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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经历了持续的战争冲突之后，美国陆军开始了对院校教育体系的评估与改革，并
于２０１５年７月宣布成立陆军大学。陆军大学将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下属的所有院校并入其中，
旨在建成统一的陆军院校体系。以增强学术相关性和严格性、提高社会声誉、改善院校管理为

愿景目标，陆军大学拟从发展一流的军文职教员、设计内容相关标准严格的课程体系、培养高

素质的学员、采用国家认可的标准、推动专业研究和出版、营造创新的学习环境、拓展与学术

界和工业界的伙伴关系、改革陆军院校系统的管理模式等方面推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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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７月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宣布
成立陆军大学 （Ａｒｍ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在此之前，陆
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已于１月份发布了 “陆军大

学白皮书”，３月份发布了 “陆军大学战略商业计

划”，４月份发布了 “陆军大学情况简报”。成立

不到半年，陆军大学便于１２月召开了一个全国性
的教育研讨会，来自３１所军队院校和８０所地方高
校的２００多名代表参加，就营造创新性的学习环

境、发展一流师资、建立军地合作交流机制等议

题进行了为期２天的研讨。兼任陆军大学执行副校
长的合成兵种中心司令布朗中将向与会代表宣称，

成立陆军大学是美国陆军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最深

刻的教育变革［１］。此前布朗中将已在陆军最重要

的学术刊物 “军事评论”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Ｒｅｖｉｅｗ）上撰
文，详细阐述了成立陆军大学的意图与构想［２］。

可以说，美国陆军大学的成立经过了充分的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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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受到了美国陆军领导的高度重视。

一、美国陆军大学成立的背景

建立一所军种大学不是陆军的首创，早在

１９４６年空军便成立了空军大学 （Ａｉ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７６年国防部成立了国防大学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ｆｅｎ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８９年海军陆战队成立了海军陆战队
大学 （ＭａｒｉｎｅＣｏｒｐ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这些军队大学不
同于以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冠名的地方综合性大学，它们不
是一所实体院校，而是多所军事院校的组织管理

机构。如海军陆战队大学下辖海军陆战队战争学

院、指挥与参谋学院、两栖作战学校、基础学校、

候补军官学校等，空军大学下辖空军战争学院、

指挥与参谋学院、试飞员学校、空军理工学院等，

国防大学则下辖国家战争学院、国家安全与资源

战略学院 （即原武装部队工业学院）、信息资源管

理学院、国际安全事务学院、联合部队参谋学

院等。

美军成立国防部或这些军种大学，主要目的

在于拆除院校林立的烟囱，集中统管下属院校的

行政与后勤事务，既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又可以

使各院校将精力集中于教育和学术事务，同时也

便于对院校进行统一高效的政策指导和协调。如

国防大学将下属各学院功能类似的机构图书馆、

信息中心、远程教育办公室等，进行合并，消除

了职能上的重叠冗余，提升了经济和管理效益。

空军大学１９９７年则又合并了负责新军官培训的后
备军官训练团和军官训练学校，从而使空军的新

任现役军官 ７０％由空军大学负责培养，预备役、
国民警卫队军官以及专业技术军官则１００％由空军
大学负责培养。

美国陆军在２０００年也提出了创建一所地面作
战大学 （ＬａｎｄＷａｒｆａｒ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以统管各级职业
军事教育的设想，但因２００１年开始的全球反恐作
战而搁置。２０１２年，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在其
开展的 “院校教育与训练改革研究”中，再次提

出了成立陆军大学的建议［３］。

为什么要成立一所陆军大学？美军给出的理

由是［４］：当前陆军的教育体系无法满足２１世纪安
全环境日益复杂和不确定所带来的挑战。院校应

当面向２０２５年的军队，培养富有灵活性、适应性
和创新性的领导者，但当前陆军院校存在的问题

影响了陆军教育目标的全面实现，这些问题是［５］：

（１）教育模式落后于时代。战争已进入信息时代，
当前陆军的职业军事教育体系却还保持着一个多

世纪之前创立时的基本特征，采用工业化时代的

流水线教育方式，强调对既定程序和兵种专业知

识的学习，课程结构孤立分裂、缺少弹性。 （２）
院校机构和职能重叠。仅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就管

