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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现役院校军事基础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①

易建取
（公安边防部队高等专科学校 基础部，广东 广州５１０６６３）

摘　要：学员队干部的岗位职责决定其具有管理教育与组织训练的双重职能。从公安现役院校军事基础训练的特

点来看，理念相对落后，教学方法与手段单一，实践训练与实战结合不够紧密。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需要从实战出发，

创新教学理念，丰富教学方法、组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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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现役院校是指由公安部领导，为公安现役部队（边防、消防、警卫）培养人才的院校。实战化训

练背景下，中央军委要求军事训练应围绕向实践要战斗力的方向转变，创新军事训练模式成为各级普遍

关注的课题。这就要求官兵军事技能、能力和素质必须符合实战需要。岗位职责决定学员队干部具有

管理教育与开展军事训练的双重职能，即完成本学员队日常管理、教育、学习等工作的同时，还要组织完

成基本的军事训练，主要是体能、擒敌拳、队列等军事基础科目。教员是完成教学工作的主要力量，但受

教学课时安排的影响，正课时间满足不了实际需求。为保持训练的连续性，军事基础课程还需学员队加

强课余训练，而早操、自习、周末等课余时间均由学员队干部安排。本文主要以公安现役院校学员队干

部如何创新军事基础训练模式为切入点，提出几点思考。

１　学员队开展军事基础训练存在的问题
１．１　训练理念相对落后

军事训练理念是一线指挥员对实施教学与训练活动的认知态度及观念，对培养官兵军事素养有着

极为重要的意义。从公安现役院校课程设置及早、晚课余训练可看出，大量的时间用于队列训练，军事

体能、射击、擒敌等训练科目风险高、枯燥、难出成绩的观念严重影响了训练氛围。军事体能教学还在沿

用传统的练习模式，即进行３０００ｍ跑、５０００ｍ跑、五公里越野等发展一般有氧耐力；练习俯卧撑、仰卧
起坐、深蹲起立等发展基础力量，忽视躯干特别是腰、背部核心力量训练；射击训练仍以固定目标精度射

击为主，而实战中目标移动的轨迹是不规则、不确定的；擒敌训练以掌握技术动作为主，缺乏攻防实战对

抗，应着重培养学员应急情况下的进攻、防守、控制技能。实践证明，随着武器装备、作战环境的深刻变

革，军事训练理念应紧密围绕作战环境和执勤执法需要，不断更新教学理念，训练内容及方法、手段，适

时调整组训模式。经历伊拉克、阿富汗等现代化战争后，美军认为完成作战任务不仅需要具备快速的脚

步移动能力，在敌方直瞄火力或间瞄火力下短距离快速移动的能力也非常重要。

１．２　教学方法与训练手段单一
学员能否主动投入军事训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者采取教学方法的灵活性、训练手段的多样

性、训练计划的科学性。多年来，学员队干部军事科目教学一直沿用传统模式，即简要提示动作要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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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演示、集体练习的模式［１］。该教学模式呆板、低效、缺乏针对性，很难发挥学员主观能动性。从访谈

中得知，公安现役院校当前军事基础训练具有如下特点：“气氛严肃紧张，学员活力不够；学习动机强

烈，练习效果不佳；整体水平不高，训练伤病不少”。笔者随机访谈部分公安现役院校学员队干部，９５％
的受访者表示，从未进行过室内理论教学以弥补纯室外训练的不足，辅导学员掌握高难技术动作。实际

上，提高学员军事素质固然需要大量的实践训练，然而要形成娴熟的技术动作，如１００，４００ｍ障碍，射击
动作，横踢和侧踹腿法等高难动作，依靠简单的讲解和动作演示难以使学员真正掌握技术动作，需要借

助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将学员视觉、听觉、动觉等器官充分调动，通过观看优秀选手训练或比赛视频，

使学员自主学习和分析高难技术动作，效果将会事半功倍。

１．３　训练与实战结合不够紧密
军事训练特殊的目的性、纪律性，要求军事训练是以增强军人作战技能、磨练意志为目的，以提高单

兵实战基础和部队整体战斗力为根本宗旨。从目前公安现役院校军事基础训练的内容、标准、组织形式

来看，学员队组织训练的层面尚停留在动作技能教学和身体素质训练的初级阶段，与军事技能训练脱

节，淡化了对学员战斗精神的培育，导致军事体能训练与地方院校体育课类似。学员队干部组织军事基

础训练通常是走队列、练力量、跑步，如单个军人队列动作、俯卧撑、仰卧起坐、深蹲起立、长跑等基础素

质训练为主，而实战性较强的攀登、障碍、武装越野、倒功、对抗演练等专业训练呈减少趋势，对训练的标

准和要求也降低。从教学的主体来看，学员参加军事体能训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达到考核标准，他们认

为先进武器、装备足以应对实战需要，对于如何通过军事训练来增强士气、培养作风、提升战斗力等似乎

并不在意。

１．４　军事基础素质难以保持和提高
按照人才培养计划，军事院校新生入学后将进行大约８周的军事强化训练，军事强化训练考核时，

各科目合格率通常会达到９８％。笔者研究发现，学员军事强化训练获得的基础素质未能继续保持和提
高［２］。学员在第二学期逐渐转入室内学习，军事素质滑坡极为明显，这与学员队干部能否有效利用课

