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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力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可以更好地促进海军院校研究生教育服务于部队建设和发展，向实现德才兼

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的培养目标迈进。论文阐述海军院校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定位和重大意

义；剖析当前海军院校研究生培养存在的不足，如培养目标需要无缝对接部队需求、学位论文选题质量

有待加强、培养过程质量管控缺乏科学有效的方法等，难以满足现代战争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分

别从培养目标、学科建设、培养模式和管理教育等方面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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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in naval academies can better promote postgra-
duate education to serv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orld-class navies, and realiz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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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of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new-type military talents with both political inte-
grity and ability more quickly. Firstly, the object loc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in naval academies are expounded. Secondly, it is analyzed that there are unclear training objec-
tives, unreasonable training levels and weak practical operation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and 
training of naval academies, which are difficult to meet the urgent need of high-level talents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modern war. Finally, the targeted and instructive solu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training objective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raining mode and management education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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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世界新军事变革蓬勃发展，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加快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如何做好未来军

事斗争准备，一方面部队要加强“杀手锏”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提高，另一方面更要加快德才兼备的高素

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强军兴军，基础在教育，关键在人才[1]。谁抢占了人才，谁就拥有了战

略制高点。军校研究生教育担负着“培养军事人才”和“创新军事科技”的双重使命，地位更加重要，

责任更加重大。海军院校作为培养海军军事人才的主阵地，研究生更是海军装备研发和技术革新的生力

军。目前，海军院校研究生教育既面临着难得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海军院校研究生教育培养什

么人才，如何培养高素质人才，关系海军综合作战能力的提高[2]。因此，必须准确认识新形式对军事技

术人才的新要求，着眼于高技术条件下海上局部战争需要，认真思考和探索研究海军院校研究生的培养问

题，进一步提高海军院校研究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推动海军院校研究生教育又好又快发展。 

2. 海军院校研究生培养的重要意义 

首先，世界新军事变革加速推进，信息化战争快速发展，需要大批高层次应用型军事人才[3]。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远程精确打击、电子网络攻击为主的作战样式，要求军事人才必须具备很强的科

技素质和信息素养；各种作战力量、单元要素的融合，要求军事人才必须具备很强的军事素质、指挥素

养和协调能力；战争形态多样，战场空间扩大，作战密度高，转换节奏快，要求军事人才必须具备很强

的身心素质和战斗作风[4]。 
其次，随着海军逐渐走向深蓝，对外交往更多、接触视野更广[5]，培养的研究生不仅需要具有过硬

的综合素质、扎实的外语语言能力，而且需要紧跟装备发展、精通装备性能、掌握装备结构原理、具备

解决“疑难杂症”的能力。因此，站在建设具备信息主导、联合作战等特征的信息化军队的崭新起点和

关键阶段，迫切需要培养大批懂指挥、会管理、精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3. 当前海军院校研究生培养的问题剖析 

3.1. 培养目标对接部队需求不够 

美国海军研究生院明确提出“要在与国防相关的研究生教育和相应的研究领域中成为世界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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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承诺“为明天的部队培养智慧型的领导人”。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海军研究生教育是以应用型人才培

养为主，兼顾相关学科学术型人才的培养[6] [7]。 
然而，海军院校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应用型高层次人才学术化的现象较为突出，按学术型人才培养

模式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问题较为普遍，导致研究生在学术上造诣很深，但在工程中解决装备实际问题的

能力却不足，久而久之很可能失去面对高技术装备解决实际难题的信心，更谈不上开展进一步创新性研

究，容易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 

3.2. 培养对象遴选对接部队需求不够 

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在选择招生对象时明确规定招收人员必须为大学毕业后到单位服役或工作不超过

4 年的表现突出者。学院学制 1 到 2 年不等，约 90%学员毕业时获硕士学位，只选择极少数学员，再经

过 3~4 年的学习后获得博士学位。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海军研究生培养对象既强调了工作经验，又兼顾

了学习的连续性[8]。 
然而，海军院校研究生在培养对象及层次结构与部队需求需进一步加强。当前，研究生导师在招生

时大多数还是按照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的思路，倾向于选择应届本科毕业生，对有着一定部队工作经验的

往届生招生较少，只关注了学习的连续性，而未重视工作经验的要求。因此，大部分学员对实装的经验

较少，难以将所学的和所研究的内容与岗位所需的知识有机结合起来。 

3.3. 学位论文选题对接部队需求不够 

学位论文选题与部队需求脱节的主要表现是以下几点：一是缺乏实效，二是缺乏个性，三是缺乏焦

点，四是缺乏亮点。首先，部分学位论文选题脱离实际，对装备存在什么问题、需要解决什么问题理解

还不够深刻，容易凭主观臆断选题；这类论文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理论与实践相脱离，实效性不够强。

