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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军队任职教育的根本任务和目的是培养胜任岗位任职需要，“能打仗、打胜仗”的各类军事人才。在分

析外军军人职业教育的经验基础上，针对任职教育的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教员队伍建设和人才建

设的制度建设等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为提高我军部队军事人才的培养质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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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task and purpose of military service education is to train all kinds of military 
personnel who are qualified for the post and who “can fight and win”.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experien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foreign military personnel,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key is-
sues such as the orientation of serving education, the goal of training talents,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team and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personnel construc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training quality of military personnel in our army.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2077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2077
http://www.hanspub.org


明英 
 

 

DOI: 10.12677/ae.2021.112077 497 教育进展 
 

Key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Military Education, Military Academies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作为世界军事发展领头羊的美军在《2020 年联合构想》中明确提出[1]：“未来的战争将是信息化战

争，但仅有物质上的优势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人的因素。”美军始终把军事人才的培养定位为首要的

发展战略，以其卓越的军事人才为基础，不断地创新作战理论和思想，引领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从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打赢了一场场信息条件下的战争[2]。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前，我军正由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向信息化逐步转型，在全军全面启动军事

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顺应新军事变革的发展，从我军院校现状出发，把办学治校的理念思路、建设目

标、发展路径等重大问题搞清楚、研究透，明确办学定位，打造深谙联合作战、新型作战的人才群体，

走出一条适应现代军队发展建设需求、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之路。 

2. 明确办学定位 把握正确的人才培养方向 

我国军队院校的任职教育是指“军官或士官在完成高等或中等学历教育的基础上，为适应岗位逐级

晋升需要而进行的进修、培训或高学位教育。”这个定义仅对任职教育的功能进行了界定，但对培养什

么样的人才的办学定位等顶层设计并不十分明确。人才建设的顶层设计，关乎人才培养的战略全局。正

确的方向比宏伟的目标更重要，南辕北辙，必将造成误入歧途的危境，严重危害军队的发展和国家安全。

美军明确将军官定位为领导管理人才，并紧紧围绕这一职业本质组织军官的选拔和培养，将其培训目标

锁定在培养和提高学员的领导管理型能力上，领导管理型能力模型和标准构成了其院校培训目标的基本

内核[2]。 
由于人才培养周期长、武器装备更新快，以及知识的老化速度加快等因素的影响，军人必须不断地

更新知识和提高能力，才能满足不同的岗位任职需要，从容面对战场的复杂情况。“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人才的成长有其规律和周期，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同的人才有着不同的需求，应因材施教，

实现个性化发展。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任职教育只是解决任职岗位的入门问题，要成为行家里手还得

靠自主学习和提高，正所谓“师傅领进们，修行在个人”。因此，军队院校的任职教育的办学定位不仅

仅要满足军官的任职需要，更要能培养具有自主发展潜力的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

革命军人，并由此建立超前教育、创新教育、开放教育、个性化教育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 
我军任职教育起步较晚，缺少实践经验和成熟的理论，尚处于探索和模仿阶段，还有诸多问题[3]。

一是一些院校在办学定位时不能突出身的学科优势和办学特色，过分注重外延的扩张，忽视内涵的发展。

二是许多院校过分强调跨越式发展，热衷建大楼，造大师，忽视基础性建设。三是一些院校的定位和发

展缺乏继承性和连续性，缺乏长远的发展定位和战略目标，缺乏凝聚精气神的校园文化的传承，缺乏大

师生长的生态环境。 
新形势下，要切实按照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确立正确的任职教育观念和办学定位，必须结合我

国国情、文化传统和我军的优良传统，遵循军事发展趋势和战争规律，以培养驾驭未来战争所需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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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高层次人才为方向，不断提高官兵的科技水平、信息素养和联合作战意识，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

作战能力。以适应战场复杂环境、判断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评价指标，全面提升军队人才群体有效

履行使命任务的核心军事能力。 

3. 明确任职教育特点，确立正确的人才培养目标 

军队院校的任职教育与学历教育有着不同的特点和价值取向[4]。学历教育是着重打牢学员的思想和

科学文化基础知识，以科学文化为主，以军事知识为辅，注重培养学员随时获取新知识的素质和能力，

具有长效性、稳定性、基础性的一种教育，是为其提升潜力和发展空间奠定基础；任职教育则是按照岗

位要求进行专业教育训练，确保官兵素质与职务晋升和装备发展保持同步，是面向胜任岗位的需要，以

不断提升能力素质为目的的一种实践性职业教育。它具有强烈的时效性、实用性、针对性等特点，强调

理论与实践的运用与统一。因此，只有明确了任职教育的特点规律，更新理念，创新培养模式，才能确

保实现正确的军事人才的培养方向，确立正确的人才培养目标。 
现代战争是基于体系对抗，“短板效应”突出，作为战争中武器装备的操控者和军事行动的实践者，

人的因素对战斗力的形成和发挥，对战争的胜负起着决定性作用。从美军的作战现实，我们可以看到，

未来战争规模小，投入兵力少，时间短，使用战术部队，实施战役指挥，达到战略目的，已成为当代信

息时代战争的重要特征。要能打仗，打胜仗，指挥员必须具有宽阔的视野、丰富的知识，能从战略的高

度看待思考战术、战役指挥问题，正确决策，才能决胜于千里之外，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能力必然是

