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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军卫生士官教育经过近年来的加速发展，已逐步走向正规，但人才培养质量与基层部队岗位任职需求

还有一些差距。当前新形势下，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卫生士官教学改革应该从优化顶层设

计、完善内容体系、创新教学方法、加强师资建设、改善训练条件等多方面着手，不断加大改革力度，

促进人才培养质量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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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education of health non commissioned of-
ficers in our army has gradually become formal, but there is still some gap between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and the job requirements of grass-roots forces. Under the current new sit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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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to thoroughly implement the policy of military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teaching reform 
of health non commissioned officers should start from optimizing the top-level design, improving 
the content system,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and 
improving training conditions, constantly strengthen the reform and promote the gradual im-
provement of talent train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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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同志在全军院校长集训开班式上鲜明地提出了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对全面深化军事院校改

革、提高院校长办学治校能力作出重大部署，为开创院校教育和人才培养新局面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

遵循。卫生士官作为军队卫勤保障的骨干力量，对保障部队官兵健康、提升部队整体战斗力水平有着重

要影响。我校作为全军唯一的卫生士官培训院校，如何深入贯彻新时代教育方针，深化军事教育改革，

有效提升卫生士官教育水平，已成为今年来我校发展过程中亟需解决的现实和热点问题之一。现阶段卫

生士官教育教学转型存在教育理念贯彻不深、教学内容难以胜任岗位需求、教育方法手段略显单一等问

题。因此，本文针对现存问题进行分析探讨，结合卫生士官基本职责、使命进行深入思考与讨论。 

2. 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我军卫生士官教育从 2004 年开始纳入院校培训体系[1]，近年来，随着军委总部加强士官人才队伍建

设的战略部署深入实施，卫生士官教育发展迅速，培训体系不断完善，显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除

原有的卫生士官职业技术教育外，预选卫生士官培训、卫生士官升级培训、骨干培训等相继纳入院校培

训体系。但卫生士官教育发展过程中，也暴露了教学改革部分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2]。 

2.1. 能力为本的教育理念在人才培养中贯彻不到位 

技能型人才是卫生士官教育的培养目标[3]，实际上在人才培养中，能力为本的教育理念尚未得到充

分体现。一是顶层设计不够合理。资格培训、升级培训、职业技术教育等不同类别层次的卫生士官培养

目标不够分明，以岗位任职能力需求为导向的预选卫生士官人才培养方案有待进一步完善。二是课程设

置不够科学。学历教育的惯用模式依然存在，基础课程仍旧偏重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学科界限未能充分

打破，专业课程的实用性、针对性不强，与部队卫勤保障工作实际有脱节现象。三是教学训练不够贴切，

实践教学的比重还不够突出，考核方式还不够灵活，以检验实践能力为主的考核标准还不够完善。 

2.2. 教学内容更新不足难以适应岗位任职需求变化 

一是教学内容陈旧。当前，新军事变革和武器装备的发展，对部队卫勤保障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而卫

生士官教学训练中，战创伤救治观念陈旧、军事医学新进展体现不足的现象十分普遍。同时，信息化要素

有待进一步充实。二是教材内容比重失衡。卫生士官基本教材中基础理论和原理性知识占了大量篇幅，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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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深、偏难，而能够体现任职岗位特色的技能训练部分所占篇幅较小。三是缺乏实践教材。理论课与实践

课共用教材的现象普遍存在，部分课程采用讲义或自编资料组织开展实践教学，影响了实践教学的效果。 

2.3. 方法手段改革创新不足影响学员能力素质培养 

卫生士官教育有其自身的特点规律，生源质量差异大，学员学习能力不强，教学方法手段直接影响

教学质量。近年来，卫生士官教学训练方法手段逐步丰富，但总体来看，仍然存在方法不够新颖、手段

不够丰富的现象。部分理论课程仍旧沿袭传统的教学方法，技能训练大部分是原始课目的简单重复；实

践课学员动手机会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员能力素质的培养。而模拟仿真、虚拟现实等现代教育

技术在卫生士官教学训练中的应用不够广泛，信息化教学资源不够丰富，传统与现代教学手段的结合运

用还有待加强。 

2.4. 专业教员缺乏实战经验难以满足教学训练要求 

医学院校教员的成长轨迹多是从院校到院校或从医院到院校，知识结构比较单一，缺乏对部队工作

的亲身经历和感性认识。而一线部队中实践经验比较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很难引进院校，部队兼职教员

也没有来源渠道。由于教学任务繁重，教员参加部队实践锻炼的机会和时间较少，任职经历和实践经验

的欠缺，导致授课时理论联系实际不够，存在教学缺乏针对性等问题。 

2.5. 实训设施设备条件滞后难以接轨部队卫勤保障 

随着卫生士官教育的快速发展，训练场地、设备器材和卫生装备等教学条件建设滞后的问题逐渐凸

显[4]。特别是设备器材和卫生装备方面，院校目前配发的教学装备普遍落后于部队装备，配发数量不足

的问题也比较突出，致使技能训练质量难以保证。部分配发卫生装备，因数量较少，难以满足学员实践

教学需要，在进行反复教学训练使用后，装备磨损十分明显。另外，海、空军等特殊军兵种卫生装备鲜

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实践教学。 

3. 新形势下卫生士官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 

3.1. 加快更新教育理念，优化人才培养顶层设计 

深入学习现代教育理念，树立能力为本的人才观和质量观。加强对卫生士官教育基本理论问题和思

政教育的研究[5]，积极学习借鉴国内外士官教育和地方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6]。准确把握

