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４５ 卷第 ３ 期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４５ꎬ Ｎｏ ３
Ｓｅｐ ２０２２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２８

基金项目: 海军航空大学教育理论研究课题 (ＨＨＣＪ２０２０ － ４２４ － ２８)ꎻ 北京市教育科学 “十四五” 规划 ２０２１ 年度重点课题

(ＢＢＡＡ２１０２６)

作者简介: 胡俊明 (１９８０ － )ꎬ 男ꎬ 山东烟台人ꎮ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海军航空大学学员大队政治委员ꎬ 主要从

事军事高等教育、 比较军事教育、 领导力培养研究ꎮ

军事院校实现一流本科教育的路径研究
———来自美国三所军官学院的案例

胡俊明ꎬ 卢晓东
(北京大学　 教育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 根据口碑、 人才培养质量和教育教学指标ꎬ 美国军官学院拥有一流本科教育ꎮ 美

国军官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面向长远的精英教育ꎬ 无论是领导者培养目标还是科学文化教育

标准ꎬ 都突出面向未来的能力导向ꎬ 而不是仅仅只专注于毕业后岗位任职能力ꎮ 目标指导下的

教育实践将通识教育、 专业教育、 职业教育糅合起来ꎬ 内部评价指标聚焦人才培养质量ꎬ 在军

事计划体制下保持了适度学习自由ꎬ 其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人才培养理念、 通识教育、 核

心课程、 低生师比、 小班化教学、 课堂质量、 住宿学院 / 书院、 本科生学术活动、 导师制等构成

一流本科教育要素ꎮ 美国军官学院的理念和做法对于我们建设一流军校、 打造一流军事本科教

育、 培养军事领袖人才具有参考价值ꎮ
关键词: 西点军校ꎻ 军事高等教育ꎻ 一流本科教育ꎻ 生师比ꎻ 小班教学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９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２ － ８８７４ (２０２２) ０３ － ００１２ － ０６

Ｔｈｅ Ｗａｙ ｆｏｒ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

ＨＵ Ｊｕｎ￣ｍｉｎｇꎬ ＬＵ Ｘｉａｏ￣ｄｏｎｇ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１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ｓ ｅｌｉ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ｇｏａｌｓ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ｍｅｒｅｌｙ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ａｓ ａ ｊｕｎｉｏｒ ｏｆｆｉｃｅｒ. Ｔａｒｇｅｔ￣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ｂｌｅｎｄ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ｉ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ｌｓｏꎬ ｉｔ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ｃｏｒ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ꎬ ｓｍａｌ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ｆａｃｕｌｔｙ ｒａｔｉｏꎬ ｓｅｍｉｎａｒꎬ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ｄｖｉｓｉｎｇ ａｌｌ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ｌａｓｓ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 ｗｉｌｌ
ｇｉｖｅ ｕ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ꎬ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ｌｅａｄ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胡俊明ꎬ 等: 军事院校实现一流本科教育的路径研究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ｗｅｓｔ ｐｏｉｎｔꎻ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ꎻ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ꎻ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ｒａｔｉｏꎻ ｓｅｍｉｎａｒ

　 　 美 国 军 事 学 院 (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ａｄｅｍｙꎬ 简称 ＵＳＭＡ)、 海军学院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Ｎａｖ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ꎬ 简称 ＵＳＮＡ) 和空军学院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ｉｒ Ｆｏｒｃ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ꎬ 简称 ＵＳＡＦＡ) 是三所承

担美国高等教育任务的军事院校ꎮ 其中ꎬ 美国军

事学院又称西点军校ꎮ 在美国文理学院排行榜上ꎬ
三所军官学院以其一流本科教育名列前茅ꎮ 以美

国军官学院为案例ꎬ 探寻军事院校实现一流本科

教育的路径ꎬ 不仅对于我军院校打造一流本科教

育、 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具有参考借鉴价值ꎬ
也对普通高校本科教育如何培养军事、 政治、 工

