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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军事教育的理论探讨与存在问题
——— 《军事教育：实质、问题、前景》评介

王春茅
（陆军军官学院　二系，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３１）

　　摘　要：文章对俄罗斯国防部出版的 《军事教育：实质、问题、前景》一书的作者进行了

简要介绍，并对此书的内容、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归纳和综合述评。涉及俄罗斯军事教育的

历史、原苏联解体后的调整与改革；军事教育的概念、价值、目的、机构体系、过程和成果；

以及俄罗斯军事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产生问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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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９０年代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武装力
量经历了重建与改革的艰难历程。俄罗斯军事教

育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改革，一直处于探索、调

整、重组与变化之中。近几年来，我们始终密切

关注俄罗斯军事教育改革的动向与发展。

２００２年１月，俄罗斯国防部彼尔姆图书出版
社出版了 《军事教育：实质、问题、前景》［１］一

书。２０１５年３月，军事谊文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
的中译本，由任莉、张建国、战红艳翻译，在军

内发行。

该书的作者是俄罗斯彼尔姆火箭兵专科学院

副院长、工程学博士 ВА特利耶菲洛夫教授和

彼尔姆国立技术大学心理教育教研室主任、教育

学博士 ТС谢洛娃教授。这两位作者都是实际
从事军事教育工作的教授、博士，具有深厚的理

论造诣，同时又具有实践经验。他们在书中对前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军事教育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理

论探讨与研究，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和见解。他们

的研究不仅仅反映了俄罗斯军事职业教育当前存

在的各种问题，而且从高等教育学的观点出发，

联系俄罗斯军事教育的悠久历史传统，深入阐述

了他们对军事教育实质的认识和理解；用高等教

育的基本原理对当前问题所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进

行了分析，并对未来发展提出了设想。这就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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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研究对我们认识和理解俄罗斯军事教育目前

的处境和未来发展，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借鉴

价值。

该书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俄罗斯军事教育的历史［２］３５

１７０１年１月在莫斯科创建的航海学校是俄罗
斯第一所军事学校。它比 １８０２年建立的美国西
点军校、１８０３年建立的法国圣西尔军校早了整整
一个世纪。比１７４１年４月创办的英国桑赫斯特军
校早４０年。从１８世纪初到１９世纪初俄罗斯出现
了各种类型的军事教育机构。１８６３年，建立了国
家级军事教育领导机构———军事院校管理总局。

俄罗斯军事教育体系自诞生之日起，就作为国家

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充分利用了科学技术、文化

的成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俄罗斯军事院

校 “在军事技术方面已经超越了世界其他军事院

校”，并且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军事院校体系。十

月革命后，苏维埃军事教育体系得到了长足发

展。卫国战争前夕，原苏联军事院校的总数已达

到２２９所，并建有 １０个地方高校的军事教
育系。　

卫国战争后，原苏联军事教育进一步发展与

完善，并为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所效仿，形成与

西方各国军事教育并存的东方军事教育体系。到

１９９１年，原苏联共有１５５所各类军事院校和７个
地方大学军事教育系。

　　二、俄罗斯军事教育的调整与

改革［２］１０－１１

　　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境内还保留有４８所军
事教育机构。１９９８年，军事教育机构的总数削减
了１／２。２００２年，俄罗斯共有军事院校５５所，包
括１１所军事大学、３６所军事学院、８个军事研究
所。俄罗斯军事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根据新的国

家 《教育法》和新的国家军事学说进行的。根据

１９９２年颁布的 《教育法》实行国家统一的教育标

准。根据１９９４年国防部颁布的 《高等军事院校条

例》军队高等院校统一采用与地方高等院校相同

的三级教育体制。

　　三、俄罗斯军事教育的重要理论

观点

　　作者运用高等教育学的方法和观点，对军事
教育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理论研究与探讨，涉及军

事教育的萌芽、诞生、历史；军事教育的概念、

价值、目的；军事教育机构体系、过程和成果。

在理论论述中，有一些观点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

（一）研究军事教育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

意义［２］１２

军事教育是人类社会的一种 “独特的社会现

象”；“军事教育决定着军队的安危，甚至决定着

国家的独立和完整……”； “战略计划里国家的安

全取决于教育的状况，这其中就包括军事教育的

状况。”全面揭示军事教育的价值及其完整性，对

军事教育过程具有指导意义，对军官心理和道德

产生巨大的影响。“事实证明，任何国家的作用都

凸显在国际劳动分工中，国家的经济军事状况首

先取决于相互决定的两个因素：专业人才培训的

质量 （其中包括军事人才）和为专业人才发挥智

力潜能所创造的条件。”

