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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我军军事高等教育发展管见

王新文
（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北京　１０１４０７）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军事高等教育建设发展面临新的形势要求，进入了新的历
史黄金期。新时代的军事高等教育，更加突出政治建校、立德树人，更加突出以战领教、为战

抓教，更加突出学为中心、产出导向，更加突出多元协同、联合育人。军事高等教育需要从战

教深度耦合、综合治理创新、数字改革转型、院校优先发展等方面加强统筹推进，实现创新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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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之道，要在得人。军事高等教育担负着

培养生长军官的核心使命，是为军队提供新型高

素质人才的源头活水，事关军队战斗力生成和长

远建设发展［１］。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

速演变，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浪潮汹涌，军队组

织形态、治理模式处于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加的

转型变革历史周期当中，军队建设发展对军事高

等教育改革创新的要求，对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

事人才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院校优先发展战略推动

下，在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引领下，我军军事高

等教育目标定位更加清晰，体系布局更加合理，

重点任务更加突出，地位作用更加凸显，建设发

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黄金期。立足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着眼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新 “三步走”战略部署，军事高等教育必须紧盯

战争之变、科技之变，深刻把握时代要求，准确

研判发展趋势，精准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为打造新型军事人才方阵提供坚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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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事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要求

（一）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立起了新标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

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治

军先治校，强军必强校［２］。实现强军目标，建设

世界一流军队，我军院校建设必须有一个大的加

强［３］。把我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必须有一流

军事人才、一流军事理论、一流军事科技［４］。建

设一流的军队，需要一流的军事人才；培养一流

的军事人才，需要一流的军事教育。在军队建设

战略目标瞄准世界一流的时代背景下，军事高等

教育作为军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瞄准世

界一流抓建设谋发展，提高办学育人的起点和标

准。围绕一流的政治标准、一流的学科专业、一

流的军事人才、一流的师资队伍、一流的办学条

件，找准定位、整体设计、科学筹划，制定符合

我国国情军情、适应世界军事高等教育发展方向、

具有鲜明办学特质的战略和规划。

（二）培育制胜高端人才提出了新要求

人才培养是最重要、最艰巨的战争准备。随

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型技术的发展应用，战

争形态、作战样式悄然发生改变，各军兵种内聚

联合、跨域融合、要素聚合速度加快，杀伤链构

建方式、闭合速度、作用距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

新变化。军事高等教育必须紧跟战争形态变化、

紧盯主要作战对手，加快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

既着眼当下抓好应急培养、弥补打仗人才短板，

又立足长远加强关键领域人才前瞻预置，全面做

好军事斗争人才准备。

（三）构建新型人才培养体系赋予了新任务

随着人类知识的指数级增长，我们已进入一

个即时学习、持续学习、终身学习的时代。创新

意识和科学精神的培养，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的

训练，远比传授知识更为重要。这是军事高等教

育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军事高等教育要在新的

培养体系框架下［５］，找准历史使命和职责定位，

发挥固本强基、基础先导作用，在创造性培养人

才、培养创造性人才，面向未来战争培养人才、

培养未来打仗型人才上提出新的育才范式，打造

新的培优通路，塑造新的发展格局。

（四）现代科技赋能教育指出了新路径

科技正在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同样也对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基于移动互联、

