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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军队学历教育院校应培养具有良好的全面素质、复合知识结构和综合能力、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课程考核考试作为评价人才培养成果的主要手段，是对学员知识、智力、能力、

个性和品德的测定，是教育教学的重要环节，是稳定教学秩序、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措施。本文主要围

绕生长干部教育培养指技合一人才的目标，提出面向第一岗位任职能力的军事院校课程考核模式研究，

将学员职业生涯发展所需的岗位任职能力和专业核心能力作为两大核心能力进行锻炼与考核，既重视学

员就业所需的岗位专业能力培养，又着眼于学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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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litary academic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hould cultivate high-quality new military talents with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0637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0637
http://www.hanspub.org


齐子元 等 
 

 

DOI: 10.12677/ae.2022.1210637 4169 教育进展 
 

good overall quality, complex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y, strong innovation 
spirit and practical ability. As the main means to evaluate the results of talent training, curriculum 
examination is the determination of students’ knowledge, intelligence, ability, personality and mo-
rality, an important link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stabilize teaching 
order and ensure teaching quality.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goal of growing cadre educa-
tion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y and instruction. It proposes a study 
on the curriculum assessment model of military academies for the first post competence. It takes 
the post competence and professional core competence required for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s two core competencies for training and assessment. It not on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training of post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required for students’ employment, but also focuses on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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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随着我军武器装备建设的飞速发展，大量新型武器系统配发部队，新装备结构复杂、技术集成化程

度高，对装备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既要具备单体装备的指挥和保障能力，更要具备武器系统的运

用能力。为了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学员的综合素质和第一岗位任职能力，加快推进装备教学

改革迫在眉睫，课程考核模式改革是装备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 
传统的课程考核中存在着考核方式单一、考核内容局限、考核评定不规范以及考核结果对教学过程

缺乏指导性等弊端，直接影响着学员综合能力素质的培养，导致第一岗位任职能力的欠缺[1]。针对以上

所述的问题，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快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院校在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的同

时，急需进行必要的考核模式的改革，建立健全完善、科学的课程考核模式，以实现对学员能力素质的

客观评价，使其更符合“能力本位”的教育理念。以培养高技能型和实用型人才为目标，建立以“能力

本位，岗位驱动”的多样化考核模式，有效激发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和院校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使教、学、

用三个环节有效的结合和统一，形成良性循环，以实现对学员能力素质的客观评价，使其更符合“能力

本位”的教育理念[2]。 

2. 技术院校人才培养和考核模式的现状分析 

2.1. 当前技术院校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根据新的培训任务院校制定了人才培养方案，确立了生长干部的培养目标定位，从几年的实践情况

看，其目标定位反映了当时的认识水平和研究成果，也为实施人才培养提供了基本依据。但基于理性认

识的不断深化和实践经验的客观评判，现行人才培养目标存在着一些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具体表现为

“三个偏重”和“三个偏轻”。 

2.1.1. 专业素养偏重，综合素质偏轻 
现行承担的本科培训任务也由原来的以工程技术为主向以初级指挥为主转变务。由于技术院校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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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承担工程技术学员培训任务，长期的办学实践过程中形成了浓厚的专业技术人才培养氛围，培训工

程技术人才的惯性思维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在根据新的培训任务确立新的人才培养目标时，虽然与传统

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目标有所区分，但仍然存在偏重专业技术教学的倾向[3]。在教学实施的过程中，也存

在专业理论教学偏深的现象，而对于培养学员宽厚的综合素质基础，相应成分偏轻。 

2.1.2. 知识教学偏重，能力培养偏轻 
受传统教育思想和“知识质量观”的影响，现行的生长干部培养目标定位，偏重于对学员理论知识

掌握的要求，在教学实施及课程考核过程中也更关注理论知识的系统性。相关院校有意识的加强了实践

教学环节来提高学员动手能力，但由于“能力质量观”没有完全落实到教学组织和实施的各个环节中去，

教学实践环节和学员动手能力培养相比理论知识教学所占比重依然偏轻。生长干部培养目标中，能力培

养要求有待于进一步清晰准确的定位。 

2.1.3. 长远发展偏重，第一任职偏轻 
现行生长干部培养目标定位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更多的关注学员的成长的长远发展，但对学员

