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 and Learning, 教育与学习(3)2021, 10 
ISSN:2705-0408(P); 2705-0416(O) 

 -124-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浅谈警务实战技能特征与组训研究 
汤  明 

（广西警察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0） 

【摘  要】警务实战技能是公安民警依法履职、惩治打击违法犯罪的基本功。为切实有效提高基层民警技战术水平，

提升自我保护能力和实战本领。本文从警务实战技能动作结构项群分类着手，分析警务实战技能形成的特

点和规律，为科学合理制定训练方案与计划进行探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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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警务实战技能与运动技能的关系 

警务实战技能是由单个技术动作或动作组合构成，它

表现为身体中一定肌肉、骨骼运动和与之相应的神经系统

的活动，是一种操作方法，属于动作技能领域的范畴，因

此，警务实战技能的本质是动作技能。[1]如警务实战技能

中徒手防卫技能、控制技能、抓捕技能等同属搏击格斗类

运动技能。警用武器使用技能同属射击运动技能。因此我

们在研究警务实战技能的时候，可以参考与借鉴与之相对

应的体育运动技能类型的训练方法，结合警务实战的特点

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和训练。 

2  警务实战技能项目 

根据公安部警务技能实战训练大纲与基层基础执法

实际需要，目前我国警务实战训练技能大致分为徒手类技

能、警械武器类技能、战术类技能。徒手类技能涵盖徒手

防卫、徒手格斗、徒手控制、徒手抓捕等技能；警械武器

类技能涵盖催泪喷剂、手铐、警绳、伸缩警棍、防爆盾牌、

枪械等技能；战术类技能涵盖警务战术基础技能、搜索战

术技能、人员盘查技能、车辆查控技能等。 

3  警务实战技能动作结构主导因素分类 

根据马特维耶夫的动作分类基本原则，将警务实战技

能项目划分为单一动作结构、多元动作结构、多项组合结

构三大类。接着以警务实战技能各类动作组合形势特点再

分为亚类标准。单一动作结构分为周期性一个亚类，多元

动作结构分为变异组合一个亚类，多项组合结构分为异属

多项组合一个亚类。见表 1。 

单一动作结构的警务实战技能主要有手枪、步枪、狙

击枪等武器运用和警械的催泪喷剂使用技术。因为同一运

动周期武器射击和催泪喷射器使用动作是单一固定且不

断重复的。 

多元动作结构中，变异组合的警务技能涵盖较广，几

乎包含了警务技能中的徒手类技能、警械使用类技能以及

大部分战术技能。因为变异组合亚类要求战训队员（警察）

在模拟训练和实战中随时根据对手（违法犯罪行为人）所

采用的不同暴力对抗手段、方法、凶器以及四周环境，将

平时所掌握的各项单项警务技能进行即时组合，以满足实

战处置需求。例如，战训队员在运用警棍劈击技术有效击

打暴力违法犯罪行为人倒地丧失反抗能力后，采取警棍

“三角锁”控制技术锁控嫌疑人的手腕，为后续上铐带离

做好准备。 
表 1  按动作结构对警务实战技能的分类 

 

多项组合结构中，异属性多项组合类别中以警用武力

等级综合运用技能为代表。该技能涵盖了警务实战技能中

的徒手技能、警械武器技能、警务战术技能的综合应用。

例如，在人员盘查时，被盘查人员进行徒手反抗时，实战

队员可以视情评估运用徒手防卫控制技能，也可以选择使

用催泪喷剂进行反制。若被盘查人员继续升级进行持械武

力反抗，我们的实战队员可以视情评估使用警棍、盾牌、

防暴钢叉甚至是使用武器进行制服。 

4  警务实战技能形成的特点 

警务实战技能与体育运动技能一样，形成规律都是由

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演变。同样具备运动生理学动作技能形

成的四个阶段过程即动作形成泛化过程、分化过程、联系

巩固过程、熟练自动化过程。同时技能的形成依赖于脑、

骨骼、肌肉、关节神经系统系统的机能共同联系下发挥作

用。因此影响警务实战技能形成因素有如下几个特点： 
4.1  警务实战技能的后天习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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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务实战技能不是人类先天掌握的技能，是通过后天