业、 商业等领域的领袖人才具有启发意义ꎮ

一、 一流本科教育研究综述

自国家启动 “双一流” 建设和召开 “新时代

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 以来ꎬ “一流本

科教育” 逐渐成为 “双一流” 后一个关键问题ꎮ
一流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的底色ꎮ 本科教育是培

养一流人才最重要的基础ꎬ 最能体现学校传统和

特色[１]ꎮ 一流的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的重要基础

和基本特征ꎬ 建设一流大学必须建设一流本科[２]ꎮ
要把本科教育放在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 教育教

学的基础地位、 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前沿地位[３]ꎮ
黄福涛认为ꎬ 一流本科教育目前既无明确和

科学的定义ꎬ 也不存在有关一流本科教育的国际

排行榜或其他全球公认的衡量指标体系ꎮ 他对一

流研究型大学附属本科教育的特征进行了梳理总

结ꎬ 包括宽广的本科课程、 先进的教学方法、 小

班化教学、 学术自由、 学术水平高、 外籍教师比

例高、 研究生比例高、 留学生比例高、 招生选拔

严格、 学生主动学习ꎬ 最终培养的学生具备批判

性思维能力、 适应环境能力和创新能力等[４]ꎮ 王

洪才认为ꎬ 一流本科教育的核心品质在于通过探

究式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５]ꎮ 从人才培

养目标上看ꎬ 本科教育应该让学生具有独立判断

能力、 理性思维能力、 批判性思考、 对社会对人

类负责的态度、 包容和理解他人、 合作能力、 不

断学习提高的能力[６]ꎮ 王建华用古典而朴素的方

式形容一流本科教育ꎮ 好的本科教育包括专业素

养、 批判性思维、 创新与创业精神三方面[７]ꎮ 王

强等人总结的一流大学本科教育具有六个基本特

征: 精英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 高质量的生源、
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 研究性的教学模式、 高水

平的教学队伍、 严格的淘汰制度ꎮ 他在举例一流

大学时ꎬ 选取了东京大学、 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牛津大学、 剑桥大学、 西点军

校等[８]ꎮ

　 　 二、 美国军官学院何以成就一流

本科教育

　 　 美国军官学院是为国家和军队培养职业军官

的专业性院校ꎬ 是根据军事职业的特定需求设置

的高等教育ꎬ 本身在军队的高度计划体制内ꎬ 因

而带有 “封闭、 保守、 僵化” 的刻板印象———军

官学院属于国防部和军种部领导ꎻ 外部环境既无

竞争ꎬ 又无淘汰ꎻ 内部治理注重服从、 纪律和政

治正确ꎻ 校长由上级任命ꎬ 教员中有很多是由部

队交流过来的现役军官ꎻ 按照军队需要招收学生、
制定课程计划和教学计划、 分配学员ꎻ 部队是毕

业学员的被动接受者ꎬ 学员必须选择军官职业ꎮ
军官学院作为小规模军事专业院校ꎬ 如何在军队

计划体制下实现了一流本科教育? 如何培养出打

赢最近几场局部战争的军官? 为何毕业于军官学

院的退役军官能够成为政界商界等多领域的领导

者? 下面尝试从一流本科教育的三方面要素进行

分析ꎮ
(一) 人才培养理念和教育模式

三所军官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均不仅局限于

为所在军种培养初级军官ꎬ 而是定位于为国家培

养未来领导者的精英教育ꎮ 海军学院的官方使命

是: 从道德、 心智、 体能方面培养海军学员ꎬ 使

他们具有崇高的责任感、 荣誉感和忠诚感ꎻ 培养

能献身于海军职业生涯的领导者ꎬ 面向未来ꎬ 他

们的心灵和品德具有持续发展潜力ꎬ 因而有能力

承担最高指挥职责ꎬ 履行公民义务并在政府相关

岗位恪尽职守[９]ꎮ 西点军校拥有三级人才培养目

标: 第一级是官方使命ꎻ 第二级是领导者培养体

系 (Ｗｅｓｔ Ｐｏｉｎｔ Ｌｅａｄ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ꎬ 简称

ＷＰＬＤＳ)ꎬ 包括品格项目、 学术项目、 体育项目、
军事项目等ꎻ 第三级才是学术项目ꎬ 也就是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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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科学文化教育、 本科教育ꎮ 西点军校的官

