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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综合素质培养是目前各大高校人才培养的核心内容。文章借鉴系统工程方法论的基本思想，基于霍尔三

维结构理论，从培养过程维、能力维和知识维三个角度出发，探讨学员综合素质培养的途径和策略，明

确不同培养阶段中学员综合素质培养的方法，为军队医学类院校学员的培养提供理论支持，以促进学员

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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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rehensive quality cultivation is currently the core content of talent training in various universities.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2102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2102
https://www.hanspub.org/


佘岚 等 
 

 

DOI: 10.12677/ae.2024.14112102 600 教育进展 
 

This article draws on the basic ideas of system engineering methodology and Hall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theory, and explores the channels and strategies for cultivating trainees’ comprehensive 
qu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process dimension, ability dimension, and knowledge dimension. 
It clarifies the methods of cultivating trainees’ comprehensive quality in different stages of training,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training of medical personnel in military colleges and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trainees’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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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世界战略格局和我国发展与安全需要，对我军建设提出的新

目标，要建设一流军队，首先要有能够担此大任的一流军事人才，这就对人才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军队院校需牢牢把握新军事变革的脉搏，紧随时代发展的步伐，灵活应对军队对人才需求的动态

变化，致力于学员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培养，以坚实的人才基础推动强军兴军的宏伟战略目标的实现。霍

尔三维结构作为一种有效的系统工程分析方法，为学员综合素质的培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希望能

得出一些有益于问题解决的结论。 

2. 霍尔三维结构理论 

1969 年，美国学者霍尔提出系统工程三维结构模型，简称霍尔三维结构法。该方法是用来处理和解

决系统问题时所遵循的程序或模式，适用于良性结构系统[1]。三维结构模型中的“三维”分别指时间维、

逻辑维和知识维，是操作层次上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系统工程方法，成为各种具体系统工程的基础，

提供了一整套解决系统问题的公开程序方式，并同时考虑到为完成这些程序所需的各种专业知识和管理

知识[2]。在军队医学类院校学员的综合素质培养中，引入霍尔三维结构理论，有助于系统性地设计培养

方案，确保培养过程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3. 基于霍尔三维结构的军队医学院校学员综合素质培养体系框架 

军队医学院校学员综合素质培养体系属于非常复杂的系统，包括培养过程、培养内容和培养方法以

及综合素质提升所需的各种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霍尔三维结构能够为这套复杂系统提供一种统一的思

想方式[3]。学员综合素质培养体系包含的培养过程、培养内容和培养方法分别对应于霍尔三维结构模型

中的时间维、逻辑维和知识维。培养过程维起到桥梁作用，引领学员在综合素质培养的漫漫长路上稳步

前行，它是从学员综合素质培养的整个过程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考虑，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精心规划着

学员成长的每一步。培养内容维，犹如一把钥匙，能够开启学员能力素养提升的大门，可以对某一个特

定阶段学员应该具备的能力素质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如同雕琢一件珍贵的艺术品，力求将学员的潜力

充分挖掘出来。知识维则是一座浩瀚的宝库，蕴藏着完成上述各阶段各内容的工作所需要的各种专业知

识和管理知识，它为学员的成长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养分，如同璀璨的星光，照亮学员前行的道路。由此，

一个坚实、完善、充满活力的学员综合素质培养体系框架得以形成，如同一座宏伟的大厦，为学员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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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培养过程维是对学员从入学到毕业直至后续职业发展的全过程进行精心规划和考量，明确了军队院

校学员培养过程中的几个阶段，主要包括入学阶段、基础学习阶段、专业学习阶段、实践训练阶段和毕

业与职业发展阶段。培养内容维主要包括医学专业能力、军事素养和综合素质。知识维主要包括医学专

业知识、军事知识以及综合素质知识。 

3.1. 培养过程维(时间维) 

军队医学院校学员的综合素质培养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深化的时间线。 
1) 入学阶段 
着重进行基础军事素养和医学基础知识的培养。首先通过体能测试、文化考试和面试等环节进行严

格选拔，挑选具备良好身体素质、坚定政治信念和浓厚医学兴趣的优秀青年，确保学员具备成为优秀军

医的基本潜质。接下来开展系统的入伍教育，包括军事纪律、军事训练、军队传统、军人价值观等方面

的培训，塑造坚韧的意志品质和良好的纪律意识，帮助学员完成从普通青年到军人的转变，树立起为军

队服务、为国防事业奉献的使命感。 
2) 基础学习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包括医学基础知识学习和军事素养培养。 
医学基础知识包括病理学、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物理化学等基础课程，采用理论教学为主，

