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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按实战化要求重构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是新形势下军队院校军事基础教学训练改
革的时代课题。重构不是简单的修补，需要从实战要求出发对现行军事基础课程体系进行全面

审视，注重理论先导，坚持问题倒逼，突出主干系列，全要素多维度构建适应实战化要求的军

事基础课程体系，从而为新一代 “四有”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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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主席指出，面对军事斗争准备的鲜活实践，
院校教育必须与时俱进，坚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

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使培养的学员

符合部队建设和未来战争的需要，向着部队、实战、

未来贴近再贴近［１］。习主席的指示深刻阐释了新形

势下军队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时代要求。落实习主

席指示精神，按实战化要求重构军事基础课程体系，

让军校大门对接战场，在 “兵之初” “官之初”打

牢学员军事基础素质基础，是新形势下高素质新型

军事人才培养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注重理论先导，正确处理

“三对”关系，以先进的理念引领军

事基础课程体系重构

　　我军院校生长干部人才培养，无论是技术类
还是指挥类，军事基础课程都在大学教育阶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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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此，军事基础课程体系重构涉及如何处理

军事教育与大学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军事基础

课程是军事素质形成的核心载体，奠定学员军事

素质长远发展的基础，是我军干部队伍军事素质

的 “基石”，因此，军事基础课程体系重构还涉及

眼前与长远、知识与能力等关系的处理问题。可

见，军事基础课程体系的重构牵一发而动全身，

既要把握整体，又要照顾局部，在整体上要进一

步解决好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在宏观指导层面上的

问题，在局部上要进一步解决好现有军事基础课

程体系实战化水平不高的现实问题。

一是正确处理普通高等教育与军事教育之间

的关系，树立二者协调发展的理念。军事高等教

育是建立在普通高等教育基础上的高水平的军事

职业教育。相对于普通高等教育而言，军校生长

干部学员特别是指挥类合训学员，既要完成大学

本科教育，又要完成军事教育。因此，如何正确

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既保证高水平的普通高等

教育，又保证高质量的军事教育，成为新型军事

人才培养必须首先解决的关键问题。由于对二者

关系处理的失当，以往我军院校人才培养特别是

指挥类人才培养，存在过忽视高等教育的现象，

造成岗位转换能力不强、缺乏长远发展后劲的问

题。“合训分流”组训模式实行以来，又部分存在

以技术类人才培养的做法培养指挥类人才，造成

部分毕业学员 “水土不服”的问题。如何解决上

述问题，根本的还是要将二者协调统一起来。在

实战化要求的新形势下，要特别关注好学时总体

安排，科学确立大学教育与军事教育的学时比例，

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将二者协调统一起来，为实战

化军事基础课程体系重构从顶层设计上解决问题。

二是正确处理知识与能力的关系，树立知识与

能力并重的理念。知识和能力对于指挥员而言有着

不可偏废的作用，一个优秀的初级指挥人才必定是

知识和能力兼优的高素质人才。今天，我们之所以

要提出军事基础课程实战化重构，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学员实战化能力存在缺失。面对信息化战争，

