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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连队化管理模式下提升政治理论课

教学实效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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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工程大学　理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学员连队化管理是我校响应总部提出的 “院校教育向实战聚焦、向部队靠拢”的

号召而进行的学员管理模式的改革。新型管理模式给习惯于按专业按编班的政治理论教学带来

一些新问题。正确认识二者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与冲突性，优化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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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提升学员岗位任职能力，培养能打胜仗的
新型高素质军事人才，我校先后在初级生长干部

学员和专业技术学员中实行连队化管理，参照部

队基层连队的编成结构、建设标准和规范要求，

在专职干部指导下，由学员依据条令条例实施自

主管理。新型的学员管理模式给习惯于依托专业

班编组的政治理论课教学带来一些新问题。正确

认识二者的一致性与冲突性，找到解决冲突的对

策，是深化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和推进院校教育

转型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学员连队化管理与政治理论

课教学具有内在统一性

　　学员连队化管理与政治理论课教学都是军事
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环节，虽然在人才培养中

的功用不同，但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契

合，共同为培养能打胜仗的新型军事人才服务。

１两者都统一于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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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政治理论课

教学是对学员进行党的创新理论教育的主阵地、

主渠道，重在培育和提高学员的政治素质。政治

素质高的学员到部队后，可以迅速把其优良的政

治素质转变成一种工作能力与战斗力，确保部队

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学员连队化管

理，就是要在院校创设近似连队的实践环境，参

照连队标准落实战备、教学、工作和生活秩序，

锻炼和提高学员指挥打仗、组织训练、带兵管理

的能力，为学员进入部队后尽快适应部队岗位任

职需要、为增强打赢能力奠定基础。两者彼此协

调，有机融合，共同为培养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的军事人才发挥作用［１］。

２两者都统一于 “院校教育要向实战聚焦、

向部队靠拢”的改革方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深化军队院校改革，健全

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三

位一体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２０１３年总部颁
发的 《加强和改进军队院校教学工作的意见》，明

确提出了全力推进院校教育向实战聚焦、向部队

靠拢。这都为未来军队院校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

院校是育人的主渠道，院校教育是军事人才成长

的基础。院校教育包括教、学、管等各个环节、

各个方面，只有各环节、各方面紧密契合，才能

培养出高质量的新型军事人才。学员队管理与政

治理论课教学是军事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两个重要

环节，都应适应这个大背景进行相应的改革与调

整。从学员管理环节看，连队化管理正是这种育

人机制的一种有益尝试，也是实现院校教育向实

战聚焦、向部队靠拢的重要举措。它通过模拟基

层连队编成，设置学员任职岗位，为学员搭建当

兵、带兵、练兵的实践平台，让学员在近似连队

的环境中经受从战士、班长，到排、连指挥员等

不同岗位的锻炼，在工作实践中提高组织指挥、

组训施训和带兵管理能力，在日常养成中锤炼合

格军人必备的军事素质、身心素质和战斗作风，

实现学员一入校就能经受连队生活锻炼，一毕业

就能适应部队岗位任职需要。从政治理论课教学

环节看，教员不断深化教学改革，积极探索课堂

实践化教学模式，充分挖掘其在培育人才政治素

质、助战为战中的作用。两者互相配合，互相适

应，确保院校教育的各个环节协调有效运转，共

同为培养新型高素质军事人才发挥作用［２］。

３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政治理论课教学
与学员连队化管理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为

新型军事人才的培养发挥作用。一方面，政治理

论课教学有助于提升学员连队化管理水平。政治

理论课教学重在培育学员政治思维与政治意识，

提高政治素养与政治能力。在连队化管理模式下，

政治素质高的学员既可以较好胜任连骨干职务，

带领全连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党支

部战斗堡垒作用；又能通过自我思想政治工作，

增强全连凝聚力与战斗力，确保工作高效完成。

另一方面，学员连队化管理也有助于提升政治理

论课教学效果。学员连队化管理是实践、检验政

治理论课教学效果与成果的平台。政治理论课教

学效果主要通过学员的政治素质与政治能力反映

出来。传统学员队管理模式下，连长、指导员主

要由军官担任，要检验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必须跟踪毕业学员进行调查反馈。连队化管理模

式下，由学员担任连队各级骨干，对学习、训练

及其他工作进行决策、计划、组织和实施，据此

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员政治素质的高低与政治

能力的强弱，对改进政治理论课教学有一定帮助。

　　二、学员连队化管理与政治理论

课教学具有内在冲突性

　　学员连队化管理和政治理论课教学分别属于
军事行政管理活动和军事教学活动，各有其应遵

循的内在规律。学员连队化管理，按照基层连队

的管理体制，打破年级界限、专业界限，实行不

同年级学员的混编，契合了军事行政体制建设要

求的人员年龄结构互补、知识能力互补等规律。

政治理论课教学则要求把专业相同、知识背景相

近、情感认知相似的教学对象编排在一起，以利

于教学活动的组织实施。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矛

盾。通过对全校２００名学员和４５名政治理论教员
的问卷调查，发现这种内在矛盾给政治理论教学

带来一些新问题。

１不利于干教间、师生间沟通互动。学员连
队化管理后，学员打破专业与年级界限实行混编，

共同军事训练、共同劳动生活，但在理论学习时

仍按年级组织实施，隶属于不同学员营的、同一

年级的学员在一起上课。一个政治理论课教学班

可能同时存在３－４个学员营的学员，使教学中的
沟通协调更加复杂。主要表现为：一是教员与管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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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干部之间协调不便。通过对２０名教员和１５名管
理干部的座谈发现，９５％以上认为实施学员连队化
管理后，教员与管理干部之间存在协调不便问题。