理着７０多个独立的学校 （培训计划），许多院校

机构和职能彼此重叠，不仅造成了资源利用和管

理效益低下，还阻碍了改革创新在教育体系内的

推广。（３）军队院校与地方的合作缺乏一致性和
连贯性。陆军各院校与美国９０多所地方院校有合
作关系，但这些合作关系大多是暂时的和个别的，

陆军缺少统一的机构和政策来吸引、管理、优化

与地方的合作关系。（４）军事教育缺乏学术声誉。
军事教育被认为缺少学术严格性，军队院校的文

凭、学位和资格证书在地方学术界缺乏声誉，陆

军领导力中心２０１０年的陆军领导力年度调查结果
显示，许多军人不认为职业军事教育是有价值的、

有声誉的、严格的。 （５）军事教育计划缺少国家
认证。陆军的各种教育计划得到美国教育部认证

的不足１／４，由于军队教育计划的学时学分不被地
方院校承认，导致士兵为获取学位而重复学习，

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

美军认为，经历了十多年的持续冲突，陆

军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对于未来所要面临

的复杂、不可预计的挑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因而可以对军事教育做出深刻的反思与评估，

这为重新评价教育模式提供了机会。持续冲突

之后是进行军事教育转型的绝佳时机，因此美

军选择在这个时候成立陆军大学，以此带动陆

军教育改革。

二、美国陆军大学的组织架构

美国陆军大学囊括了训练与条令司令部下属

的各院校及训练中心，包括：高级职业军事教育

院校———战争学院；中级职业军事教育院校———

指挥与参谋学院、管理参谋学院；初级职业军事

教育院校———野战炮兵学校、防空炮兵学校、装

甲兵学校、步兵学校、工程兵学校、航空学校、

突击队学校、核生化学校、运输学校、航空后勤

学校、信息技术学校、信号学校、情报学校、军

械学校、军需官学校、副官长学校、财务学校、

宪兵学校、体能学校、准尉职业学校、军士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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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训练士官学校、牧师学校、征兵与保留学校、

防务语言研究所外语中心等；军官任命前教育院

校———候补军官学校和管理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学

员司令部。陆军大学的机关设在训练与条令司令

部合成兵种中心所在地利文沃思堡。

陆军战争学院与陆军大学的关系比较特殊，

战争学院既是陆军大学下属的一个研究生院，同

时又保持自己独立的预算、学位认证与学术管理

体系，由独立的视察员委员会监管，直接受陆军

参谋长领导。这是因为战争学院的学术学位教育

和联合职业军事教育已分别由美国中部各州院校

协会和联合参谋部认证，前者要求战争学院通过

其校长和教务长独立管理学术事务，后者则要求

战争学院直接对军事教育协调委员会和联合参谋

部负责。类似的情况还有西点军校，作为陆军在

地方最具声望的院校，西点却不能并入陆军大学，

因为西点的管理体制和学位授权由美国法典规定，

不可变更。陆军大学只能以合作的形式加强西点

与其他陆军院校的联系。

陆军大学的领导机构是指导委员会 （Ｂｏａｒｄ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负责审批陆军大学的发展愿景，确定
发展重点，为陆军大学争取资源。指导委员会由

陆军部长领导，成员包括：陆军部长、陆军参谋

长、负责人力与预备役事务的助理陆军部长、军

事长学院校长、陆军参谋部高级准尉、部队司令

部司令、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司令、物资司令部司

令、陆军预备役主任、国民警卫队局局长、陆军

部高级文职人员、陆军教育顾问组主席。

陆军大学的校长 （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ｏｒ）由训练与条令
司令部司令担任，履行首席执行官的职责，校长

直接向陆军参谋长和指导委员会负责。陆军大学

设２个副校长职位，负责训练和教育的执行副校长
由合成兵种中心的司令担任，主要监管学术与财

政事务。负责战略教育的副校长由陆军战争学院

的校长担任，负责就战略教育事务向校长和陆军

参谋长提供咨询。

陆军大学的教务长由合成兵种中心的副司令

担任，负责学术计划的长期持续发展。另设２个副
教务长职位，负责学术事务的副教务长拟由文职

人员担任，负责提升学术教育的严格性和社会声

誉。负责教育系统的副教务长则监管陆军大学的

管理体系，负责各级各类职业军事教育的融合协

调发展。

三、美国陆军大学的愿景目标

成立陆军大学，旨在将陆军职业军事教育计

划统合为在一个集中高效的管理体系之内，将陆

军现役、预备役和国民警卫队，以及军官、准尉、

士官、文职人员的教育训练融合为一体，从而实

现整体陆军院校系统之内的统一陆军院校体系

（ＯｎｅＡｒｍｙＳｃｈｏ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Ａｒｍ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ｙｓｔｅｍ）。通过对陆军院校的集中管理，一
方面消除机构和职能冗余，拆除各类培训计划之