虚拟现实等技术，可以打破物理空间局限，构建

虚实结合、异地分布、多维交互的混合教学场景。

基于大数据技术，可以标记掌握学员学习过程和

细节，对学员综合素质能力进行关联分析和精准

画像；可以支持教员实施 “一人一案”的个性化

教学，使因材施教更具有操作性。基于数字教育

资源智慧平台，能够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高效管

理、规模化共享和自适应推送。基于 ＣｈａｔＧＰＴ等
ＡＩ工具，可以大幅提升教学活动中的人机协同和
交互水平，改善教与学的质量效率。军事高等教

育必须顺应科技之变，持续推动办学模式、育人

方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创新，

加快理念更新、流程再造、结构重组和生态重构，

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二、军事高等教育发展应把握的原则

（一）更加突出政治建校、立德树人

青年学员是军事高等教育的培养主体，未来

我军各级领导干部主要从中产生。当今中国已深

度融入全球治理体系之中，在即时在线的信息交

互时代，中国话语每时每刻都在与世界文化融合

碰撞，我们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也必然会受到世

界多元思潮文化的冲击影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

争时而暗流涌动，时而激烈交锋。青年学员正处

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成型的关键时期，

正确的教育引导极为重要。军事高等教育肩负着

为青年学员树立正确理想信念、打牢忠诚思想根

基的重大使命，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

强化政治建校标准，强化立德树人要求。

（二）更加突出以战领教、为战抓教

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

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６］。军事高等教

育发展和人才培养工作，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主

席重要指示要求，立起以战领教、为战抓教的鲜

明导向，着力建打仗学科专业、教打仗急需内容、

练打仗过硬本领，持续提升教书育人的含 “战”

量。军事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科技发展和军事理

论创新的最前沿，科学洞见未来战争趋势和规律，

持续更新教学体系和内容，在设计未来战争中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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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打赢未来战争所需要的人才。