复杂的、连锁的和本体感受性的运动条件反射，运用不段

反复地练习建立的运动动力定型的结果。 
4.2  警务实战技能形成具有任务动机性 
动机是行为的发端，由于警察的天职是与违法犯罪做

斗争，自然会遇上很多危及生命安全的案件。为保一方平

安，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要提升自我保护力，警察应从自

我需求上主动要求学习警务实战技能。此外为匹配岗位能

力，单位也要求警员具备相应技能素质，所以警务实战技

能的形成既有任务强制性也有个人需求性。 
4.3  警务技能生理反馈效果强化性 
警务实战技能的形成离不开运动的生理反馈即固有

反馈或非固有反馈，然后通过新信息整合纠正错误动作最

终达到提高技能的目的。固有反馈。例如，枪械实弹射击

中，实战队员根据靶标的远近、大小、动静等因素来决定

自己调整瞄准的状态、举枪姿势以及移动射击点位以保证

正确、有效地射击。非固有反馈。例如，某项警务技能练

习过程中或完成后，教官及时用言语、动作刺激来提示帮

助训练对象完成和改进动作；[2]因此，在形成警务技术技

能过程中，实战队员根据动觉反馈信息进行整合调整，然

后产生新的信息进行动作纠错和目标应对，从而强化动作

技能的质量提升。 
4.4  警务实战技能感觉机能的敏感性 
在运动技能形成过程中，人的视觉、听觉、位觉、触

觉等与本体感觉在运动中充分发挥着自身机能的作用，加

速运动技能的形成。例如，在徒手防卫技术中，队员进行

大量、反复的训练提高身体各感官在运动中的敏感反应，

形成肌肉记忆自然而然地做出闪躲、格挡防御技能。 

5  警务实战技能训练的整体控制方法的确定 

警务实战技能训练是一项系统工程，为了让学员能掌

握正确的技术，在警体训练中通常采用模式训练法和程序

训练法对整体训练进行总体控制。 
5.1  模式训练法 
模式训练法是一种按具有高度代表性的目标模型为

蓝本，组织和把握运动训练过程的控制方法。[3]我国 100

米短跑名将苏炳添就是依据“冠军模型”打造出来的成功

案例。该训练有着高度的科技信息化和标准定量化的特

点。在狙击手射击培养训练时就可以运用该训练法。一方

面狙击手这一特殊警种数量较少，另一方面狙击技能要求

精益求精、不容有失。所以在培训狙击手时我们可以采用

“狙击精英模型”，以优秀狙击手为蓝本，制定标准量和

发展目标，在技术的各环节运用影像、图片、电子测量等

物理手段实时监控训练数据，不断发现训练对象与模型之

间的训练差，找出短板问题，最后完善训练计划方案，科

学指导实战队员修正技术动作提高射击成绩和水平。 
5.2  程序训练法 
程序训练法是按照训练过程的时序、内容编制成的训

练预定程序，并按照该预定程序组织训练活动，对训练过

程实施科学控制的方法。[3]警务实战技能训练讲求由浅入

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教学训练规律。采用程序训练法

进行训练就要求各训练环节内容清晰、细致，要把复杂繁

冗的训练内容按照系统划分成小的训练单元。例如，在伸

缩警棍劈击技术训练中我们将劈击技术分步骤细化为 11

个训练模块，使得受训者通过由易到难的技术进阶，更好

的掌握和运用劈击技术。如图 1。 

 

图 1  伸缩警棍劈击技术训练程序 

6  警务实战技能训练方法的选择 

警务实战技能的训练方法同体育运动技能一样，有很

多针对性和行之有效性的训练方法。首先我们要明确警务

实战技能训练的方向，即警务实战技能技术训练方向和警

务实战技能战术训练方向。扎实的基本技术是运动技能的

核心，是成为优秀警务技能掌握者的必备条件。合理的战

术运用是发挥警务实战技能优势，扬长避短，确保执法安

全和有效的良策妙计。所以警务实战技能技术训练和战术

训练两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 
6.1  警务实战技能技术训练法运用 
要明确训练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多层面综合性、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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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特殊性等训练原则。充分分析各警务技能技术的动作

要素与技术结构。例如，警务实战技能的动作要素可以涵

盖实战姿势、运动轨迹、动作力度、运动时间、运动速率

和运动节奏；技术结构要注意分析某项警务实战技能的基

本技术构成和技术组合，有针对性的进行分解组合训练。

训练中还要充分考虑影响警务实战技能技术的主体因素

和客体因素。主体因素有人体结构力学、中枢神经系统的

控制与协调、运动感知能力、运动技能储备及心理特征等；

客体因素有执法程序和法律法规、警务实战技能运用的环

境、警务实战技能所运用的装备等。警务实战技能技术训

练常用的训练方法有直观法与语言法、完整法和分解法、

想象法与表象法、减难法与加难法。这些常用的技术训练

法基本是围绕基础教学和训练阶段实施提高的方法，有助

于基层警务人员形成正确技术动作，打牢基本功。 
6.2  警务实战技能战术训练法的运用 
警务实战技能的战术训练是警务实战技能技术训练

的进阶训练、综合运用训练，也是个人与团队协同配合的

训练。该训练对实战队员的技术储备和技能掌握提出更高

的要求。在警务实战领域，警察战术能力是警察实战能力

的重要体现，所以加强警务实战技能战术训练，是提升警

察战术能力的重要手段。在警务实战技能战术训练中要结

合警察战术能力的构成要素，即战术观、战术指导思想、

战术知识、战术意识、以及战术行动等，围绕着依规合法、

估势知情、确保安全、防控快处、灵活机动、协同配合、

警力优势、主动在我、周密慎重、力保全胜的警务战术原

则来设立训练内容制定训练计划，完善评价体系，加强反

馈交流，及时改错揭短促进能力提升，让警务实战技能战

术训练更加贴近实战。[4]警务实战技能战术常用训练方法

有分解与完整训练法、虚拟现实训练法、想象训练法、程

序训练法、模拟训练法、实战法等等，战术训练相较于技

术训练从手段、环境以及对抗程度上都更加全面的要求技

能的综合提升，是培养基层警务人员更好适应现实恶劣执

法环境，提高高危境况下执法处置能力的重要训练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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