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擒敌实战意识内涵、重要性及其培养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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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警官学院  四川成都  610213） 

 
摘要：实战意识是决定擒敌实战成败的重要因素。本文结合擒敌术本质

特征，进一步阐明了实战意识内涵及其重要性，并提出擒敌术训练必须

坚持战斗力标准，从多个途径强化培养擒敌实战意识，进一步提高官兵

整体擒敌实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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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擒敌实战对抗中，良好的实战意识是保证擒敌技能正常发
挥、有效发挥的重要因素，只有具备了良好的实战意识，才能够
在擒敌战斗中快速反应，准确判断，灵活应变，有效战胜敌人，
取得胜利。这就需要准确认识和把握擒敌实战意识的内涵与重要
性，找到针对性的培养途径。 

一、擒敌实战意识内涵 
意识是指客观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

心理过程的总和，它是指导人们行为的基本依据。而实战意识是
人脑对可能或已经存在的危险信号刺激本能地运用自己的身体、
心理、知识、技能等能力进行应对的思维活动过程。它是经过理
论学习和反复的实践锻炼后形成的，是对处置实际环境中各种情
况所做出的观察、分析、判断等一系列自动化的思维反应，通常
是通过语言和技术动作表现出来。 

对擒敌术而言，实战意识有着更为具体的内涵，主要包括敌
情意识、自我保护意识、目标选择意识、攻防意识及战术意识等。
这些意识在敌我格斗对抗中表现为行动的预见性、观察的全面
性、判断的准确性、应变的灵活性、战术的合理性和防卫的积极
性等方面，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擒敌实战技能能否有效发
挥。 

二、实战意识在擒敌对抗中的重要作用 
实战意识对擒敌实战对抗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有

什么样的实战意识，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擒敌行为。在擒敌实战中
不单纯只是打技术、拼体力，而是要在各种战术思想和战术方法
指导下正确运用攻防行动，才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擒敌实战
意识在具体战术方法的支撑下，对于擒敌战术意图的实现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反之，则会起到反作用。 

在擒敌实战对抗中，情况变化莫测，敌我双方的动作姿势以
及身体所处的位置都在不断发生变化，攻防节奏转换非常快，战
机稍纵即逝，因此不能有半点犹豫，必须有良好的实战意识，才
能将对手的意图识破，从而采取应对的技术策略对敌实施有力打
击，同时使自身免于敌人的制约。一旦失去机会，就不能充分发
挥技战术水平，也就难以达到制敌的目的，甚至会受制于敌，处
于被动地位。每一个娴熟的擒敌技法，无不受实战意识的制约。
如果说擒敌动作基本招数是实战意识的基础，那么实战意识就是
招数的灵魂，缺乏清晰的实战意识指导，都会因其盲目性而失去
各种攻防机会，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因此，良好的实战意识对
争取战场主动权，提高实战水平起着重要的作用。拥有良好的实
战意识能够客观准确地分析判断敌我双方情况，并自动化地充分

发挥自身的技战术能力素质，勇敢沉着，把握时机，攻防兼备，
活用战术，把握擒敌战场主动权，有效提高实战能力，这是武警
官兵在擒敌任务中战胜敌人，快速制敌的关键。 

三、培养良好擒敌实战意识的主要途径 
（一）通过擒敌专项理论知识学习间接培养。具备良好擒敌

实战意识表现为快速准确分析判断敌情，灵活运用擒敌知识和技
能，在复杂多变的危险困难情况下，及时准确观察变化的情况，
然后随机应变，采取相应的对策。可以说，实战意识就是自身素
质的外在体现，所以，必须加强相关理论知识学习，提高自身专
业素养，才能提高实战意识。比如擒敌战术学、谋略学、心理学
等知识。通过理论学习和智力训练，提高自身知识水平，开阔视
野，敏捷思维，提升智力，能够加强自身对外部环境的反应能力、
分析能力、判断能力，从而间接的培养实战意识。 

（二）通过擒敌技战术教学训练渗透培养。擒敌术中的每个
技战术动作都有它的特点、应用范围、标准和要求，在实战中都
有它相应的价值。在擒敌训练时，要严格按照规定的动作要求和
标准来练，同时要认真分析并理解掌握动作的内在原理及实战作
用，并通过对抗练习，录像观摩分析等手段强化在技术训练时应
养成的实战意识。在战术训练时，也要注意合理运用战术的方法，
可以通过战术对抗训练，检验战术运用的灵活程度，强化战术运
用的时机，形成条件反射，加深印象，积累经验，从而强化实战
意识。无论在进行技术还是战术训练时，都应注意技术与战术相
结合，使技战术在不断地意识刺激下既提高了水平，同时又形成
并发展了良好的实战意识。 

（三）通过观摩擒敌视频资料分析培养。视频资料往往比较
真实、客观，给人印象深刻，可以通过观看一些散打比赛、武术
教学、遂行擒敌战斗任务等录像，进行分析、揣摩，吸收借鉴他
人在擒敌实战中是如何体现和运用实战意识，具体表现在哪些技
战术动作上。通过这样的视频观摩，理解擒敌战法的指导思想，
找出其中实战意识运用的成功经验和失败原因，然后在实践训练
中加以借鉴和改进，使感性认识在实际操作中得到体验，并转化
为能力，从而很好地提高受训者擒敌实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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