（三）更加突出学为中心、产出导向

随着高等教育院校在推进改革中对当下教育

理念的反思与探讨以及现代信息技术对个性化教

学的有效支撑，一个重要的共识是，高等教育正

逐渐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转变，从以知识

传授为主向以能力培养为主转移。从众多高校

“双一流”建设实践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地方高

校开始按照 “学为中心、产出导向”的理念改造

教育教学体系。从概念、机制和实施层面，逐步

落实到师生、院系、专业和课程之中。军事高等

教育应主动吸纳地方高校经验做法，突出学员的

主体地位和学习的中心地位，更加关注学员的学

习积极性、主动性、学习质效和学业成果，强化

人才培养的目标达成度、部队岗位适应度、学员

和部队满意度。

（四）更加突出多元协同、联合育人

随着基于共享理念和产学研一体育人模式的

兴起，联合各方资源力量育人已成为当前院校办

学的重要趋势。特别是在构建三位一体新型军事

人才培养体系的进一步推动下，军事高等教育正

逐渐形成军队院校、部队、地方高校、科研院所、

企业 “五方联动”共育人才的新局面。军队院校

应联合协同育人各方，充分发挥各自特色优势，

联合确定培养目标，设计课程体系，组建教学团

队，建设教研条件。应借助外部力量开展师资依

托培养，建设教学基地和实习基地，广泛整合和

利用全链路育人资源，汇聚形成大体系支撑下的

育人工作合力。

　　三、在改革创新中加快军事高等

教育发展

　　加快推进军事高等教育发展，应坚决贯彻人
才强军战略，紧紧围绕强军目标要求，把培养大

批传承红色基因、胜战血脉、报国情怀的高素质

新型军事人才作为根本任务。面向世界风浪，站

在时代潮头，加强战略设计、长远规划和体系治

理。尤其应抓住引领变革的关键环节和有利时机，

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发展变革速度，提高为

战育才精度。

（一）加强战教深度耦合，畅通人才供需链路

战教耦合是联合作战和军事高等教育两大体

系之间通过相互作用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

的现象。推动战教深度耦合，就是要更好地实现

人才培养供给侧与未来战场需求侧的对接衔接和

整体联动。一是强化顶层设计。统筹抓好 “战争

设计—人才需求—培养标准—教学要求”工作链

路设计和贯通，把未来战争设计作为重要输入和

驱动因素，不断深化人才培养需求和标准研究。

根据军队现代化建设战略规划，基于对部队建设

发展承载量和应对未来战争预置量的评估，构建

人才需求预测模型，合理确定人才培养的层次类

型、数量规模和方向重点。二是优化育人体系布

局。紧贴办学特色定位，构建与战争形态演变相

适应、与院校核心职能相契合、与主体培训任务

相匹配的学科专业布局，建立战争牵引、适度超

前的实战化教学内容体系。三是打通课堂与战场

的联系。抗日战争时期，抗大坚持在前线办学、

在敌后办学、在硝烟炮火中办学，在战争中学习

战争，培养了大批能征善战的优秀指挥员。这既

是当时作战的现实需要，也体现了非常科学先进

的办学理念。当前，新的作战理论、作战手段、

演训模式、能力生成方式不断涌现，概念开发、

兵棋推演、作战实验等新型作战准备实践可以为

院校人才培养提供极为丰富的资源素材，可以使

学员尽早进入研战备战环节进行体验感受。军事

高等教育工作要坚定地走出 “象牙塔”，与战区联

合、与部队融合、与演训结合，打造战地课堂，

使学员在实战化教学中开阔思路视野，看清努力

方向，练就过硬本领。同时，部队深度介入教学

实践，可以更好地发挥需求导向和监督评价作用，

帮助学员缩短到部队工作的适应期。部队指挥员

与教员、学员的多方互动，还可以相互启迪激发，

更加科学地凝练和定义未来发展的军事问题，为

军事现代化建设提供思路。

（二）加强综合治理创新，夯实内涵发展基础

加快军事高等教育发展，应贯彻落实加强军

事治理现代化工作要求，把握内在发展规律，注

重教育治理创新，发挥出综合效益。一是不断强

化教学创新。改进思想政治课程设计和教学方式，

坚持不懈地加强政治能力训练，教育引导学员筑

牢军魂意识，善于从政治高度思考军事问题、从

政略高度谋划战略问题。体系推进以学为中心的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因材施教工作模式，探

索教学相长工作规律，改进完善考核方式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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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综合打造特色精品课程和教材，丰富课堂

形式和教学内容，不断增强学习效果、提高学习

能力。统筹加强军事和科技专业知识教育、综合

素质培养、科学思维训练，夯实发展基础和多向

适应能力。同时，应加强作战艺术教育，突出创

造力和想象力的培塑，在头脑中注入和积累作战

艺术、谋略、胆识和智慧，形成对战争中危与机、

形与势、攻与防、谋与控的直觉和本能判断。在

和平年代，缺乏血与火的考验，如何激发敢于斗

争的勇气和血性，也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应

通过国家安全形势教育、对抗性训练和现地教学

等环节，大力培育战斗文化，培养学员保持顽强

斗争的精神、勇于胜利的激情、必定胜利的决心。

二是不断强化科研创新。军队院校应在国家和军

队科技管理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深化改革、科技

战略规划和重大科技工程统筹实施的大背景和新

形势中，找准在理论创新、体系设计、鉴定评估、

基础研究、专用技术等方面的特色优长和使命定

位，大胆探索实施能够打通政策制度 “最后一公

里”梗阻的有效机制，着力发展优势学科专业，

建设高水平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以一流的科研

成果、浓厚的学术氛围、宽松的创新环境，在作

出应有科研贡献的同时，达成科研育人目的。理

技融合既是军事科研创新的重要方式，也是军事

人才素质培养和思维训练的重要内容。应积极倡

导和推动理技融合式科研，吸纳学员进入理技融

合科研环节，培养学员从科技视角思考作战机理、

从作战视角思考科技创新的能力。三是不断强化

制度创新。抓好军事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赋

予院校必要的办学治校自主权，以先进的制度机

制吸引凝聚和培养造就一流的师资力量。军队院

校应主动加强现代高等教育研究，为推动军事高

等教育改革提供先导性理论支撑。

（三）加强数字改革转型，加快体系重塑步伐

在教育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和国家、军队相

关政策引导下，以信息网络、平台体系、数字资

源、智慧校园、创新应用等为主体的新型教育基

础设施持续完善，先进信息技术全方位融入教育

实践活动，为军事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未来，应进一步发挥科技赋能作用，充分运用数

