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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军队新聘文职人员岗前培训涉及人员种类复杂、培训任务较重、管理定位难以把握，需要积极探索文职

培训规律，实现培训工作的精细化管理。本文从工程管理专业文职岗前培训角度出发，提出学员数据与

性格行为相结合的精细化管理方法，根据培训学员相关数据以及培训实践，分析管理规律，持续支撑文

职培训以及军队正规化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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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post training for newly recruited civilians in military involves complex personnel types, heavy 
training tasks, and fuzzy management posi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actively explore the regularity 
of civilian training and to implement refined management of trai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e-post training for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ajors, this paper provides a refined management 
approach combining data and behaviors, considers the relevant data of the trainees and the 
training practices,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inees and the management regularity, and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0.106153
https://doi.org/10.12677/ae.2020.106153
http://www.hanspub.org


张萌萌 等 
 

 

DOI: 10.12677/ae.2020.106153 929 教育进展 
 

continuously supports the civilian training and regular management of the mili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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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招

揽社会优秀人才为军队建设服务，我军从去年开始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招聘规模大、范围广，

仅 2019 年就面向全国招录优秀人才 19,523 人。岗前培训是文职人员任职的关键步骤，关系到最终录用

与合同签订等事宜。如何有效进行岗前培训的管理工作，实现地方人员向军队工作人员的转变，是培训

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目前，我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承接了工程管理专业的全军新聘文职岗前培训工作。作为一项特点

鲜明、战线持久工作，需要不断梳理文职培训工作规律，形成通用业务流程，充实军事训练内容与要求[1] [2]。
作为两期文职培训班的管理人员，作者提出学员数据与性格行为相结合的精细化管理方法，依据学员相关信

息，结合学员性格规律，探索精细化岗前培训管理措施，为文职任职培训工作的有力开展提供支撑。 

2. 文献研究 

近年来，我军为适应未来信息化战争要求，在军事训练领域实施一系列改革，其中要求军队院校军

事训练必须实施精细化管理[3] [4]。军队精细化管理是信息时代的一种科学管理模式，是指以提高战斗力

为根本目的，依据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广泛运用数理方法等手段，不断提高军队建设的质量效益的管

理过程[5] [6] [7]。 
程平等人强调军队院校人本化管理的重要性，提出人本化与精细化相结合的管理思路[8]。刘志涛提

出精细化教学管理的实施办法，主要包括管理目标、管理流程、管理过程、管理结果的精细化[9]。戴林

伯指出把转变思想观念与正规化建设作为军队管理的驱动，采用现代信息技术作为突破点进行协调管理

[5]。崔冰阐述了军队院校实施精细化管理的措施和手段，强调标准体系和监控体系的体系化管理[3]。 
综上所述，军队院校精细化管理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贴近院校实际、紧密联系部队

的精细化管理体系，迫切需要建立人本化精细化管理体系，以信息技术为手段，提高管理质量与效率。

基于此，本文提出学员数据与性格行为相结合的管理思路，开展实证研究，挖掘培训学员的突出特征，

采用针对性的手段进行管理，使培训学员快速建立认同感与归属感。 

3. 基于培训学员数据的规律探索 

数据是精细化管理的一个核心因素，是精细化管理的本质特征[10]。以数据收集、积累、分析为基础，

挖掘隐藏在数据背后的管理规律，有助于实现精细化管理过程，否则难以对管理过程产生精细控制。本

部分主要从年龄数据、性别数据、地域数据、学历数据等不涉及保密要求的数据类别着手，分析文职培

训学员的报考特点与规律，并以此作为管理的依据。 
1) 学员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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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管理的两期培训班一共有 535 人，其中第一期 270 人，男 133 人，女 137 人；第二期 265 人，

男 194 人，女 71 人。基于学员统计信息，本部分首先分析两期男女学员的年龄分布，进而挖掘报考规律，

结果如图 1 所示，其中横轴为出生年，纵轴为该年录取人数与类别总人数的比。由图可知，学员年龄分

布在 1980 年与 1999 年之间，录取人数大体成上升趋势，几个明显的峰值为 1987~1989 年，1992-~1994
年，1996~1998 年，分别对应着在岗工作、硕士毕业、本科毕业等类别；相比而言，男学员分布在两端

的人数较多，女学员分布在中间的人数较多。图 1 主要说明虽然大部分学员均为应届生，但是也有一批

学员来自之前的工作岗位。 
 

 
Figure 1. Age distribution 
图 1. 培训学员年龄分布 

 