其次，容易盲目跟风，在论文选题中缺乏冷静的理性思考，脱离装备迫切解决的实际问题，盲目跟随热

点；这类论文随波逐流，缺乏个性，针对性不够强。再次，选题大而空，口子开得过大，涉及很多问题，

但每个都只浮在表面，最后是问题很多，却什么都没有解决好；这类论文选题难度过大，脱离自身研究

能力现实，纯属好高骛远，其结果只能是耗时费力，收获屑微，虽有新意，但价值不大，聚焦性不够强。

最后，选题学术调研不全面，重复研究，或者选择别人剩下的边边角角问题；这类论文看似与前人的论

文不一样，其实在理论上缺乏亮点，创新性还不够强。 

3.4. 培养过程对接部队实战化需求不够 

为贯彻落实军委关于院校教育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推进军事院校教育向实战聚焦、向部队靠拢，

培养能打仗打胜仗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对新时代条件下的研究生培养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但是，

在目前的研究生培养模过程中，课程的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保障、教学管理等各方面，

以及针对不同作战任务、作战对手、作战环境下的实战化教学还不够系统和深入，部分课程还未按实战

化要求去教和研，导致教、研和战脱节，研究生教学硝烟味不浓，难以适应信息化战争以及制衡强敌条

件下的培养需求。 

4. 提高海军院校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思考 

质量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命，如何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永恒主题。海军院校要

以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为核心，从多个方面入手，努力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又好又快发展。 

4.1. 以岗位需求为牵引，优化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是否与部队需求一致，直接关系到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好坏。实践证明，提高研究生培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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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涉及各方面多因素，是一个训和用相互支持、相互协作、共同完成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立足现状，

坚持学术型人才与应用型人才培养并重的发展思路，即海军院校高层次人才培养以应用型为主，兼顾学

术型人才培养。建成一批具有海军特色鲜明、学术水平领先的重点学科，为海军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

和智力支持。 

4.2. 立足学科建设，改革培养模式 

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有的放矢，改变目前单一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同的培养目标应采用不同的

培养模式，同样的培养目标也可采用不同的培养模式。如采用“军民融合”的方式，依托地方高校研究

生教育来充实教学科研力量，遴选理论水平高、学术能力强的研究生到地方知名院所攻读博士学位；招

收一些优秀的地方研究生到海军院校及科研院所进行高层次的学习与研究。优化人才梯队学缘结构，避

免“近亲繁殖”。 
同时，研究生培养要重视基层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进行研究生培养模式的转变，形成“研练一体”

的实践育人模式；选择少量实践能力强、理论水平高的研究生进行重点培养和特色培养，由导师为其单

独制订个性化培养计划，走一条“精兵之路”。 
在师资队伍方面，采取灵活政策，吸引军地优秀人才参与学科建设，不为我所有，但为我所用。选

出一些具有海军特色鲜明、学科力量较强、与一些重点装备建设息息相关的优势学科和实验室进行重点

建设，并应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吸引一些知名专家和优秀青年人才前来担任专职教授、兼职教授或进

行博士后科研工作，同时拓展导师参加高水平教学科研活动，优先安排优秀导师参加国际护航、交叉培

训、交流任职和出国留学，丰富经历阅历，打造晓于实战的导师。 

4.3. 突出质量要求，完善评价机制 

以战斗力为唯一根本标准，狠抓研究生培养质量。众所周知，质量是研究生培养的生命，创新是研

究生培养的灵魂。导师及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者对研究生培养倾注更多的精力，充分掌握研究生个人情

况，既要因材施教、实事求是，也要步调一致、刚性约束，增强课题选择的针对性、学位授予条件的灵

活性和综合能力评价的可实践性，不断提高研究生岗位适应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对研究生应该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并引入科学的奖惩机制。加强学位论文过程管理，严格把好选

题、开题、中期检查、评阅和答辩各个环节。设定严格的研究生综合知识、学术研究能力、学术创新能

力考核指标，对一些达不到培养要求的研究生应予以警告甚至中止培养，予以淘汰。对一些表现突出的

研究生应予以一定的激励，为研究生学员“当梯子、搭台子”，使其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4.4. 加强思政教育，筑牢研为战基础 

研究生的管理绝不是单纯的行政管理，而是一种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综合

管理。研究生思想比较活跃，心理的变化从入学到毕业呈现一定规律性，要把握研究生培养进程中的心

理变化和思想动态，协调好教与学、研与学的关系，发挥好激励自主学、全程引导学的作用，深度融合

课程思政教育元素，同向同行，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进一步提高研究生的思政素质，激发

学员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增强学员创新意识、团队合作意识，培树战斗作风、铁纪意识。 

5. 结语 

研究生是军队高层次人才的主要来源，是军队建设发展的中坚力量。海军院校研究生培养既要紧密

对接部队需求，又要注重学科建设。核心工作是以学员发展为中心，进行研究生培养模式的转变，形成

“研战一体”的实践育人模式；以实战教学为牵引，优化课程教学内容，深度融合课程思政，创新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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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突出能力生成，提升研究生学术水平、科学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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