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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海军壮大以及先进设备的应用,对海军舰艇岗位工作
提出更高要求，对海军院校学员的岗位工作能力提出更高挑战。
提高海军院校学员的岗位适应能力,主要体现在体能、热环境适应
能力、抗眩晕和心理素质等方面。海军学员是未来舰艇的指挥官，
制定提升海军学员岗位适应能力的训练手段和方法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

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1. 1 研究背景。为贯彻依法治军方略，构建“三位一体”

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依据军队院校教
学大纲和国家高等教育相关要求，解决海军院校学员岗位适应能
力的问题。针对当今世界军事潮流发展趋势，结合我院学员现
状以及以后学员奔赴自己岗位所需的体能和心理素质打好基础，
使之很快适应自己所在岗位。

1.2 研究意义。学员是未来战争的作战指挥官，在未来战
争的大环境下，军事体能的训练在信息化战争中依然有着不可或
缺的作用。作为军事训练的重要基础，随着作战战场空间的扩
大，作战兵种的划分越发详细，作战分工也越发的明确，不同
的兵种负重也有所不同，不同作战环境下战争节奏的加快，战斗
武器的杀伤力也有所提升，从而对军人的岗位适应能力要求也越
来越高。

2  构建岗位适应能力训练体系的目的和意义
2.1构建岗位适应能力训练体系目的。一是锻造海军院校学

员的军人素质。通过军事体育课程的学习使海军学员既能得到军
事理论的培养和熏陶，又能进行贴近实战的实践，将学员的的体
能、技能和智能等不同类型的素质融为一体，全面检验和提高海
军院校学员的素质。二是提高学员的战斗力。掌握未来战争的特
点和规律，把握现代战争发展的趋势；掌握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
中的应用，针对对手的作战谋略，作出正确的作战决策，提高海
军院校学员适应未来战争的能力。三是提升海军院校学员的岗位
适应能力。以军事斗争准备为牵引，以战争为导向，贴近实战要
求，根据担负的军事任务，深入分析战斗行为对专业岗位的身体
需求，根据身体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岗位化军事体育训练，提高
履行使命任务的身体素质水平，根据岗位专业技能的特点与规律，
促进岗位专业训练与军事体育训练的有机融合。促进军事体育训
练的岗位化发展，是提高军事体育训练质量效益的必然趋势。

2.2构建岗位适应能力训练体系意义。海军院校培养的学员
属于技术类兵种，培养海军院校学员良好的岗位能力，培养吃苦
耐劳、克服困难的顽强拼搏精神以及战胜对手的顽强勇气和信心，
培养对战争的决断能力。

在当前的海上战争突变、复杂的局势下，我们需有针对性的
培养海军院校学员的岗位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严格按照军事体
育教学大纲对院校学员进行培训，既要注重体能和心理上的训练，
还要进行专门的岗位能力培养。因此，新军事体育教学大纲对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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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军院校组织开展教学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海军专业人才，深入研究如何提高海军院校学员职位适应能力具有
极为现实的意义，有助于我国高素质海军人才的培养。其中，为了有效提高学院的岗位适应能力，应当在现有教学体系的基础上完
善，完善训练体系，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素养。本文主要围绕提升海军学院学员岗位适应能力展开讨论，总结现阶段海军学院教学的
主要问题，以及有助于提高训练质量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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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院校学员的岗位适应能力的培养刻不容缓。
3  影响海军院校学员岗位适应能力的因素
3.1 海军院校学员的管理。学员在校期间，所学知识侧重

于理论知识,学习和训练的内容、时间、强度的安排是否科学，
休息和合理的营养需求搭配,值班制度安排等都会对学员的岗位能
力的培养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

3.2 学员自身因素。学员入伍时的体能储备状况、心理状
态、生活行为方式及个性特征。学员是一个完整独立体，不同个体
在岗位能力的培养和获得方面会产生差异，有人理论知识学习能力
强，有人心理素质好、有人体能储备好，个体差异比较明显。

3.3环境因素。包括院校环境因素和个体周围环境因素。院
校环境因素包括课程安排和实施、训练时间、学员队整体情况。个
体周围环境因素指学员生活、学习和训练所处的环境包括学习条
件、饮食条件、训练场地、时间安排和训练设施等因素。

3.4学员自身没有制定岗位适应能力针对性训练计划。学员
的体能储备低,自主科学训练水平低，心理素质欠缺，没有对实战
化岗位能力的深刻认识,军事体育基本理论知识和实践结合的不完
善,对岗位适应能的培养没有进行有效地开展。

4  岗位适应能力训练体系对海军院校学员的作用
4.1提升学员的战斗体能。岗位适应能力训练体系的设计和

实施包含学员体能训练体系，体能训练主要以战斗体能为主，基
础体能为辅。战斗体能是人员以战斗状态在逼真战场环境下完成
任务，提高实战能力的体能训练，具有“为战而练、协同性强、险
难度大、组织复杂”等特点。岗位适应能力训练体系的构建在满
足基础体能要求的基础之上进行战斗体能训练。

4.2提升学员的岗位适应能力。军事体育教学大纲所训内容，
贴近实战，符合当下军事体育训练的改革发展与新形势下强军目
标的总体要求相适应。课程主要目的是增强官兵的身体素质，提
高战斗能力。岗位适应能力训练体系的构建可以更好的帮助海军
学员了解部队工作和训练实际，提高职业素质和任职能力。

5  结论
（1）新军事体育教学大纲对海军学员岗位适应能力的体能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岗位能力所需的力量、耐力、协
调、速度、灵敏等身体素质，能够满足海军学员的岗位适应能力
的体能要求。（2）新军事体育教学大纲对海军学员岗位所需适应
的热环境、抗眩晕以及心理素质方面具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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