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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美军早在１８世纪就建立了军士制度，经历了初步探索、建立发展、完善成熟等几
个时期，最终形成了科学、系统、完整、专业的军士培训体系。梳理了美军军士培训体系的发

展历程，总结了美军军士培训体系的现状，探究了美军军士培训体系的发展趋势，以期为我军

军士培训体系的转型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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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士是军队的基础和士兵的主体，是义务兵
的班长和军官的参谋，是 “兵”和 “官”联系的

关键桥梁。美军军士制度起源于１７７５年，建立于
１７７９年，历经 ２４０多年的摸索、实践和发展，如
今已然形成了科学、系统、完整、专业的军士培

训体系。

一、美军军士培训体系发展历程

（一）美军军士培训体系的初步探索

美军军士培训体系是随着美国大陆军的诞生

及军士制度的建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１８世纪７０
年代初，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剥削压迫日益加重，

使北美经济得不到发展，人民的生活处于水生火

热之中，北美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

１７７５年４月１８日，北美人民在波士顿附近的莱克
星顿打响了与英国武装斗争的第一枪。１７７５年 ６
月１４日，为应对战争，美国大陆军应运而生。

美国大陆军建军初期的体制主要学习了英军、

法军和普鲁士军队，且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制度。

当时的美军军官主要由贵族阶级担任，士兵由社

会底层贫民担任，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划设军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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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军士主要负责协助军官指挥领导和教育管理

士兵［１］。

１７７９年，美军历史上第一部法规文件 《美军

条令和纪律守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Ｏｒｄｅｒａｎｄ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Ｔｒｏｏｐ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以下
简称 《守则》）颁布实施。《守则》中把军士称为

“军队的脊梁”，并分为５种军衔：军士长、军需
军士、上士、中士和下士。军士长为团长副手，

主要负责协助团长处理日常事务；军需军士为团

军需主任助理，主要负责清点检查武器装备和物

资器材；上士主要负责对上尉每日请示报告和士

兵的教育管理；中士和下士主要负责对士兵的基

础训练和班内成员的日常管理［２］。《守则》以法律

的形式明确了美军军士的地位、作用和职责等内

容，对军士培训、日常管理等方面作出了规范。

《守则》的颁布实施，标志着美军军士制度的初步

建立。

《守则》出台以后，美军便着手探索对军士队

伍的培养发展。１７８０年初，美军拟制了一本简单
的战术手册，用于灌输军士培训方法，使军士接

受专项培训。１８０２年，西点军校成立。该校在组
织军官培训的同时，也针对性开展军士培训。但

是，当时的军士培训只是依附于军官培训机构，

并没有形成专属军士的培训机构，军士培训仍远

远达不到美军的期望要求。

（二）美军军士培训体系的建立发展

随着军士队伍的逐渐壮大和美军对军士能力

素质提升的迫切需求，１８２４年，美军在弗吉尼亚
州门罗堡 （ＦｏｒｔＭｏｎｒｏｅ，Ｖｉｒｇｉｎｉａ）组建了第一所
对军士进行专业培训的学校。该校不再组织军官

和军士分训，而是对整个建制部队进行集中培

训［３］。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历史、地理、人文、数

学等基础课程，但因培训模式主要采取集体教学，

不注重个体教学，致使军士个人能力素质无法得

到较好提高。１８６８年，美军在阿拉斯加州格里利
堡 （ＦｏｒｔＧｒｅｅｌｌｅｙ，Ａｌａｓｋａ）组建了培训军官和军
士的通信学校。该校重点培养观察员军士，军士

学员从各通信部队中择优筛选，主要学习军事信

号学、电讯学和水文气象学等课程［４］。学员完成

规定课程，经过６个月的实习且通过结业考核后方
可毕业。毕业学员回归原单位后，受到部队和官

兵的一致认可，美军军士的培训模式初显成效。

随后，美国步兵与骑兵学校 （ＩｎｆａｎｔｒｙａｎｄＣａｖａｌ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工 兵 应 用 学 校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ｃｈｏｏｌ）等承担各类军士培训任务的机构相继成
立［５］。但是这些学校培训规模小、专业面窄、模