这是因为，在传统学员队管理模式下，一个教学

班有一个固定的连长、指导员，队干部常跟班听

课，与教员比较熟悉，发现问题能及时沟通共同

解决，也能防患于未然。学员连队化管理模式下，

营长、教导员由干部担任，连及连以下骨干都由

学员担任，一个营级干部负责三个连，三个连有

不同年级的学员组成，同一时间段在不同的教室

里上课；营干不能像以前那样跟班听课，与教员

的联系不如以前紧密；教员与营干联系起来也很

困难，针对不同营的不同问题，分别与其联系才

能解决。二是教员与课代表之间联系不便。通过

对某旅２０１３级２００名学员和４５名政治理论教员进
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８０％学员和９９％教员认为
教员与学员之间联系不便。传统学员队管理模式

下，学员按专业编组上课，一个教学班只有一个

课代表；现在一个教员要面对３－４个甚至更多课
代表，教员联系范围扩大，导致课下教员与课代

表之间联系更加繁琐。三是学员之间协调不便。

接受问卷调查的２００名学员中，８５％的学员认为沟
通不如以前方便。传统学员队管理模式下，学员

之间彼此熟悉，相互了解，政治理论课学习研讨

中遇到问题，可以互相请教。现行模式下组班上

课，学员分属不同的学员营，彼此间不太熟悉，

不利于学员自主开展学习活动。沟通不顺畅不仅

阻碍着干教间、师生间的双向沟通，也使教员发

现问题难以及时解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

２对课堂实践教学的组织实施提出挑战。课
堂实践化教学以教员为主导、以学员为主体组织

实施。接受问卷调查的４５名政治理论教员普遍认
为，传统学员队管理模式下，教员依托学员队开

展工作，队干部大力支持，统一给学员留出时间、

空间准备课堂研讨等实践活动；教员可定期去队

里集中指导，确保实践活动高质量实施。而现行

模式下，一个班学员分属于不同学员营，各营课

余时间安排并不相同，营里很难统一协调时间给

学员准备政治理论课堂实践活动，教员也难以在

课下找出共同时间对学员展开指导。接受问卷调

查的２００名学员中，１００％的学员认为课堂实践活
动需要教员辅导，８５％的学员认为没有辅导时间，
质量很难保证。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政治

理论课课堂实践教学活动的效果。

３政治理论教员全过程考核评价难度加大。
目前我校政治理论课都在进行全过程考核方式，

加大了形成性考核的比重。形成性考核的项目多

是研讨等团队活动，成绩的评定也多以小组为单

位进行。先由教员打出小组平均分，之后组长根

据组员表现打出学员具体成绩。只有各组人员数

量和质量基本相当才能确保评价的公正。传统管

理模式下，教员可以在整个教学班对学员进行优

化重组，之后开展教学活动并作出评价。学员连

队化管理模式下，教员考虑到学员之间沟通方便，

只能依托学员营分组，而各营人数差异较大，少

则７－８人，多则２０－３０人，例如，在２０１４级某
教学班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中共有 ４
个营的学员，最少的一个营只有８个学员，而最多
的一个营达到了８９人，这样就很难兼顾到人员质
量的调配，难以按原评价方式打分。

４给课堂管理增加难度。井然有序的课堂有
助于提升教学效果。传统管理模式下，一个教学

班隶属一个连，由连长、指导员共同管理。学员

在长期的学习训练生活中相互同化，彼此的态度、

情趣、认知差异不大，有着比较稳定的 “连队性

格”。教员很快能了解该班整体性格，可有的放矢

管理。学员连队化管理模式下，一个教学班有几

个学员营，各营文化传统不同，学员在课堂上也

表现出带有各营文化烙印的特质。接受问卷调查

的４５名政治理论课教员中，９５％的教员认为，连
队化管理模式下，每个教学班中学员营之间的性

格差异比较大。有的营学员外向而兴奋，教员一

句诙谐的语言顿时会使其思维活跃，注意力立刻

集中；有的营学员沉稳而安静，上述做法就难以

起到应有效果。有的营普遍敏而好学，教员只需

一个眼神就能得到回应；而有的营普遍沉闷，只

能采取 “强硬”措施才有效。这对教员掌控课堂

的能力提出了挑战。教员不仅要研究教学，还要

研究学员；不仅要研究单个学员，还要研究学员

群体；这样才能把握学员群体行为规律，更好地

管控课堂。

　　三、连队化管理模式下提升政治

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思考

　　学员连队化管理既给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了
（下转第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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