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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培养创新人才是军队院校的一项重要职能，根据军队转型建设对新型人才的需求，院

校教学工作势必也要根据新的人才需求状况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进。针对军队军事转型期院校教育出现

的新问题，结合军队院校职能，文章深入研究了适应新军事任务需要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策略。文中

在明确军队院校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指导思想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该类人才的基本特征；然后从完善

人才培养体系、提升人才综合素质和培养人才联合作战意识三个角度出发，对军校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

养策略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期为军队院校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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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e of the important functions of military academies is to train innovative talents for the moder-
niz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new talent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military, the teaching work of military academies must be adjusted and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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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ly. In view of the new problems of college education in the military transition period of 
the air force, combined with the functions of the military academies, the training strategy of ap-
plication-oriented innovative talents are deeply studied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new military 
tasks in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training application-oriented 
innovative talents in military academi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kind of talents are ana-
lyzed deeply in our paper. Then,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perfecting the talent training sys-
tem, improving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talents and cultiva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joint 
operation of talents, the in-depth discussions are proposed to the training strategy of applied in-
novative talents of the military academies 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training of application-oriented innovative talents of the military acade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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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新军事变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军队现代化建设正处于战略转型的关键阶段，将面临理论、人才、

装备等多层面和多个方向的挑战，最为核心的问题是面临人才战略转型的严峻挑战。转型期间，大量的

新装备相继装配部队，军队信息化建设步伐明显加快，对各类新型人才特别是应用型创新人才[1] [2]的需

求不断提高。正所谓兵不在多，而在于精，现代军队对各类人才的能力素质就有较高的要求，转型期间

武器装备从数量规模向质量效能转变，要求武器装备对应的岗位人才也要完成这一转变[3]。军队完成由

战役战术型向战略型转变需要高素质的新型复合型人才，未来的应用型创新人才不应仅面向所在的军兵

种，更要具备联合作战意识。联合作战是未来信息化战争的基本形态，应用型创新人才要适应联合作战

必须具备战略思维、联合意识、创新精神、信息素养和适应能力等多项素质[4]。 
军队院校培养的人才如不能适应新时期军队转型建设的要求，那么院校的职能将得不到充分发挥，

院校本身的建设和发展也必然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基于上述军队转型建设对人才需求的分析，如何更

好地发挥军队院校职能实现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工作是推进军队转型建设一项势在必行的工作。本文首

先确定了军队院校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然后介绍了该类人才需具备的主要特点，最后结合

军队转型发展需求提出了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三点策略，为院校人才培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2. 培养指导思想 

新的历史阶段我军办学思想指出：军校“培养的人才必须适应军事斗争准备的需要，适应建设信息

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需要”。军委习主席更强调指出，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是“努力建设一

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因此，努力实现强军目标，研究与掌握新形势下办学

思想的精神实质、战略导向、现实价值、理论创新，对确保军队院校的办学定位，推进院校教学的改革

创新，健全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计划，充分发挥院校在我军战斗力建设中的基础性、全面性、先进性

作用，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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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必须符合“听党指挥”的要求 

听党指挥是强军目标的灵魂，也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军队院校培养的是未来的带兵人、举旗人，

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持正确育人方向，为部队培养信得过、用得上的“有德有才”的优秀人才，

确保“不变色、打得赢”。 

2.2. 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必须适应“能打仗”的需要 

“能打仗”就是必须做好打好未来信息化战争的军事斗争准备，军事斗争准备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

主要包括政治外交、军事策略、后勤管理、装备保障、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其中各类人才培养是其中

最为关键的一环。因此，军队院校人才培养必须符合军事斗争准备的需求，也就是要求把军队院校教育

要围绕军事斗争准备来开展，把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放在当前军事斗争准备的大背景下来思考、来谋划、

来实施。院校教学的岗位适应性越强，就能给部队解决越多的问题，其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就越能发挥

