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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军事教育与军事训练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在现实中，既存在重教育
轻训练的错误现象，也存在违背教育本质规律、以训练取代教育的不正确做法。厘清军事教育

与军事训练的关系、发挥教育与训练在人才培养上的合力，一要对军事教育合理定位，实现

“适应”与 “引领”的统一；二要院校与部队合力培育人才，建立军事人才全程培训机制；三要

大力发展军事职业教育，将教育与训练更好地融为一体。

关键词：军事教育；军事训练；关系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８８７４（２０１９）０４－００４１－０４

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ＬＹＵＹｕｎｆｅ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Ｊｏｉｎ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ｆｅｎｓ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ｓ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ｍｙ，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０５００８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ｒｅｔｗｏ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ｙｅ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ｅｘｉｓｔ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ｏｆ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ｐｌａｃ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ｂｏｔｈｉｍｐｒｏｐｅｒａｎｄｖｉｏｌａｔｅ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ｏｂｒｉｎｇｔｈｅｊｏｉｎｔｆｏｒｃｅ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ｉｎｔｏ
ｆｕｌｌｐｌａｙ，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ｌｙ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ｎｉｆｙ“ａｄａ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ｌｅａｄ”．Ｉｔｉｓａｌｓｏ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ｔａｌ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ｊｏｉｎｔｅｆｆｏｒｔｓ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ａｎｄａｒｍｙ
ｆｏｒｃｅｓａｎｄｆｏｒｍａ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ｔａｌｅｎｔｓ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ｃｏｕｒｓｅ．Ｅｑｕａｌｌｙ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ｉｓｔｏｇｒｅａｔｌｙｐｒｏｍｏｔ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军事教育与军事训练是培养军事人才、提高
军队战斗力的两个基本途径和重要环节，两者相

辅相成、互为依托，构成了军事教育训练这一事

物的基本内涵。然而近年来，在两者关系上却出

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导致人们认识存在一定的

混乱，以致出现重教育轻训练或以训练取代教育

的现象。为此，必须认真辨析军事教育与军事训

练的关系，正本清源，澄清一些模糊认识，防止

在实践中出现偏差。

一、概念辨析

军事教育与军事训练的概念纠葛，经历了一

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之前，
“军事教育”作为属概念，统揽军队的教育和训

练，并成为学科的名称；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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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教育训练”这一概念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

野，军事学学科体系调整之后，其作为学科的名

称正式确定下来；２０１１年之后，相关概念和学科
的名称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即用 “军事训练”取