间的壁垒，提高管理和资源利用的效益，促进联

合教育向初级职业军事教育和士官、文职人员培

训延展；另一方面，为各级各类职业军事教育制

定更为严格的学术标准，争取更多的外部认证，

促进军队与地方的交流合作。

陆军大学的发展愿景包括三点［６］： （１）增强
学术相关性和严格性。教育的相关性是指要培养

官兵运用知识、概念和技能解决真实世界的跨学

科问题。教育的严格性是指教育要应对未来不确

定的挑战，使恰当的培训对象在恰当的时间接受

恰当层次恰当内容的培训。 （２）提高社会声誉。
使美国公众意识到陆军大学的学位与地方大学一

样具有价值，吸引优秀的师资、资源和合作伙伴，

增强军文职人员在教育市场和职业市场的竞争力。

（３）改善管理，增强院校教育的灵活性。实现教
育管理体系的转型，提高效率和灵活性，统一院

校教育行动，更好地满足作战部队的动态需求。

基于以上发展愿景，陆军大学制定了未来需要达

成的六大战略目标［７］：（１）培养具有灵活性、适应
性和创新性的军文职人员和领导者； （２）在智识
上超过潜在对手；（３）提高行动灵活性；（４）加
强陆军职业军事教育； （５）扩展的第一和第二阶
段的联合职业军事教育； （６）实现士兵的终身
发展。

四、美国陆军大学的改革策略

以发展愿景和战略目标为指导，美国陆军大

学制定了八个方面的改革策略［８］：

（一）发展一流的军文职教员

军队院校的教员不仅应当具备精深的专业知

识、丰富的作战经验，还应当掌握有效的教学技

能，成为成人学习的促进者。优秀的教员不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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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教育质量的保障，当他们 （军职教员）返回

部队时，其在院校获得的更专深的专业知识、更

出色的沟通能力、批评性思维和研究能力，也将

使作战部队受益。陆军大学将与人力资源司令部

合作，改善人才管理机制，选拔、培养和保持一

支军、文职结合的稳定、多样化的一流教员队伍。

具体措施包括：在陆军层面实施对军职教员的统

一选拔；将军职教员的任期稳定为３６个月；制定
政策促进现役与预备役教员的交流任职，军队院

校与地方院校教员的交流任职；建立教与学卓越

中心，开展对教员教学技能的点对点培养；为后

备军官训练团培养军事教员和管理干部。

（二）设计内容相关、标准严格的课程体系

借鉴学习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

验，改造课程体系和课程开发过程。建立课程设

计和开发的相关性和严格性框架，使学员运用知

识和技能解决真实世界的复杂问题。吸收来自战

场的反馈，利用陆军训练信息系统 （Ａｒｍｙ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开发和推广课程。建立教育在
认知、情感、心理领域的培养目标和评估标准，