学员不仅要有丰富的军事知识，更要有能够打赢的

实战能力。只有加上能力，知识才会有力量［２］。一

段时间以来，军事基础课程知识传授重于实战能力

培养，理论课程安排多，实践环节安排少，特别是

基于实战要求的综合性实践环节安排更少，造成学

员眼高手低、动手能力差、实战能力弱的问题。解

决这一问题，既要构建反映信息化战争规律的军事

理论知识体系，更要构建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实战能

力体系，如 “鸟之双翼”并行不悖地处理好学员知

识和能力培养问题。

三是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树立打牢基

础与长远发展兼顾的理念。课程作为人才培养的基

本 “蓝图”，承载着军队建设和未来战争对人才培

养的基本要求。新形势下，习主席强调院校教育必

须向着部队、实战、未来贴近再贴近［１］，深刻揭示

了人才培养的未来性要求，但这并不排斥打牢基础

的重要性。兼顾当前与长远，按实战要求重构军事

基础课程体系，必须克服基础训练与实战化要求关

联不大、联系不紧的模糊认识，既注重基础知识、

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基本方法的系统设计，又注

重前沿理论的重点介绍；既注重基本技能、基础体

能的系统训练，又注重实战化综合技能、战斗体能

的集成训练，在强化 “兵之初” “官之初”课目的

基础性的同时，设置组合性、综合性、对抗性课目，

强化实战能力培养。

　　二、坚持问题倒逼，注重搞好

“三个对接”，以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

牵引军事基础课程体系重构

　　与军队建设和战争需要相适应、促进学员素
质全面发展是军校教育的基本规律［３］。之所以要

进行军事基础课程重构，根本的原因还是院校人

才培养的质量与军队建设和未来战争需要不相适

应。当前，战争形态深刻变化，军队改革深入推

进，军队建设和战争需要持续不断对院校人才培

养质量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与时俱进地推进军事

基础课程体系重构，必须直面军队建设和战争需

要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坚持问题倒逼，

破解现行军事基础课程体系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

机制性问题。

一是对接分流院校，全程一体化设计军事基

础课程体系。“合训分流”组训模式，一个目标分

两个阶段完成，一类人才分两类院校培养，在课

程体系的建构上必然带来衔接上的问题。在顶层

设计上，两类院校对总目标与两个阶段的分目标

在把握上存在貌合神离的现象；在运行机制上，

两类院校之间缺少制度化的沟通协调，反馈、纠

偏、纠错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理念不统一、

课目有缺漏、内容有重复、标准要求不一致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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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重构军事基础课程体系，

必须打破体制机制上的藩篱，自觉站到整体设计

的全局高度，落实从青年学员到排长的 “五个转

变”的整体要求，真正做到合训分流两阶段的课

程体系整体递进、无缝对接。

二是对接部队需求，按 “三位一体”要求设计

军事基础课程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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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是培养人才

的 “大熔炉”。把部队训练实践纳入人才培养体系，

强化了院校教育对接部队的时代要求。部队是向实

战靠拢的前沿，院校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

人必须与部队接轨。现行军事基础课程体系，在课

目设置上对接部队有遗漏，存在 “在院校学的到部

队用不上，部队需要的又学不到的现象”；在考核评

价上对接部队有脱节，高于部队、严于部队的要求

落实不到位，存在部分毕业学员喊不响 “看我的、

跟我上”的问题；在体系结构上对接部队有缺陷，

过分强调单个基础，存在综合对抗不够的问题。重

构军事基础课程体系必须全面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进而解决 “部分毕业学员组训、教育、管理等能力

较弱，难以胜任本职岗位”的问题。

三是对接未来战场，按实战化要求重构军事基

础课程内容体系。实战化的内容是实战化军事基础

课程体系构建的核心，是让军校大门对接战场的关

键。当前，军事基础课程内容与实战要求贴得不紧，

存在 “旧、缺、浅、散、虚”等问题。没有把作战

要求最急需、最紧迫的要素内容深化到人才培养方

案中去，进入到课堂教学中来。新技术、新战法、

新装备和新型作战，没有及时进入教材进入课堂，

教学内容更新滞后于实战需要。按实战化要求重构

军事基础课程体系，教学内容要实现 “三个转变”，

即：由基于学科框架的学术型教学向基于作战能力

培养的应用型教学转变；由基本原理知识型教学向

培养作战思维、指挥技能和装备应用的综合性教学

转变；由按作战重点间断式设置教学内容向按照作

战全过程连续设置教学内容转变［４］。

　　三、紧扣实战要求，以主干课程

为重点，点面结合整体提升军事基础

课程体系实战化水平

　　作为描绘学员军事素质培养的 “蓝图”，军事

基础课程体系涉及军事理论、军事技能、军事体

育三个主要方面，由此派生的课程共同支撑人才

培养军事目标的实现。它们之间既有 “主干”，又

有 “枝叶”，共同构成描绘学员军事素质的 “大

树”。如何将实战化要求融入军事基础课程体系的

“大树”中去，整体提升军事基础课程体系实战化

水平，是重构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一）加强实战化理论素养培育，优化军事理

论课程内容

现行军事理论系列主干课程，从军事思想、

作战理论、训练理论、管理理论四个大方面规划

设计学员军事理论素养，较好地体现了人才成长

的基础性要求。笔者认为，在重构军事基础课程

体系的过程中，结构性调整军事理论课程体系的

必要性不大，但必须紧扣实战化要求，优化内容

设置。

军事思想课程要加大军史战史比重，突出军史

战史在传承红色基因中的作用，加强学员 “血性”

和 “战斗精神”培养。要增大国家安全与周边安全

形势内容比重，加强战略思维培养，提高学员从国

际形势和国家安全、军队建设发展的战略高度分析

和解决军事领域现实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作战基础理论课程要在搞透制胜机理、搞透

作战任务、搞透作战对手、搞透作战环境上下功

夫，加强对手知识介绍，提高学员对手意识；加

强战场环境知识介绍，提高学员复杂电磁环境意

识；加强军兵种知识介绍，提高学员联合意识；

加强联合作战基本理论介绍，打牢学员联合作战

基本理论基础。

训练基础理论课程要突出组训能力培养，加

大实训、实操的教学比重；要突出信息化条件下

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加大新教法、新训法、新

考法以及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新模式的教学

比重。

管理基础理论课程要突出信息安全保密，加

大信息安全保密管理内容比重；突出依法管理，

增加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和军制相关内容；突

出基层部队管理能力的培养，加大人员管理、训

练管理、装备管理等内容。

（二）突出单兵实战技能和组织指挥能力培

养，重构军事技能课程体系

以往的军事技能课程设置分散而不成体系，

聚焦实战的目标不明确，存在过分强调基础动作、

实战标准要求不高、条件设置实战环境氛围不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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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组合性综合性对抗性不强等问题。笔者认为，

