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2, 12(11), 5076-5084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1771  

文章引用: 鲁娟, 何天霖, 游晓华. 海军官兵对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课程的看法调查[J]. 教育进展, 2022, 12(11): 
5076-5084. DOI: 10.12677/ae.2022.1211771 

 
 

海军官兵对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课程的看法调查 

鲁  娟1，何天霖2，游晓华2* 
1海军军医大学职业教育中心，上海 
2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2年10月26日；录用日期：2022年11月23日；发布日期：2022年11月30日 

 
 

 
摘  要 

通过自编问卷，在海军范围内调查官兵对军事职业教育认为在线课程的考试难度、对自身工作学习的贡

献度以及具体有帮助的方面，并进行不同群体的详细比较，发现大多数官兵认为在线课程考试容易通过

(56.9%)、对工作学习有帮助(71.6%)，尤其是动机强的官兵，官兵认为有帮助的方面分别是培养综合

素质拓宽知识面(69.7%)、提升职业素养和岗位履职能力(66.4%)等，不同单位类型、性别、身份、岗

位类别、单位性质、兵种类别等群体的看法均有差异；并提出官兵总体对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课程的作用

比较肯定、但提升职业素养和岗位履职能力的意义尚未凸显，针对不同官兵的看法有重点的提升在线课

程质量等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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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a self-made questionnaire, the views of officers and soldiers in the Navy were surveyed 

 

 

*通讯作者。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1771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1771
http://www.hanspub.org


鲁娟 等 
 

 

DOI: 10.12677/ae.2022.1211771 5077 教育进展 
 

on the examination difficulty of online courses in military continuing education, the contribution 
to their work and learning, and in which specific aspects they help. Through a detailed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it was found that most officers and soldiers thought that online courses 
were easy to pass the examination (56.9%), helpful to work and learning (71.6%), especially for 
those with strong motivation, and the officers and soldiers believed that the helpful aspects were 
to cultivate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broaden the scope of knowledge (69.7%), improve profes-
sional quality and post performance ability (66.4%), etc. It showed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views among different unit types, genders, identities, post categories, unit nature and arms of the 
services. Officers and soldiers were generally positive about the role of online courses in military 
continuing education, but the significance of improving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post performance 
ability has not been highlighted. Teaching suggestions such a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online 
courses according to the views of different officers and soldiers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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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国际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关注的重点从院校资源和声誉等教育机构特征转移到

学习经历和成就等学生特征[1]。学生是教育教学质量的客观载体、重要主体和最终体现，从学生视角出

发，注重如何关怀、促进、发展学生，教育质量提升改进才会有着力点和方向[2]。随着“以学生为中心”

教育理念的逐渐深入，遵循教育发展规律，构建学习者参与教育质量评价的模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3]。对学习者的看法进行深入调查和问题剖析，成为参与教育评估最普遍的方式之一[3]，是评价改进

教育质量、指导保障课程建设、制定规划人才培养、开展实施因材施教的参照体系和基础依据，相对普

通满意度调查，能在侧面评价教育质量的基础上，针对具体满意或欠缺薄弱的方面加以改进和提高。 
随着世界新军事斗争变革的深化，要想打赢未来战场联合作战，需要打造一支精通各军兵种作战指

挥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单纯依靠相对完备的院校培训的课程体系，难以满足人才培养需求。强化军事职

业教育终身教育理念以提高官兵科学文化素质和军事专业技能，提高军队战斗力，已是世界各国军队的

共识[4]。进入新时代，我军也紧跟步伐开展了以在线课程学习为主要渠道的军事职业教育。在军事职业

教育中，了解官兵对在线课程的看法和评价，既能反映人才培养情况，又能有针对性进行教育教学改革，

从而进一步提高发展官兵职业素养和岗位胜任力。本文以海军官兵为例对此进行了调查。 

2. 我国海军官兵感官学习风格调查 

(一) 研究对象 
2021 年上半年，在海军范畴内，采取方便抽样方法发放 10,000 份问卷，有效回收 8124 份问卷(81.2%)。

人员综合覆盖不同区域、性别、身份、工作性质等，具体分布资料因保密原因略。问卷采取匿名方式发

放，所有填写者对此知情同意。 
(二) 研究方法 
综合问卷，包括学习动机简易评定量表，含 12 道正向反向题目，根据总分将动机结果分为弱、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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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3 类。此外设置“您认为大多数在线课程考试容易通过吗？”“您认为目前在线课程对自己的工作学

