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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网络、媒体传播如此发达，在外训项目开展
了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的目标受众（他国军人）对中
国的印象仍然由这样的偏见主导，探究原因，一方面自
然与国际舆论的话语权掌握在西方媒体手中有关，另一
方面却也反映出我们的外训工作还需加大力度，提高效
果，以实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

1  外训项目的目标

关于对外军事培训的目标，笔者曾经以为是共识，
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问题，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直接参与
外训工作的主要有机关、教学实体以及管理大队的相关
人员，各自职责不同。教学实体负责各专业课堂教学，
与他国军人的交往通常局限于课堂；管理大队负责保障
他国军人在华期间生活与培训的方方面面，直接面对，
贴身相处；而院校机关的主要角色往往体现在解决教学
和管理矛盾方面，并最终做出决策。工作内容不同，在
实际操作中多倾向于首先解决矛盾、完成工作，但是解
决与完成的方法是否有利于实现外训目标却很少去思考。
然而，要真正做好任何工作（比如外训），首先需要对目
标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所有参与人员对目标有了共识，
才能让努力的方向朝向这一目标，才能形成合力，产生
良好的效果。否则，三组人马三个方向，最终是互相制
约，影响外训效果，甚至是产生反效果。
明确了外训的主要目标后，我们如何做才能有助于

实现这一目标？

2  实现目标的途径：讲好中国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说“要提升我国
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对外宣传”。“讲中国故事”
正是外训工作的本职，“讲好”了就基本实现了我们的目标。

2.1 有声的讲述
2.1.1 课堂上讲述
有声的讲首先发生在课堂上，是我们主动在讲。来

中国培训的军官和学员绝大部分时间花在课堂上，因而
课堂教学可谓是 “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下表简要总结
了某院校 2018级初级军官培训（为期一年）的时间安排。
由这个实例可以看出，外军学员从登记入学（2017

年 9月初）到毕业离开（2018年 7月底）总共在校时间
约 45周，扣除寒假、参观见学以及国庆长假外，约有
38周左右的时间用于教学，占比 84.4%。在整个培训过

程中，教学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培训对象对教学的认
同度毫无疑问会对我们能否实现本次培训的军事和外交
目标产生很大影响。毕业前，该院 2017级所有外训军官
按照要求提交了培训报告并进行了述学答辩，这一份份
报告可视为一次问卷调查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本届外
军学员对该次培训的认同度。经仔细阅读发现，就教学
而言，总的来说反馈不错，但是也有几个非常普遍的问
题制约着在课堂上“讲中国故事”的效果。
首先是课件、教学内容的保密问题。近年来，军内对

失泄密事件的高度重视、对军人保密观念的强化教育使得
保密观深入军心，也使得各专业教员在外训教学中如履薄
冰，唯恐触碰到保密这根高压线，直接结果就是教学内
容较为保守。比如在讲装备的课堂上，主题十之八九是
我国已经或者即将遭到淘汰或是较为落后的型号，甚至是
只能以国外装备为例。另一方面，为确保不失泄密，不少
教员不敢、不愿意将课件与教学材料分享给外军学员，而
后者认为，既然是给他们上课用的课件、材料，本就不涉
密，因此完全没有必要以保密为理由而拒绝分享。
何为涉密，何为不涉密，在最底层的教学实施中，

界限是模糊不具体的，教员无法独自把握，擅自决定。
因而在教学过程中屡屡就此遭到质疑，让受训者认为我
们缺乏诚意。当这种认识变得普遍，那么我们不仅不能
达到外训的基本目的，还会加深甚至制造出误解。在这
一方面，法国外训经验值得借鉴。在法国，对外国军事
人员开放的课程，其“讲义、阅读材料、参考资料和内
部网络查阅权限与法军学员享有同等权力，没有内外之
分”[1]。而保密课程则严禁外国军事人员旁听，有关书
面和电子材料均为军事秘密，窃取军事秘密将受到法国
法律的严惩。这一情况在外军学员辅一入学就以口头和
书面方式告知。多年实践表明，这种深度开放与绝对保
密相结合的原则较好地化解了培训内容保密与否的界定
问题。“在深度开放的课程中，不存在教员不知如何把握
讲授内容‘深浅’的问题”，如此，他国受训军官一方面
充分感受到了法军的诚意，另一方面对绝对保密的课程
也能够表示理解和尊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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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周数 41周 除去寒假

实际教学周数 38周
除去 2周参观见学和 1周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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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语言问题。一方面，在他国招生的时候，应
该对招生对象的语言能力做出要求并严格执行。目前该
院的授课语言是英语，然而每届培训都会有听不懂英语
的学员在座，对这样的培训对象，课堂如何生动、丰富
也是没有意义的，直接影响外训目标的达成。
另一方面，我国大部分的外训教学是由专业教员和