第一任职岗位需求重视不足。带来的影响是学员的科学文化素质虽然较高，但是第一任职能力偏弱，表

现为军事基础不过硬、基层管理能力欠缺、指挥和组训能力不强、心理承受和自我调控能力较弱，到达

工作岗位后，不能尽快适应要求开展工作，踢不开“头三脚”，很容易输在起跑线上。 

2.2. 当前考核模式存在的弊端 

根据目前情况来看，学院课程考核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弊端，直接影响着学员综合能力素质的培

养，从而导致培养的学员在第一岗位任职能力和综合素质能力的欠缺。这些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2.2.1. 考核方式单一 
在军队学历教育院校中，由于长期受以往考试观念的影响，目前课程考核采用最多的方式仍是课程

结束时闭卷笔试，而且以理论考核占多数，操作实践的环节还相对偏少。为了命题、阅卷、学籍管理等

方便，不管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比例，理论内容与实践内容统统采取闭卷笔试的方式，并侧重考核学

员对传授知识的掌握度和继承度，对职业技能与关键能力考核缺少系统、规范的研究，一卷定成绩。实

际上，对学员的知识、能力、素质考核，只通过一张试卷并不能反映出来。 

2.2.2. 考试内容局限 
目前的课程考核内容过于重视书本知识、记忆能力和共性知识，而忽视对学员综合运用知识能力、

科学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考核。对学员的评价，主要看他们掌握多少课本知识、课堂知识，这种以教

材、习题、作业题为中心的命题方式，完全题目化，只体现学员对所学理论内容掌握情况，不反映实际

应用问题；最终导致学员死扣书本、笔记，死记硬背，相当部分学员考前突击复习，过分依赖教员的划

的重点和范围，使学员产生了突击学习的惰性思想，同时，伤害了其他学员的学习积极性。 

2.2.3. 考核功能失位 
考核本身具有评定、诊断和反馈、预测、激励、选拔等功能，但在现实中却严重失位，其选拔排序

功能被无限凸显，其他功能被严重弱化。其表现主要体现在对分数的价值判断上，过分夸大分数的价值

功能，不少学员甚至将学业分数同奖学金、评优评先紧密结合，很多学员很在意最后考试的结果，而不

关心自己真正学得怎么样。这种考核只能部分反映出学员的科学文化素质、专业基础知识，甚至仅仅反

映了学员的应试能力，并使学员的这一能力片面膨胀，素质缺失，因此，考核结果完全不能体现学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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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不利于学员正确成才观的形成[4]。 

3. 人才培养目标和能力素质构成 

3.1. 装备人才能力素质结构体系框架 

按照部队“能打仗、打胜仗”的总要求，陆军院校“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需求，

以“人才培养质量就是战斗力，培养合格人才就是打胜仗”为出发点，把教学改革的落脚点放在培养能

打仗、打胜仗的高素质新型军事装备人才上，为部队培养用得上、留得住、能发展的新型军事装备人才。

人才培养是装备建设中一个周期长、效益滞后的工作，从顶层确定好装备人才素质的基本框架就显得尤

为重要。根据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建立装备人才能力素质结构体系框架，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structural framework system of the ability and quality of equipment talents 
图 1. 装备人才能力素质结构框架体系 
 

框架中的装备人才能力素质三个方面的内容既有一定的独立性又相互依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装备

指挥人才素质体系。 

3.2. 主要措施人才培养目标 

3.2.1. 立足人才成长需要 
军事教育严格意义上讲属于职业教育的范畴，主要培训内容是军人职业技能，但对于培养生长干

部而言，培养学员成人成才是完成培训要求的基础和前提，是培训任务的重要内容。生长技术干部学

历教育学员来源一般为地方高中毕业生和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士兵，入学年龄一般不超过 20 岁，经验

阅历比较简单，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需要通过军队院校的教育，打牢人生成长发

展的基础，使其成人、成才。这就要求院校在确定生长干部培养目标时，要将人才成长和发展的需要

作为立足点。 

3.2.2. 着眼装备发展需要 
当前，我军武器装备建设进入了向信息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进程进一步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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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教育院校培养的生长军官学员毕业后将直接为部队的装备建设服务，需要较强的装备技术保障能力，

要将装备发展的需要作为着眼点。 

3.2.3. 满足岗位任职需要 
军事人才的教育属于职业教育的范畴，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培养的人才能够胜任岗位任职需要，