余训练巩固前期效果具有一定的关系。例如，各级普遍反映俯卧撑考核组织和裁定的困难较大，学员广

泛存在翘臀、塌腰、肘关节角度过大等问题。笔者在教学中，经过拓展知识、讲明利弊、思想启发，取得了

良好效果。如讲解完成动作需要哪些部位参与，若不按动作要求练习，会使肱三头肌、胸大肌等肌肉拉

伸不充分，肌纤维处于不充分收缩状态，长期下去会导致肌肉两端与中部发展失衡，肌纤维增粗受阻，不

仅影响体型的美观，还阻碍肌肉力量和爆发力的提高。运动生理学、人体解剖学知识对纠正学员训练态

度和认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这些知识也正是当前军事体能教学极为缺乏的知识点。当学员意识到

这些问题时才会主动投入训练，养成良好的动作习惯。

２　军事基础训练模式创新的对策建议
公安现役院校完成军事训练任务主要以教员授课、学员队干部课余训练、学员课余自主训练三者相

结合的模式助推学员作风养成、掌握军事技能、巩固军事素质。学员队在保持学员体能素质和巩固军事

技能方面起主要作用，需要从实战出发，丰富教学方法、组训模式。

２．１　创新教学理念，构建教学理念贴近实战的育人模式
公安现役部队一线指挥员大多从公安现役院校产生，其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决定公安现役部队训练

水平的高低。新时期，习近平同志发出指示：“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部队最

缺什么就专攻精练什么”，要求突出实战化训练，全军要从难从严训练，砥砺军人品质，做到令行静止、

雷厉风行，培养优良的军人作风。军事体能训练是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也是军人完成战场作业的素质

基础，任何战术动作的发挥、战术机动及武器装备的操控、转移伤病员均需要军人具备过硬的身体素质、

灵活机智的应变能力、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而军事体能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现代化战争已得到

验证。因此，以创新军事体能训练模式作为突破口，创新教学理念，按照人才培养 －实践检验 －更新理
念－高素质人才的模式，构建教学理念贴近实战的育人模式。现阶段学员队干部要顺应潮流，提高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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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素质，狠抓军事体能，将体能训练视为决定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２．２　创新教学方法，构建信息媒介多渠道传递的学习模式
当前军事训练中对难度较大的动作技能教学一般采取理论讲解、动作示范、体会练习的传统模式，

极少借助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利用图片、影像、动画等信息媒介帮助学员掌握技术动作。按照动作技

能学习的一般规律，动作技能学习进程分为泛化、分化、巩固、自动化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具有不同特点。

军事技能的学习过程同样应遵循动作技能学习规律，唯有达到自动化阶段，单兵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战

斗力，高效地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为了提高障碍、攀登、倒功、对抗等高难、危险动作技能学习和训练

效率，学员队干部在军事训练中应适当融入运动生理学、训练学、人体科学等学科知识，丰富学员知识储

备，将学员视觉、听觉、本体感觉等多种感觉器官调动起来，运用现代多媒体设备，遵循多感官学习 －体
会动作－纠正错误－巩固提高－技能自动化的规律，构建信息媒介多渠道传递的学习模式。
２．３　创新训练手段，构建训练凸显实效的组训模式

学员队干部组织军事训练既要遵循规律以提高学员军事技能，又要围绕提升战斗力以凸显训练实

效。在严酷又不失灵活与人文关怀的训练中，强化军人作风，培养纪律意识、服从意识、协作意识。现代

训练理论认为训练后的恢复与训练同等重要，通过身体恢复来稳步增强军人军事素质的方法已被各界

广泛认可。其中，超量恢复是人体恢复的一个阶段，即运动时消耗的能源物质及各器官、系统的机能恢

复超过原有的水平［３］５５０。超量恢复理论广泛运用于运动训练实践，特别是为军事训练提供了理论依据。

学员队干部在组织军事训练时，要保证训练的长期性、系统性、科学性，年度、季度、月、周等训练计划的

制定均应详细、科学，运用超量恢复理论，渐进式增强学员军事素质。美军从实战中意识到军人体能对

战斗力的重要性，并根据实战经验连续改革体能训练内容，创新组训模式，其先进理念正被我军院校所

吸纳。公安边防院校军事基础训练应转变观念，创新训练内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不断创新训练手

段，遵循科学组训—超量恢复—负荷刺激—提高军事素质的原理，构建训练凸显实效的组训模式。

２．４　创新负荷调控，构建训练负荷量合理搭配的监控模式
按照人体对训练负荷刺激的适应规律，适宜的负荷刺激会促进学员军事素质的提高及巩固军事技

能，过度的负荷刺激会损伤身体组织器官，过于轻度的负荷刺激产生不了训练效果。公安现役院校学员

队干部对军事训练负荷、训练量的掌控情况，以及不同层次的学员对训练负荷量的适应情况，基本凭个

人经验，普遍存在“差不多”“可以”，没有客观评判依据。极少有借助现代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化学等

学科原理，采用生理、生化指标监测军事基础训练效果。如军事体能训练常用的生理、生化指标主要有

心率、呼吸频率、肺通气量、血乳酸、血红蛋白、尿蛋白等［４］１６１，运用指标监测能客观、准确地反应训练效

果以及学员对身体所施加负荷量的适应和恢复情况，反馈教学与训练中存在问题，为调控训练负荷量提

供科学依据。学员队干部要加强军事基础科研成果的运用，创新军事基础训练负荷监控，按照施加负荷

量—指标监控—信息反馈—调整负荷量—提高素质的模式，构建训练负荷合理搭配的监控模式。各训

练单位应根据参训人员实际情况，科学选择样本，研究制定评价指标适合不同军事素质、训练基础的学

员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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