式单一，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军士院校。

除了专业培训外，美军还注重对军士实战经

验的积累，将通过专业培训的军士投入战场进行

“二次培训”，进一步锤炼其过硬的军事素养和实

战能力。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军一直

延续着这种专业培训与实战相结合的军士培养

模式。

（三）美军军士培训体系的完善成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军开始总结反思

军士队伍存在的短板弱项。不少军官认为，专业

培训与实战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存在很大局限性，

难以满足战争需求，美军应当致力于发展更具科

学性、系统性、专业性的军士培训体系。

１９４９年初，美国诺克斯堡装甲兵学校 （Ｆｏｒｔ
ＫｎｏｘＡｒｍｏｒｅｄＡｃａｄｅｍｙ，简称 ＦＫＡＡ）率先开始教
学改革。为紧贴实战要求，该校增设了多门实用

型打仗型军士专业课程，课程学制为４个月，由各
类专业领域教授负责教学。教学方法主要有理论

讲解、研讨交流、课上演示和课后实操。军士学

员在读懂弄通理论知识后方可参加实操训练。这

种培训模式在短期内便能完成讲解、演示、实操

和考核等内容，使教学质量效果较以往有了大幅

提升，引起不少军士学校的借鉴效仿。１９４９年底，
美军在驻德警备部队的基础上创办了第一所专门

培训军士的学校———第二警备旅军士学校 （ｔｈｅ
２ｎｄＣｏｎｓｔａｂｕｌａｒｙＢｒｉｇａｄｅ’ｓＮＣＯＳｃｈｏｏｌ）。该校以科
学治教、纪律为先为办学理念，吸收各类学校教

学资源，注重培养更为专业的军士。在教学体制

上，划设领导指挥学、战役战术和人资管理三大

学系，学系下分设不同专业类别；在教学内容上，

增设多门实用课程，包括指挥训练、军事体能和

基础战术等；在教学方式上，增加军士试教施训

和训练考核评估等［６］。经过多年教学实践，该校

培养出的军士综合素质过硬，得到了美军不少部

队的高度赞赏。但美中不足之处在于，该校并未

制定对应专业的教学标准，致使教学内容时有交

叉重复，造成教学资源浪费。

１９５７年，美国陆军颁发了第一部关于规范军
士学校标准的 《军队条令３５０－９０》（Ａｒｍ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３５０－９０）［７］。该条令对教学体制机制、教学标准、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作了全面调整规范，自此

陆军军士学校的培训体系得以进一步发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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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９年，陆军出台了 《军士培训规划》 （ＮＣＯ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ａｍ，简称 ＮＣＯＴＰ），建立了一种类似
培养军官的三级培训方案。培训课程分为基础课

程、高级课程和资深课程。基础课程针对预备军

士或初级军士，主要学习基本指挥技能和军事理

论知识；高级课程对应中高级军士，重点学习高

级专业知识和指挥技能；资深课程针对高级军士

即各级军士长，主要培养师级单位以上的指挥管

理军士长［８］。《军士培训规划》实施后，其他军兵

种先后制定各自军士职业发展的培养规划。自此，

美军军士培训体系开始走向成熟。

１９７０年７月，美国陆军希尔堡军士学校 （Ｆｏｒｔ
Ｓｉｌ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ｃａｄｅｍｙ，简称 ＦＳＭＡ）率先按照 《军

士培训规划》要求，向初级军士开设基础课程。

１９７１年５月，军士基础课程教学在全陆军推广实
施。１９７２年 ７月，陆军军士长学校 （ｔｈｅＵＳ．
ＡｒｍｙＳｅｒｇｅａｎｔｓＭａｊｏｒＡｃａｄｅｍｙ，简称 ＵＳＡＳＭＡ）和
空军 高 级 军 士 学 校 （ＡｉｒＦｏｒｃｅＳｅｎｉｏｒＮＣＯ
Ａｃａｄｅｍｙ，简称ＳＮＣＯＡ）相继成立，进而填补了美
军历史上对高级军士培训的空白［９］。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初，美国各军种均有了各自的军士长学校。１９８５
年，美军推行专业培训和军士衔级晋升对等挂钩

