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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指出，要持续坚持用打仗的标准要

求，来推动军事斗争准备，持续对官兵增加“当兵打仗和练

兵打仗”的训练思想，并坚持已实战真正需求作为出发点，从

难且从严的进行部队训练，以此提升部队的实战水平[1]。基于

军事体育训练活动是军事训练的重要基础部分，因此实战化训

练对于军事训练而言，亦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对其带

来了更大的挑战。

1  军事体育训练实战化的发展历程及意义

1.1军事体育训练与实战密不可分

所谓实战化，不难理解其含义是像实际战争一样，要求其

训练内容及程度贴近于实际战争[2]。观看我国历史，我国军事

体育训练其开始于革命战争时期，在1927 年时由毛泽东与朱德

在井冈山筑建了首个革命根据地，并在同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正式成立。为了有效预防国民党的围剿，共产党及苏区政府共

同提出坚持体育服务于革命战争的思想，并对红军军事训练提出

了体育军事化的重要要求，即要求将体育与实战进行有效结合。

此后，红军便在军事训练的过程当中，采用每日三操的训练模式，

将军事体育训练与技能进行了充分结合。与此同时，还积极开展

了多项适用于实战需求的军事体育训练活动，例如射击训练和投

手榴弹训练，以及刺枪和劈刀训练等等。其中，大部分训练内容

的设计灵感，均是来源于红军长久的战争经验，其重点突出了实

战化特征。而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国军队充分利用战争空闲时间，

积极开展大比武和大练兵运动，为士兵们锻炼出坚强的体魄，同

时也为该时期发生的三大战役，以及渡江作战的胜利，奠定了坚

实基础。

1.2实战化理念是由三从一大衍生而来

所谓三从一大，即从难和从严以及从实战角度出发开展较大

运动量的训练。该思想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是由体育从业者

针对竞技类运动的实践经验总结而来，它为提升运动成绩，以及

我国竞技体育运动的整体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促进重要。三从一大

的训练思想，对于军队的日常训练其影响程度也颇为深刻，现下

从实战需求作为出发点的训练理念，已逐渐扎根于所有部队当中。

实战化的军事训练，可以促进战斗力的有效生成，它是其不

可缺少的重要路径，同时也是军事训练进行充分转变的必然选择。

在实战化视角下，军事体育训练要以军人身体训练作为出发点，

并有效结合武器装备和战场环境，以及各种兵种岗位，要打破体

能训练与军事训练分别对待的错误认知，并积极将两者与军事技

能训练进行融合，以此开展具备成熟战术，以及更加贴近实战环

境的军体训练活动。

2  实战化视域下军事体育训练的发展策略

2.1结合战术开展实战化军事体育训练

军事体育训练活动并不是单一的跑跳运动，它是军事专业训

练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的军事体育训练，需要充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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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于战术，以此实现训练的创新改革。在此过程当中，可以充分

结合于实战中可能发生的情况，将较为分散的训练内容进行整合，

以此实现连续实施。例如，将单兵5千米武装越野训练活动，与

四百米障碍及多种射击姿势进行连和训练，以此实现真实作战的

进程。与此同时，还可以在障碍训练活动当中，以定班组作业的

模式，将体育训练与班组协同进行有效联系。只有将士兵的身体

训练，放置于具备战术的军事训练活动当中，使军体训练和专业

技能训练充分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军人身体素质和军事素

质，以及战术素养得到一致性发展。

2.2结合战场环境开展实战化军事体育训练

实战化军事体育训练，其要求充分结合与作战环境与条件，

以此开展具有针对性和目标性的训练活动和适应性训练活动，以

及仿真性训练活动。其中，仿真训练是战斗力水平得已有效提升

的重要方法。基与此，军事体育训练需要强化军人身体训练及作

战环境的有机结合，同时需要足够重视作战环境对于人类身体规

律的各种影响因素，比如夜战时较易出现的时差适应等等。在此

基础上，还要充分考量特殊因素影响，比如气候因素以及沙漠高

原等特殊地理环境因素等等。因此，军事体育训练环境需要仿真

模拟未来实战的环境，进行具有针对性和目标性的训练，以此提

升实战化训练的整体水平。

2.3结合兵种专业开展实战化军事体育训练

在开展实战化军事体育训练活动时，应结合不同兵种专业，

依据不同兵种的特点规律，落实相应的专业化训练，简而言之就

是需要什么则重点练习什么，这也是军体训练的基础原则。如若

军事体育训练与兵种的专业特征存在较大差异，同时与自身的专

业训练未形成良好的契合，那对于军事体育训练的成效将有着一

定不利影响。

3  总结

综上所述，我国军事体育训练是在长期的战争经验当中不断

积累形成的。在实战化视域下，军事体育训练需要与作战战术和

战场环境，以及兵种专业进行充分结合，在训练军人体能的同时，

还需要充分提升其技能水平，以此提升实战当中的适应能力以及

作战能力，继而最大限度地将个人能力充分发挥在可能发生的实

战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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