习的帮助作用如何”2 题，采用李科特 5 点记分法了解课程的难易程度和对岗位履职能力的贡献程度；

设置“您认为有帮助的具体方面是”1 道多选题(如认为没有帮助则不用作答)，具体选项来自调查前官兵

座谈会了解到的内容。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8，效度系数为 0.88。 
(三) 统计学处理 
SPSS 22.0 软件，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多选题采取应答次数百分比的指标。P < 0.05 认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Table 1. The degree of difficulty that officers and soldiers think to pass most online courses examinations and the compari-
son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 
表 1. 官兵认为大多数在线课程考试通过的难易程度及不同群体的比较(%) 

 非常容易 比较容易 一般 不太容易 很不容易 χ2 P 

总体 15.1 41.8 29.3 12 1.8   

单位类型        

战区 1 10.2 38 35.3 14.5 1.9 100.834 <0.001 

战区 2 17.5 37.5 31.6 11.3 2.1   

战区 3 14.1 44.9 26 13 2.1   

战区 4 16.8 43.2 28.2 10.4 1.5   

性别        

男 15.3 41.6 29.1 12.1 1.8 12.038 0.017 

女 9.9 45.9 32.3 9.6 2.3   

身份        

军官 11.2 47.3 26.8 13.1 1.5 33.032 <0.001 

战士 15.6 40.9 29.8 11.8 1.9   

文职 21.2 39.4 24.8 11.7 2.9   

岗位类别        

管理 15.1 46 25.2 11.5 2.1 98.331 <0.001 

技术 12.7 40.8 30.3 13.9 2.2   

训练 16.7 42.4 29.7 9.9 1.3   

后勤 25.9 38.4 24.9 8.9 1.9   

单位性质        

基层 15.1 41.6 29.4 12.1 1.8 3.134 0.536 

机关 14.5 45.3 27.7 10.5 2   

兵种类别        

水面舰艇 11.4 35.6 34 16.1 2.9 145.163 <0.001 

潜艇 11.1 44.8 29.3 13.2 1.5   

岸防 15.1 47.1 25.6 10.1 2.1   

航空兵 15.5 42.4 28.6 11.6 1.8   

陆战队 16.9 43.2 28.1 10.3 1.5   

训练机构 22.5 38.9 28.4 9.6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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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见，被调查官兵认为大多数在线课程考试比较容易通过(41.8%)，其次是一般(29.3%)，再次

是非常容易通过(15.1%)，不太容易通过(12.0%)，很不容易通过(1.8%)较少。除不同单位性质外，不同群

体官兵的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不同单位类型中，战区 3 和战区 4 官兵认为比较容易通过的百分比相对

最高(分别占 44.9%、43.2%)；战区 2、战区 4 官兵认为非常容易通过的百分比相对最高(分别占 17.5%、

16.8%)，其次是战区 3 (14.1%)；很不容易通过的百分比相差不大；认为不太容易通过的百分比战区 1 官

兵相对最高(14.5%)。不同性别中，女性认为比较容易通过的百分比(45.9%)高于男性(41.6%)，而男性认

为非常容易通过的百分比(15.3%)、不太容易通过的百分比(12.1%)均高于女性(9.9%、9.6%)。不同身份中，

军官认为比较容易通过、不太容易通过的百分比相对均最高(47.3%、13.1%)；文职认为非常容易通过的

百分比相对最高(21.2%)。不同岗位类别中，从事指挥管理的官兵认为比较容易通过的百分比相对最高

(46.0%)；从事后勤工作的官兵认为非常容易通过的百分比相对最高(25.9%)；从事专业技术的官兵认为不

太容易通过的百分比相对最高(13.9%)，其次是从事指挥管理的军官(11.5%)。不同兵种类别中，岸防官兵

认为比较容易通过的百分比相对最高(47.1%)；训练机构的官兵认为非常容易通过的百分比相对最高

(22.5%)；水面舰艇部队的官兵认为不太容易通过的百分比相对较高(16.1%)。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degree of difficulty of most online course examinations among officers and soldiers with differ-
ent motivation levels [n (%)] 
表 2. 不同动机水平的官兵认为大多数在线课程考试的难易程度的比较[n(%)] 

 非常容易通过 比较容易通过 一般 不太容易通过 很不容易通过 χ2 P 

动机弱 142 (9.3) 470 (30.7) 591 (38.7) 246 (16.1) 80 (5.2) 363.123 <0.001 

动机中等 543 (13.7) 1703 (43.1) 1201 (30.4) 460 (11.6) 43 (1.1)   