方使命是: 教育、 训练、 激励学员ꎬ 使每一名毕

业学员成为忠诚于 “责任、 荣誉、 国家” 价值观

的领导者ꎬ 具备杰出的职业素养ꎬ 并作为陆军军

官服务国家ꎮ 该校领导者培养体系要求毕业学员

达到 ８ 个标准: (１) 体面生活并恪守诚信ꎻ (２)
在智力、 军事素养、 体能方面表现优秀ꎻ (３) 具

备终身发展、 领导和激励能力ꎻ (４) 具有批判性

思维和创新力ꎻ (５) 能够审慎、 及时决策ꎻ (６)
能够高效沟通、 交流ꎻ (７) 包容、 坚韧ꎬ 具备强

烈进取精神ꎻ (８) 追求卓越ꎬ 不断进步ꎮ 基于领

导者培养体系ꎬ 该校科学文化教育的总目标是:
毕业生能够从大量所学中整合知识和能力ꎬ 恰当

预测和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ꎮ
具体能力包括: (１) 交流能力ꎻ (２) 批判性思维

和创新能力ꎻ (３) 终身学习能力ꎻ (４) 道德判断

力ꎻ (５) 科学、 技术、 工程、 数学思维ꎻ (６) 人

文和社会科学思维ꎻ (７) 专业能力[１０]ꎮ
上述能力标准与国内一流本科教育关注的能

力高度相似ꎮ 军官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面向长

远的精英教育ꎬ 无论是领导者培养目标还是科学

文化教育标准ꎬ 都格外突出面向未来的能力导向ꎬ
而不仅仅只专注于眼下的军事职业能力ꎮ 这种教

育理念类似建构主义导向的能力本位ꎬ 力图将通

识教育、 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体系中

糅合起来ꎮ 军官学院通过广博而又扎实的本科教

育使学员在宽广的领域里系统学习和掌握各类知

识ꎬ 形成现代军官特有的能力结构ꎬ 为职业军官

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ꎬ 以利他们从容应对军

事、 政治等方面不断变化的世界ꎮ
美国初级军官培养模式是学员在军官学院接

受四年大学本科教育ꎬ 毕业前根据考核情况、 综

合素质排名和个人意愿选择拟任职兵种ꎬ 然后去

各兵种专业学校进行面向任职岗位的岗前专业培

训ꎬ 如飞行训练、 潜艇部队培训、 海豹突击队培

训、 水面舰艇部队培训等ꎮ 培养一名军官需要 ４ 年

大学学历教育和 １ 至 ２ 年的岗位任职培训ꎮ 在这种

人才培养模式中ꎬ 大学学历教育阶段是带有军事

职业色彩的 “通识教育 ＋ 专业教育”ꎬ 任职教育阶

段是具有明确岗位指向性的岗前培训ꎮ 一个青年

学生考入军官学院后ꎬ 将有机会基于个人理想、
兴趣、 潜质和综合素质排名等情况选择就读专业

和未来职业岗位ꎬ 在计划背景中保持了通识教育

所蕴含的学习自由意蕴[１１]: 大一结束时选择专业ꎬ

大四选择任职兵种和任职岗位ꎬ 期间有军官、 教

员提供专业学习指导和生涯规划指导ꎬ 并多次安

排学员利用暑期前往各兵种部队实习体验ꎬ 既强

