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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short training period,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military academies to serve a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o establish a strong alma mater complex between the trainees and the training insti-
tutes. How to nurture an alma mater of an education institution?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as-
pects of maternal altruism, an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eachers, analyzes the students’ sense of 
honor and accomplishment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learning, researching and discussing so 
as to cultivate students’ alma mater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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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部队任职教育院校由于培训时间短，很难使受训学员与培训院校之间建立比较深厚的母校情结。如何培

育任职教育院校的母校情结？本文从母校情节的培塑方面入手，并从教员观点出发，从教、学、研、讨

等方面层层分析，强化学员对任职教育院校的荣誉感、成就感，培育学员的母校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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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军事任职教育院校的基本指向是部队岗位需求，基本要求是学员毕业岗位合格。任职教育院校在服

务部队、培训学员的过程中，如何培育受训学员的母校情结，面临很大的挑战。 
由于任职教育院校承担的“4 + 1”学员培训任务属于短期培训，时间约一年。“4 + 1”学员在军校

学习生活的时间相对较短。院校和学员双方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深入了解对方，更不要说建立深厚的情

感。再者，任职教育院校母校情结培育是对学员母校情结的再树，难度不小。进入任职教育院校学习的

学员，在此之前都经历过不同层次的学历教育。学历教育一般时间较长，学习的知识较为系统。在这个

过程中。学员往往已经与学历教育院校产生了较深的母校情结。面对这样的学员，任职教育院校地位有

些尴尬，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去唤起学员对自己的认同。此外，多数学员首次进入学习的院校是军队

高等学历教育院校，这些院校知名度较高，规模、影响力较大，而且这一阶段正是学员的人生观、价值

观形成时期，学员的新鲜感、荣誉感、依赖感较强，很容易形成对院校的情感。相比之下，任职教育院

校知名度、规模、影响力稍逊一筹，且到任职教育院校学习的“4 + 1”学员，一般都是名副其实的“老

兵”了，他们的思想性格已趋于理性、沉稳，不易被简单的情感刺激所打动。以上诸多因素，都给任职

教育院校培育“4 + 1”学员的母校情结带来了一定难度。 

2. 母校情结的形成 

学员的母校情结是最珍贵、最纯洁的情感，由于母校在学员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具有重要作用，

而学员母校情结的形成主要是在校学习期间，学员在学校学习时，和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同学情，和老师

培育了良好的师生情，通常经过几年时间的学习生活以及相互的交流融合，已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的一种

感情[1]。通常在学校期间尽管他们还未意识到这是母校情结，但实际上母校情节已经孕育并在成熟。尤

其当他们离开院校踏入今后的各自的工作岗位，就会强烈地表现出来。 
探究一下母校情结的形成，其主要缘由是学缘关系的作用，这部分内容请参考文献[2]。总的来说学

缘关系主要有四种：一是学员与院校之间的关系，任职教育院校教学内容第一次让“4 + 1”学员感受到

如此贴近装备、贴近保障、贴近部队生活、贴近以后将要工作的岗位。从而使得这些学员拉近了与院校

的距离；二是学员与所学专业之间的关系，专业成就事业。学习什么专业就意味着未来将从事的专业，

一定意义上也确定了自己在部队工作中所将承担的角色以及理想抱负的实现程度；三是学员与教员之间

的关系，教员负责教书育人，主要负责传授专业知识，任职教育院校的教员对于部队，对于装设备生产

厂家的熟悉，对于装备的深刻理解和解读，无不让学员肃然起敬，产生了浓烈的学习兴趣；四是学员与

学员之间的战友关系，战友情，似海深，战友们共同操枪弄炮、共同站岗放哨、共同化险为夷、共同夜

以继日、共同面对锤炼、共同经受磨砺、共同排除艰难、共同担当道义。而且在任职教育院校学习的同

学之间，都会是今后工作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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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可以看出，学缘关系的四重作用，无不体现在学员对于院校的方方面面之间的各种协作、学

