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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着眼实战化要求积极推进军队院校学员战术 

野外训练教学改革 
◆邹  威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南京校区研究生 3 队  江苏南京  211132） 

 
摘要：军队院校学员战术野外训练教学改革，必须从转变思想观念入手，
强化四种意识，打牢军事专业和技能训练基础，科学构建训练内容和课

程体系，运用先进的训练方法与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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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院校学员野外训练，融教、研、学、练于一体，学科内
容的综合性、应用性特点突出，训练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员
毕业后的任职能力和发展潜力。我们根据战术教育特点，积极推
进任职教育的改革创新，确立战术野外训练教学的新理念和新方
法，取得了较好的训练成效。 

一、强化四种意识，突出战术野外训练特点 
一是强化学员的战斗队意识，树立练为战思想。虽然和平与

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总体和平，局部紧张的基
本形势依然严峻，作为国家领土主权和安全捍卫者的军人，应当
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而作为我军未来指挥员的军队院校学员更
应该关注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保持高度警觉，确立牢固的
战斗队意识。二是强化学员的指挥员意识，提高其指挥管理能力。
在进行战术编组作业时，轮流让学员担任指挥员，对干的出色的，
成绩突出的指挥员适时提拔使用，对指挥不得力，成绩一般的指
挥员及时指出问题，这样使学员感到了压力、动力，明显调动了
他们任职的积极性。在学员担任指挥员的过程中，重点围绕受领
任务、组织计划、指挥方法、处理情况等内容进行训练。在处置
战术情况时，要求学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来分析、处理问题，培
养全局意识，改变过去教官讲、学员被动练的“保姆式”教学方
法，教官更多的是以调理员身份通过战术情况的启发、诱导来组
织作业，并通过临时变更敌情、变换作业方法等随机调理方式增
强训练的难度，培养学员的应变能力和心里素质，强化学员的指
挥员意识。通过合理编组，90%以上的学员担任过营、连、排指
挥员的职务，有效地提高了指挥管理能力。在战术野外训练中，
采取“一看、二练、三思考”的方法。“一看”，就是在野外训练
时，在专业教室或训练基地，让学员观看预先制作的专业训练课
件，使其增加感性认识，开阔眼界；“二练”，即在野外训练实施
过程中，着重对所学知识和技能进行强化，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
解把把握。“三思考”，即在野外训练中，每天安排一定的时间进
行讨论交流，根据当天的训练科目，作业完成情况，结合现实斗
争准备和未来战争特点，让学员积极思考、大胆发言，教官相机
进行启发诱导、归纳总结。通过“一看、二练、三思考”方法的
运用，开启了学员创新意识，培养了学员的创新能力。 

二、注重基础与技能训练，强化学员第一任职能力培养 
一是按纲施训，依法施训。新大纲是全军科技练兵的法规和

依据，大纲对干部训练提出更高要求，不仅增加了训练时间，而
且加大了训练难度，每个训练科目内容，都增加贴近实战的训练
条件，提高了训练的层次和起点。据此，我们根据新大纲对学员
的要求，在野外训练中注重全面打牢学员战术基础；根据学员任
职需要，将野外训练课题的每项内容逐个分解，形成多个内容体
系；在野外训练中，特别注意了适应性训练，突出对学员“三能
合一”综合训练；着眼培养学员整体素质，注重智能、技能和体
能训练的融合，使学员在训练中，知识结合动作学，动作依据知
识练，用知识指导技能和体能训练，实现智能、技能和体能的同
步增强与协调发展，达到新大纲的训练标准和要求。二是循序渐
进，分步组训。战术野外训练是技术、战术于一体的综合训练，
是深化敌军研究，演练战法，形成整体作战能力的重要环节，我
们根据学员的军事基础、知识水平及认知水平，坚持循序渐进的
原则，做到先技术后战术、先理论后实践、先分步后连贯、先分
练后合练，扎扎实实、循序渐进，保证了野外训练的稳步推进和

训练质量的稳步提升。 
三、着眼实战化要求，突出抓好训练内容和训练方法手段创

新 
（一）科学构建新的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落脚点，

也是改革的重点与难点。我们以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为重点，全
面修订了教学计划，打破学科间的壁垒，强化课程间在逻辑与结
构上的联系与综合；在课时安排上，增加学员练习时间，减少理
论讲授时间，在教学内容更新上，着眼提高学员的能力和综合素
质，突出“四新”教学，即突出新技术、新知识、新理论、新装
备教学，让新知识、新技术、新装备进教材、进训练场，进学员
头脑，分层次、有重点地抓好新一代教材建设，形成符合实战化
要求的教材体系。 

（二）注重抓好对抗训练 
一是紧贴使命任务，搞好总体设计。结合任职后可能担负的

作战任务、预定作战方向与地域及交战对手确定训练课题、对抗
内容、对抗形式，把敌我最新作战思想体现在训练想定当中，通
过把敌情设真、对手设强、条件设难、环境设险，最大限度地组
织学员自主对抗训练，在对抗中练指挥、练战法、练协同、练保
障，全方位摔打学员。二是强化战法运用，科学确定对抗内容。
注重“贴近实战、实情实设”，灵活构设复杂情况，逼着学员动
脑筋、想对策，在对抗内容上，以侦察与反侦察、机降与反机降、
袭扰与反袭扰、夺占与反夺占为重点，形成多维的对抗局面，在
情况构设上，突出焦点问题、突出自主分析，突出临机处置，促
使学员聚焦关节点，全程进入情况，临机分析决断，提高分析判
断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和指挥控制能力。三是采取多样化的对抗
手段。在内容上，组织特种侦察、快速机动、火力打击、警戒防
护等对抗；在时间上，组织了昼间、夜间作战行动对抗；在手段
上，组建了一支专业教官负责，学员参与的“蓝军”模拟分队，
克服了一厢情愿等现象，增强了对抗难度、提高了对抗效果。 

（三）积极组织基地化训练 
一是抓好单兵精准训练，补齐短板，强化弱项、使学员达到

能精确操作手中武器，熟练运用战术动作；二是抓好分队协同训
练，重点抓好排、连、营各级的协同训练，确保人与装备、技术
与战术的有机融合，实现与参战的其他军、兵种的密切协调配合，
着力提高整体作战能力；三是抓好要素联动训练、注意克服技术
与战术脱节、分队与机关脱节、各训练要素相互脱节的现象，按
要素编组实施联动训练，增强学员的全局意识、战术意识，提高
学员全面谋划、协调配合和指挥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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