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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军事职业教育培养目标应当聚焦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培养一流军事人才；军事职
业教育课程应当体现军事职业的价值导向，关注知识逻辑与工作逻辑的统一性；军事职业教育

的支撑环境应当关注网络与慕课背后的信息化教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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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大力
发展军事职业教育，是习近平军事教育思想的重

要内容，是全面实现军事人员现代化的战略举措，

是为 “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一流人才支

撑的战略匹配。如何将这种战略匹配转化为全军

将士终身学习的自觉行动，有必要对军事职业教

育的培养目标、课程价值和教学环境进一步深化

认识。

　　一、军事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应

当关注什么？

　　军事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应当关注什么？不
仅是 “补差”也不仅是 “泛在”，而是要 “聚焦

一流”。党的十九大明确了新时代的强军路线图，

明确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提出了三个时间节

点。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
得重大进展，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到 ２０３５年
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

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这样一支世界一流军队是由

什么样的人组成的呢？我们可以找一个参照群

体，现在在校的 １０万左右生长军官学员是进入
第一个三位一体循环周期的群体，他们现在大都

是１８岁—２２岁，２０２０年是 ２１岁—２５岁，成为
军队基层带兵人；到 ２０３０年，３１岁—３５岁，成
为旅团指挥员的主体；到 ２０５０年，５１岁—５５
岁，军以上领导干部从他们中产生，世界一流军

队的领导人从他们中产生。这个群体将成为世界

一流军队的建设者和领导者。培养世界一流的军

事人才需要有世界一流的军事教育，这个军事教

育既包括军队院校教育也包括泛在的军事职业教

育，还包括部队训练实践。我们的军事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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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为培养世界一流的军事人才提供 “大平台”，