基于严格的教育和训练所积淀的应用理论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美军院校教育的主要理念之一就是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美军在人才培养中非常注重提高军人的以学习能力、分析判断能力、指挥决策能力、创

新能力和领导能力等为核心的能力及素质[2]。 
目前，我军建设还存在着现代化水平与国家安全需求相比差距还很大、与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差

距还很大，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各级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还不够的问题[5]。随着军队

的合成化程度越来越高，武器装备的综合化、一体化发展趋势愈加明显，那种靠精通某一专业来适应军

事工作需要的想法已不现实，只有走“通才教育”之路，培养知识面广博、综合素质强，具备自主学习、

自主发展的新型军事人才，才能适应现代军事科技不断发展的需要。因此，人才培训模式不仅要注重理

论知识，更要注重能力素质，所培养的人才不仅仅是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更重要的是对理论知识的运

用和发展。任职教育要确立培养指挥和技术兼备、军事和政治工作合一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 
任职教育还应注重实战化训练，课程体系建设、教学内容设置都应直接瞄准战争实际和未来战场需

要，要注重将战争经验及时充实到教学中。如美军除选拔参加过伊拉克战争的军官到院校任教外，还把

战争中的战例写进教材，并把学员拉到模拟伊拉克战场环境的军事训练场接受锻炼，普遍采用高于作战

的训练强度提高官兵素质，使院校的教学内容更加贴近现代战争实际，使学员能够在浓厚的战场氛围中

提高驾驭未来战争的能力，提升作战能力。 

4. 面向战场，优先打造新型教员队伍 

习主席指出，要“围绕实战搞教学”。院校教育必须面向战场、面向部队和面向未来，使培养的学

员符合能打胜仗的要求，这对院校教员“晓于实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因

此，要搞好军队任职教育，打造一支配置科学、结构合理、优势互补的新型教员队伍就显得格外重要。 
首先要建立全新的教学理念。在教学指导思想上，应由“传授”向“引导”转变，做到不仅要授人

以鱼，更要授人以渔；在教学内容上，应紧贴部队建设实际、紧贴任职岗位需要、紧贴理论发展前沿，

突出前瞻性、针对性、应用性和实践性；在教学模式上，应根据授课对象、教学内容等灵活运用研讨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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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式、专题式、开放式等教学方法，增强具有现实感的模拟演练、军棋推演、红蓝军对抗性等训练，

加大教学环节的互动、探讨，激发学员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主动性。 
其次要不断提升研究能力，构建多学科融合的知识结构。部队实践涉及的学科多、知识面宽，专业

性强。同时，部队建设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没有现成的教材，没有标准答案，这就要求教员具备

很强的探索和研究能力，始终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大胆提出自己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战法，积极将

研究成果引入课堂，用于教学实践。 
最后要丰富教员的基础部队任职经历，提高其军政素质。任职教育的初衷就是通过有针对性的岗位

职培训，使学员的知识技能与未来的工作岗位需要相适应，为其自主发展奠定基础。因此，教员除具备

深厚的专业理论素养外，还应该洞悉世界军事发展趋势，了解和掌握部队建设发展的新动态，具有丰富

的部队工作的实践经验和较强的实践能力，才能具备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理论联系实际，真正授

人以渔。 

5. 完善任职资格体系制度，使军事人才建设法制化、制度化 

目前，建立军官的任职资格机制是世界各国军队的通行做法[1]。以美军为例，美军装甲兵中尉军官

的任职资格就包括了必须取得 M1A1 型坦克车长证书。当前，我军干部训用一致的任职资格机制尚不完

善，任职资格没有完全与任职教育挂钩，干部选拔制度在干部任职资格的细节问题上还不够明晰，未经

过培训就任职或培训后不予任职等情况时有发生，这严重影响了军事人才的建设和发展。 
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引入干部任职教育中，针对干部不同的职务级别和工作岗位，建立相应的职业

资格证书考核、鉴定机制，将干部的任职资格纳入军队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管理体系，通过精细化制度的

建立来完善军官任职资格机制。这既有利于学员提高对军队岗位任职要求的认知，按照岗位任职需要学

习，实现“训用一致”；也有利于公平、公正和公开地选贤举能，打通人才健康成长的通道。以美军为

例，美军针对 4 个专业领域和 38 个兵种部门的需求建立了相应的军官任职资格标准，美军军官根据这些

标准进行院校培训或函授学习，最终取得相应的证书[1]。因此，深化干部任职资格制度改革，实现任职

教育与干部岗位任职真正有机结合刻不容缓。 
习主席指出：“要紧密结合干部工作实际，认真总结，深入研究，不断改进，努力形成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制度机制”。选人用人问题事关军队建设大局。通过运用科学的测评

手段和评价方法，推行能力本位的军官任职和晋升资格制度，建立严格的选录制度、合理的培养制度、

配套的交流轮换制度、规范的考核鉴定制度、公正的晋升任用制度等等，从总体上防止军官晋升随意性，

不断推进军官晋升的法制化进程，为军官晋升提供了客观的依据、统一的标准和科学的指导。通过法规

制度对军事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予以约束，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使军事人才建设法制化、制度化，

在机制上为人才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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