（二）建设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军事教育

体系［２］３５

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军事教育在 “建设人

道、民主、市场经济”的新的社会条件下运行，

“一直在追随西方进行改革……以培养高素质的、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职业军事专家为目的。”但是，

俄罗斯军事教育体系在俄罗斯联邦成立之前早已

形成，因此，为了实现军事建设目标，不仅需要

继承，更需要创新。

（三）军事教育具有 “三位一体”的属性、价

值和目标［２］２８

作者认为，军队和军事教育是国家体制的固

有属性。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军事教育的 ‘消费

者’是个人、社会和国家”……应该成为高质量

的教育…… “满足 ‘消费者’对军事教育的基本

诉求”，即军事教育 “具有国家属性、社会属性和

个人属性。”军事教育应该关注其国家属性、社会

属性和个人属性的协调统一。这些属性具体体

现在：

１国家目标、社会目标、个人目标
国家目标———满足军队对军官的需求，军官

应该符合人道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和军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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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的要求，具备爱国主义精神，无条件地完成

军人使命。

社会目标———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社会自适

应性强，具有成熟军事职业动机、高尚道德心理

与刚毅性格的军事人才。

个人目标———强调与军人先天的兴趣、自身

能力相吻合，使军人具有学习军事知识、提高军

事技能、寻求军人价值自我实现的动力，为深化

和扩展教育创造条件。

２国家价值、社会价值、个人价值
作者在理论论述中指出，“教育作为文明 （精

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同义词，教育具有价值论

意义。”《俄罗斯联邦教育法》明确，“教育过程的

实施是为了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利益”［２］２１。

军事教育的价值主要包括互相联系的三个方

面：军事教育的国家价值、军事教育的社会价值、

军事教育的个人利益［２］８。

军事教育的国家价值和社会价值具有集体主

义特征，是国家和社会对军事教育的共同态度。

与军事教育的社会价值相比，军事教育更多地体

现了它的国家价值。“军事教育的国家价值和社会

价值并不排斥它的个人价值，不反对军人对个人

教育的正当要求。”军事教育应该保持个人价值与

国家价值、社会价值相一致。“军人首先是国家的

公民和国家利益的保卫者，然后才是属于世界和

全球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军事教育 “首先是

国家的、社会的，然后才是个人的。”

（四）俄罗斯军事教育体系已经形成［２］４０

作者认为，经过多年的调整与改革，新的俄

罗斯军事教育体系已经形成。这一体系包括５５所
军事教育机构，分为军事研究所、军事大学、军

事学院三类。它们的主要职能是实施高等及高等

后军事职业教育；培训和再培训各级军官、科学

教育工作者、科技干部，提高他们的业务技能；

军校军事领域各专业的科学研究。

俄罗斯高等军事职业教育机构的军事职业教

育计划［２］４１如下：

１初级向高一级晋升军官培训计划。对象为
接受过完全中学教育的人员。学制为：学士学位

不低于四年，有毕业证书的专家不低于五年，硕

士学位不低于六年。毕业生授予相应专业技术称

号和相应的高等职业教育毕业证书。

２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指挥大军区的高素质
军官培训计划。对象为接受过高等军事专业教育

（或高等职业教育）的人员，或者在专业领域具有

丰富经验的军队人员。学制不低于二年。毕业生

授予专业技术称号和相应的高等职业教育毕业

证书。

３军事教育机构的内部分为指挥机关、基本
职能部门，包括分校、教育科研单位 （系、教研

室、组）、科研部、学习者与学员部、补充职业教

育部以及保障单位。

（五）军事教育体系是国家军事教育机构的综

合体［２］５１

应该将军事教育体系作为一个社会体系来研

究。军事教育体系不同于其他普通的教育体系，

它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是由国家严格调控的。它

具有以下特征。

１整体性。体现在受教育者的整个服役过程
中，军事教育的目标是 “三位一体”的，即国家、

社会、个人的目标是一致的。国家、社会、个人

在教育过程中要共同发挥作用。“整体性”也意味

着军事教育的目标、军人的诉求、军事职业化的

职业要求都在不断发展。

２继承性。所有教育环节的相互关系，包括
教学过程中课程之间和课程内部的相互关系，教

学机构之间的双向联系，教育教养过程中各种要

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并将所有环节连接为一

个整体。

３预测性。军事教育体系应该具有提前应对
国家、社会、个人新诉求的能力，要有预测武器

换代、军事技术更新、军事组织更替等变化的能

力。必须对军官们不断变化的服役内容和特点作

出预测和反映；考虑到武装力量各个军兵种的发

展前景；预告军人个性与职业上不断增长的诉求；

及时反映军事教育其他领域不断变化的趋势。

４可变性。随着军事教育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军事教育体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是军

