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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导师组模式顺应了研究生培养的发展趋势，是建设高水平院校的应有之义，又是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优质

人才、顺应时代发展对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提升院校研究生培养质量和研究的综合能力素质，

对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应用型研究生培养是军队研究生教育转型发展的主要目标。

本文从分析现阶段应用型研究生培养现状出发，重点研究了导师组模式下的“院校 + 部队”应用型研

究生培养机制，主要包括坚持院校培养的主渠道、结合部队实践培养应用型人才、完善联教联训机制和

构建交叉互动培养体系等，对推动军队人才队伍建设和研究生教育健康发展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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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ntor group model complied with th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which is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leve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e, and to provide more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10412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10412
http://www.hanspub.org


齐子元 等 
 

 

DOI: 10.12677/ces.2022.1010412 2630 创新教育研究 
 

high-quality talents for society and keep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inevitable re-
quirement of talent cultivation,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research of comprehensive ability quality, reform of postgra-
duate cultivation mechanis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role.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ed postgra-
duates is the main goal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postgraduate education. 
Starting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pplied postgraduate training at this stag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llege + army” applied postgraduate training mechanism under the mentor 
group model, which mainly includes adherence to the academy as the main channel of school train-
ing, the training of applied talent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practice of the army, the improvement of 
the join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echan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ross-interactive training sys-
tem, etc. have practical application value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rmy’s talent team 
an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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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期以来，我军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以学术型人才培养为主，主要任务是为院校和科研单位培养学术

型、研究型人才。随着我军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和对人才需求的发展变化，传统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和

目标已不适应我军现代化建设和战斗力生成的需要。信息化战争本质上是知识化、智能化战争。随着我

国周边安全形势日趋严峻，军事斗争准备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十分迫切。同时，我军院校教育正逐步

向任职教育转型，应用型研究生正是适应未来战场和部队岗位要求的高层次人才[1]。 
对于应用型军队工科研究生的培养，军事变革内容的丰富性和信息化建军的复杂性，既需要导师有

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指导经验，又需要导师有丰富的实际工作能力和部队实践经验。一个导师的知

识面、思维方式由于受到单一学科的限制，难以培养出综合、交叉学科方向下的创新型人才。因此，在

导师指导创新上实现学科交叉、资源共享，应是研究生培养的改革趋势。学科交叉有利于开阔研究生的

视野，有利于研究生博采众长，吸纳其他学科或领域的观点和方法，有利于培养和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快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院校在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的同时，急需

进行必要的导师指导模式和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改革，建立健全完善、科学的导师指导模式和研究生培养

机制，以实现对研究生能力素质的有力培养，使其更符合“能力本位”的教育理念。以培养高技能型和

实用型人才为目标，建立以“能力本位，岗位驱动”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有效激发研究生的学习积极性

和院校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使教、学、用三个环节有效地结合和统一，形成良性循环。推进军事院校导

师组模式下应用型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改革，是提高院校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增强创新型军事人才的重

要保证[2]。 

2. 我军研究生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当前，军队院校正在实施教育转型，急需培养大批适应部队信息化建设需要的高层次人才。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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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院校研究生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人才培养成效显著，大批硕士博士成为军队信息化建设和

军事斗争准备的骨干力量；但军队研究生教育也存在不少问题，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进入快速和开放式

发展的时期，军队院校培养目标不够明确、培养渠道封闭单一、联合育人的机制不够健全、研究生导师

知识结构单一等问题日益突出，其中突出的是研究生导师指导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

要，成为发展研究生教育和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的瓶颈。尤其在传统的导师“一对一”学徒式培养模式

下，单一背景下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人才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问题已经渐渐失去了竞争力。为解决这些矛

盾，改变传统“一对一”的师傅带徒弟式的培养方式，鼓励集体指导、团体协作和融合培养研究生，用

导师组来取代单一的导师，发挥优势互补作用，构建一种具有“结构多样、学科交叉、军民融合、技指

合一”的导师组研究生指导模式，保证和提高军队研究生培养质量，这也成为了解决以上问题的主要途

径之一。 
针对上述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诸多问题，采取导师组模式进行研究生培养就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导师组有利于开拓思维、开阔视野，在研究工作上也具有互补性。研究生在以后工作过程中解决问题需

要运用多种能力，这需要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在不同的环境中锻炼。导师组中不同导师有不同的工作环

境，拥有不同的学术资源。利用导师组培养研究生，既有利于研究生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更有利于研