发挥 “拓展支撑”作用，这就是我们军事职业教

育的大目标，也是我们研究军事职业教育的逻辑

起点。

既然要培养世界一流的军事人才，我们就要

看看世界一流军事人才的标准是什么？很不幸，

我没有查阅到世界一流军事人才标准的准确表述，

事实上也不可能有这种表述。我们只能找参照标

准，看看世界一流军队是如何培养一流人才的，

他们关注的焦点在哪里？美军是当今世界一流军

队，美军职业军事教育主要包括院校教育和远程

继续教育，其中院校教育分为五级：军官任命前

的高等学历教育，军官任命后的初、中、高级职

业军事教育和将官职业军事教育。美国２００９年７
月１５日发布的 《美国军官职业军事教育政策》明

确，职业军事教育的培养目标是造就具有战略思

维能力、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精于联合作战的

军官［１］７８。２０１３年原总参军训部组织的训练部长集
训会议上，有几位部队指挥员以亲身经历介绍了

在俄、法、英等外军院校学习的情况，毫无例外，

战略、联合、创造性也是这些世界军事强国为打

赢明天战争培养人才的关键词。因此，我们可以

推论，战略素养、批判性思维、联合素养等是未

来世界一流军官最重要的职业品质。习主席在视

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提出要提高 “战略素养、

联合素养、指挥素养、科技素养”［２］为新型军事人

才培养指明了方向。

美军认为，教育主要指向 “认知领域”、训练

属于 “技能领域”、联合教育属于 “情感领域”，

联合是一种文化，需要持续培育。这些品质既要

靠院校教育固本强基，也要靠部队训练实践检验

升华，更要靠军事职业教育所建立的终身教育大

平台拓展支撑。所以，通过日积月累潜移默化，

培养具有战略素养、批判性思维和联合素养的世

界一流军事人才也是我们军事职业教育的重点所

在。早在１９４６年，丘吉尔就曾指出：军人的职业
成就，主要依靠院校的集体学习和后期的继续教

育，职复一职，年复一年。这是未来军队指挥官

成长的主旋律，也是赢得未来战争胜利的秘诀［１］１。

因此，我们在制定军事职业教育目标时，不仅要

关注那些具体的岗位能力素质目标，更要关注那

些制约我军成为世界一流军队、影响军事人才现

代化的深层次战略目标。

　　二、军事职业教育课程价值应当

关注什么？

　　军事职业教育课程价值应当关注什么？不是
“学科导向”也不是 “任务导向”，而是职业导向。

依据 《军事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军事职

业教育要 “以提升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为核心”，

而教育的载体是课程，美国著名教育家布鲁贝克

在 《高等教育哲学》中说 “所有的高等教育教学

活动不管采取什么教学形式，都必须从课程决策

开始”［３］。美军退役陆军中将、曾参与美军职业军

事教育政策制定的巴诺将军说：“军种司令应是军

种军官学校或军种参谋学院职业军事教育课程的

领导者”［４］。所以厘清课程的价值导向对于实施军

事职业教育试点至关重要。

（一）职业导向课程应当关注工作逻辑与知识

逻辑相统一。在岗学习是军事职业教育区别于院

校教育的基本特征，也决定了军事职业教育的课

程价值导向。学科导向是院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

育课程的价值导向，因此院校教育课程主要是服

从学科知识逻辑，按照学科知识体系组织课程；

任务导向是部队训练课目的价值导向，因此部队

训练主要是围绕打赢的使命任务和战斗流程组织

训练课目。军事职业教育是在岗进行的以岗位履

职和职业发展为目的再教育再培训，所以职业导

向才是军事职业教育课程价值导向。既然是职业

导向，军事职业教育的课程就应当既服从工作逻

辑又服从知识逻辑，按照知识体系与工作体系的

交叉点来组织课程，这个交叉点简单而言就是知

识在工作中的应用点。将所有的应用点组合起来，

对碎片化学习的知识进行系统化升华，就成为面

向工作、面向岗位、面向战场、面向发展的军事

职业教育知识体系。因此，军事职业教育课程应

当着重分析本单位军人职业发展所必需而院校教

育还不够 （人员覆盖不够、内容深度不够、知识

广度不够）、部队训练实践又没有触及的知识点，

来梳理出课程体系。

（二）职业导向课程应当关注职业发展与人的

发展相协调。军事教育有一条基本规律，就是必

须适应军队人员个体发展需求，主要体现在职业

发展和人的发展的需求。按照马克思人的全面发

展思想，作为军人这个群体，职业发展是目标，

人的发展是根本，两种发展需求聚焦于强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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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于 “三位一体”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中。

因此，我们在军事职业教育课程中除了关注职业发

展，还应当特别关注人的发展，开设丰富多彩的在

职学习课程，制定个性化的课程选修计划，为军队

人员职业发展和终身教育提供课程支撑。军事职业

教育课程不能是院校教育课程的搬家，也不是单个

人员训练计划的重复，而必须从军队人员职业发展

和人的发展和谐统一的角度制订个性化的课程。

　　三、军事职业教育的支撑环境应

当关注什么？

　　军事职业教育的支撑环境应当关注什么？不
仅是网络也不仅是慕课，而是网络与慕课背后的

信息化教学理念。从历史维度看，战争年代，我

军军事人才培养主要是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

单一模式；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准备打仗和正

规化建设是我军建设的主题，人才培养也由单一

模式转变为院校教育和部队训练并行的二元结构。

新形势下，打赢信息化战争，对新型军事人才的

知识结构、发展潜力和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信息化战争的作战样式、指挥方式、武器装备都

发生了质的变化，官兵需要熟悉、需要掌握的东

西越来越多，只需一次充电就够一生放电的时代

已经过去，仅靠院校教育和部队训练已经不能满

足官兵成长成才的需要，发展军事职业教育，建

设学习化军营，开展终身学习，成为军事人才成

长的必由之路。加之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为基本特征的教育信息化浪潮风起云涌，为军事

职业教育提供了终身学习、远程学习、自主学习

的大平台，依托网络与慕课开展信息化教学成为

现代军事职业教育的明显标志。我们在关注网络、

慕课等有形的学习环境时，更要关注网络和慕课

背后无形的信息化教学理念。

（一）信息化教学理念是以学习者为中心。

２０１５年５月，习主席在致首届国际教育信息化大
会的贺信中指出，“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

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

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培养大批创新人才，

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５］。２０１５年是世界教
育目标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发布

了 《处于争论和教育改革中的课程问题———为２１
世纪课程议题做准备》等重要报告，提出了２１世
纪课程发展必须 “以学习者为中心”［６］。既然是学

习者为中心，就要针对学习者的具体情况，制定

个性化的学习计划，提供多样化的课程选择，进

行精准化的学习指导，开展互动式的教学组织。

（二）信息化教学课堂是 “翻转课堂”。传统

的知识学习分两个空间，知识的传授在课内，知

识的消化吸收在课外，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从知

识转化为能力的金字塔看，通常有六个步骤：识

记、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越往上难

度越大。传统教学，对难度越小的帮助越多 （识

记和理解都在课内），对难度大的 （应用分析评价

和创造）反而陷于无助的状态。如果颠倒一下学习

空间，知识的传授到课外，知识的吸收转化在课内，

难度就和帮助成正比了———这就是翻转课堂的思想。

翻转课堂实际是从 “先教后学”到 “先学后教”。

信息时代的 “先学”要充分利用微视频、云平台等

技术，“后教”也要利用互联网、学习分析技术等

来支撑。知识传授和知识内化的顺序及环境翻转了，

知识教学转变为探究性学习、互动式学习。但如果

我们只是形式上先学后教，没有对先学的状态进行

互动分析，后教也就无的放矢。

（三）信息化教学方式的核心是 “关联”。慕

课的教育思想，主要是基于联通主义的学习理念、

基于学习者为中心的课程理念和基于双向互动的

课程设计，核心就是关联，将碎片化的知识点与

离散化的时间及分布式的空间中的人关联起来，

实现个性化教学。如果只是将慕课看作一门门微

课程而没有关注到背后的教育思想，由于学习时

间碎片化，使得学习者懒于思考和知识加工，由

于学习内容的碎片化使得知识的关联点难以建立，

最后则难以形成所需的知识体系。

陶西平先生曾引用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

教育与信息化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的一句名言，“先进

的技术只能放大优质的教育，而不可能取代平庸的

教育”。陶先生还举例：瑞士的教育信息化，四分之

一的钱用于硬件、四分之一用于软件开发，二分之

一的钱用于教师培训。他们认为，如果不用二分之

一的经费培训教师，前面的钱等于白花［７］。我国为

了在职业院校中开展信息化教学，教育部开展了全

国教师培训万里行活动，通过提升教师的素质来提

高教学质量。所以，军事职业教育的前提是教育观

念的转变，关键是教师的升华，只有教师升华，才

有课程的升华，才有方式的升华，最后才有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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