翻译一起完成的。课堂效果的好坏取决于教员是否能够准
确、逻辑、清晰无歧义地用汉语讲解，让翻译能够快速理
解；以及译员是否能用专业、流利、生动的英语解释给学
员，同时促进课堂互动。可以看出，教员的直接教学对象
是译员。笔者与周围多年从事课堂翻译的译员发现，教
员的中文水平、思维的逻辑程度、个人表达能力与习惯
都千差万别，要想完全且准确地理解每位教员的汉语不
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如果专业教员能有一定的跨文化
交际意识，那么译员对其语言的理解会更准确、快速。
由此可见，语言——外军学员的语言能力，教员的

汉语水平与译员的英语水平——是影响外训课堂效果的
直接因素。
课堂发声，是在用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用内容吸引培

训对象，促进其对培训的认同。可是，如果课堂内容界定不
明、课堂语言不够有效，则课堂基本已失，何谈“讲好”。

2.1.2 管理中讲述
对外训学员的管理工作，由于多需要中方发出声音，

主动作为，因而列入“有声的讲”范畴。管理工作困难
重重：管理对象可能来自亚洲、非洲、大洋洲、美洲等
地区的数十个国家，国情差别大，宗教信仰各异，语言、
文化、思维方式差异很大，而且越来越多的培训对象曾
有他国 /多国培训经历。如果照搬我军的内训管理模式，
显然会“水土不服”，不利于达成我们的培训目标。
第一，管理人员需要跳出内训管理的思维模式，减

少“命令式”管理，增加“沟通式”管理。受训人员身份
特殊，在其国家享有一定社会地位，“命令式”管理方式
显然不合适。我军低级军衔人员管理高级军衔人员较为普
遍，然而在军衔制国家，这却是不可能发生的。因而，变
生硬的“命令”为平等的“沟通”，管理会有效得多。
第二，加强“法治外训”。受训对象是军人，对“规

矩”非常敏感，已经有遵守规矩的自觉和习惯，且执行
力相对较强。只要我们有合乎情理、具体可操作的规章
制度，一切有规可依、有规必依、违规必究，规矩面前
人人平等，那么很多当下遇到的管理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该院外训学员提交的培训报告中，不少人质疑中方管理
人员为何对不守纪律的受训人员视而不见，甚至认为我
们没有能力应对违反纪律的事件。
第三，要鼓励大胆、创新、开放地开展管理工作。

该院鼓励受训对象在寒假期间畅游中国，通过实地考察、
亲身体验，去认识真正的中国和中国文化；在其离校前
布置一些任务：如返校后将组织主题摄影大赛、将游记
结集成册等，让寒假游成为促进达成外交目标的一次重
大机会。事实证明，这一方式不仅缓解了假期管理压力，

更重要的是，能够让他们更加了解中国，用另一种方式
解释了中国。在培训报告中，关于寒假游的组织，评价
无不是正面、积极的。
第四，管理人员需要意识到，真实是话语的生命力。

“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是真实而非刻意打扮”[2]。在这个
信息全球传播的社会，只有真实的话语才能帮助我们获
得想要的结果。而且我们应该对自己的国家、制度和文
化非常自信，任何事物有优点也必然有缺点，实事求是
才能提升管理者的话语力。
最后，对他国军人要进行“去特殊化”管理。事物

一旦被打上“特殊”的标签，那么就很难按照正常规矩
去对待；同时，当事人也特别反感被特殊化，认为没有
得到公平对待。“特殊”是很多矛盾和困难产生的根源。
将外训看作是“正常”“常规”的培训进行管理，同时要
“因材施教”“因地制宜”，不照搬内训管理模式，这并不
矛盾，前者是态度、战略，后者是方法、战术。
对外军事培训涉及的管理工作多而杂，面临的挑战

很多，要求也很高。管理者直接面对外军学员的各种需
求，如何解决、如何紧握主动权，将这部分故事讲得有
条有理，将直接影响我们的外训效果。

2.2 无声的讲述
无声的讲，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可以看

作是我们在被动地讲。培训期内不分时间和场合，只要
是外训学员的活动场所，就是公共外交场合；无论是管
理人员还是教员，都是参与外训的公众，都在有形或无
形地展示着中国形象，讲述着中国故事。简单如衣饰，
平常如站姿，都在诉说着你我的故事，而在外军学员看
来，那就是中国故事。
在很多国际场合，国家领导人都在大力宣扬中国

“礼仪之邦”的声名，如果在外军学员亲历中国期间，我
们军人群体却在亲身“讲述”完全不同的“中国故事”，
难免会产生诸如“表里不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等十
分负面的影响。无声讲述的部分也正是容易被忽略的地
方。然而这种无声的讲述却更易深入人心，令人信服。
这就需要开展公共外交教育，让相关人员明确自己的真
正使命，树立公共外交意识。
正面的无声讲述实质上是在佐证有声讲述，二者呼

应，才更易令人信服，效果更好。反之，会让受训者迷
惑，引起误解，进而质疑，产生反效果。

3  结语

明确对外军事培训的目标之后、实现目标之前，我们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影响因素远不止本文所列，分析深度
也还需要拓展。但是只要中方参与人员对目标有了共识，
朝向这一目标努力，形成合力，必定能够逐步解决目前国
内外训所面对的种种难题，靠近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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