究生高质量地完成自己的课题研究，为以后的部队任职奠定良好基础。采用导师组模式培养研究生应当

选取院校的相关人员作为主导师，即导师组组长，其他导师采用协议的模式。这样既使得各导师产生对

研究生进行培养的义务，有利于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又使得各导师在协议中可以互利共赢。 

3. 现阶段应用型研究生培养的现状分析 

作为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研究生毕业后将走上部队的重要岗位，成为未来高技术军事条件下的主

力军和生力军，有的还要走上领导岗位，面临着组织、管理、指挥和决策的任务。因此，研究生不仅要

有扎实的专业素质、高层次的知识结构，还要能吃苦、会管理、会协调、会组织指挥、会带班子、会领

兵打仗，只有这样才能适应部队发展建设需要，真正成为应用型军事人才。 
然而，规模的急速扩大迫使我们不得不面对研究生培养中诸多的现实问题。一是我军研究生教育单

一的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与当前研究生部队岗位任职形势严重脱节，与新军事人才成长的需要严重脱节；

二是我军硕士研究生教育无法满足部队的需求，所培养的毕业生缺乏实际工作的能力；三是研究生规模

的迅速膨胀，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研究生培养机构的现有资源承载能力，培养单位的教学资源处于严重

的超负荷状态，结构性矛盾日显突出，降低了教育质量；四是认为研究生培养模式相对单一，过于强调

形式方面的规范，忽视发掘特色、优势资源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等等[2]。 
未来战争就是高技术支撑的信息化局部战争，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一支熟练驾驭高新

技术武器装备、适应战争各种需求的新型军事人才队伍。而长期以来，我军研究生人才的培养一直以学

术型人才培养为主，研究生教育目标定位在研究型人才上，工作主要面向院校、研究所和试验基地。但

是，最近院校和研究所都在改革，人员大都处于超编状态，一般都不需要人，根据研究生毕业的工作去

向统计数据，研究生毕业后一部分去基地，一部分还是到基层部队岗位任职。他们在面临部队工作实际

时，经常会遭遇所学的用不上、所用非所学的困惑。如何将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取得的研究成果与武器装

备的技术保障特点结合起来，并将其应用到工作实际中，进而转化形成战斗力和保障力，成为目前研究

生培养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局限，研究生对新型武器装备

的性能特点、结构形式、工作原理、维护保养和运用环境等往往没有清晰具体的认识，概念比较模糊。

在平时学习和课题研究过程中，虽然做了一些与装备相关的小型试验，对装备相关知识有了一些了解，

但对装备的全面知识掌握不是很全面，导致课题研究成果同装备技术保障实际之间有脱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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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军校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绝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知识上，否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从理

论研究到工程实践的素质提高。同时，如果缺乏针对装备在部队中技术应用方面的培养，走上工作岗位

后就会对动手实践产生畏惧，解决不了装备的技术问题，难以实现部队第一任职的需要，久而久之，很

可能失去面对高技术装备解决实际难题的信心，更谈不上进一步的创新性研究。因此，培养应用型军事

技术人才是应对当前装备科技发展大趋势的正确选择，是部队人才需求的根本所在，不仅有利于军校研

究生素质培养的全面发展，也有利于军队战斗力和保障力的总体提高。 

4. “院校 + 部队”应用型研究生培养对策 

院校的导师主要是学术型、研究型的，即使一些导师有部队工作经验，往往也是短暂的部队代职经

历或是多年前的过时经验。他们带出的学生难以避免理论能力强、实践能力弱的定势。部队导师长期在

部队工作第一线，是部队工作的领导和专业行家，部队实践经验丰富，要充分发挥其作用，进一步强化

部队导师的角色认同，使院校导师和部队导师优势互补实现联合培养。着眼学术能力与实践能力的双重

需要，实行院校一名导师、作战部队一名导师的双导师培养。院校导师主要负责学术上的指导，帮助他

们提高理论研究能力；部队导师负责实际能力传授，解决他们能力不足的问题。院校导师与部队导师优

势互补，共同负责研究生的指导培养，使单一导师培养研究生的不足得到较好解决[2] [3]。 
在院校与部队联合培养机制下，部队用人单位和院校共同作为人才培养主体，共同制定研究生培养

方案、教学与科研实践计划，共同负责指导教师的遴选和学员培养全过程的指导，改变了由院校作为研

究生培养主体的单一格局，建立由院校和部队用人单位联合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新型模式，充分实现