化了军事实践历练ꎬ 又有助于后期作出最适合自

己的职业选择ꎮ 在一个强调服从命令的军事组织

中ꎬ 赋予学员众多选择权和自由度是一种特别现

象ꎮ 作为高等教育机构ꎬ 给学生更多自主权、 选

择权是一流本科教育发展的底色和趋势[１２]ꎮ 军官

学院的教育制度能够做到以学员为中心ꎬ 以学员

成才为中心ꎬ 尊重学员的主体地位ꎬ 引导学员全

面发展ꎮ 学院在满足军事职业要求前提下ꎬ 尽量

尊重并关注学员的自我需求、 兴趣爱好、 特长潜

力等个性特征ꎬ 从而调动起学员学习训练的积极

性、 主动性和潜能ꎮ 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制度设计

既满足了军事人才培养需求ꎬ 又让每名学员的个

性、 创造性在军事斗争中得以充分发挥ꎬ 使毕业

生终身学习的动力更充足ꎬ 职业稳定性更可靠ꎮ
(二) 专业和课程设置

西点军校、 海军学院、 空军学院的本科 (主
修) 专业数量分别为 ３７、 ２６、 ３１ 个ꎬ 可划分为基

础科学 (理科)、 工程和人文社科三大类ꎬ 涵盖

文、 理、 工、 社会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ꎬ 种类全、
口径宽ꎮ 海军学院大一学员不分专业ꎬ 主要学习

核心课程ꎬ 包括微积分、 物理、 化学、 政府与宪

法、 领导艺术与人类行为、 修辞学与文学导论、
海军传统、 海军基础等 １０ 门通识课程ꎮ 海军学院

保证所有学员都能接受具有军事特色的通识教育ꎬ
旨在拓宽其在海军军事生涯中的视野ꎬ 培养他们

的核心能力素质ꎮ 学员在大一通识教育基础上再

选择专业ꎬ 理论上会选择自己更喜欢、 更擅长的

专业ꎬ 学习效率会提高[１３]ꎮ 上世纪 ８０ 年代以前ꎬ
考虑到工程技术与军事职业关系密切ꎬ 学院的专

业设置理念是大力发展并倡导学员选择理工类专

业ꎬ 规定选择理工类专业学员的比例要高于一定

数值ꎮ 后来随着时代发展和军官执行多样化任务

的需求不断扩大ꎬ 慢慢允许增加选择人文社科专

业学员的比例[１４]ꎮ 海军学员所选专业并没有明确

的职业指向性ꎮ 比如ꎬ 选择核工程专业不一定去

核潜艇、 核动力航母等涉核部门ꎬ 他们仍然可以

在毕业时自由选择陆战队、 飞行员等兵种岗位ꎻ
未来选择海军舰载机飞行员的学员也不一定必须

来自航空航天工程专业ꎬ 政治学专业的毕业生同

样可以接受飞行员训练ꎮ 核心课程和专业设置只

是海军学院作为高等教育院校的一种办学形式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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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科学的学科教育ꎬ 强调知识、
思想和理性ꎬ 培养学员职业发展后劲[１５]ꎮ 同时ꎬ
所学专业与工作岗位的适度交叉也使得一支队伍

