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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和借鉴外军院校实战化教学的成功经验，全面推进我军院校教学改革是

保证军事教育质量不断提升的有效途径。本文从顶层设计、课程设置、实践环节、模拟训练和教员队伍

五个方面对外军院校实战化教学基本特点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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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ade can be attacked by stones from other mountains.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teaching in our military academies based on learning and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successful ex-
perience of actual combat teaching in foreign military college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ensure conti-
nuous improvement of military education qua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ctual combat teaching in foreign military colleges from the aspects of top-level design, curri-
culum setting, practice, simulation training and facu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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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历了几场局部战争之后，美、俄等军事强国进一步认识到高素质的复合型军事人才在夺取战争胜

利过程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外军广泛的推进了新形势下的军事教育改革，并

且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军队院校实战化教学训练体系。对比并分析我军院校与外军院校在实战化教

学方面的异同，可以取长补短、认清不足。本文结合我军的实际情况，探索实践化教学改革的正确方向，

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2. 顶层设计完善 

军队院校教育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着眼于部队的实际需求，注重教育的整体效

能。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广泛的开展军事院校教育体系改革，力求通过不断完善顶层设计的方法，改善

整体效能，提高办学质量。 

2.1. 管理机构统一，助推实战化教学体系形成 

我军院校与俄罗斯军事院校类似，都是隶属于各总部和军兵种。这种隶属关系造成自成体系、硬性

分割、教育和训练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的问题。例如，潜艇部队院校需要战略导弹相关教育资源，而火

箭军部队院校在这方面的资源优势明显，但是双方院校之间很难进行有效的资源共享。在这方面可以借

鉴俄罗斯军队的相关举措。俄罗斯在国防部设立了院校行政管理机构，对全军院校统一进行规划和协调，

改善了整体结构，提高了办学效率。 

2.2. 人才培养计划科学，确保实战化教学方向正确 

外军普遍强调人才培养计划的确定应建立在大量的数据和科学的评估之上，充分反应每一名学员的

发展需要。美军院校会对每一名学员进行课程学习能力、领导能力和训练潜力等方面的分析和评估，根

据所得结果制定培养计划，确保学员素质和未来发展空间的提升最大化。如西点军校 4000 多名学员就有

4000 多个培养计划，几乎人均一个“蓝图”[1]，而我军院校一个专业一个计划很正常，每个学员的优势

很难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 

3. 课程设置合理 

课程设置合理与否将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外军院校在课程设置上兼顾理论与实践，强调提高学员的

实战能力，重在对实际问题的研究，贴近学员实际任职需要。 

3.1. 实践性或技能性课程比重高，突出实战化教学重要地位 

课程内容设置大体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理论性课程，另一部分是实践性或技能性课程。在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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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上，外军院校实践性或技能性课程所占的比重较大，美国、法国、德国、英国及俄罗斯等国军队院

校，不论学制长短，理论教学和实习各占 50%。美军院校有些专业课实践时间更长，要占到 80% [2]。例

如，美国西点军校每个学年会安排至少 7 周时间用于学员的实践训练(包括射击基础、6 昼夜野外露营、

陆地导航、常用军事指挥、17 昼夜野外行动、以及有针对性的个人高级发展培养计划等科目)。再比如，

俄罗斯总参军事学院在设置课程比例时将理论课程和实践训练的比例调整为 3:7 [3]，并针对课堂内学习

和课堂外实践训练分别制定了完善的规章制度。学员在下部队实习期间，必须同步参加常备兵团的演习

活动，从而大大提高了学员在真实战场条件下的实战能力。我军院校理论课和实践课比例大约为 7:3，实

践及技能课程时间远远低于上述国家的数值。众所周知，理论与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两者比例失衡将导

致学员的发展受限。 

3.2. 课程体系着眼岗位需求，注重实战化教学针对性 

对外军院校来说，其学员在毕业后可选择的职业范围甚广，一般包括基层作战指挥职务、军级以上

高级司令部机关的参谋、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或者情报机构雇员等。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训用一致，确

保学员素质与部队需求保持同步，美、俄等国军校大都具有鲜明的“岗位培训”特点，按照岗位要求进

行专业教育训练，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很强。例如俄军马林诺夫斯基装甲兵学院为指挥类学员开设的课程

中有战术学、班排级战术、沙盘推演和野外旅行作业等科目，而装备维修专业学员则不需要学习这些课

程[4]。 

4. 实践环节丰富 

打赢未来局部高技术战争，关键是拥有一大批适应部队发展需要的“打得赢”人才，而传统的院校

课堂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这种要求。外军院校强调教训一体化，通过大量的实践性环节，促进学员个