院校与部队用人单位的优势互补。为了进一步把军校和部队共育应用型研究生人才教育改革持续引向深

入，应着重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4.1. 坚持院校培养的主渠道 

一是突出院校资源优势，坚持院校培养的主渠道。院校具有师资力量雄厚、学习氛围浓郁、环境条

件优质等特点，是培养各人才的摇篮研究生也必须坚持由院校培养为主。围绕“精技术、能指挥、会管

理”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科学制定培养方案。在导师配备、师资选留、经费投入上给予倾斜，

促进院校整体办学实力的提高[1]。 
二是要优化教学体系，突出实践教学环节。院校要紧密跟踪当前军事变革和军事斗争准备的形势，

优化研究生教学培训体系，在教学训练体系上由分工过细的教学体系向综合培养的复合型人才教学体系

转变，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在教学内容设置上，要向综合化、一体化方向发展，结合专业优势和

专业特点，突出可行性和实用性；在培养目标上由技能型、实用人才向培养智能型、创新型人才转变[1]。 
三是利用信息化手段，大力开展模拟训练。目前，院校应用型研究生的教学平台缺少部队综合性要

素和实战化环境，与实战化训练的要求有较大差距。利用信息化手段，积极开发模拟训练系统，拓展训

练空间，充实部队训练内容，使研究生院校教学与部队演练保持同步发展状态，增强时效性，提高实战

化训练效果。 

4.2. 结合部队实践培养应用型人才 

一是充分利用部队岗位锻炼素质能力。把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课堂搬到部队，依托部队任职岗位实习

培养，以培养高技能型和实用型人才为目标，可按照“优化结构、完善设施、综合配套、提高效益”的

建设思路，建立以“能力本位，岗位驱动”培训模式，充分利用部队现有教学人才和技术资源，组建各

种专业技术、战术训练基地，实行“基地化”训练，拓宽人才培养渠道，创造人才生长发展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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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提高院校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使教、学、用三个环节有效地结合和统一，形成良性循环。 
二是结合军事训练任务磨练实用技能。应用型研究生通过积极参与计划拟定、过程组织、任务实施、

技术保障等环节，此时岗位应从操作技能岗位转移到高级岗位，也就是需要“专家”从事的岗位，由部

队导师指导，主要是在遂行作战训练、装备保障等任务中，跟随部队导师学习经验、思考处理问题的力

式，能够铸造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坚强意志，掌握突发情况下新技能、新战法的应用，培养应急、应

变和实战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职业素养和岗位任职能力[4] [5]。 

4.3. 完善联教联训机制 

联教联训作为军事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可以有效实现院校教育与部队训练、军事理论与部队实践、

教学课堂与未来战场的紧密衔接。通过联教联训，深度聚合院校、部队、科研机构中理论、人才、技术、

装备等资源优势，有助于创新理论研究和科技创新成果直接作用于人才培养和院校与部队训练改革，实

现理论与实践、人才与装备、技术与战术之间的有机结合，加速推进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实现

部队战斗力整体提升[6] [7]。 
对于军事装备人才培养，结合大型复杂武器装备系统课堂教学、虚拟训练、综合演练、毕业考核等

教学实施环节，从联教联训教学内容体系、理论研究与实践、联合保障、联合考核等四个方面展开，实

现院校教学与部队训练有效衔接、有机整合，把军事院校教育改革不断引向深入。在联教联训环节要突

出三个一致，即联调联试与实战需求相一致、联调联试与武器系统运用相一致、联调联试与程序优化相

一致，从而保证武器系统联教联训教学活动满足未来作战对复合型军事装备人才的需求。 

4.4. 构建交叉互动培养体系 

着眼于形成多方位的育人合力，要逐步建立交叉互动的培养体系。采取部队、院校、科研单位联合

办学培养研究生。要大力推行部队、科研单位、院校互派人员，异地培养锻炼，互取所长，共同提高，

部队定期选派学历高、综合素质好的研究生进修，改善其知识结构，提高其理论水平；从培养“指技合

一”的人才考虑，技术院校研究生与指挥院校研究生互派学习培训；院校到科研单位跟研课题，掌握课

题前沿。 
开展岗位轮换锻炼，定期组织本专业、本部门、本系统的研究生进行岗位互换，在“一专”的基础

上，培养“多面手”，导师到部队代职，通过了解部队需求，加强科研工作的针对性，研究生也可以到

一些机关代职，提高研究生协调、沟通能力。例如，我校区一直采用定期选拔研究生进入机关代职参谋，

每两周轮换一个人，通过短期培训，既不耽误学业，也丰富了在校研究生的工作经历，提高岗位适应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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