形成多元化专业背景ꎬ 以利于后期军事理论和作

战概念等领域的持续创新ꎮ
课程是本科教育的核心所在ꎬ 是实现本科教

育目标的重要载体ꎮ 按照 “通识教育 ＋ 专业教育”
的理念ꎬ 三所军官学院的课程设置都采用了 “核
心课程 ＋ 专业课程” 模式ꎮ 核心课程中的通识教

育类型丰富多元ꎬ 强调广度、 深度和综合背景ꎬ
注重核心能力培养ꎬ 是促进学员厚实基础、 生成

能力、 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专业课程是对

核心能力培养的深化和加强ꎬ 同时注重知识与未

来工作的联系ꎬ 促进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紧密

结合ꎮ 在核心课程设置方面ꎬ 空军学院强调应对

变化的世界ꎬ 既继承学院传统ꎬ 又保持着对 ２１ 世

纪军事职业需求的敏感ꎮ 其核心课程要达成 ９ 方面

的教育目标: (１) 批判性思维ꎻ (２) 清晰沟通ꎻ
(３) 运用工程方法ꎻ (４) 科学推理和科学思维ꎻ
(５) 理解人类处境、 文化、 社会ꎻ (６) 领导力、
团队精神、 组织管理ꎻ (７) 道德、 尊重人类尊严ꎻ
(８) 国家安全ꎻ (９) 作为空军军官和公民的勇士

精神ꎮ 以上每一个目标都对应于初、 中、 高三级

课程体系ꎮ 初级公共核心课包括数学、 物理、 化

学、 机械工程、 计算机工程、 政治、 经济、 历史、
英语、 外语、 行为科学、 领导力等ꎻ 中级公共核

心课包括法律、 哲学、 人际关系、 航空工程、 航

天工程等ꎻ 高级课程一般为专业课程[１６]ꎮ 课程体

系以一种科学的逻辑关系实现了知识的融会贯通ꎬ
助力核心能力生成ꎮ

随着对学员核心能力素质认识的不断深化ꎬ
西点军校自 ２０００ 年开始改革课程ꎬ 围绕核心能力

素质目标整合已有课程ꎮ 以 “世界历史概览” 课

程为例ꎬ 当时历史系主任评价这门课 “有一英里

宽ꎬ 却只有一英寸深”ꎬ 学员对课程内容消化吸收

效果不好ꎮ ２００５ 年的课程改革强调ꎬ 世界历史课

程要使学员广泛接触语言、 区域、 地区政治、 地

理、 经济和宗教等内容ꎬ 将上述领域逻辑上重叠

的部分有效关联ꎬ 通过一门课程促成学员对文化

和历史的深入理解ꎮ 学校还发现ꎬ 外语是深入世

界历史的一个关键切入点ꎮ 按照以上改革逻辑ꎬ
由历史系和外语系教员共同整合历史和外语教学ꎬ
建设跨专业课程ꎮ 从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学年开始ꎬ 大一