对学员的学习采用终结性、形成性、规范性评价，

以支持学员的全面学习。

（三）培养高素质的学员

陆军大学要支持全体官兵在全职业生涯中的

持续学习和成长，为每一名成员提供消除短板、

自我发展的机会。陆军大学将协同人力资源司令

部，改革完善官兵送学机制。具体措施包括：消

除或减少部分人员豁免参加职业军事教育的现象；

参考地方研究生教育机构的申请和录取程序，为

竞争性入学的中、高级职业军事教育制定申请入

学和学员录取的学术标准，广泛采用类似 ＧＲＥ的
标准化考试，选拔有学术潜力和领导能力的人员

住校学习；建立学习资源中心，为学员的个性化

学习要求提供定制式的支持；促进学员的跨校合

作与交换。

（四）采用国家认可的标准

争取外部专业机构对陆军院校和训练机构的

认证，可以提高教育质量、降低教育成本、提高

军文职人员的招募和保留率。陆军大学的理想是

使美国青年意识到，加入陆军就是进入了大学，

在陆军大学接受的任何教育训练都可以使他们获

得学分，并在退役时做好就业准备。为此，陆军

大学将基于国家标准，为所有的职业军事教育课

程出具被社会广泛认可的成绩单，为所有的军职

专业争取文凭和资格认证，使军队院校的学时学

分能够转换为地方院校的课程学分。具体措施包

括：建立陆军虚拟的本科学校；建立新的军事学

位计划，颁发领导力方面的副学士、学士和硕士

学位；加强军事课程的军地通用性 （如将 “勇士

领导者课程”更名为 “领导者基础课程”），使尽

可能多的军职专业获得地方认证；使所有军队教

育机构采用美国院校协会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认证

标准；陆军大学争取获得区域高等教育协会的认

证；采用统一的陆军大学成绩单，全程记录每位

官兵的教育经历，以地方易于理解的形式描绘官

兵所获得的教育、训练和经验。

（五）推动专业研究和出版

美军认为，要在智识上超过对手，大力推进

军队的学术研究和出版至关重要。陆军大学要建

立广泛的学术网络，使陆军的研究重点和需求与

学术资源和组织有效对接起来，推动军队人员积

极参与到国家安全对话中，通过研究和出版来创

造和传播新知识。具体措施包括：强化行动研究

（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促进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合作，
提高学术研究的现实针对性和应用价值；促进军

队研究机构与地方工业界、学术界的交流合作；

支持教员和学员开展合作研究；争取国会授权，

使军队院校的科研可以获得政府研究基金资助；

将 《军事评论》编辑部与作战研究所 （Ｃｏｍｂａ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合并，成立陆军出版社 （Ａｒｍｙ
Ｐｒｅｓｓ），为军队学者出版研究成果提供渠道；建立
军事学术期刊的同行评审制度，提高军事期刊的

学术水平。

（六）营造创新的学习环境

加快军队教育体系的创新发展步伐，将陆军

大学建设成为陆军的学习创新中心，推广创新教

育实践，以更好地支持陆军作战概念 （ＡＯＣ）。具
体措施包括：全面实施陆军学习模型 （Ａｒｍ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ｏｄｅｌ），将院校教育延伸到实体学校之
外；制定教育通用操作图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Ｐｉｃｔｕｒｅ），清晰展示官兵全职业生涯的教
育机会，使部队熟悉可以利用的教育资源；充分

利用数字训练设施和个人学习网络及设备，加强

官兵的自主学习；在教育训练中推广 ＬＶＣＧ（实
装、虚拟、建构、游戏）技术；支持对学习科学

和现代教育技术的持续研究；利用好现有渠道，

使陆军大学可以直接听取作战部队的培训需求。

８５



　
范玉芳，等：美国陆军大学：愿景目标与改革策略

（七）拓展与学术界和工业界的伙伴关系

加强与外部公立、私立机构的合作是提升军

队院校水平的重要途径，同时这种合作关系也将

陆军与其服务的社会联系起来。陆军大学要争取

与地方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广泛合作机会，建立陆

军院校与地方机构合作的统一管理机制，确保合

作的长期效益。具体措施包括：借鉴陆军预备役

和国民警卫队的经验，在教员与学员互换、合作

教育与研究等领域，加强与地方公、私立机构的

合作；制定政策，推行陆军大学与地方公立院校

之间的教员交流任职；取消政策限制，使军队院

校教员可以广泛参加地方的专业研讨会，以促进

教员发展，并与地方建立学术联系；推进军队与

地方的文凭、资格互认；设立陆军大学年度教育

论坛，促进教育领域的军地研讨与交流。

（八）改革陆军院校系统的管理模式

通过成立陆军大学全面实施统一陆军院校体

系 （ＯｎｅＡｒｍｙＳｃｈｏｏｌＳｙｓｔｅｍ），对陆军院校进行优
化组合，减少机构重叠，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教

育体系的综合集成性和灵活性。具体措施包括：

修订相关政策条令，推动陆军大学的全面运作；

将陆军大学的管理权扩展至陆军主要的利益相关

者，成立陆军大学指导委员会并颁布宪章；利用

好军队现有的教育协调机制加强陆军大学与其他

机构的协同，包括由陆军大学执行副校长担任陆

军学习协调委员会将官指导委员会的联合主席，

由负责学术事务的副教务长担任陆军学习协调委

员会上校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加强对军地院校合

作的合同管理，提升效益，降低成本，共享资源；

合并陆军各图书馆，实现数字资源的统一采购和

使用；合并各院校的部分管理职能，由陆军大学

提供统一的入学注册、学籍管理、信息技术保障

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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