实战化军事基础课程体系重构，军事技能课程是

重中之重。重构虽属结构性调整，但也不完全是

推倒重来。从当前学员军事技能教学训练的实际

出发，本着继承创新相统一的原则，军事技能课

程体系重构应重点突出学员单兵实战技能和组织

指挥能力培养。

强化单兵实战技能培养，在 “走”的能力上，

应充分体现现代作战机动能力要求，增设定向越

野、夜间行动、操舟、索降等课目；在 “打”的

能力上，强化实战应用要求，轻武器射击应增设

带有战术背景的应用射击等内容；在 “测”的能

力上，增加观察报知与指示目标、测图等内容；

在 “联”的能力上，进一步加强通信基础实操能

力培养，增加一体化指挥平台操作使用等课目。

强化组织指挥能力培养，按照合格班长的能

力要求，增设班组战斗行动相关课目，提高学员

班组战斗行动的组织指挥能力。按照预任排长的

能力要求，增设兵种战术基础与指挥技能、兵种

训练理论与组训方法等课目，打牢学员分队组织

指挥能力基础。强化实战背景下的军事技能综合

实践环节，将入学入伍野外综合训练、暑期训练、

毕业综合演练等连贯递进设计，增设组合性、综

合性、对抗性课目，强化野战条件下组织指挥能

力的培养。改革毕业联考科目设置，设置一定难

度、强度的体能、技能项目对学员实施综合考核。

（三）强化军事体育 “姓军为战”的本质属

性，按实战化要求重构军事体育课程体系

以往的军事体育课程以体能代替体育，夯实

学员体质基础、提高战斗技能的目的不明确，军

事体育强身健体、打牢战斗力基础的本质属性彰

显不够。重构军事体育课程体系，既要从院校教

育的角度出发，突出军事体育课程应有的育人功

能，为学员军事体育终身发展奠定基础；又要突

出为战斗力服务的根本指向，强化战斗任务需求

的目标定位，突出战斗体能的培养。

要正确处理院校军事体育课程与军事体育训

练考核大纲之间的关系，准确把握军事体育课程

的目标定位，不照搬照抄大纲内容，不在军事体

育课程与大纲课目之间画等号，做到军事体育课

程既服务人才培养，又服务大纲的训练与考核。

对照现有课程体系与大纲科目设置，新的军事体

育课程体系可从军事体育理论、基础体能、游泳、

通过障碍、器械体操、军事格斗、军兵种特色项

目等七个大的方面规划设计。

在内容设置上，军事体育理论应增设军事体

育与战斗力生成关系和特殊环境身心适应等内容。

基础体能课程应增设３０米 ×２蛇形跑、２０米 ×５
持枪绕杆往返跑和徒手组合、负重组合与救护组

合等符合战场需求的新课目。实用技能性课程应

增设携枪通过１００米障碍、实装通过２００米障碍、
携枪通过高寒山地５００米障碍等实战性很强的训练
课目。从而改变现行课程体系课目设置比较单一、

整体化设计不够、实战化程度不强的缺陷。

（四）“多维度”延伸军事基础教学训练，为

提高学员实战能力搭建广阔平台

广义上讲，军事基础课程体系的构建还包括

对日常养成、拓展训练、比武竞赛、综合演练等

实践环节的系统设计。以往的问题是，制度性不

强，没有真正形成相得益彰的长效机制；综合性

不够，没有真正达到提高综合素质的目标要求；

实战要求不高，没有真正体现战斗力的根本标准。

基于实战要求重构军事基础课程体系，在日常养

成上，应重点突出训养一致的原则，对接课程教

学训练，规范制定计划，规范落实内容，规范组

织实施；在拓展训练上，应重点突出兴趣牵引，

将训练要求的 “刚性”与学员兴趣爱好的 “柔性”

结合起来，为学员综合能力提升提供 “多项选

择”；在比武竞赛上，应重点在制度化下功夫，将

比武竞赛纳入常态军事训练范畴，变成人才培养

方案的共性要求，让比武竞赛从尖子选手走向全

体学员；在综合演练上，应充分体现实战要求，

让演练场对接战场，变单方组织为与部队联合组

织，变单方为红蓝双方，变固定课目为临机调整

课目，变演练性为检验性，在 “实战”中提高学

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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