字化、网云化、智能化技术手段，着力打造多元

自主学习需求主导的定制式、沉浸式、混合式军

事高等教育环境。应坚持把教育数字化转型，作

为推进军事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战略行动，将数

字技术整合应用到教育领域的各层面、各环节和

全过程，利用优质的数据资源和可信的算法，提

高自主化学研和特质化培养能力。应主动适应

ＣｈａｔＧＰＴ等 ＡＩ工具给教学实践带来的深刻影响，
积极发展建设知识驱动、持续赋能的人机交互智

能教学平台。可以预见，这样的智能化平台，将

能实现人与机器的协同配合式学习、博弈对抗式

学习。优质的生源、一流的师资，将加快智能化

平台的进化升级。而不断进化的智能化平台又将

持续提升学习的质量效率。善于提出高水平问题、

敢于质疑挑战的学员，将很快激发出独特的能力

和潜质，并能够被精准化进行评价和识别。装备

数字工程技术、体系仿真技术等领域的快速发展，

使得在数字化环境中进行作战实验成为可能，还

可以将院校、部队和科研院所融合在一起。军队

院校应主动谋划，积极参与数字化作战实验相关

工作，并发挥一定的主导性作用。

（四）加强院校优先发展，凝聚办学育人合力

从支撑大国战略博弈对抗和高端战争人才准

备的现实紧迫性来看，必须把院校优先发展战略

落实到位，举国家、军队之力尽快把军事高等教

育提升到更高水平。一是坚持规划计划优先。把

军事高等教育纳入国家和军队发展规划体系，论

证设计中长期发展战略构想，围绕重点领域改革

和特殊紧缺人才制定专项规划计划。二是坚持人

才支持优先。创新军民融合人才引进机制，支持

从全军、全国范围内选调人才，探索建立指令性

选调机制。开办师资选拔培训班，大范围遴选机

关、部队优秀人才，实施定向培养。依托联合共

育机制，让更多部队指挥员、战略机关干部走上

讲台，参与教学活动。三是坚持资源保障优先。

提高院校经费在国防建设经费中的比重。将院校

教学科研条件纳入全军体系，统筹布局院校军事

科研实验室、教学实验室。优先为院校配发新型

实装、模拟训练装备器材，畅通部队向院校推送

作战训练数据、情报信息渠道。四是坚持政策配套

优先。用好军委、军兵种院校建设发展指导委员会，

建立院校困难问题提报和研究解决机制。加强对院

校优先发展战略落实情况的督导检查，加大配套政

策支持力度。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建立多层

次多类型的教育改革试点。及时推广成果经验，充

分发挥院校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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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条件，强化互助互信，加快最新训练成果、

研究成果向育人成果转化。

五是联建课程教学体系。把准官兵素质能力

提升关键，联合打造线上线下 “混合教学”、实景

虚拟 “融合施训”的课程教学模式。坚持发挥院

校教学主渠道、人才培养主平台作用，加大外请

专家参与课程设计和教学演练的比重，对课程设

置、教学内容、教材想定、演练科目等进行动态

优化。坚持推进与合作单位共研热点战例、强敌

战法，充实 “战例案例库”，合力编写演习想定，

推动部队成果进课程、进教材、进课堂，战法训

法运用更真、强敌对手画像更准、课堂战位衔接

更快。坚持联合建设在线课程，按照 “部队提需

求—共同定内容—联合评效果”模式，体系化设

计学科专业课程配置，用 “部队想要的课、官兵

想学的课”推动 “院校建金课、教员上好课”。

参考文献：

［１］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２：１７．

［２］　雷雅婷．马克思主义人才观对高校人才培养的启示
［Ｊ］．福建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９（１）：１７．

［３］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１卷［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１０１－１４９．

［４］　习近平．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Ｎ］．人民日
报，２０１０－０５－２７（１）．

［５］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５６．

［６］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２１０．

［７］　王宪平．系统论视野下的高等教育管理［Ｊ］．高等理科
教育，２００５（３）：２１．

［８］　拉兹洛．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Ｍ］．闵家胤，译．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３７．

［９］　教必成．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军队院校改革与发展的
回顾与思考［Ｊ］．军事历史，２０１９（５）：３２．

［１０］　杨旭光．实战化的军校教育［Ｍ］．北京：解放军出版
社，２０１５：１３５．

（责任编辑：邢云燕）

６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