人能力的生成，使院校成为复合型军事人才的训练基地。 

4.1. 学员角色主体化，加速实战化训练中能力的形成 

外军院校在课程的教学组织中，十分强调学员的主体地位，注重其在课程中的参与度。例如俄军马

林诺夫斯基装甲兵学院在指挥类学员的培养中大量采用图上作业、沙盘作业和模拟实战条件下指挥等以

学员为主体的教学形式[4]。美海军航空兵军械学校故障诊断课程中，教员一方面结合装备实际讲授理论

知识，另一方面在装备上设置许多故障，由学员进行测试、查找和定位故障，锻炼他们实际故障排查能

力。德国的蒙斯特装甲部队学校专业课程中，实践课占 50%以上，且大量采用实物和模型授课，由学员

亲自动手操作[5]。伏龙芝军事学院会定期安排学员进行首长–参谋部演习，在训练科目中，学员担任各

种训练中的角色，有效的提高了学员的军事理论水平和实际指挥技能，并使之熟悉各职级的指挥职责，

掌握合同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原则，对学员的组织能力、表达能力，都是非常好的锻炼。 

4.2. 实弹演练制度化，强调真实战场环境在实战化训练中的作用 

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军事学院副院长巴佐金上将曾经说过“让学员像背台词那样看书本在未来战争

中是不能制胜的”。由此可见，外军重视在真实战场环境下锻造学员的血性和战斗能力。俄罗斯总参军

事学院针对生长指挥军官，每期学员在校期间至少进行 2~3 次的实弹演习；德国空军军官学校的学员每

学年要消耗不少于 4000 发子弹，甚至会有火箭弹发射训练[6]；美国西点军校要求学员以团队形式完成为

期 18 天的实弹演练作业。实弹演练制度化使外军院校真正做到了“从课堂直接走向战场”。我军院校只

在每年秋季开学时，组织新学员进行一次实弹射击演练，在校其他时间不会举行实弹射击。每次射击每

人大约配 20 发子弹。在射击频次和配发子弹数量上，我军院校都远远落后于外军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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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模拟训练高效 

模拟训练作为新型非实战手段应用于实战演习模拟，部队日常训练，能够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加快

部队战斗力生成。目前，外军普遍加大模拟训练方面的投入，很多模拟训练设备已经拥有了与实装训练

相近甚至相同的训练效果。 

5.1. 以作战模拟训练作为实战化教学的重要依托 

在作战模拟训练系统的应用方面，美军一直处于领先水平。在上世纪 90 年代，美军成立世界上第一

个成熟的作战模拟训练系统，命名为“国家模拟中心”。基于该系统美军实施了“美军综合战区演习”

和“欧洲大型军事模拟演习”等一系类重大模拟军事活动。进入本世纪以来，作战模拟系统在美国军事

院校得到了大范围推广。美国陆军与英特尔公司合作研制的作战模拟系统，将大量日常作战训练方式带

入到虚拟演习环境中，使美军日常军事训练伤亡率大大减少。俄军院校在作战模拟训练方面也取得了瞩

目的成绩，如俄军库兹涅佐夫海军学院的数据库系统涵盖了世界各地区的海洋信息，学员可以利用该系

统进行海上战役的推演，这是传统作战训练很难实现的[7]。 

5.2. 以装备模拟训练作为实战化教学的重要补充 

军用武器系统结构复杂、造价高昂、保障难度大，很难大规模实际应用于一般装备教学训练。因此

西方军事强国普遍大力发展装备模拟系统，并在教学中广泛应用。例如美军研制的 F-22 战斗机模拟维修

系统几乎可以实现现有任何模块故障的仿真，学员在模拟器上的操作与在真实战斗机上的维修过程完全

一致；美军“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模拟训练系统通过虚拟现实头盔技术高度还原了现实中的操作流程，

同时学员的命中/脱靶比值与在执行应有的射击顺序中的任何错误都被系统自动存储起来并向教官作汇

报[8]；俄罗斯“音色-M”通用模拟训练系统是主要用于 C-300 系列作战班组人员及地空导弹系统指挥所

的通用模拟训练装备，它的投入使用让学员对尖端武器装备的训练日常化，大大提高了训练效果。模拟

训练的广泛应用为外军院校装备训练提供了重要补充。我军院校的模拟训练装备大部分为到达服役年限

退役下来的落后装备，模拟系统开发滞后。学员只能学习一些基本的仿真模拟，任职之后基本上要重新

学习，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6. 成绩考核科学 

与我军重视笔试不同，外军对学员成绩的考核更为全面，程序更为严格和周密。 

6.1. 紧贴实战化教学要求，重视能力考察 

外军强调对学员能力的考核，评价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的，并不单单由某一次考试所决定。例如

美军的学员考核就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课程学习情况。针对学员相对于课程标准的完成情况，将成绩分

