德军在士官教育培训上十分注重把满足德军建

设需要与满足士官个人发展需要统一起来，采取多

种措施调动士官参加教育培训、学习进取的积极

性。一是晋训结合、级职兑现。德军采用晋训结合

的方式提高士官素质。晋训结合的方式促使士官想

要实现晋升，首先必须提高自身素质，创造并达到

晋升前培训的入学条件，通过考试进入培训班。再

通过刻苦学习达到规定的培训目标，经考核合格晋

升相应的职级和军衔，否则没有其他晋升途径可

循，这样从根本上激发了士官参加教育培训的学习

热情。二是实施多级递进培训方式。德军培训士官

是多级分层培训。从士兵逐级晋升到一级军士长，

正如本文所述，需经过多次递进教育培训。每获得

一次培训机会，就意味着向通往更高级别士官迈进

了一步。这种培训方式，不仅多次地为士官提供平

等竞争的机会以提高自身素养，而且提供一条通往

较高等级士官的通道，使士官始终充满对晋升、对

自身发展的期盼，从而不断地为自觉学习提供动

力。三是把就业培训纳入士官教育培训。德军把解

决士官退役后实现良好就业作为稳定队伍、维护德

军形象、吸引更多人才加入德军士官队伍的重要措

施，并将就业培训纳入士官教育培训之中，贯穿士

官服役的始终。

［参考文献］

［１］［２］［４］　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ｕｍｄｅｒＶｅｒｔｅｉｄｉｇｕｎｇ．ＤｉｅＮｅｕａｕｓｒｉｃｈｔｕｎｇ
　　 ｄｅｒＢｕｎｄｅｓｗｅｈｒ［Ｍ］．Ｂｅｒｌｉｎ，２０１２：９，５１－５３，７６．
［３］［５］［６］［７］［９］　ＯｂｅｒｓｔｌｅｕｔｌａｎｔＲａｋｅｂｒａｎｄｔ．ＺｅｈｎＳｃｈｒｉｔｔｅｚｕｒ

Ｂｕｎｄｅｓｗｅｈｒ［Ｍ］．Ｋｏｅｌｎ：Ｂｕｎｄｅｓｓｐｒａｃｈａｍｔ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１０：１１－１２，
７０－７２，９３－９５，１０６，１２－１６．

［８］　ＰｅｔｅｒＳｃｈｉｌｄｌｅｉｎ．Ｔａｔｓａｃｈｅｎｕｅｂ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Ｍ］．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
Ｍａｉｎ：Ｓｏｃｉｅｔａｅｔｓ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１０：６５－７３．

（责任编辑：卢绍华

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

）

（上接第３９页）

四、结语

美国比较高等教育学家阿特巴赫 （ＰｈｉｌｉｐＧ
Ａｌｔｂａｃｈ）曾说，美国研究生教育 “形成了一种相

当独特的结合，一方面是学校机构具有相当的稳定

性，甚至保守性，另一方面是具有适应新的需求和

方向的调节能力”。形成这种可贵的调节能力的内

核正是激励约束机制，使美军研究生教育能够以合

理的身份参与社会市场竞争，并满足好军队建设的

需求。本文试图用激励约束机制的框架体系考量美

军研究生教育的特点规律，并运用 ＲＡＰ分析法将
激励约束二维的问题转化为角色、目标、途径三维

的问题进行分析。当然，美军研究生教育是根植于

美国社会，适应美国军队建设需要发展起来的，其

做法和经验不能照搬到我军的研究生教育实践中，

我们需要通过研究美军在处理军队研究生教育中各

类矛盾的经验与教训，进一步认清我军研究生教育

改革发展的形势任务，正视研究生教育中暴露出的

问题，坚定不移推动教学改革和教育转型，形成高

层次人才培养与部队建设的良性互动，助力于强军

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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