动机强 540 (20.4) 1225 (46.3) 587 (22.2) 266 (10.1) 27 (1)   
 

由表 2 可见，不同学习动机水平的官兵对大多数在线课程考试的难易程度的看法有统计学差异。动

机强的官兵认为大多数在线课程考试“非常容易通过”和“比较容易通过”的百分比均相对最高(20.4%、

46.3%)。 
 
Table 3.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officers and soldiers think that the current online course learning can help work and study 
and the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 
表 3. 官兵认为目前在线课程学习对工作学习的帮助程度及不同群体的比较(%) 

 有很大帮助 有较大帮助 一般 帮助不大 没有任何帮助 χ2 P 

总体 38.5 33.1 17.5 7.6 3.3   

单位类型        

战区 1 25.8 36.4 19.5 12.5 5.8 357.054 <0.001 

战区 2 32.8 31.3 20.6 10.4 4.9   

战区 3 37.2 35.4 16.3 8.2 2.9   
战区 4 48 30.7 16.1 3.6 1.6   

性别        

男 39.1 32.7 17.4 7.5 3.3 32.513 <0.001 

女 24.9 41.9 20.1 10.2 2.8   

身份        

军官 28.8 40.1 17.2 10.5 3.4 76.799 <0.001 

战士 40 32.2 17.5 7.1 3.2   

文职 43.8 21.2 21.9 8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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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岗位类别        

管理 31.5 37.7 17 10.2 3.6 177.061 <0.001 

技术 34.3 34.9 17.9 9 34.3   
训练 46.3 29.9 17 4.6 2.1   

后勤 36.7 29.3 18.9 10.8 4.3   

单位性质        

基层 39.1 32.7 17.5 7.4 3.2 26.344 <0.001 

机关 28.9 38.5 17.8 10.9 3.9   

兵种类别        

水面舰艇 25.2 34.4 20.6 12.3 7.6 438.055 <0.001 

潜艇 33.2 37 16.5 10.3 2.9   

岸防 33.9 35.8 18.3 10 2   

航空兵 38.4 34.3 17 7.9 2.4   
陆战队 48.1 30.7 16.1 3.6 1.6   

训练机构 43.8 28.4 18 6.1 3.7   
 

由表 3 可见，被调查官兵认为目前在线课程对工作学习有很大帮助(38.5%)和有较大帮助(33.1%)，其

次是一般(17.5%)、帮助不大(7.6%)，没有任何帮助(3.3%)较少。不同群体官兵的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

不同单位类型中，战区 4 官兵认为有很大帮助的百分比相对最高(48.0%)，其次是战区 3 (37.2%)；认为有

较大帮助的百分比，各单位均在 30.7%-36.4%之间；如果将很大帮助和较大帮助百分比之和视为有帮助，

总体来看，战区 4 官兵认为有帮助的百分比最高(78.7%)，其次是战区 3 (72.6%)，最后是战区 2 (64.1%)
和战区 1 (62.2%)。不同性别中，男性认为有很大帮助的百分比(39.1%)高于女性(24.9%)，而女性认为有

较大帮助的百分比(41.9%)高于男性(32.7%)；总体来看男性官兵认为有帮助的百分比(71.8%)高于女性

(66.8%)。不同身份中，文职和战士认为有很大帮助的百分比相对最高(43.8%、40.0%)；军官认为有较大

帮助的百分比相对最高(40.1%)；总体来看战士认为有帮助的百分比最高(72.2%)，其次是军官(68.9%)，
最后是文职(65.0%)。不同岗位类别中，从事训练工作的官兵认为有很大帮助的百分比相对最高(46.3%)；
从事指挥管理和专业技术的官兵认为有较大帮助的百分比相对较高(分别占 37.7%和 34.9%)；总体来看从

事训练工作的官兵认为有帮助的百分比最高(76.2%)，其次是指挥管理和专业技术(均为 69.2%)，最后是

从事后勤的官兵(66.0%)。不同单位性质中，基层官兵认为有很大帮助的百分比(39.1%)高于机关(28.9%)；
机关工作的官兵认为有较大帮助的百分比(38.5%)略高于基层(32.7%)；总体来看基层官兵认为有帮助的百