队、军事科技、军事教育实践及军事教育文化不

断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

５适应性。军事教育体系富有弹性，是动态
的，适应性很强。它会随着社会、经济和军事技

术等环境的变化而合理地调度军事教育的所有环

节，做出适宜的调整与变化。

６稳定性。在国家和社会发生动荡革命的时
候，旧的制度已经打破，新的制度尚未形成。这

时军事教育体系反而在实践中没有发生变化，而

是成为了积极、稳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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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俄罗斯军事教育存在的主要

问题

　　作者在对理论问题进行论述的同时，也反映
了俄罗斯军事教育在调整与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多

种问题，并且给出了对部分军事院校、地方大学

进行社会调查后获得的统计数据。这些调查数据

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也是十分珍贵的。

作者指出，俄罗斯 “教育领域目前正处于危

急状态”；并认为在现有状况下， “军事大学培养

不出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具有高技术水平的

军事专家；更培养不出在信息化社会合乎职业发

展要求、有职业应变能力的人……军事大学的毕

业生们并不象国家领导人在自己的宣言中所要求

的那样，是一些具有很高的道德品质、在公民意

识准则下培养出的热爱自己国家、拥护俄罗斯的

人”［２］１３。

在列举出的俄罗斯高等军事职业教育存在的

九个方面问题［２］１２中，作者对 “教育经费不足”、

“军事职业培训和心理培训水平不足”、“毕业生流

失现象明显”三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并给出了社

会调查的数据。

（一）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军人生活水平严重

下降

原苏联解体后，重建的俄罗斯军队面临严重

的经济困难。对军事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使高

等军事职业教育 “技术水平和高度发达的经济水

平之间的差距明显”，“物质技术基础薄弱”。更为

严重的是，俄罗斯军队军人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

作者根据在彼尔姆火箭兵军事专科学院进行的专

业调查问卷结果得出结论：“教育的问题不占主导

地位，主要的问题是生活水平的问题。”这种状况

直接导致军事院校教员 “业务水平低，师资设备

老化，军事教员的社会地位低下；科学教学水平

低，拒绝使用现代先进的教学技术和方法，拒绝

使用正在完善的科学教学著作，不去编写新的教

科书”以及 “教学创新水平低”［２］１２。

（二）军事职业培训和心理培训水平不足，导

致军事院校学员军事职业动机不足

作者指出，通过分析有关论述军事院校学员

和年轻军官职业认知问题的一些知名著作可以确

认，“现在毕业生的道德心理素质不符合军队的要

求，因为他们在军队服役的动机不足”。作者对部

署在列宁格勒区域内的六所军事院校不同专业学

员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有将近１／３的被访者对
选择军事职业的态度向不好的方向发生了变化；

有１／５的回答者打算在有可能的情况下退出现
役。”调查资料表明，“学员的价值定位发生变形，

军事职业的威望降低，缺乏对职务晋升的追

求”［２］２４。对彼尔姆火箭兵军事专科学院电子系和

自动化系学员的调查问卷显示，绝大多数回答者

选择职业的兴趣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在学习期

间，公共军事职业动机减弱，而且动机的军事主

导也在淡化。“只有不超过３０％的学员希望大学毕
业后继续在军队服役。其余的人不想再继续服役，

或是对服役的合理性表示怀疑。”军事医学院注意

到 “他们的学员从事军事职业的动机在减弱。”

“超过５０％的军事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情绪不高，这
就说明，他们的军事职业动机不坚定，处于动摇

状态”［２］２４。

（三）军事人才流失严重

作者反映了俄罗斯军队人才流失的严重状况。

作者认为，现在国家资金正在被挥霍，毕业生们

特别是接受免费教育的军事大学的毕业生们不是

在军队尽忠服役，而是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随处

可见。“从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７年期间，退出现役的小
于３０岁的军官有８３万，相当于３／５的军官毕业
生在这些年流失了。现在这种趋势仍在继续”［２］２２。