2) 学员籍贯分布 
归纳学员籍贯有助于获取文职报考的地域特点，挖掘地域分布，便于进行针对化管理。两期学员的

籍贯分布如图 1，图 2 所示，可以发现，第一期培训班中河北、山东、河南等省份的报考人数最多，天

津、宁夏、北京等地报考人数最少；第二期培训班中山东、河南、湖北等省份报考人数最多，贵州、宁

夏、北京、海南等地报考人数最少。两期的地域分布趋势较为类似。然而，总结学员报考的工作单位发

现，大部分学员的工作地在北京、南京、武汉等地。 
3) 学员政治面貌分布 
分析学员的政治面貌组成有助于快速把握学员队政治生态，了解学员思想状况，便于党支部确定、

骨干选拔、组织生活会召开等工作的开展。根据统计，学员的政治面貌分布图如图 3 所示，其中横轴为

政治面貌类别，纵轴为各类学员政治面貌数据与该类学员数目的比。根据结果可以发现，学员中党员的

比例是比较高的，相比之下，女学员党员比例高于男学员。作者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党员团员的高比例

组成有助于学员队每周五党团活动的召开。 
4) 学员学历分布 
不同于军校本科学员，文职培训学员的典型特点是拥有最高学历。对于高学历人员的培训与管理需

要切实结合学员教育经历，进行针对性管理。培训学员的学历分布如图 4 所示，主要分为本科、硕士、

博士。可以发现，本科学历的比例是最高的，这点也可以在年龄分布中得到印证。相比而言，女学员的

整体学历层次要高于男学员。并且，有一部分培训学员来自与国内外重点高校，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美国西北大学、爱荷华大学、英国约克大学等。如何对具有高学历的学员进

行服务与管理，切实做好培训工作与个人思想的良好结合，是管理者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 

https://doi.org/10.12677/ae.2020.106153


张萌萌 等 
 

 

DOI: 10.12677/ae.2020.106153 931 教育进展 
 

 
Figure 2. District distribution 
图 2. 培训学员籍贯分布 

 

 
Figure 3. Political profile distribution 
图 3. 培训学员政治面貌分布 
 

总之，通过对上述类别的数据进行分析，可整体了解培训学员的年龄、地域、政治面貌、学历等组

成，形成直观认识。这些数据代表了文职培训学员的一般规律，可以以此为基础形成可持续的岗前培训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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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Educational distribution 
图 4. 培训学员学历分布 

4. 基于实证的培训学员性格行为特点探索 

本部分研究思路是通过不断与培训学员沟通访问，形成共性认识，进而发现学员性格特点规律，主

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者发现，不论是刚毕业的同学、已经在军队单位工作的同志，还是有着部队任职经历的同

志，大多是怀着报国热情报考的文职人员。管理过程中发现大多数学员思想端正，想在工作单位努力发

展的意愿比较强烈，对国防科技大学的归属感也比较强，这为培训管理工作的良好开展奠定了心理基础。 
第二，培训对象大多曾为地方大学人员或地方从业人员，具有与军队人员不同的性格特点。他们遇

到事情的想法多，胆子大，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比较强，这类性格特点具有优势，同样也可能存在管理

问题，例如，想当然的解决问题却缺乏军队常识。另外，该类人员多具有一技之长，才艺丰富。 
第三，培训学员年龄差异比较明显，不同年龄段呈现出的性格特点也各不相同。有些同志比管理者

的年龄大，独立思考和自律能力比较成熟，可以从管理者的角度思考问题。有些同志作为刚毕业的新生，

初入军队，面对很多新奇的事物，往往有很多需要解答的问题。因此，需要区分不同年龄段培训学员的

管理方式。 
第四，不同于传统军队学员中男多女少的现象，文职培训学员的女性比例比较高，作者经历的第一

期培训班中女生人数是大于男生人数的。管理中要充分考虑女学员的想法和意见。在管理过程中发现，

女学员的积极性和提高自身能力的意愿比较突出，需要多和女学员进行沟通，了解存在的困难与需求。 
第五，由于作者经历的两期培训班均属于前几批文职聘用人员，培训学员中包含的军人家属是比较

多的，有些由于长期两地分居，想与家人在一个地方工作，有些受到家人的熏陶，想参军入伍工作。总

体而言，该类人员对军队情况相对了解，也为文职培训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带头作用。 
总之，每期的几百名培训学员均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单位，拥有不同的需求，呈现出多样的性

格特点。如何在从严管理的同时实现人性化与精细化管理模式，是体现军队招贤纳士、保障有力的关键。 

5. 岗前培训精细化管理措施探索 

目前，美俄军队也普遍重视使用文职，发挥高精尖文职的精锐力量，文职管理规范趋于完善[11]。
Salimi 等人指出奖惩制是美俄军队最常用的管理措施，其次是基于冲突消解的解决方案[12]。周维鹊指出

对我军文职人员的管理要实行明晰职能定位与调动积极性、依法管理与思想政治建设、依法管理与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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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管理、统一管理与分类管理、持依法从严与保障权益等的辩证统一[13]。本部分基于上述培训学员数据