分比(71.8%)高于机关工作的官兵(67.4%)。不同兵种类别中，陆战队和训练机构官兵认为认为有很大帮助

的百分比相对最高(占 48.1%和 43.8%)；潜艇官兵认为有较大帮助的百分比最高(37.0%)；总体来看陆战队

官兵认为有帮助的百分比最高(78.8%)，水面舰艇最低(59.6%)。 
 
Table 4. Comparison of current online courses’ help to work and study that officers and soldiers with different motivation 
levels think [n (%)] 
表 4. 不同动机水平的官兵认为目前在线课程对工作学习帮助情况的比较[n(%)] 

 有很大帮助 有较大帮助 一般 帮助不大 没有任何帮助 χ2 P 

弱 198 (12.9) 417 (27.3) 401 (26.2) 325 (21.3) 188 (12.3) 1.918E3 <0.001 

中等 1236 (31.3) 1609 (40.7) 799 (20.2) 246 (6.2) 60 (1.5)   

强 1691 (63.9) 663 (25.1) 225 (8.5) 48 (1.8) 18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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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 可见，不同学习动机水平的官兵认为目前在线课程对工作学习帮助程度的看法有统计学差异。

动机强的官兵认为目前的在线课程对工作、学习“有很大帮助”的百分比相对最高(63.9%)。 
 
Table 5. The aspects that officers and soldiers think military continuing education is helpful to them (percentage of res-
ponses) 
表 5. 官兵认为军事职业教育对自己有帮助的方面(应答次数百分比) 

 提升职业素养和岗位履职能力 增加人文素养知识 培养综合素质、拓宽知识面 其他 

总体     

人数 66.4 64.2 69.7 9.5 

单位类型     

战区 1 57.2 66 75.2 7.8 

战区 2 62.1 57.3 58.9 9.3 

战区 3 65.9 64.5 70.4 9.5 

战区 4 72.8 66.8 72.5 10.4 

性别     

男 66.8 64.1 69.4 9.7 

女 57.2 67.3 77.3 6.2 

年龄段     

20 岁以下 74.3 67.3 68.7 8.5 

21~25 岁 66.2 64 68.6 10.4 

26~30 岁 61.8 60.9 70.3 10 

31~35 岁 59.4 64 75.7 8.4 

36~40 岁 59.9 66.1 75.1 4.5 

41~45 岁 71.0 67.7 67.7 0 

46~50 岁 69.2 76.9 76.9 0 

军龄段     

1~2 年 71.8 67 69.4 251 (8.9) 

3~5 年 66.3 62.2 67.7 10.6 

6~8 年 60.9 61.3 68.3 10.1 

9~12 年 60.8 64.3 72.7 10.1 

13~16 年 60.9 61.9 75.1 7.8 

17~21 年 58.5 69.4 77.6 4.8 

22 年以上 70.6 70.6 72.5 3.9 

身份     

军官 57.2 63.5 75.5 6.4 

战士 68.0 64.6 68.9 10 

文职人员 62.5 52.3 62.5 13.3 

岗位类别     

指挥管理 54.9 58.9 71.5 8.9 

专业技术 65.1 64.8 70.6 8.8 

训练 71.2 66.3 69.7 10.5 

后勤 67.1 54.2 57.6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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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单位性质     

基层 67 64.7 69.7 9.6 

机关 56.6 57.4 71.1 8.6 

兵种类别     

水面舰艇 57.7 59.1 66.4 8.1 

潜艇 64.4 65.4 75.3 9.5 

岸防 62.5 60.7 64.1 9 

航空兵 64.2 69.5 71.5 8.7 

陆战队 72.7 66.8 72.5 10.4 

训练机构 73.2 56.7 60 11.8 

 
在被调查的 8124 名官兵中，331 人认为军事职业教育对自己没有帮助，该多选题均未作答，占 4.1%；

认为军事职业教育对自己有帮助的有 7793 人，占 95.9%。 
由表 5 可见，在作答该多选题，即认为军事职业教育对自己有帮助的官兵中，认为有帮助的方面分

别是培养综合素质拓宽知识面，应答次数百分比为 69.7%；其次是提升职业素养和岗位履职能力(66.4%)；
再次是增加人文素养知识(64.2%)；其他为 9.5%、我们对各群体均进行了百分比的比较(为详细了解有帮