政策，将专业培训作为军士军衔选晋的必备条件。

例如，选晋上士必须完成基础课程，选晋三级军

士长必须完成高级课程，选晋二级军士长必须完

成资深课程等，否则无法实现晋升。这一制度的

实施，极大促进了军士队伍的培训发展，美军因

此找到了军士培训的制胜法宝。

二、美军军士培训体系现状

经过两百多年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结合

军士的地位作用和特点规律，美军逐步明晰了军

士培养方向，军士培训机构得以全面发展，形成

了一整套符合军事斗争准备、顺应军士职业发展

的培训体系。

（一）形成了系统化网格化的军士培训机构

当前，美军军士军衔分为二等六级。其中，

初级军士为下士、中士、上士；高级军士分为三

级军士长、二级军士长、一级军士长。军士培训

的主渠道是军士学校，具体分为部队基地级军士

学校、兵种级军士学校和军种级军士学校。这些

学校的领导均为军士，通常由一级军士长担任校

长［１０］。初级军士的基础培训主要由兵种级军士学

校和部队基地级军士学校负责；上士、三级军士

长的课程培训主要由对应兵种级军士学校负责，

进行为期４个月的军事技能和作战指挥技术等高级
课程的学习；二级军士长、一级军士长的资深课

程由军种级军士学校负责，主要进行指挥管理、

专业技术、军事体育、后勤保障、人文礼仪等培

训［１１］。除军士学校外，美军还利用各军种军官院

校资源，结合军士队伍的文化层次、军衔等级、

岗位专业等实际情况，开设各类专业培训班，为

军士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培训平台。

（二）形成了科学完备的法律体系

在美军最具权威性的 《美国法典》《统一军事

司法典》中，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军士在军队中

的地位、作用及职责等内容；在 《兵役法》《国防

授权法》《士兵权利法案》《军士条例》中，对军

士的选晋任用、福利待遇、退役就业等方面作了

明确规范；在 《士兵手册》《士兵考核大纲》《队

列与仪式条令》中，对军士的日常管理、专业培

训、训练考核等内容作出了具体规定；在 《美国

士兵守则》 《战斗条令》中，对军士的职业品质、

战斗精神等内涵要求作了详细阐明。这些法律条

令相互影响、互为补充，是美军军士培训体系的

法律依据，为培养高质量美军军士人才提供了坚

强的法律支撑。

（三）形成了层次鲜明、训用一体的课程体系

美军经过长期的教学课程改革，将之前的三

级培训方案细化为与军衔等级相对应的培训课程

体系。例如，美国陆军军士培训从下士晋升中士

阶段开始，加入了与其衔接紧密的五级培训课程，

即培养中士的战士领导者课程 （Ｗａｒｒｉｏｒ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Ｃｏｕｒｓｅ，简称 ＷＬＣ）、上士的高级领导者课程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Ｃｏｕｒｓｅ，简称 ＡＬＣ）、三级军
士长的资深领导者课程 （Ｓｅｎｉｏｒ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Ｃｏｕｒｓｅ，
简称ＳＬＣ）、二级军士长的主要领导者课程 （Ｍａｊｏｒ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Ｃｏｕｒｓｅ，简称 ＭＬＣ）和一级军士长的一
级军士长课程 （ＳｅｒｇｅａｎｔＭａｊｏｒ’ｓＣｏｕｒｓｅ，简称
ＳＭＣ）［１２］。战士领导者课程主要针对面临选晋中士
或从未学习过此类课程的士兵，重点培养军士指

挥管理和开展训练等能力，学制一般为 ２周或 ４
周。高级领导者课程主要是为了强化军士日常履

职尽责和能力素质而设置，重点针对即将选晋上

士或岗位能力欠缺的军士，课程内容包括核心科

目、共同科目和专业科目，学制一般为７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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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领导者课程主要为即将选晋三级军士长的军