卫生士官教育特点规律，把岗位任职核心能力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为教学改革不断深化奠定

基础。根据卫生士官岗位任职能力需求和部队卫勤保障工作实际，不断优化各层次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

加强学员军事、组训、管理等共同能力和战伤救治、卫生防疫等专业能力培养，注重培养学员在政治、

军事、文化、专业和身心等方面的综合素质。重点改革预选卫生士官人才培养顶层设计，研析任职需求，

校准培养目标，强化技能训练。合理定位各层次卫生士官教育的培养目标，职业技术教育突出岗位任职

核心能力培养，资格培训突出专业基本能力培养，升级培训突出专业拓展和技术把关能力培养。 

3.2. 聚焦岗位任职能力，更新完善教学内容体系 

按照“基础理论零冗余，专业技能过饱和，卫勤保障跨专业，战勤保障跨领域”的改革思路，加快

完善模块化课程体系，规范公共类、军事类和政治理论课程，精选专业基础理论，强化任职专业课程，

突出军事医学课程，优化课程思政教育[7]，探索职业技术教育核心课程建设。紧跟军事医学发展和部队

卫勤工作动态，建立健全教学内容更新机制，及时将新理论、新观念、新技术和新装备教学内容引进课

堂，注重充实信息化要素[8]。加大实践教学比重，提高实践教学实战化水平；加强组训能力培养，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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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健康教育、战救技术等课程教学，提高卫生士官岗位任职能力；加强卫生装备教学，确保教学内容

与部队训练配套统一；定期开展演练比武，从难、从严、从实战开展教学训练。加快完善新增专业教材

和配套辅助教材，定期修订专业基本教材；结合医学教育特点，积极编写案例教材；满足实践技能和卫

生装备教学要求，积极编写装备和技能训练专用教材。 

3.3. 把握士官教育特点，改革创新教学方法手段 

深入研究卫生士官教育性质、培养方向和人才类型的特殊性，准确把握其文化基础相对簿弱、基础

理论教学够用、专业技能训练侧重、任职岗位指向明确等特点，积极探索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鼓励

教法创新实践，大力推广情景式、案例式和研讨式教学法，注重各种教学方法的优势互补。努力推进教

学训练向部队靠拢，广泛开展联合教学、联合演练和观摩见学，年度卫勤综合演练融入驻地院校和部队

联合演习。根据人才培养特色和课程教学特点，科学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合理选用教学效果显著的传统

教学手段，重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积极开展网络化教学和模拟仿真训练。紧跟现代医学教育发展形势，

在部分专业基础课程中探索开展虚拟实验。不断丰富信息化教育资源，积极开发、引进适合卫生士官教

学训练的多媒体教学资源。 

3.4. 注重执教能力培养，努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整体优化教员队伍结构，构建现役教员、文职教员、士官教员和部队兼职教员相结合的卫生士官教

育特色教员队伍[9]。坚持把“双师型”教员队伍建设作为卫生士官院校师资建设的主要目标[10]，积极

探索“双师型”教员的认证办法。要着手建设多元化的师资力量，一方面积极聘请部队实践经验丰富的

教官到学校指导教学训练，弥补院校教员任职经历的欠缺，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文职人员和士官教员在教

学中的作用，扬长避短，使之与以干部为主体的教员队伍密切配合、互相协调。要着力加强教员执教能

力培养，定期开展教学专题讲座，持续更新现代教育理念；健全教员业务培训机制，区分层次，加强针

对性，重点抓好中青年教员培养，突出信息化教学能力训练；努力培养教员“双师素质”，定期开展教

员专业技能考核，建设教员部队代职基地，完善教员代职机制；注重培养教学岗位拔尖人才，逐步推进

优秀教学团队建设；定期开展学术交流，加强教员科研能力培养。 

3.5. 突出实践能力培养，加快改善教学训练条件 

加强实装条件建设[11]。按照“强化技能操作训练，注重实兵实装教学”要求，着眼培训任务需求，

加大保障经费投入，不断更新补充标本模型等医学教育基本教具和部队卫生训练装备器材，重点补充军

兵种卫生装备和新装备，配套完善实验室、专业练习室、训练场地等基础教学条件建设，确保学员技能

训练效果。加快模拟条件建设[12]。立足培训员额多、实装条件滞后短期难以改变的现状，从卫生士官

教学实际需要出发，系统研究论证模拟训练设施设备的各项功能需求，加快模拟训练条件建设，充分发

挥其辅助技能训练的作用。加强实习见习基地建设。根据各层次专业卫生士官人才培养目标要求，本着

就近对口的原则，利用部队卫生机构和驻地相关企业丰富的实践资源和真实的现场进行岗位锻炼和观摩

见学，不断提高学员的岗位任职能力。 

4. 小结 

随着军队的改革，军队院校教育也亟需转型，尤其是卫生士官的教育要着眼一线、紧贴战场需求，

培养“懂战术、精战救、善组训、有专长”的新型军事卫勤人才是主要目标。因此，在卫生士官教学中，

不仅要素质教育、思政教育并重，更要融入现代信息化技术作为辅助手段，贴近实战开展教学改革，培

养能战能救的军事卫勤人才，保障部队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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