助的方面，增加了以 5 年为区分的不同年龄段、与战士不同军衔等级对应的不同军龄段的比较)。不同单

位类型之间，战区 4 官兵认为有助于提升职业素养和岗位履职能力(72.8%)、增加人文素养知识的百分比

(66.8%)相对最高；战区 1 认为有助于培养综合素质、拓宽知识面的百分比相对最高(75.2%)，其次是战区

4 官兵(72.5%)。不同性别之间，男性认为有助于提升职业素养和岗位履职能力的百分比(66.8%)高于女性

(57.2%)，女性认为有助于培养综合素质、拓宽知识面的百分比(77.3%)高于男性(69.4%)，而对于增加人

文素养的百分比，男女相差不大(64.1% vs 67.3%)。不同年龄段之间，20 岁以下的官兵认为有助于提升职

业素养和岗位履职能力百分比(74.3%)相对最高，其次是 41~45 岁(71.0%)；46~50 岁的官兵认为有助于增

加人文素养知识的百分比(76.9%)最高，认为有助于培养综合素质、拓宽知识面的百分比(76.9%)也相对最

高，此外 31~35 岁、36~40 岁官兵认为有助于培养综合素质、拓宽知识面的百分比也较高(75.7%、75.1%)。
不同军龄段之间，1~2 年官兵认为有助于提升职业素养和岗位履职能力百分比(71.8%)最高，其次是 22 年

以上；22 年以上官兵认为有助于增加人文素养知识的百分比(70.6%)相对最高，其次是 17~21 年(69.4%)；
17~21 年官兵认为有助于培养综合素质、拓宽知识面的百分比相对最高(77.6%)。不同身份之间，战士认

为有助于提升职业素养和岗位履职能力(68.0%)的百分比相对最高；战士认为有助于增加人文素养知识

(64.6%)的百分比相对最高，其次是军官(63.5%)；军官认为有助于培养综合素质、拓宽知识面的百分比

(75.5%)相对最高。不同岗位类别之间，从事训练工作的官兵认为有助于提升职业素养和岗位履职能力

(71.2%)、增加人文素养知识的百分比(66.3%)最高，从事指挥管理、专业技术、训练的官兵认为有助于培

养综合素质、拓宽知识面的百分比(71.5%、70.6%、69.7%)较高。不同单位性质之间，基层官兵认为有助

于提升职业素养和岗位履职能力、有助于增加人文素养知识的百分比(67.0%、64.7%)高于机关工作的官

兵(56.6%、57.4%)，认为有助于培养综合素质、拓宽知识面的百分比，基层官兵和机关工作的官兵相差

不多(69.7% vs 71.1%)。不同兵种类别之间，训练机构、陆战队认为有助于提升职业素养和岗位履职能力

百分比相对最高(73.2%、72.7%)，航空兵认为有助于增加人文素养知识的百分比相对最高(69.5%)，潜艇

官兵认为有助于培养综合素质、拓宽知识面的百分比相对最高(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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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一) 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课程难度适中 
对官兵的看法情况进行调研是提高在线课程建设质量的前提。本次调查中，官兵认为大多数在线课

程考试容易通过的百分比为 56.9% (非常容易 + 比较容易)，一般占 29.3%，很不容易通过仅占 1.8% (考
虑到分布可能涉密等因素，表格中均仅列出百分比)。可见，目前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课程考试总体对官兵

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尤其是动机强的官兵，认为“非常容易”和“比较容易”通过的百分比均相对

最高(20.4%、46.3%)，合计高达 66.7%。可见，课程的难易程度是相对官兵的学习动机而言的，动机强，

学习积极性就高，因而课程相对官兵难度就下降，正如俗语说“你弱它就强”。因此，学习动机对于官

兵学习军事职业教育非常重要，要引导官兵正确看待岗位学习、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和习惯。 
除不同单位性质的官兵认为在线课程通过的难易程度没有差异外，不同群体官兵的比较均有统计学

差异，因此海军官兵对在线课程的评价看法受到不同单位类型、性别、身份、岗位类别、兵种类别等一

般人口学因素的影响。 
(二) 官兵总体对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课程的作用比较肯定，但提升职业素养和岗位履职能力的意义尚

未凸显 
只有掌握官兵对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课程的评价情况，才能有效提高在线课程管理服务水平，更好的

帮助官兵成长成才。本次调查中，官兵认为目前在线课程对自己工作学习有帮助的百分比占 71.6% (很大

帮助 + 较大帮助)，而作答多选题(认为有帮助的具体方面有哪些)官兵的百分比为 95.9%；认为目前在线

课程没有任何帮助仅占 3.3%，这一比例与未作答多选题(认为有帮助的具体方面)的百分比(4.1%)基本吻

合。可见，官兵对目前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课程学习的作用还是非常肯定的，军事职业教育的成效初步显