士而设置，内容除了各级指挥训练、领导艺术、

教学方法等基础科目外，还区分军兵种专业培训。

例如，陆军高级军士的资格训练课程主要包括战

役战术、指挥能力、操作技术等内容；海军高级

军士的资格训练课程主要包括航海、舰艇、指挥

训练、专业技能等内容；空军高级军士的资格训

练课程主要包括飞机驾驶、机载装备维修、通信

设备、管理艺术等内容。主要领导者课程和一级

军士长课程分别针对二级军士长、一级军士长的

衔级晋升，主要为了岗位任职资格培训而设置，

学制因军兵种、专业而各不相同。另外，各级军

士培训内容还会因军兵种、军衔等级、岗位需求、

能力素质的不同而增设特定的专业训练，使军士

培训质量效益得以最大化发挥［１３］。美军通过五级

培训课程与军士衔级晋升紧密挂钩的模式，全面

提升了军士培训质量效果，这种层次鲜明、训用

一体的教学课程体系已经成为军士队伍培训发展

的制胜秘诀。

（四）形成了严格的效果评估体制

美军规定，军士每晋升一级前，都必须在

“选拔、培训、晋升”系统下接受下一等级相应的

培训，级别越高，接受职业教育的次数就越多［１４］。

例如，晋升中士必须完成战士领导者课程，晋升

上士必须完成高级领导者课程，晋升三级军士长

必须完成资深领导者课程，晋升二级军士长必须

完成晋升主要领导者课程，晋升一级军士长必须

完成一级军士长课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完成课程

就可以实现晋升，而是要经过严格考核且成绩优

异，并由专家对拟选晋军士的军事素质、理论素

养、专业技能、工作表现、考核成绩等要素指标

进行综合定量与定性分析，最终形成单兵或整体

的培训效果评估结果，为军士选晋使用提供强有

力的参考依据。

值得我军学习的是，院校培训只是美军军士

培训的一部分，美军还非常注重在职训练。在职

训练期间，军士除了要全程跟随部队联演联训外，

还要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进行函授、自修，不断

增强自身综合素质。总而言之，美军军士的培训

是一个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循环往复、

持续提升能力的过程。正是由于美军这种科学完

整、全员参与、逐级多层的培训体系，造就了一

批又一批高质量专业化军士人才队伍。

三、美军军士培训体系发展趋势

一是军士培训呈职业化、终身制发展。二战

以后，美军便一直秉持终身教育理念，把院校培

训作为军士人才建设的重要渠道，并对军士职业

发展进行科学筹划，绘制出每名军士职业发展的

成长路线图。据统计，每名军士在晋升到一级军

士长之前至少要参加５次培训，且每次培训都与军
衔晋升紧密结合，极大地促进了军士个人的成长

进步。因此，美军军士培训呈现职业化、终身制

发展趋势，不断为军士个人成长充电蓄力，使每

名军士时刻清楚在什么时段该学训什么、在哪里

学训、如何学训，充分明确未来发展目标方向。

二是 “训用一致、晋训结合”的军士培训制

度愈发严格。一直以来，美军非常注重在战争中

检验军士，把战争当作快速提升军士作战能力的

“磨刀石”，这对军士能力素质有着很高的标准要

求。从２０２２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可以看出，美
军的冷战思维和军事对抗威胁始终高居不下［１５］，

对打仗型军士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只有严格执行

“训用一致、晋训结合”的军士培训制度，才能源

源不断为美军输送高质量打仗型军士人才。

三是各军兵种军士联合培训模式作用发挥愈

加显著。着眼于打赢未来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联

合作战已经成为现代战争的主要形态。美军认为，

“强化联合作战”是军事转型的第一大支柱，联合

作战模式已渗透到现代战争形态的方方面面，在

战场上军兵种之间需形成一个紧密的整体，军兵

种联合培训必须扩大到每名军士［１６］。因此，在军

士培训方面，美军会加大各军兵种军士之间的联

演联训和互换互学，使其相互熟悉掌握不同军兵

种的优势及局限性，进而互为补充、互相学习，

增强联合作战意识，从而快速形成整体合力，达

到胜战目的。

四是军士培训课程内容愈向前沿技术知识聚

焦。美军一直将维护世界霸主地位作为自身的终

极目标。２０１９年２月，美军发布的 《国防部云战

略》中强调，“云计算是美军联合信息环境及全球

基础设施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它对保持军队技

术优势非常重要”［１７］。２０１９年 ７月，美军发布的
《国防部数字现代化战略》中提出，信息技术是现

代战场的重要支柱，它将引领美军数字现代化建

设发展。要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提升作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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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遂行关键任务能力［１８］。２０２１年７月，美军提出
了 “一体化威慑”战略，要求把信息技术、作战