分析以及性格特点分析，结合管理实践，主要探索介于军队人员和地方人员之间的军队工作人员精细化

岗前培训措施，区分文职岗前培训管理工作与一般管理工作的不同，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以组织为驱动，快速建立党支部与骨干班子 
由于参训学员较多，报道之前对学员信息了解不全，怎样快速形成管理制度、执行管理命令成为难

题。在报道过程中，需要充分了解学员的年龄、政治面貌、从业经历等数据，如第三部分所示，以建立

组织为驱动，实行以老带新制度，快速建立党支部和骨干班子，尽量选择年龄较大、党员、或者有军队

从业经历的人员担任骨干，发挥骨干的带头作用。事实发现，按照这个方式发展的骨干往往是乐于做事、

敢于做事的。党支部与骨干班子的建立为培训前期各项工作有条不紊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2) 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学员自身价值 
不同于军队学员，文职培训学员才艺较多，跳舞、画画、导演、新闻宣传应有尽有。在培训管理过

程中如果能充分利用学员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员对组织生活的参与度，那么不仅可以有效的完成培训

任务，也可以在培训过程中提高集体意识与主人翁思想。在作者经历的第一期培训过程中组织学员参加

了学校运动会的拉拉队工作，排练的啦啦操和舞蹈受到了各级领导的表扬；同时学员自己组织了篮球赛，

进行了班级之间的对抗，提升了学员交流与协作关系。在第二期培训过程中利用学员的摄影和宣传报道

能力，制作文职培训宣传报纸，高质量完成培训工作。 
3) 寓教学于管理，实现教学与生活的良好互动 
工程管理专业文职培训的课程主要关于政治理论学习、文职人员条令条例、工程管理理论学习、队

列以及体能训练等科目。在管理过程中，需要从两个层面加强生活与教学工作的互动。一是在服务层面，

需要在课程开始之前积极与授课教员联络，确保信息通畅，保障到位；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管理者要积

极跟课，保证学员在位，跟踪教员的管理需求；在课程结束时，需要进一步明确考核规定，整体过程做

到教员、学员、管理者之间的无缝链接。二是在扩展层面，要把教学工作植根于管理生活当中，在课程

之余邀请相关老师或者专业人员进行专题讲座，进一步讲解文职人员相关知识以及工程管理相关实践，

形成教学与管理的良好互动。 
4) 立足培训育人，落实生活制度，加强学员沟通交流 
对培训学员生活制度的管理是维持一个半月岗前培训工作良好开展的基础。由严入松易，由松入严

难，这对于地方人员尤为重要。如果不加强内务卫生评比，明确奖惩制度，往往会在培训末期纪律散漫，

容易出各种管理问题，体现为宿舍卫生质量低，公共卫生区打扫慢，队列行进松散等。因此，对于文职

培训学员虽然要创新管理方式，但军队管理工作的核心纪律不能动摇，不然难以支撑文职学员之后军队

工作的开展。同时，由于培训学员多、类别复杂、女同志比例高，如图 1 所示，在管理过程中可能会遇

到较多突发问题，例如单位临时工作、结婚、处在哺乳期、存在身体状况等，这些都是在管理过程中真

实出现的事情。管理者需要加强与学员的沟通，了解学员的心理动态，在严格管理的前提下做好解释工

作，要切实了解学员说话办事的缘由，对症下药，寓情于理，立足培训育人理念，做到服务与管理协调

推进。 
5) 加强与上级单位、学员任职单位的沟通与反馈 
文职培训工作的良好开展离不开各级领导单位的支持，在培训过程中需要不断上报培训动态与突发

事件，保持信息共享透明。同时，要保持与学员任职单位的沟通，分享学员的培训动态，商榷突发事件

的处理办法，不断明确任职单位的培训需求。另外，在岗前培训结束后搜集任职单位对培训成果的反馈，

并将修改措施运用于下一期岗前培训过程中，实现培训质量的持续拔高。 
总之，文职培训管理工作必须以科学创新的管理理念为指导，以激发培训学员的积极性、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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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为核心，以安全、高效、优质地完成培训任务为目标，针对学员的自身特点，实施管理创新。 

6. 结论 

当前文职培训管理是一项持久性工作，时代特色鲜明、管理难度较大。本文基于我院承接的两期文

职人员培训工作，提出基于学员数据与性格行为相结合的精细化管理手段，进行学员数据分析以及性格

特点研究，探索精细化岗前培训管理的具体举措，明确文职培训的任务特点、流程、组织方式、管理规

律，不断深化人本型管理与学术型管理，实现创新意识与参与意识相结合的精细化管理，提升部队整体

管理效能，为军队战斗力建设和正规化管理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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