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oughts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in Military Academies  

Zhang Wen1,a, Zhang Qian1,b* 

1 Air Defense and Missile Defense College, Air For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an, Shanxi, China 
a 499571175@qq.com 
b* zhangqian8913@163.com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military education policy in the new era,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have 

placed higher demands on high-quality and innovative talents. Starting from cultivating and adapting to the needs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creating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with innovative capabil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bility requirements of applied innovative talents in military academies in the new era, and systematically sets up a 

talent training system, integrated curriculum system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main and auxiliary Curriculum 

support and other aspects discussed the teaching reform plan, and discussed the role of a complete structure and 

complete function of the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on talent training. The research of the thesis provides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training of innovative and applied talents in military acade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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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持续推进，军事教育训练对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培养适应战略

转型需要，打造具有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出发，对新时代军队院校应用型创新人才的能力需求进行了分析，

从系统设置人才培养体系、一体化课程体系设计以及优化主辅课程配套等方面对教学改革方案进行探讨，论述

了结构完整、功能完备的实践教学体系对人才培养的作用，论文的研究对军队院校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了

思路和参考。 

关键词：人才培养；军队院校；教学改革；课程体系 
 

1. 前言 

随着军队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和空军战略转型

的持续推进，军事教育训练对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时代军队院校教育创新必须适应

时代发展、紧贴部队岗位能力需要，确立与军事装备

发展相适应的新的教育观和人才观
[1]
。正如杨振宁博

士所说：西南联大教会了他严谨，西方大学教会了他

创新。这足以反映不同教育观念对学生培养的作用和

效果不同。军校教育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

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但目前我们的教学中有不少环节

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

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生创新素质的形成及

创新能力的提高，不利于军校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
[2，3]

。目前，面对刚刚跨入战略空军门槛的军种，防

空反导部队作为未来的战略力量，在我国领土防空中

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军校是军队培养人才的摇篮，

其中，防空反导学院肩负着防空反导人才培养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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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为部队培养适应新军事任务需要、具有较强创新

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是我们每个从事军校教育的人应

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在军校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必须