前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大将不得不出面证实，“为

了培训那些进入国民经济的专业人才，军队消耗

了用于国防的大量预算资金”［２］２６。

作者指出，在车里雅宾斯克坦克学院被除名

的学员在逐年增加。炮兵军事大学分院的教员说，

“那些公共职业课程学得比较好的学员，绝大多数

会在学习几年以后离开自己的母校，选择一些非

军事大学继续学习。”一些研究者发现， “由于不

想学习而被学院除名的高年级学员人数有逐渐增

加的趋势。”“在第一个五年服役期内退出现役的

人数也在逐步增加。已经到单位报到的彼尔姆火

箭兵军事专科学院的年轻军官毕业生中，有４％ ～
２０％的人提交了请求退役的报告”［２］２４。

　　五、俄罗斯军事教育现存问题的

主要原因

　　作者对俄罗斯军事教育严重状况产生的原因
进行了分析与阐释。可以梳理、归纳为理念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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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构想、价值观）层面、政策 （法律、法规、

条令、规章）层面、思想 （动机、道德品质、心

理）层面和物质 （财政、经费、技术设备）层面

四个类别，举例如下。

国家教育发展学说不完善，俄罗斯联邦军事

教育构想不健全。例如，１９９２年俄联邦制定了第
一部 《俄罗斯联邦教育法》，１９９４年政府通过了俄
联邦教育发展纲要，但最终并没有实行，在１９９８
年初被国家杜马驳回。１９９６年６月联邦政府通过
新版教育发展纲要，２０００年４月获得国家杜马通
过。２０００年１０月政府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国家教育
学说。作者指出，但是 “现有的法律基础不能成

为国防部制定改革军事教育政策的依据。俄联邦

的军事教育体系改革纲要直到现在 （２００２年，译
者注）也没有正式执行，军事教育体系改革的战

略也不具有价值意义”［２］１２。

国防部文件中一些确立高等军事职业教育目

标的构想并不完全符合国家利益，有些脱离了社

会及军事职业的属性。例如，１９９３年制定并由国
防部正式核准的第１９１号令 《俄联邦武装力量军

事体系的发展构想》没有将服役内部动机的思想

融入 “职业化”的概念里。该 “构想”要求，改

善军事教育应该使 “军事专业向民用专业靠近，

教学个性化、人文化，提高毕业生的培训水平和

他们的智力和创新能力。” “但是并没有提到完善

职业选择的必要性……没有强调培养军官、发展

他们的军事职业内部动机和热爱军事职业等问

题”［２］２５。

在 “军事教育领域缺乏国家政策”， “现行有

关服兵役的法律不健全”； “……军事职业教育在

国家联邦法律中的政策规定占有特殊位置，但依

然是不详尽的。”不能依据法律惩治逃避服兵役的

人员。军事院校招收的免费学员学习的却是民用

专业［２］４５。

原苏联解体后，“军事教育的政治色彩逐渐淡

化，军事教育整体上从原来僵化的政治教条中解

放出来，但是也导致了思想体系的匮乏、信仰和

民族精神的缺失”［２］１５。

军事教育财政和军队财政出现问题［２］２４。 “国

家财政对军事教育系统和整个武装力量的拨款不

足，仅能满足７０％的需求。”教学所需设备预算经
费不足，难以满足军校教学基地建设与人才培养

要求。

军事院校在组织学员学习、生活及空闲时间

安排的过程中出现疏忽，培训工作自身存在不足。

学校教学在许多方面还是停留在分科教学的水平

上，而且军事职业内部动机和价值的教育处于无

人问津的状态［２］２５。

六、结　语

中国军事教育脱胎于俄罗斯军事教育，俄罗

斯军事教育与中国军事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密切关注并认真研究俄罗斯军事教育在改革过程

中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变化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它有助于我们认清俄罗斯军事教育存在问题产生

的深层次原因，认识各种现象所体现的内在规律；

有利于我们发现中国军事教育与世界发达国家军

事教育存在的差距，认识中国军事教育的先天不

足与固有弊端，找准军事教育改革的突破口；使

我们能够汲取别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使

我们的军事教育改革少走弯路，避免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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