并具备发展提高的潜力。对于生长干部而言，在完成学员成长成才发展基础教育的同时，必须重点

突出岗位任职教育。初级指挥类学员的任职岗位是直接从事军事指挥工作，主要承担管理指挥和组

织训练的任务，要有很强的带兵能力，需要打牢相应的岗位任职基础。技术类学员毕业后主要从事

装备保障工作，但随着部队装备保障模式的发展演变，所承担的工作更多的是带领和组织战士完成

装备保障任务，除了具备比较过硬的装备技术业务素质之外，还需要具备较强的管理指挥和组织训

练的能力。 

4. 第一任职岗位能力素质构成 

经过调研和部队反馈，目前毕业学员综合素质和任职能力还不够高，在人才培养中尚有诸多问题亟待

解决，具体表现在：一是军事基础不过硬，二是组训能力不强，三是管理能力偏弱，四是专业素质单一。

当前，笔者认为要想适应基层部队的节奏和任务，必须具备“一种素质，四种能力”(如下表 1)。 
 
Table 1. Basic qualities of soldiers 
表 1. 军人基本素质能力 

一级能力 二级能力 

健康的心理素质 自信心、创新能力、自我控制能力、自我批评能力、自我学习能力、适应环境能力、承

受困难与挫折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 集体合作能力、人际交际能力、协调能力、凝聚力、感染力 

综合表达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书写能力、作图能力 

管理实践能力 组训管理能力、指挥带兵能力、领导决策能力、执行力 

技术实践能力 装备操作使用能力、检查调整能力 

4.1. 健康的心理素质 

健康的心理素质是指人的基本心理活动的过程内容完整、协调一致，即认识、情感、意志、行为、

人格完整和协调、能适应社会，与社会保持同步。具体表现为自信心、创新能力、自我控制能力、自我

批评能力、自我学习能力、适应环境能力、承受困难与挫折能力。 

4.2. 团队协作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是指建立在团队的基础上，发挥团队精神、互补互助以达到团队最大工作效率的能力。

对于团队成员来说，不仅要有个人能力，更需要又在不同的位置上各尽其能、与其他成员协调合作的能

力，包括集体合作能力、人际交际能力、协调能力、凝聚力、感染力。 

4.3. 综合表达能力 

综合表达能力是指一个人善于把自己的思想、情感、想法和意图等用语言、文字、图形、表情和动

作等清晰明确的表达出来，并善于让他人理解、体会和掌握的能力，包括语言表达能力、书写能力、作

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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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管理实践能力 

管理实践能力是指一个人指挥、管理、统筹协调各类关系，贯彻上级意图和决定，完成上级赋予任

务的能力，就新排长而言，是最直接反映其综合素质的一种能力，包括组训管理能力、指挥带兵能力、

领导决策能力、执行力。 

4.5. 技术实践能力 

技术实践能力是指一个人独立面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装备操作使用能力、基本的检查调整能力。 

5. 课程考核模式的构建 

5.1. 改革考核方式，增强考核的多样性 

课程考核方式改革对学员创新能力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往往是难以估量的。多年来，选拔人才、考

核学员一贯沿用“一卷”定乾坤的方式。但是，对于培养技能应用性人才，确实很难客观的反映学员的

真实水平和实际能力，也严重的影响了院校教学质量的提高。专业课或跨学科课程的理论和技术往往表

现出较强的综合性、前沿性、探索性，是发展中的学科，对概念的理解，对理论、方法和知识的综合应

用，应提倡开卷考试、写小论文、案例分析、实践操作、总结报告等形式，注重对知识应用能力考核；

实验性较强的课程，则应偏重动手能力考核，以实践操作为主。考核方式要突出多样性、针对性和生动

性，不只限于笔试，可以采取专题讲解、答辩讨论、调查报告、实验报告等多种形式。 
在编制试题时，应遵循科学、全面、系统、标准、可行等原则，以考核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为重点，引导教和学向着全面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专业素质、文化素质、身心素质方面转变，切

实提高学生能力。打破以往任课教员根据自己所讲授的主要内容以及自己认为是重点的内容命题、出卷、

阅卷的形式，以人才培养目标以及第一任职需要掌握的能力知识为依据，组建试题库，根据考核难易度、

考核知识点分布等自动完成组卷。 
此外，应增加过程考核的分量，过程考核又叫形成性考核。过程考核内容应涵盖学员学习全过程，

包括学习态度、学习能力、操作技能、学习效果、平时作业和课堂提问等多个方面。根据课程理论与实

践占比，分配过程考核成绩与应占考核总成绩的 50%以上，以有利于调动学员学习的积极性。 

5.2. 改革考核内容，实现考核的科学性 

为了更好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围绕生长干部教育培养“指技合一”人才的目标，将学员职业生涯