坚持以学员为主体的教育教学观念，确立培养创新型

军事人才的教育价值观念，加强和完善创新型军事人

才的培养环节，构建新时代军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方

案和课程体系，构造功能完备的实践教学体系，为创

新人才的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 

2. 新时代军校应用型创新人才的能力需求 

高校培养的人才目标定位，根据创新活动的性质

可以分为研究型、综合型、应用型。其中研究型人才

主要是从事各种理论研究，及各种科学技术研究、设

计与创造的人才，他们的创新活动主要侧重于较高层

次与较深的领域
[4]
。应用型人才主要侧重于实践操作。

综合型创新型人才主要是指既能进行理论上的研究，

又能进行实践上创新的复合型人才。军校培养的人才

应该是既能进行理论上的研究，又能进行实战上技术

保障和兵器操作，是专业性、针对性和应用性很强的

专门人才。军校培养的应用型本科创新人才应具有较

强的装备工程实践能力和兵器操作能力、扎实的专业

业务素质与全面的综合素质、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及

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2.1 具有较强的装备工程实践能力和兵器操
作能力。 

较强的军事装备工程实践动手能力和兵器操作

技能，是军校应用型本科创新人才区别于其他人才的

一个重要能力特征。我们培养的本科毕业生，应具有

及时发现和熟练解决军事装备问题的能力，能敏捷地

在作战、管理和部队服务一线发现潜在的问题，熟练

地运用各种知识和技能解决部队兵器的实际问题。具

有较强的装备工程实践能力和兵器操作能力是部队

的需求，更是军队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扎实

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兵器操作能力是培养创新型人才

的前提，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有利于创新能力的生

成。 

2.2 具有扎实的专业业务素质与全面的综合
素质。 

学科专业知识是直接反映部队岗位的能力需求，

是人才应该具有的基本知识体系，但在防空反导的实

际作战中遇到的问题往往不是单一的问题，而是综合

的、复杂的一些问题。随着部队新装备的更新发展，

根据防空反导作战任务的要求，部队岗位的内涵和外

延处于不断深化之中，对学员全面素质发展与专业业

务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军校应用型本科创新人才的

能力，不仅仅局限于胜任某个具体型号、单一岗位具

体工作的能力，还应具有对新装备发展、岗位变动的

良好适应性。随着装备发展的现代化与集成化，对专

业技能水平的要求更加严格，只有具有扎实的专业业

务素质，才能胜任现代化军队岗位。在专业素质提升

的同时，现代化装备更是对多学科综合能力的考验，

只有具备全面的综合素质，才能经得起时代的挑战。 

2.3 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军校应用型本科创新人才所从事的工作大都是

作战一线部队的装备使用、维护及排除故障等，面对

对象常常是一线官兵，直接涉及指挥、规划、决策、

应用与协作，其中的任何一项任务，都需要团队的创

造与合作，信任、协作精神是军校应用型本科工程创

新人才的必备品质，也是当今部队所必须的优秀品质，

教员育人更要把团队合作精神作为培养重点进行。特

别是在对现今高校的零零后新生力量，他们的个人主

义、独立意识较强，更要对其加强团队合作精神的培

养教育，做好思政工作，培养出懂合作、顾大局的专

业人才。 

2.4 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创新和创造是各种不同层次的人才都应具备的

核心特征。面对新装备的不断发展、更新换代，军校

应用型工程人才的教育目标，更应侧重于“创新意识”

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因为创新能力、创新

行为是与部队实际问题的创造性解决分不开的，是与

学员的发展后劲及终身受益分不开的，只有具有较强

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才有可能创造性的解决矛盾

和问题。军队院校要培养适应新型作战的部队人才，

首先要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

才。 

3. 系统构建创新应用型人才的教学改革方案 

根据新时代专业技术和指挥类军官的职能定位，

遵循创新型人才的成长规律，必须系统优化教学改革

方案。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是为实现人才培养目

标而设计的具体操作方案，决定着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的可行性。课程设置是培养具有创新能力人才的核心

环节，只有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才能孕育出高

素质的应用型工程创新人才
[5]
。近年来，由于新装备

的快速发展、更新换代以及军队改革，往往使课程模

式定位不准，多采取以学科知识为中心的课程模式，

严重地出现了“学问化”的倾向，例如理论知识过重，

实践环节比例严重偏少，淡化了对学员应用能力的培

养；以学科体系构建课程,松懈了课程与部队要求之

间的联系；先理论后实践的课程排列顺序，使理论与

实践出现了严重的时间隔离，造成了理论与实践不能

有机融合；随着新装备的发展，新知识不断出现，学

校的课程随之而增加，学员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不

断受到挤压等等，这些问题阻碍着军校应用型本科创

新人才的培养。因此，必须积极构建有利于创新精神、

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的课程体系
[6]
，适应新时代

岗位能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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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系统设置人才培养体系 

按照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要求构建人才培养体

系，实现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人才培养体系

应该包括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素质拓展三大部分：

在理论课程教学体系，强调基础较扎实，专业知识面

宽，在保证必要的基础理论课程的前提下，加强专业

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培养学员的分析、思

考和创新能力；在实践课程教学体系，以一个或多个

新型号装备为背景，强调工程设计理念和思路、兵器

运用能力培养；在素质课程教学体系，通过公共选修

课程拓展知识，通过课外创新、实践活动和各种竞赛

等，培养学员的团队意识、创新意识和开拓意识。 

3.2 一体化课程体系设计 

军校期间的学习时间有限，但任何一门学科、专

业要学的知识都有很多，学什么、不学什么，如何取

舍，应该根据专业培养的目标要求来选择，切实把学

员大学学习过程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进行整体设计

和优化，其重点不在于一门课程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重要的是强调课程之间的功能区分和内在联系，从而