为部队服务的功能，就越会能受到部队的肯定。 

2.3. 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必须适应“打胜仗”的需求 

现代信息化战争几乎包含了人类发明的所有重大科研成果，科学技术将成为影响战斗力的主导因素。

未来我军面临的军事斗争，终将是一场信息化条件下的高科技局部战争。“能打胜仗”是强军目标的核

心，能否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信息化战争由是应用型创新军事人才的培养水平决定的。如果我们有了综

合素质高的创新人才，又有了前沿的武器，就如鱼得水，从而立于不败之地。院校是应用型创新人才培

养的“主渠道”，军队院校要进一步转变教育观念，改变办学思路，坚持未来信息化战争如何打，院校

就怎么建，人才就怎么培养的发展趋势。因而，军队院校人才培育的重中之重是要实现“三个转变”：

一是要实现由单一结构型向复合功能型转变，二是要实现由理论知识型教育向能力素质型教育转变，三

是要实现由课堂教学向部队实战转变。 

3. 应用型创新人才基本特征 

依据创新方法的特点，院校培养的创新人才大体可以分为研究型、综合型和应用型等三类[5] [6]。研

究型创新人才主要是从事各种理论基础研究以及各类科技研究、方案设计的人才，其创新性活动主要侧

重于较高档次与较深领域的理论和科技研究；综合性创新型人才主要指既能够进行一定的理论和科学研

究、又能够在实际装备上进行创新的复合性人才；应用型创新人才应该是既能进行理论上的研究，又能

进行实战上技术保障和兵器操作，是专业性、针对性和应用性很强的专门人才。区别与地方高等院校培

养的本科人才，军队院校培养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应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3.1. 较强的装备实践和兵器操作能力 

具备较强的军用装备工程实践能力和兵器操作技能，是军队院校应用型创新人才区别于其他类型人

才的一个重要能力特征。军队院校培养的本科毕业生，必须具有装备使用和熟练解决武器装备问题的能

力，及时地在一线部队发现武器装备潜在的问题，并熟练地运用所掌握的各种知识和技能解决武器装备

出现的实际问题。 

3.2. 扎实的业务素质和全面的综合素质 

学科专业知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反映部队的岗位需求，是应用型创新人才应具备的基本知识，

但实际作战中碰到的问题一般不是单一的问题，而是综合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的一些专业性那题。随

着部队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发展，根据作战任务的要求，部队岗位的内涵和外延处于不断深化之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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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全面素质发展与专业业务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应用型创新人才的能力素质，不能仅仅局限于胜任

个别装备型号、单一工作岗位，还应具有对新武器装备发展和工作岗位变动的良好适应性。因此，军队

院校要培养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必须具备全面的综合素质。 

3.3. 良好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 

军队院校应用型创新人才都是从事作战一线急需的各项工作，经常进行方案设计、任务规划、管理

决策等工作。要圆满完成其中的任何一项工作，都需要所在团队的不断沟通交流和合作创造，所以，相

互信任和互相协作精神是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 

3.4. 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创新是各种人才都应具备的最主要特征。面对武器装备的发展，应用型创新人才的教学目标，更应

侧重于“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不间断培养和提高上。因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是与创造性解决

部队实际问题息息相关的，直接影响到学员下一步的发展前景和未来岗位。 

4. 培养策略 

4.1. 贴近部队岗位需求，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随着军队的各项新技术、新装备的迅速投入，院校应迅速拓宽新型学科和专业领域，建立完善的系

统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体系。遂行未来信息化条件下的作战任务，对军队人才的需求也突显多样化：