能力等融为一体，从而达到战略威慑的目的［１９］。

立足美军未来战争需求和军队长远发展，信息技

术、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知识会不断纳

入军士培训的课程体系中去，军士将掀起对各类

前沿技术知识的学习浪潮，建立联合高端作战理

论体系和创新思维，为应对未来信息化智能化战

争做好充分准备。

四、美军军士培训体系的几点启示

随着新 《兵役法》的出台和新的军士制度的

实施，我军兵员结构在未来几年内会得到重塑，

军士队伍比例将大幅提高，军士的地位作用更为

突出。特别强调的是，２０２２年３月下发的 《军士

暂行条例》《军士职业发展管理暂行规定》进一步

规范了军士选拔晋升、培训考核、岗位任职、配

备使用等内容，意味着我军军士培训体系面临转

型升级。研究和分析美军军士培训体系，对我军

军士培训体系的转型发展可提供有益的借鉴和

启示。

（一）秉承依法治教理念，健全培训法规体系

依法治教是我军培训体系改革发展的必然要

求，只有依法治教才能确保培训的顺利实施。目

前，我军军士培训法规体系仍不够完善。针对我

军军士培训法规体系的薄弱环节，在 《军队院校

教育条例》《军队军事职业教育条例 （试行）》的

基础上，建议制定我军 《军士教学训练条例》和

各军种 《军士教学训练与考核大纲》，修订兵种

级、基地级 《军士人才培养方案》和旅团级 《课

程教学计划实施办法》《课程教材建设管理使用规

定》等法规文件，并结合军士个体实际，拟制个

人自修计划，对军士成长发展全程指导帮带，促

进军士职业发展与培训、个人自修相衔接，为培

养新时代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军士人才队

伍提供坚强的法律保障。

（二）聚焦研战教战能力，创设网格化培训

机构

习主席强调，军校教育要 “面向战场、面向

部队、面向未来” “做到打仗需要什么就教什么、

部队需要什么就练什么，使人才培养供给侧同未

来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２０］。学为用，练为战，军

士培训的终极目标是为战场和部队而设。然而，

随着我军军士队伍的不断扩充，加之当前培训机

构数量和层次较为单一，军士院校和训练机构很

难满足军士培训需求。建议在军种级士官学校的

基础上，增设兵种级士官学校、基地级士官学校

和旅团级士官训练基地，组建起专属军士的网格

化培训机构。其中，军种级士官学校主要负责高

级军士培训；兵种级士官学校主要负责中级军士

培训；基地级士官学校和旅团级士官训练基地主

要负责初级军士培训和预选军士培训。另外，充

分利用军官院校资源，结合军士队伍的文化层次、

军衔等级、岗位专业等实际情况，增设军士联合

培训班，让军官学员和各军种军士学员一起学训、

同台竞技，形成良性学训互补激励机制。

（三）着眼锻造打仗型人才，完善军士培养

制度

２０２２年，新的现役士兵衔级制度将军士军衔
分为三等七衔。其中，初级军士为中士、下士；

中级军士为一级上士、二级上士；高级军士为一

级军士长、二级军士长和三级军士长。当前，我

军对各级军士没有严格的选晋任用机制，仅仅局

限于服役年限、军政素质和专业技能等指标，导

致军士学训热情得不到激发，培训无法有效提升

其岗位能力，不利于军士的长远发展。在军士学

训、选晋方面，建议采取 “培训—考核—晋升—

任用”流程，坚持先培训，经考核合格后再晋升

任用的培养制度，并严格将此制度作为军士选晋

的硬性指标，激发军士学训热情和提升能力素质

的主观能动性，为培育新时代打仗型军士人才提

供内在动力。

（四）立足信息化智能化发展，优化教学课程

体系

当前，我军军士制度条例仅仅要求初级军士

晋升中级军士、中级军士晋升高级军士前需参加

培训，对下士晋升中士、二级上士晋升一级上士、

二级军士长晋升一级军士长的培训没有明确规定，

这不利于军士队伍职业向上向好发展。因此，在

培训课程设计上，我军可借鉴美军军士培训实践

成果，深入研究分析我军军士队伍特点规律及现

状，绘制每名军士培养的成长路线图，建立与军

衔等级相对应的六级培训课程体系。建议实施

“慕课＋微课、课上＋课下、选修 ＋必修”相结合
的方式设计课程。课程设置紧贴实战化、信息化、

智能化，突出以学员为本、岗位为基，坚持教学

与实战一体，教材向基层部队对标，课堂向未来

９１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总第２１０期）

战场看齐。值得一提的是，建议将六级培训课程

体系与军士衔级晋升紧密挂钩、严格实施，全面

促进军士队伍成长发展，为打赢未来信息化智能

化战争提供坚强的理论支撑。

（五）基于职业技能鉴定，健全考核评估机制

技能也是战斗力。随着我军新型武器装备的

不断列装和军士队伍专业化要求，职业技能鉴定

不仅仅是军士选晋的一个硬性指标，更有益于军

士向专业化、技能型蜕变。将职业技能鉴定作为

教学训练考核评估指标，可激励军士成长成才，

也可为军士选晋提供强有力的参照依据。另外，

建议建立军士专业技能职称评定制度，区分初职、

中职和高职３个等级，让军士获得与技术军官相匹
配的职业认可度，为军士创造更为广阔的发展空

间。健全军士教学训练评估领导机制，成立教学

评估委员会和教学督导组，常态化开展教学检查

和教学评估工作。同时，将军士专业技能职称等

级、职业技能鉴定和学历层次衔接挂钩，以委员

会和督导组评估、任课教员和基层主官评议、军

士自评互评等相结合的方式，对每名军士的军政

素质、理论基础、专业技能、日常表现、考核成

绩等指标进行综合定量与定性分析，形成一系列

成熟完善的单兵或整体的教学效果评估机制，为

打造专家型和一专多能型军士人才队伍提供强有

力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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