为超出、达到、勉强达到和没有达到四个等级；二是能力展示情况。包括写作、口语表达、分组活动时

的领导能力、日常完成团队训练时对集体的贡献等方面；三是发展潜力情况。主要根据学员是否具有明

显优于其他人的专长来判断。俄军对学员的考核则采用现场抽签，口试辩答的方式。学员在作答过程中

可以使用一切手段来展示自己的能力，包括板书、作图、甚至现场示范等方法[9]。我军院校在考核学员

时，仅仅重视学员的笔试和实操成绩，无法对学员的能力进行评估，导致有潜力的优秀人才无法在短时

间内为我军所用。 

6.2. 落实实战化教改标准，坚持分类指导 

外军会将学员考核成绩进行量化评估，但并不是一概而论，而是根据学员类型的不同分别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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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美军将学员分为四类：陆军兵种院校、陆军院校和其他兵种主办院校的学员采用“兵种学校学习评

估系统”；国民教育的学员采用“国民教育学校学习评估系统”；参加高级培训课程的学员采用“高级

兵种学校学习评估系统”。这种分类指导原则的优点非常突出，可以降低与所从事专业无关课程对学员

整体评价带来的影响。我军院校目前学员接受的教育课程数量繁多，院校不加区分地把课程压到学员身

上。而学员为了应付考试盲目地学习，不分轻重缓急，无形中为学员将来的任职增加了难度。 

7. 教员队伍优秀 

教员队伍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学员的培养质量。想要在实战化教学改革中取得实质性的成效，就必

须打造一支了解部队、懂得实战的优秀教员队伍。外军院校在教员队伍建设上秉承多种渠道，不拘一格，

优中选优的原则，经过长期的摸索和实践，构建起了一批优秀的教员队伍。 

7.1. 师资来源广泛，确保教员队伍知识结构全面 

外军的师资力量来源比较广泛，从部队将领到商人政要，从高中文凭到硕士、博士不一而同。例如

美国西点军校的军事教员选拔于部队中最优秀的指挥军官；文职人员招聘自地方知名大学、科研院所和

政商界知名学者[10]。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教员从军级将领到战士选调，从初中毕业到博士文凭的皆有。

学员与来自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经历的教员接触，可以多层次、多角度的了解军队和社会，开拓视野。

我军院校长期以来一直自产自销，绝大部分教员来自军校毕业生，只有少量社会人才入伍提干。随着军

队文职人员政策的深入展开，越来越多的地方高校以及科研院所毕业生加入到部队院校序列中，为我军

院校增添了新的活力，开拓了广阔的视野。 

7.2. 选拔标准严格，确保教员队伍综合素质过硬 

外军院校一直致力于吸纳各个领域最优秀的人才投入到教员队伍当中，选拔教员的标准因此十分严

格。依照院校的级别和所担任的课程的不同，选拔标准也有所不同：担任文化课程教学的教员的标准中

比较注重学历、实际任教能力；担任军事课程的教员对部队工作经历有着严格的规定。例如俄罗斯军事

院校毕业学员必须分配到部队、机关或科研部门任职数年，再经过至少 2 年的院校深造，并获得副博士

学位以及具有团以上机关工作经历后，才能成为教员的预选对象。包括俄罗斯总参军事学院，加加林空

军指挥学院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在内的 8 所军校中，有师长以上任职经历的高级教员比例超过 30% [11]。
严格的选用制度使得教员队伍的质量得到了保证，有利于院校与部队之间的无缝对接，提升了学员的实

战素质。我军院校教员队伍普遍存在任职经历单一、学历高能力低、理论强而实践差的问题。想要在实

战化教学改革中取得实质性的成效，就必须打造一支了解部队、懂得实战的优秀教员队伍。一方面要从

提高教员聘用标准上下功夫，合理设置部队人才选调方案，坚持“学历、经历、能力”三位一体，把部

队最优秀的人才吸收到教学一线。另一方面，要注重提高现有教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增加代职的比例，

提高代职的质量，着力丰富教员的部队基层经验，改善任职经历单一问题。 

7.3. 流动更新频繁，确保教员队伍紧跟部队发展 

外军院校教员流动性非常强，尤其是军事课程教员，任期一般不超过三年。例如美国西点军校军事

课程教员的任期一般为 2~3 年。任期一到，大多数教员都离开教职，赴各级部队或司令部任职。只有不

到 15%的精英可以成为常任教授。频繁的流动可以防止队伍僵化，同时也使得学员可以了解到部队最新

的发展和需求。我军院校教员流动性不强，尤其是基础课教学的教员过度依赖本职岗位，绝大多数教员

终身在一所院校任职。教学内容与部队装备发展严重脱节，教员和学员的视野同时受限，制约了人才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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