拦截弹道导弹、高超声速临近空间飞行器和防御“四代机”的新型防空反导人才，掌握反隐身技术和装

备的预警探测人才，操纵预警机、指挥通信机、空中加油机、电子侦察干扰机的特种飞机战勤人才，完

成远程战略投送，轰炸，参与全疆域作战、远程反应的新型飞行人才，操纵指挥保障各类新型无人机在

临近空间遂行军事任务的应用型人才等。 

4.1.1. 加强与新技术新装备相适应的新兴学科专业建设 
军队转型期所需的新型高科技专业人才将覆盖预警机，指挥通信机，数据链，频谱管理，网电空间

对抗等多门学科专业，对口院校应重点加强此类新兴学科专业的扶持力度，在制定新兴学科专业的人才

培养方案与标准时，应充分调研部队相应岗位需求，科学论证新装备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标准，做好人才

培养环节的跟踪与反馈，有效地改进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教学工作细节。 
高素质的信息化专业人才是未来信息化作战的主体。对口院校应抓住军队“2110 工程”建设机遇，

优先发展顶警探测、通信导航、精确制导、网电对抗等领域内与新技术新装备相适应的新兴学科专业，

要加大投入，加快建设，重点扶持微波应用、电磁防护、信号处理，信息攻击等实验室，使之成为培养

信息化人才的加速基地。 

4.1.2. 加强与新技术新装备相适应的新兴学科专业建设 
院校培养人才不仅靠先进的硬件技术设备，更需要一支高素质的教员队伍[7]。院校应有计划地定期

选派专业骨干教员到部队代职锻炼、参加重大演习活动，使授课教员深入了解一线部队的专业人才需求，

使教员不仅成为课堂理论教学的佼佼者，而且成为操作武器装备和战备执勤的行家里手。此外，院校还

应积极和部队沟通，聘请部队的岗位训练标兵和技术骨干来校交流授课，充实补充教学队伍。 

4.1.3. 建立完善的人才考核评价机制 
针对军队转型人才需求现状，院校在培养人才过程中，应科学论证人才培养标准。建立健全行之有

效的考评机制。“没有淘汰就没有质量，没有高淘汰率就没有高质量的人才”，这种观点虽然略显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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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院校培养新时代转型人才却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战争不会同情弱者，与其在战场上被淘汰，不如在

学校中被淘汰。因此，院校必须树立人才培养的质量责任意识，本着对军队建设长远发展负责的态度，

严把人才出口质量关，不让不合格的人才进入作战执勤岗位。 

4.2. 突破常规人才培养方法，全面提升所培养人才的综合素质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军队中每一名战勤人员的综合素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各兵种的许多岗

位也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类似的问题。因此，需要在人才的新装备操作能力、信息化综合素质、一专多能

岗位人员培养等方面下功夫，使人才综合素质的提升跟进武器装备作战效能的提高。 
单一的课堂教学不能培养出综合素质高的全面型人才，优秀的作战人才不是在单纯的象牙塔里就能

培育出来的，应对军队转型建设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院校教学应在人才培养方法手段上有所突破、

有所创新[8] [9]。 

4.2.1. 突破传统课堂“教”与“学”的形式 
目前大部分的课程教学，对所采取的教学手段、每节课的授课时间都有着严格的要求，束缚了教员

在课堂授课环节的自主性。形式不是重点，让学员全面掌握知识技能，提升综合素质才是真正目的，因

此不必过于拘泥教学形式，应鼓励学员发挥自身的积极主动性，可以适当地让学员走上讲台，让他们在

掌握知识技能的同时，自身的综合素质也能得到一定的提升。 

4.2.2. 积极探索模拟化训练手段 
现阶段院校用于教学训练的武器装备资源有限，新装备尚未配备至对口专业院校，单靠有限的几套

武器装备难以保障学员的操作训练教学，院校教学应依托模拟仿真实验室和各类训练模拟器改革训练方

法，沿着计算机虚拟–模拟器仿真–实装操作–综合演练的训练路子，使学员在理论上融会贯通，在操

作岗位上得心应手。 

4.2.3. 突出基地化教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作用 
基地化教学是增强教学针对性，提高学员驾驭新装备能力的有效途径。院校应以编制体制调整为契