发展所需的“一种素质，三种能力”作为核心能力进行锻炼与考核，既重视学员就业所需的岗位专业能

力培养，又着眼于学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实现考核的科学性。 

5.3. 对学员心理素质的考核 

健康的心理素质是军官综合能力的重要组成，它能带来个人精神气质的良性改变与人格魅力的不断

提升，对一个人充分展示个性才华、表现自我、推销自我，与他人和谐相处，赢得良好的交际关系和人

际资源，形成健康的心态，塑造完整的人格，增强部队认可度和促进事业成功具有重要作用[5]。将健康

的心理素质培养与训练渗透于课程教学的各个阶段。根据课程教学内容将考核寓于平时之中，分若干次

进行。在各个阶段竞赛考核中，学员通过课后题引导自学，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就可以到教员处随机抽

题考核，通过的加分，通不过的减分，并按测试顺序乘以不同的系数。测试得越早，系数就越大，得到

的积分也会越高。同时失分的可能性同样会越大。无论是得分还是失分，都需要学员有一种正确的心态

去接受并迎接下一阶段的竞赛考核，如此反复的循环使学员的心理素质得到了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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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对团队协作能力的考核 

在日常教学中，充分注意到了分工协作对学员未来创新所起的作用。在日常学习中，根据课程特点，

将全班分成 4~6 人的若干小组，各组选定不同的任务，如某系统的动态性能测试，由小组成员在规定的

不短的时间内分工协作完成，学员最终成绩由个人考试成绩和小组完成任务情况两部分加权组成，具体

加权比例在实践中探索[6]。实行“个人成绩与所在班组总成绩直接挂钩”的做法，从考评机制上有效促

进个人奋斗与集体攻关的结合，因而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学、考只能孤军作战的单一格局，并在客观上

杜绝了仅鼓励个人奋斗的考评。 

5.5. 综合表达能力的考核 

形成表达思维，能切实提高表达能力培养的效果。如在装备课程授课课堂上，可以组织学员自行备

课，对照课本和装备进行课前预习，自己查找资料素材，完成课件的制作，再由学员和教员点评，指出

训练者在授课时是否正确地运用了规定性的表达思维，是否有怯场或不大方得体的表现。实践证明，此

类模式教学效果好，学员收益大，授人以“渔”，事半功倍。另一方面，在专题研究阶段要求各小组把

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图纸、文字、软件、实物模型等形式表达出来，在展示中还可辅以口头表达自己的创

意，使学员的综合表达能力得到训练。 

5.6. 对管理实践能力的考核 

根据“贴近部队、贴近装备、贴近实战”的要求，结合基层部队反馈和一线调研分析，确定第一任

职岗位对学员能力的要求，要求毕业学员能在较短时间内熟悉装备技术管理的内容、标准、规范和制度，

掌握技术管理的方法和程序；能有效组织开展装备质量检查和等级评定；能针对装备特点及时提出科学、

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另外，也要对学员进行指挥管理方面能力的考核，如炮场日的组织指挥等，考核应

主要从学员的指挥军官气质、指挥流程的熟悉度、对于武器装备的熟悉度、班级成员协调配合的熟练度

四个方面来进行评判。 

5.7. 对技术实践能力的考核 

新装备虚拟教学训练主要是采用实岗、实装、实案教学，虚拟操作、维修仿真训练和实装训练相结

合，单级系统训练与多级系统联动训练相结合的教学模式。针对新装备维修训练教学存在的问题，解决

方法是借助虚拟现实、多媒体等技术，构建一个基于虚拟现实、Web 环境、面向学员的装备维修学习、

训练与考核的仿真训练平台，在虚拟设备环境中完成维修训练任务。模拟训练器用于虚拟维修训练，这

种方式既可节省资源和资金，又可突破实装训练环境在时间、空间上的限制学员在训练时可以每人拥有

一套“装备”，反复练习，直至熟练掌握维修操作步骤和技巧。学员在训练中可以大胆地实验而不怕损

坏仪器和设备，可以充分调动学员自主学习的热情，培养创新意识。 

6. 总结 

以“能力本位”和“岗位驱动”为核心的课程考核模式，可以充分反映当前军队院校人才培养的要

求和基层部队需求，不仅能促进培养目标的实现，切实提高学员的岗位任职能力，增强学员核心竞争力，

而且还有助于积极推进军队院校教学改革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对于提高基层军官的整体素质，提高陆

军部队的战斗力有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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