避免课程之间不必要的重复，优化课程结构和内容、

改革教学方式、整合课程设置，构建融会贯通的一体

化课程体系。 

3.3 优化配套辅助课程设置 

增加选修课程比例，满足学员个性化需求；实行

主辅修制度，满足学员知识拓展和个人发展的要求。

在实现选修课学时比例不低于 1/3，实践环节课时不

低于总课时的 1/3，课外学时不低于总课时的 1/3 方

面进行探索，为学员个性发展、实践能力培养、自主

学习和独立思考等方面留出时间与空间。创新能力的

培养要发展学员的个性、引导学员的兴趣、拓展学员

的知识，军队院校应该给予充分的条件支持与人员保

障，比如设置多样的课程、举办丰富的俱乐部活动、

开放适当的实验平台、提供一定的科研机会，这些都

能够发展和培养本科学员的创新能力、有利于军队创

新型应用人才的培养。 

3.4 突出动手实践平台构建 

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打造有利于学员动手操

作的实践平台，突出实践能力和创新应用能力的培养，

设计与理论教学相对应的实践教学内容，研发动手实

践平台，辅助学员完成理论学习的升华和工程应用实

践能力的深化，真正把学院的理论知识和实践动手能

力稳步提升，让学员更好、更快的提升自身能力素质。

可以采用虚拟仿真平台与实战实操相结合的方法，让

学员经过虚拟仿真训练，熟悉实践目标、实践原理、

实践过程、实践结果等，将理论知识与仿真实践相结

合，为实际操练奠定扎实的基础。虚拟仿真平台与实

战实操相结合有利于实际的动手操作，有利于创新应

用型人才的培养。 

4. 科学规划结构完整、功能完备的实践教学

体系 

结构完整、功能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是培养军校

应用型、创新型本科技术人才的重要平台。军校现行

的实践教学环节，在针对培养创新型人才方面，其系

统性、体系性设计还有很多欠缺。为了提高应用型创

新人才培养的素质，实践教学环节是至关重要的。军

校教学应本着“能实不需、虚实结合”的原则构建成

结构完整、功能完备的实践教学体系。以基础课与实

验课相结合，以实验中心和专业实验室为平台，让学

员掌握基本实验的技能和方法，灵活应用科学知识促

进科学思维和创新思维训练；以实训中心和工程中心

等为平台，提高学员实践技能和工程分析能力；以虚

拟仿真平台搭建实验系统为平台，加深对课程知识的

认知和了解，掌握相关课程知识的应用方法和设计理

念、设计技巧；以模拟训练器和部队实习基地为平台，

使学员掌握兵器原理与战术技术应用的关系，强化军

人素养和责任感；以综合性的毕业设计为平台，培养

学员综合运用专业理论、专业知识，分析、解决装备

问题隐患的能力；以课外科技创新活动为平台，学员

通过参加学科竞赛、教员科技立项、科研课题等活动，

增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以假期大学生社会实践活

动为平台，为学员提供了解国情、社会的途径，使学

员掌握调查研究方法，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构建军

队院校实践教学体系应把握如下几个方面。 

4.1 建设“精教勤研”的实践教学队伍 

教学能力是教员的立身之本，研究能力是教员提

升自我的途径。建设院级研发中心，为教员提供研究

基地，鼓励教员积极申报科研课题，提供科研经费支

持；鼓励并组织教员积极参与部队实践锻炼；教员要

主动研究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升教学能力，与时俱

进，真正了解当今时代部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怎么

样培养人才，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军校教员要教学与

科研并进发展，用教学促进科研，用科研反哺教学，

把科研中前沿的知识带进课堂里面去，让学员实时了

解科技发展的最近领域与动态，了解现代作战的新技

术、新方向。 

4.2 建设“行之有效”的实践教学资源 

充分发挥教员科研课题的优势，从教员科研课题

或技术开发项目中选择内容丰富的题材，鼓励学员积

极参与。题材要强调综合，突出创新和实践，形成富

有特色的实践教学内容，做到“真题真做”的训练效

果，通过建设资源，为学员提供实践平台和基础。鼓

励学员参与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或学科竞赛，为学员提

供信息渠道、经费资助、辅导帮带等保障措施，让学

员不局限于学校所学，能够走出去增长见识、提升能

力，培养其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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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设“功能完备”的实践教学平台 

建设强大的实践教学基地，是工程院校的重要办

学基础，更是培养应用型工程技术和作战人员的充分

而必要条件。在校内实验中心建设中，加强基础教学

实验室建设与改造，为开展单项能力、技术、技能训

练奠定基础；依托校内新装备教学和仿真模拟器教学

基地，开展兵器操作实践教学，使实践教学设备反映

部队装备发展水平，使实践教学环境接近部队实战环

境；在新装备作战部队实习基地建设中，发挥学校人

才优势，与部队互帮互学，达到“双赢共赢”的效果。

除了院校建设自己的实践平台、也可借助于部队或基

地的综合实践平台，增加学员的实践机会，培养出毕

业就能上岗、上岗就能胜任的人才。 

4.4 建设“规范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 

要以军校人才培养计划为依据，不断积累实践教

学经验。针对实验、实训、部队定岗实习等实践教学

环节，不断修订和完善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和学员

实践考核评价标准等，形成形势正规、管理规范、考

核严格的实践教学运行机制。教学应着重培养学员的

主动思考能力，教员在学习过程中起到答疑解惑作用

的同时，更要激发学员主动思考问题的能力和方式。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真正从方式方法上教导学

院如何思考、如何学习。好的教学管理制度能够激发

学员的创新意识、有利于培养其创新能力，军队院校

应制定适宜于学员全面发展的管理制度，跟上时代的

步伐，让管理制度与时俱进。 

5. 小结 

落实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培养军校应用型、创

新型人才，涉及教学的诸多环节。只有确立与军事装

备发展相适应的新的教育观和人才观，才能正确理解

应用型本科创新人才主要特征和未来信息化作战对

人才能力素质的需求特点，才能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通过设计合理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建设行之有效

的实践教学体系和教育平台，才能确保军校培养出高

素质的应用型、创新型人才，才能为我军在信息化战

争中占据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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