代 “军事教育训练”，并成为新的学科名称。以上

事实说明，人们在军事教育与军事训练的关系上

是何等纠结和莫衷一是，从而导致认识上的模糊

并不奇怪。但是，无论相关概念和学科名称如何

变化，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

和事物，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则是毋庸置疑的

事实。

军事教育是军事领域最古老、最常用的概念

之一。关于 “军事”这个词，尽管各种版本的辞

书有不同的解释，但大都包括两种含义：一是指

武装斗争，二是指军队。因此，军事教育必然包

括广义和狭义两种界定方法———前者指向武装斗

争，后者指向军队和军人。

从广义层面理解，军事教育是与武装斗争相

关联的产物。它不是伴随军队的产生而形成的，

更不是军队院校的产物，而是在军队和军队院校

产生之前就早已存在。张振华教授主编的 《军事

教育史》研究认为：“中国的军事教育萌芽于原始

社会末期，产生于奴隶制社会的夏朝”［１］。关于军

事教育的这一特点，在顾明远教授主编的 《教育

大辞典》中也有明确的界定：军事教育是 “为武

装斗争而进行的各种教育活动的统称”［２］８５１。因此，

概括起来说，军事教育是武装斗争的产物，是所

有为适应武装斗争需要、取得战争胜利而进行的

教育训练活动的统称。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武装

斗争，就有了军事教育这个事物。军事教育的主

体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既包括军人和军人集体，

也包括普通民众。

从狭义层面理解，军事教育则是与军事训练

相对应的概念。在我国的各种辞书中，教育和训

练是有区别的。教育大都指培养人的活动，是对

人施加影响的有意义活动的统称，带有较强的理

论和认知色彩。如 《教育大辞典》对教育的解释

是 “传递社会生活经验并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训

练则是专指对人的行为、技能、能力的规训活动，

大都作为教育的下位概念，具有较强的实践和行

为特色。如 《教育大辞典》对训练的解释是 “教

育的基本方法，对培养技能、能力、意志、行为

方式和习惯具有特殊功能”［２］１８４３。对此，国外也有

类似的看法。如美国 《国防部军语及相关术语词

典》将军事教育定义为 “在有助于增长战争科学

和战争艺术知识的学科中，对单个人员的系统教

学”，而军事训练则有两种解释，一是 “旨在提高

人员履行具体的军事职责和任务的能力的教学活

动”，二是 “一个或多个军事单位为提高他们的战

备水平而进行的演习”［３］。当然，狭义的军事教育

也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院校教育，

也包括部队 （含预备役部队）的军事教育，但其

主体是军队院校教育。

根据上面的分析，并结合当前军事领域的实

践，可以推论出：军事教育指的是以培养军事人

才为核心，旨在增进人的军事知识、培养人的军

事能力的活动。军事训练则是以提高作战能力为

核心，对军人个体和军人集体进行的各种军事规

训活动的统称。若论两者的区别：前者既针对军

人也针对国民，后者主要针对现役和预备役军人；

前者以培养个体素质为主，后者以提高集体作战

能力为主；前者主要由院校组织实施，后者主要

由部队组织实施；前者是对人施加影响的有意义

活动的统称，后者是专指对人的行为、技能、能

力的规训活动；前者多指知识传授和基本能力培

养的活动，后者多指职业技能和职业能力形成的

活动；前者带有较强的理论和认知色彩，后者具

有较突出的实践特色。另外，在行为实践上，教

育和训练也是有区别的：训练关注的是部队整体

战斗力，教育更关注学员个体素质发展；训练讲

究现实性和实用性，院校还要注重理论性和发展

性；训练关注官兵的实际作战能力，教育更注重

人的基本品质发展。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教育和训练具有不同

的性质和特点，两者都是培养合格军事人才、提

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既有相对独立性，也

有相互交叉性和依存性，无论用教育统揽训练，

还是用训练统揽教育，都是不科学的。 “面向战

场、面向部队”，这是对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共同

的要求，两者必须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实现这两

个 “面向”。

二、现实境遇

长期以来，由于对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的概

念及其相互关系认识不清，加之缺乏权威性的解

释，致使人们在认识上屡屡发生错位，在实践中

更是出现了种种违背事物本质和科学规律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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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现象和问题，我们必须加以正视。

从军队院校方面来看，由于传统理念重教育、

轻训练的错误倾向，加之教育的性质和特点所限，

院校教育始终难以与部队建设和训练融为一体，

在体现自身价值和满足部队需要两个方面无所适

从。在教育理念上，时而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和特

殊性，对来自部队的需求缺乏重视，时而片面迎

合部队的现实需要，提出院校教育与部队训练

“无缝对接”和 “院校教育部队化”的错误认

识［４］，违背人才培养的客观规律；在教育实践上，

时而强调理论教学的价值，导致理论与实际脱节，

时而强调实践教学的作用，试图用训练实践取代

院校教育。其结果，院校教育表面上轰轰烈烈、

改革不断，但却在无形中逐渐失去部队的信任和

院校存在的价值，导致院校教育被边缘化、依

附化。

从部队方面来说，由于缺乏对院校教育地位、

作用和人才培养规律的正确认识，往往对院校教

育提出超乎其能力的过高要求，把军队院校看成

是 “现成”军事人才的培养基地，忽视甚至认识

不到自身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加上教育和训练

关系处理失当，存在以训练取代教育的现象，缺

少持续的针对性的职业教育，导致官兵职业素质

缺失、失去自我发展能力。同时，由于部队岗位

紧张，干部、士官责任重、工作繁忙，工学矛盾

突出，部队送学培养的积极性不高。

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固然是复杂的、多方面

的，但其根本在于对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的关系

缺乏正确认识，对两者缺乏合理定位。一方面，

军队院校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学历教育的束

缚，过度强调其教育属性，忽视训练的职能，在

加强理论性和学术性的同时，对部队建设和战争

现实缺乏高度的关注。加之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

落后，教员缺乏部队任职经历，忽视或无力满足

部队越来越高的现实性要求，将自己束缚在狭窄

的学术视野中，致使其广受诟病；另一方面，我

们把军队院校教育视为军事人才培养的唯一途径，

试图以院校教育包办人才培养的全部任务，院校

管训，部队管用，训用 “两张皮”。部队由于认识

不足和能力受限，只是对院校教育提出要求，忽

视自身在军事人才培养中的作用，缺乏对军事人

才职业素质的持续 “锻造”和加速发展。从而，

院校教育和部队训练渐行渐远、隔阂严重，军事

人才素质存在严重 “断档”、失去持续发展能力。

三、实践出路

理顺军事教育与军事训练的关系，充分发挥

其各自的职能，不仅要从理论上澄清认识，更重

要的是付诸实践，解决军事教育训练领域的现实

问题。其中，重要的是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军事教育合理定位，实现 “适应”与

“引领”的统一

既然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是一个统一体的两

个方面，两者既有联系，也有相对的独立性，因

此不能有主次之分，不能简单地说谁为谁服务。

对军事教育来说，既要努力适应军队建设和军事

训练的需要，也要引领军队建设和军事训练的发

展方向。

首先，军事教育要努力适应军队建设和军事

训练的需要。一是军事教育作为军事人才培养的

活动，是为军队建设和战争服务的，因此必须坚

持面向部队、面向战场的指导思想，不仅要奠定

学员扎实的素质基础，还要大力培养和提高学员

的岗位任职能力，尽力缩短理论与实践的距离，

使培养的学员能很好地适应部队的需要；二是军

队院校要注重对部队训练的研究，切实搞清楚部

队训练的特点和规律，将部队训练中好的做法和

经验移植到院校，通过理论和实践的 “嫁接”，提

高学员对部队训练实践的适应性、满足部队训练

的需要。

其次，院校教育要贴近实战、努力缩短理论

与实战的距离。为了培养满足部队建设和战争需

要的合格人才，院校既要搞教学，也要从事训练，

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何使教学和训练贴近

实战，却是长期以来一个难解的课题。近年来，

随着 “实战化训练”理念的提出，院校也出现了

“实战化教学”的热潮。但 “实战化教学”含义绝

不等同于 “实战化训练”，不是将 “实战化训练”