现，大多数官兵能够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意义。尤其是动机强的官兵认为目前的在线课程对工作、学习“有

很大帮助”的百分比相对最高(63.9%)，学习动机越强的官兵，对于军事职业教育学习的作用和意义越肯

定。不同群体的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因此海军官兵对在线课程的贡献程度的看法受到不同单位类型、

性别、身份、岗位类别、单位性质、兵种类别等一般人口学因素的影响。 
另一方面，绝大多数(95.9%)官兵认为军事职业教育对自己有帮助，而认为有帮助的方面比较平均的

分布在培养综合素质拓宽知识面，提升职业素养和岗位履职能力，增加人文素养知识 3 个方面，彼此相

差不多，均在 64.2%~69.7%，其他为 9.5%，结合官兵填写的开放性问题，官兵认为除上述选项外，还能

提升教育素养、个人谈吐等。官兵总体对军事职业教育的作用比较肯定，但提升职业素养和岗位履职能

力的意义尚未凸显。 
从实践层面看，军事职业教育有具体的要求，例如有的单位规定每年学习完 2 门在线课程，但应学

习哪些种类的课程，学习完成后对本职岗位有何贡献，交由“上级领导”负责。结果出现了个别重视输

入忽视输出，注重学习的在线课程数量，忽略了在线课程学习的产出效益，导致学以致用不够，对岗位

履职的贡献率不足。 
(三) 针对不同官兵的看法有重点的提升在线课程质量 
通过对官兵的看法调查，可以 1) 发现对在线课程教学较为满意的人群。如不同身份中，战士认为在

线课程有帮助的百分比最高(72.2%)，认为有帮助的具体方面是提升职业素养和岗位履职能力(68.0%)、增

加人文素养知识(64.6%)的百分比相对最高。可见战士对于军事职业教育的学习目标能够有较为清醒的认

识，即提升职业素养和岗位履职能力，而这正是军事职业教育的最终目的所在。此外不同岗位类别中从

事训练工作的官兵认为在线课程有帮助的百分比最高(76.2%)，认为有帮助的具体方面是提升职业素养和

岗位履职能力的百分比(71.2%)、增加人文素养知识的百分比(66.3%)最高，可见从事训练的官兵对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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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职业教育的效果最为肯定。再如不同单位类型之间，战区 4 官兵认为有帮助的具体方面是提升职业

素养和岗位履职能力(72.8%)、增加人文素养知识的百分比(66.8%)相对最高，认为有助于培养综合素质、

拓宽知识面的百分比也较高，总体对军事职业教育的评价较高。2) 总结不同类别人群的看法特点。如不

同性别中男性认为大多数在线课程考试非常容易通过的百分比(15.3%)、不太容易通过的百分比(12.1%)
均高于女性(9.9%、9.6%)，呈现两极分化的特征。3) 寻找需要重点关注的人群。如不同单位类型中，战

区 1 官兵认为不太容易通过的百分比相对最高(14.5%)，虽然课程通过的难易程度可能与所选课程的性质、

难度有关，但也暴露出学习者的学习基础与课程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需要引起关注，加强战区 1 官兵

学习的指导。4) 挖掘在线课程需要提升的方面。调查显示在线课程几乎对于所有官兵(后勤工作者相对略

为不明显)，都有培养综合素质、拓宽知识面的效果，尤其是军官(75.5%)相对最高，而我军开展军事职业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升官兵岗位履职能力。再如年龄段在 20 岁以下的官兵认为有助于提升职业素养和岗

位履职能力百分比(74.3%)相对最高，其次是 41~45 岁(71.0%)，前者刚进入军营、亟待熟悉新环境、掌握

新的生活学习本领，后者已经在军营工作学习多年、积累了一定经验甚至小有成就，需要掌握新技术新

装备新武器等知识，他们对职业素养和岗位履职能力有着较高的期待；这些与 1~2 年军龄段的官兵(对应

义务兵)认为有助于提升职业素养和岗位履职能力百分比(71.8%)最高、其次是 22 年以上军龄段官兵(对应

六期士官)的情况吻合。这些要求我们在开展在线课程建设时，深入了解军事发展动态和未来战争形态，

密切追踪世界军事领域最新动态，仗怎么打就怎么教，挖掘官兵潜力、增强打仗本领，帮助军队人员成

长进步；顺应部队军事人才战略需要，促进部队战斗力提升，最终提升军队人员军事职业素养和岗位履

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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