学员第一学期学习西方文明概论ꎬ 第二学期从世

界五大主要地区 (拉丁美洲、 非洲、 中东、 远东、
俄罗斯和中亚) 自选一个方向进行学习研究ꎬ 同

时开始学习该地区相关国家的外语[１７]ꎮ 外语、 历

史、 文化领域跨学科教育的意义在于ꎬ 当军官部

署到陌生国家和地区时ꎬ 能够迅速建立起对当地

文化、 社会和历史的感知和理解ꎬ 以控制态势主

动权ꎮ 考虑到海军作为国际性军种的要求ꎬ 海军

学院启动了一项旨在发展学员语言、 地区专业知

识、 文化意识的 “全球化教育” 项目ꎮ 外语课程

不再是简单的语言能力训练ꎬ 而是通过学习跨学

科课程ꎬ 如阿拉伯文化之窗、 阿拉伯社会概论、
现代阿拉伯文学、 中国电影文化、 二十一世纪中

国文学、 跨文化交流等ꎬ 同步提升外语能力和文

化感知能力[１８]ꎮ
(三) 教学管理机制与制度

除专业设置、 通识核心课、 专业课程、 主辅

修、 自选专业外ꎬ 军官学院在教学管理方面还有

一些重要制度ꎮ 日常管理方面ꎬ 学员全部集中于

学员旅ꎬ 营造实践领导力的住宿和军事生态ꎬ 同

时在无形中构建了一种类似一流大学本科生院或

住宿学院 /书院制度ꎮ 学员作为个体隶属于学员旅

而非学术性二级学院 (系)ꎬ 学员在后期选择专业

时摆脱了学术性系科的束缚ꎬ 可以聚焦自己的兴

趣特长ꎬ 从而更有学习动力ꎬ 更高效ꎮ 在学员旅

管理体系中ꎬ 所谓 “专业” 概念不再是一个实体ꎬ
而是指一个系列、 有一定逻辑关系的课程组合ꎮ
«空军学院课程手册» 中 “专业” 表述为学术课程

组 合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ｏｇｒａｍ )ꎬ 包 括 主 修 专 业

(Ｍａｊｏｒ) 和辅修专业 (Ｍｉｎｏｒ)ꎮ 学员修完系列课

程ꎬ 就被认为具有一定的知识素养和能力ꎬ 成为

这一专业的毕业生ꎮ 从学院角度看ꎬ 学员旅的管

理轨与学术系的教学轨形成了矩阵式结构ꎬ 这种

教学管理模式以及其 “专业” 概念是一种更加先

进和高效的知识传承组织模式[１９]ꎮ
三所军官学院普遍拥有很低的学员教员比例

(生师比)ꎬ 西点军校为 ７∶ １ꎬ 海军学院为 ８∶ １ꎬ 空

军学院为 ７ ∶ １ꎮ 西点军校四个年级在校生约 ４４００
人ꎬ 虽然只有大一大二开设数学核心课以及后续

部分专业课ꎬ 但数学教员多达 ７８ 人ꎬ 平均一二十

名学员就拥有一名数学教员[２０]ꎮ 由于生师比较低ꎬ
教员可以通过课堂教学互动、 课后辅导深入接触

和指导每一个学员ꎬ 以此保证了教员与学员的充

分接触及交流ꎮ 军官学院全部实施小班化教学ꎬ
如 ２０２０ 年海军学院 ２０ 人以下规模的班级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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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２％ ꎬ ２０ 至 ４９ 人规模的班级占 ３５ ８％ ꎬ 没有超

过 ５０ 人的班级ꎬ 有些高年级专业课的班级规模只

有 ５ 至 １０ 人ꎬ 班级规模比例与世界一流研究型大

学十分接近ꎮ 小班教学是精英教育的核心要素ꎬ
师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ꎬ 确保了自主式、 探究式、
研讨式、 启发式教学ꎬ 促进了学员独立思考能力、
表达能力、 问题意识、 批判精神、 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能力的培养[２１]ꎮ
军官学院均实施导师制ꎬ 教员们在课堂上为