习关系，这种关系慢慢积累，进而逐渐升华为对任职教育院校的感情，这种感情就是母校情结。 
母校情结的培育，是一项贯穿于施教全过程且涉及多元施教源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任职教育院校

从多方面入手，做好扎实细致的工作，增强母校对“4 + 1”学员的吸引力、影响力，增强学员对院校教

育、教学和管理工作的认同感，从而提高任职教育工作的管理效能。笔者根据自己从事任职教育教学工

作的经验，认为应从如下几方面加强对任职教育学员母校情结的培育。 

3. 提高教育质量，发挥办学特色 

一所院校，对受教育者具有多大的吸引力，在社会上能产生多强的认同效应，其最终决定权在于学

校的办学实力。因此，提高办学水平，保证教育质量是关键。任职教育院校区别于学历教育院校的重要

一点是高水准的专门知识、技能和能力教育。任职教育院校与学员岗位任职紧密相连，岗位任职教育培

训的质量高低取决于教员水平的高低。 

3.1. 构建一支任职教育相适应的教员队伍 

教员作为开展军队教育的主体，担负着教学科研任务，是办校治学的主力军。军队院校要紧跟信息

化建设步伐，培养出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就必须牢牢扭住教员队伍，积极拓宽渠道,建立一支与任职

教育相适应的教员队伍。 
切实改善教员队伍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群体结构，尽快实现任职教育教员队伍的转型，任职教

育的先进性要求教员要有一流的学科知识，任职教育的实践性要求教员要熟悉部队并具有相应的实践能

力，任职教育的复合性要求教员要有广博的知识，有很强的工程实践能力[3]。 
目前任职教育院校的教员队伍大都具有硕士、博士学历，拥有先进的学科知识，而如何提升教员队

伍的实践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为此，需要切实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制定严格的教员选拔制度。

明确规定选拔教员时主要从作战部队中挑选，特别是有外军院校和在海外执行任务经历的军官，优先选

拔到院校任教。二是应加大任职教育院校教员到一线作战部队代职的力度。力避过去代职不到位、专业

不对口等现象，通过制订相应的政策和规定，切实增进教员代职锻炼实效。三是建立部队与院校的双向

交流机制。院校要主动与部队取得联系，本着双方自愿的原则，按需求、按比例定期交流，互换任职代职。 
只有不断调整教员队伍结构，加强教员队伍的培养，实现教员队伍的转型，培养出高素质的新型军

事人才，才能增强任职教育院校的吸引力，凝聚学员对母校的情感。 

3.2. 优化教学内容，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任职教育的特色就在于“紧贴部队实际，满足岗位需求”，培养符合部队需求的人才。因此教员在

教学内容设计中，必须要把学员认知能力最直接、最必需的内容作为课程体系的核心，保证教学内容和

部队装备保障深度融合。把部队的“三类法规”(训练、管理和技术法规)、为部队科研服务成果、“三负

责”精神和装备保障案例等有机融入课程教学内容，使其更加贴近部队、贴近装备、贴近保障。紧跟海

航部队作战任务、武器装备、战训模式等的发展变化，实时更新任职教育的教学内容，保持教学内容的

先进性和针对性。 
军队任职教育向学员传授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一般都是与作战、训练活动直接相关的专业内容。

这些知识和技能很可能就是学员的立身之本，是学员在部队工作中所需要的真功夫。这种知识、技能和

能力关系到训练的效果、甚至战争的胜负，也直接关乎学员的工作业绩，甚至关于学员的生命。任职教

育院校如果能为学员提供在作战、训练中有用、管用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使他们能在未来战争中为部

队保障奠定坚实基础，为部队为个人挣得荣誉，学员就一定会对院校产生尊重、感激之情。也一定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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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有机会在这样的院校学习感到自豪和庆幸。这样一来，一种亲切的母校情结就会在自然而然中形成。 