移入院校教学，更不是 “在实战中教学”［５］，而是

通过研究未来战争制胜机理、改革传统课程设置

和教学模式，使院校教学和训练满足实战的要求。

再次，院校教育要引领军队建设和军事训练

的发展方向。一是院校教育要坚持用先进军事文

化武装学员头脑，保持教育的先进性、纯洁性和

适度超前性。院校培养的学员，既要适应部队岗

位任职的需要，也要走在部队前列，以自身的先

进性引领部队建设和发展；二是院校教育不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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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部队训练的优良传统、吸取部队训练的先进

经验，还要研究和创造先进军事文化，代表军事

文化的发展方向，用先进军事文化引领部队的发

展。这既是院校教育的优势，也是院校教育的重

要职能之一。

（二）院校与部队合力培育人才，建立军事人

才全程培训机制

院校和部队虽有各自的任务分工，但培养军

事人才是两者的共同责任，必须建立 “军事人才

全程培训机制”———这是近年来我军教育训练新

的理念之一。

首先，院校和部队要合力培育人才，建立完

善的 “联教联训”机制。近年来，联教联训已成

为军队院校的热门话题和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

但是，许多人对 “联教联训”的含义理解过于狭

窄，仅仅看作是院校和部队共享训练资源、实行

联合训练。实际上，联教联训即 “联合教学”“联

合训练”，其目的是充分发挥院校和部队在人才培

养上的优势，将院校和部队结合为整体，搞好分

工合作，实现军事人才的全程培养。显然，联教

联训绝不是共享资源这样简单的事情，而是一项

涉及教育训练体制的深层次改革。

其次，部队不仅要合理使用人才，还要尊重

人才培养规律，对院校培养的人才进行 “深加

工”，解决院校和部队的 “接口”问题。实践证

明，真正的军事人才不是院校单方面能够培养出

来的。如果把院校教育比喻为打造 “毛坯”，部队

训练实践则是 “淬火”过程，部队一定不能忽视自

己在人才培养上应承担的责任。现在，不少部队在

人才培养上主动作为，不仅协助院校参与人才培养

过程，而且对院校培养的人才进行再培训、再加工，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一做法值得肯定和推广。

再次，要从改革院校和训练机构结构体系入

手，实现军事教育和训练体系的深度融合。世界

主要国家军队建设的经验之一，是在编制体制上

实现院校和部队、训练机构融合，联合培养军事

人才。例如，美军的兵种院校很少单独组建，而

是设在大型兵营和军事基地，与部队和训练机构

形成整体。其他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的做法。未来，

我军可根据各院校的地域条件，打破建制，成立

若干集院校、部队、训练机构于一身的大型军事

训练中心，破解体制编制的障碍，在人才培养上

真正形成合力，把我军的教育和训练推向新的

高度。

（三）大力发展军事职业教育，将教育与训练

更好地融为一体

随着军事教育训练的深入发展，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后，我军提出了 “军事职业教育”这一

概念，将其作为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军事职业教育也是军

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

对于处理好教育与训练的关系提供了更好的契机。

首先，要正确理解军事职业教育的概念，处

理好与院校教育、部队训练的关系。三位一体人

才培养体系中的 “军事职业教育”，不同于人们传

统的理解，特指官兵在部队任职期间进行，主要

由部队组织实施，针对职业岗位需要，以促进官

兵职业素质发展为目的的在职、在岗教育［６］。它

既不同于军队院校教育，是独立于院校教育之外

的另一教育领域，也不同于部队训练，属于教育

活动而非训练活动。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把军事

职业教育看作为院校教育、部队训练的扩展和补

充，也不能简单看作为继续教育，而要看到它的

实质，即针对职业岗位进行的以提高官兵职业素

质为目的的在职、在岗教育活动。

其次，要完善军事职业教育体系，建立按需

培训与自我发展相结合的教育机制。军事职业教

育作为独立于院校教育之外的在职、在岗教育，

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针对岗位任职能力提升进行

的针对性教育，二是针对部队现实需求进行的专

题性教育，三是为满足官兵个人发展需求进行的

拓展性教育。因此，完善军事职业教育体系，必

须建立按需培训与自我发展相结合的教育机制。

一要实行与院校教育联合，弥补院校教育的不足；

二要明确部队 （主要指建制单位，包括机关和院

校）的教育职责，切实发挥部队在军事职业教育

中的主体作用；三要建立完善的领导管理体制和

教育组织机构，将军事职业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四要大力拓展教育途径和渠道，满足部队官兵自

我发展的需要，最大限度调动和发挥官兵的教育

积极性、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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