机，建立综合训练基地，按照部队作战任务编成，模拟设置战场环境，编配相应的武器装备，营造贴近

实战的训练环境，实施融战术、技术于一体的训练，重点培养人才的专业技战术综合素质。基地化教学

的另一种重要途径是在部队建成定点培训基地，注重部队技术骨干在协同院校培养人才过程中的帮带作

用。实际实施过程中，院校要和部队做好充分的沟通交流，切不可使部队实习教学成为走过场，切实让

每一名实习学员在部队得到真正的锻炼，得到真正的收获。 

4.3. 从在校生长学员抓起，培养初级指挥人才的联合作战意识 

完成军队从战役战术型向战略型转型，大批量的优秀指挥人才是必不可缺的，而信息化条件下的现

代战争要求指挥人才具备联合作战意识。现有的军队院校人才培养体系中，对初级指挥人才联合作战意

识的培养并不明显，只有在中高级指挥人才任职教育中才有联合作战的重点培训。实际上，作战意识的

养成不是朝夕所能成就的，更不是靠一两次任职培训即可具备的，优秀的指挥人才是从基层初级指挥岗

位成长起来的[10]。针对初级指挥人才联合作战意识的培养，院校要从在校生长学员阶段抓起，开辟一条

从源头提升军队作战指挥人才战略领导才能的道路。 

4.3.1. 将联合作战意识培养贯穿到各门课程的学习过程 
院校培养生长干部所设的课程中，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武器装备和实际作战相关，因此，授课教员应

积极使用恰当的手段方式，适时地在课堂中穿插联合作战思想的渗透，在学历教育阶段有意识地强化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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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训练，可以使学员逐步形成联合作战意识。 

4.3.2. 将联合作战理念渗透到实际装备操作的各个环节 
教员通过优化实际装备操作教学环节，借助各种模拟训练平台，将联合作战的理念合理嵌入各个环

节当中，使学员学会兵器操作联系兵器战术应用实际，通盘考虑各环节操作在整个联合作战流程中发挥

的作用。 

4.3.3. 以演习和模拟推演的形式让学员体验联合作战 
抓住有限的演习机会，编派学员以战时实际身份参与其中，锻炼学员对上级作战意图的把握，拓宽

参与人员的战略视野，提高学员指挥协调和应急处置能力。发挥战争实验室的作用，利用各类战役战术

实验室，在模拟推演中强化学员联合作战意识，在推演中通过设置危局、难局、险局，加大对抗难度，

使模拟指挥员在应对各种复杂局面中经受锻炼和考验。 

5. 结束语 

军队转型建设对军队院校提出了应用型创新人才需求，院校应根据三大转型对人才培养的具体需求，

充分发挥对战斗力生成的促进作用，以信息技术为条件、信息系统为依托，有效地将教育资源整合成为

统一的体系，将潜在的战斗力转化为现实的战斗力：院校要紧跟部队战斗力生成发展的需要，瞄准国家

一流大学标准，合理调整修改、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探寻新的人才培养方法和手段，重新设计人才培养

的各个要素环节，使学员具备多学科的知识结构和多元文化背景；院校教学要在长期的学历教育过程中

注重联合作战意识的熏陶和培育，把军兵种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培养向前延伸到军兵种作战指挥人才的

培养过程之中，开展联合作战指挥的普及教育。 
军队院校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涉及教学的许多环节。只有确立与军事装备发展相适应的新的教

育观和人才观，正确理解应用型本科创新人才主要特征和未来信息化作战对人才的需求特点。总之，院

校教学改革必须紧贴军队转型建设对人才的需求变化，重点在人才培养体系、培养方法手段和联合作战

意识培养等方面大胆探索新的组训模式，以“能打仗，打胜仗”作为人才培养的根本出发点，培养大批

综合型高科技人才和具备联合作战指挥能力的新型指挥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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