3.3. 改进教学方式，教、学孕育师生情、战友情、院校情 

从军队院校任职教育角度看，教员应该树立这样的理念：教员的教不能代替学员的学，教员教过了

不等于学员学过了，教员不是把知识传授给学员，而是引导学员主动获取知识，教员应作为学习促进者，

重视学生特点，尊重学员，信任学员，调动学员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学员自己学，指导学员会学。任职

教育院校教育强调实践应用，突出培养解决任职岗位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员应该根据教学内容采取

不同的教学方式。 
可以根据讲授内容、学员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方式，比如专题研讨式教学方式是在教员的引导

下，充分发挥学员的主体作用，通过学员对专题的研究与讨论，进行知识构建，体验学科研究方法的一

种学习方式；以教学对象在部队任职岗位上所遇到的现实问题、故障案例为牵引，致力于研究解决部队

建设和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中面临的难点、热点问题，可以采取“问题式”、“案例式”教学；在教学

过程中教员和学员以问题为中心，采取“问题式教学方式”，它是通过师生共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来实现教学目标的；为将讲授内容与“军事训练与考核大纲”紧密相连，重组装备理论课教学

内容，确定“按纲实训”原则，在教学中开展“基于科目流程”的教学模式等等。 
根据任职教育的特点，改进任职教育院校的教学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方式，可以更便于拉近

与学员的距离。学员能够得到更多、更具体的关注，学员有更多与教员近距离接触的机会。甚至有些“4 
+ 1”学员可以经常参加专家教授的小班授课教学活动，这种机会在一般的学历教育院校是很少有的。故

而相较于学历教育院校，任职教育院校的学员往往会感到很受重视，容易对院校产生好感。同时，同样

是因为教学模式多为小班教学，教员有更好、更多的机会深入了解学员，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实施教学，

培养与学员的感情，构建良性发展的师生关系。 

3.4. 相互尊重、共勉互励，发挥学员的价值 

“4 + 1”学员身份已经是一名准干部，在对学员严格管理的同时，也需要学会科学的管理，学会对

他们的尊重。“4 + 1”学员在经过了四年本科学历教育之后，他们可能具有不同的特长或者爱好，具有

管理或者发明创造的潜质等。为了充分调动学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学员的聪明才智。可以让部分学员

直接参与学员大队管理工作，这样更容易了解学员心声，走畅学员队干部和学员之间的心理桥梁；根据

学员特点开展“三小活动”，也即：小发明、小创造、小论文等；还可以让部分学员参与教研室工作，

直接参与各种教学活动，更加深入了解准备一堂课的流程，了解备课讲课的不易，有了这种深刻认识，

反过来他们在听课过程中也将会倍加珍惜教员的授课，进一步提升授课效果；让部分有特长的学员，参

与教授的科研、学术工作，在科研中深刻领会装备的性能参数，各研制设备的工作原理，各装备理论的

延伸。同时在部分工作中要体现学员的工作量，提高学员参与工作的积极性，也为今后的部队工作打下

良好基础。 
在院校教育的方方面面充分利用学员的价值。不仅有利于院校建设和进步，也有利于拉近院校与学

员之月的距离。让学员在院校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让他们的的价值在院校这片新天地里得以实现，

学员就一定会逐步产生成就感、自豪感，进而产生主人翁式的责任感，院校就会逐步成为“我们的院校”

“我们的家园”，母校情结也就得以在学员心里形成和巩固。 

4. 结论 

也正因为有了在母校学习期间建立起来的母校情结，并在此后逐渐认识到母校在自己成长道路上起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6120


李旭东 等 
 

 

DOI: 10.12677/ass.2018.76120 793 社会科学前沿 

 

到的重要作用，学员毕业后才能倍加珍视这份感情，给予母校更多的关注甚至帮助。军队任职教育院校

在新时期由于在教育理念、教育对象、教学模式等诸多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何培育学员母校情

结，对于建设新时期的和谐军校，服务军队院校转型，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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