学员传授知识ꎬ 课下作为导师指导学员发展品格ꎬ
帮助学员适应军校生活、 安排课程计划、 选择主

修专业、 解决各种疑惑ꎬ 为学员后期军事职业发

展提出咨询建议ꎮ 学员旅各级指挥官、 战术军官

和高年级学员也为学员成长提供指导帮助ꎮ 他们

的指导侧重于品格发展、 行为规范、 领导力培养ꎬ
同时监督和评估学员在科学文化学习、 军事训练、
体能锻炼和日常各方面的表现和增值进步ꎮ 学员

有丰富的个性化成长和实践锻炼机会ꎬ 体现在大

量科研项目、 学术活动、 荣誉课程、 课外活动、
文体俱乐部、 学者计划、 出国访学、 国际交流项

目、 暑期部队实践等方面[２２]ꎮ 实践锻炼有助于学

员将所学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ꎬ 在学

习—实践的循环中实现反思提高ꎮ

三、 结论与启示

上述研究发现ꎬ 一流本科教育不存在一个标

准的、 既定的刻板模式ꎬ 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

可以一流ꎬ 文理学院也可以一流ꎬ 军事院校也能

办成一流本科教育并进而成为独立的一流高校ꎮ
不同类型院校建设一流本科教育必须根据自身使

命任务和办学定位ꎬ 坚持多元发展ꎬ 实现特色

办学[２３]ꎮ
对于我军院校ꎬ 习近平强军思想提出了建设

世界一流军队和世界一流军校目标ꎮ 强军之道ꎬ
要在得人ꎮ 人才竞争是大国之间最为根本、 最具

决定性的竞争[２４]ꎮ 中央军委人才工作会议进一步

明确了 “加快建设一流军事院校、 培养一流军事

人才” 等要求[２５]ꎮ 我军建设一流军校、 培养一大

批军事精英ꎬ 无论对于参与国际竞争ꎬ 应对大国

博弈ꎬ 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有着重要意义ꎬ
这也是军校融入国家全面振兴本科教育大局、 建

设一流本科教育的目的所在ꎮ 国与国军事教育系

统存在的同质性ꎬ 使得军事教育系统的相互学习

和借鉴成为可能[２６]ꎮ 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跟随或

模仿外国军校的人才培养方向和理念ꎬ 但其技术

细节层面的做法和深层教育逻辑值得我们高度关

注、 深入研究并加以借鉴[２７]ꎮ 特别是其中一流本

科教育的共同规律ꎬ 在我国很多 “双一流” 高校

已经有所实践ꎬ 因而具备立足国情本土化的可

行性ꎮ
一是在构建人才培养核心能力素质目标模型

方面ꎮ 着眼当下和未来的科技之变、 战争之变、
对手之变ꎬ 各级指挥员提升 “研究军事、 研究战

争、 研究打仗” 的能力尤为迫切ꎮ 这种对未来不

确定性的适应力和对军事活动的研究力既有实践

性ꎬ 又有学术性ꎬ 是终身学习、 批判性思维、 工

程思维、 创新能力、 实践能力、 多元文化理解力、
沟通表达能力等综合作用的结果ꎮ 面向未来ꎬ 军

事高等教育需要打破一些传统做法ꎬ 树立能力主

导的培养理念ꎬ 注重学习成果产出ꎬ 从本科阶段

就高度关注并系统培养核心能力素质ꎬ 专业设置、
课程设置、 一切教学训练管理活动都应紧密围绕

面向终身职业发展的核心能力素质生成而展开ꎮ
二是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ꎮ 指挥管理军官区

别于专业技术军官和士兵的职业特质决定了不仅

需要 “人机交流”ꎬ 更需要 “人际交流”ꎻ 不仅要

成为某个领域的专业化人才ꎬ 更需要在频繁变换

岗位时自主学习、 快速适应、 创新胜任ꎮ 这就需

要审视通识教育、 专业教育、 任职培训、 部队训

练之间的关系ꎬ 围绕培养未来发展能力ꎬ 设置宽

口径专业ꎬ 一体化设计构建核心课程体系和专业

课程体系ꎬ 课程与课程之间建立起相互关联的逻

辑关系ꎮ 要以跨学科专业和跨专业课程为纽带ꎬ
推动军事理论、 管理理论、 自然科学、 人文社会

科学、 工程技术等诸多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ꎬ 为

颠覆性军事理念技术涌现和创新型军事人才培养

打造平台ꎮ
三是在学员教学管理体制机制方面ꎮ 要坚持

以学员为中心ꎬ 围绕自主、 开放、 创新、 包容更

新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理念ꎬ 一些为高等教育界

普遍认可的、 代表一流本科教育的做法可以先行

先试ꎬ 如优化生师比、 小班化教学、 学员导师制、
本科学术科研活动、 部队实践锻炼等ꎮ 还可参考

一流大学住宿书院制度ꎬ 拓展军校学员队的引导、
咨询、 育人、 评价职能ꎬ 使得教学轨和管理轨共

同构建起学员综合素质培养矩阵ꎮ 对于一些过去

曾有过探索ꎬ 但有可能暂时出现水土不服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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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ꎬ 需要理顺逻辑关系ꎬ 找准根源症结ꎬ 扎根

中国军校沃土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创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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