实验课程和案例分析为辅的方式，确保学员牢固掌握医学基础知识，为后续的专业课程学习打下坚实的

基础。 
军事素养培养包括军事训练，如体能训练、队列训练和战术训练等，通过科学的军事训练，可以提

高学员的军事技能和战斗素养。同时，通过军事理论课程的学习，使学员了解军事战略和军事医学等方

面的知识。 
3) 专业学习阶段 
这阶段主要包括临床专业课程和军事医学特色课程的学习。 
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临床专业课程学习阶段。这阶段学员们将深入学习各类医学专业知识，如内

科学、外科学、儿科学、妇产科学等，通过理论授课和临床见习等环节，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提

高临床诊断、预防和治疗能力，为下一步临床实习打下坚实基础。 
学习专业课程的同时，还开设了军队卫生勤务学、军事医学概论、战创伤救治等军事医学特色课程，

培养学员在战时和特殊环境下的医疗救治能力和卫勤保障能力。 
4) 实践训练阶段 
学员进入高年级后，就到了实践训练阶段，主要包括临床实习和军事演练。 
临床实习环节着重培养学员的临床实践能力。学员到军队医院或基层部队医疗机构进行临床实习，

在医院的各个科室轮转，亲身体验临床工作的实际情况，在实际工作中锻炼临床操作技能和医患沟通能

力，积累临床经验。 
这阶段还可以通过参与军事演练和卫勤保障任务，模拟战时环境，通过实战化训练，一方面检验学

员的军事医学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另一方面提高学员的心理素质和团队协作能力。 
同时，学有余力的学员还可以参与科研项目和学术活动，培养创新思维和科研能力。 
5) 毕业与职业发展阶段 
临近毕业，进行综合考核和职业规划指导。 
毕业考核是对学员综合素质进行全面评估，包括专业知识、临床技能、军事素养等方面，确保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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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成为合格军医的各项能力素质。 
为学员提供职业发展指导，帮助学员明确自己的职业目标和发展方向。根据不同学员的特点，选择

继续深造或投身基层部队医疗工作，为军队医学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3.2. 培养内容维(逻辑维) 

1) 军事素养 
军事理论：主要包括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军事历史等方面的知识，通过竞赛、比武和文化活动，提

高学员的军事素养和战略思维能力。 
军事技能：具备良好的体能素质、基本的战术动作和战斗技能，如射击、战术动作、野外生存等，具

备在战时和复杂环境下执行医疗任务的能力。 
卫勤保障能力：了解军队卫勤保障体系和工作流程，掌握战创伤救治、灾害医学救援、卫生防疫、

卫勤组织指挥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为部队提供高效的卫勤保障。 
2) 医学专业能力 
预防保健能力：强调预防为主的理念，培养学员推进健康教育、落实疾病预防和实施健康管理的能

力。让学员充分了解军队人群的特殊健康需求，进而制定相应的预防保健措施。 
临床诊断能力：培养学员准确判断疾病的能力，包括病史采集、体格检查、辅助检查(如实验室检查、

影像学检查等)方面的技能。通过临床实践和案例分析，提高学员的诊断准确性。 
治疗技能：教授学员各种治疗方法，包括物理治疗、药物治疗、手术治疗等，并且能够根据患者的

具体情况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培养学员熟悉各种临床操作，如注射、穿刺、插管等操作技能，确保学

员能够为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治疗。 
3) 综合素质 
团队协作能力：培养学员的团队分工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使其能够在医疗团队中承担组织和协调

医疗工作。通过担任学生干部、参与小组活动和团队项目等方式，提高学员的领导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 
创新能力：鼓励学员参与科研项目和学术活动等活动，引导学员积极思考，激发学员的创新潜力，

培养科研能力和创新思维。目前军队院校学员在传统的教育观念影响下，共性多、个性少，创新意识、

创新能力不足，院校对创新能力的培养重视程度也不到位。而提升创新能力是军队院校改革和发展的必

然趋势，是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必经之路。 
人文素养：注重培养学员的人文关怀精神和职业道德，使其具备良好的医患沟通能力和服务意识。

开设人文素质课程、开展文化活动和志愿服务等活动[4]，培养学员的人文精神和职业道德。 

3.3. 培养方法维(知识维) 

1) 系统科学是一门致力于研究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关系、演化以及调控规律的科学，它能够被运用于

从系统和整体的视角去探寻学员综合素质培养体系的特性与规律。学员培养过程中，首先运用系统分析

明确培养目标和要素，接着借助系统建模优化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还可以通过系统控制加强培养过程

管理和质量评估以及利用系统协同促进各方面资源整合和协同育人。 
2) 管理科学是一门研究管理理论、方法和管理实践活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学员综合素质培养体

系中开展管理工作的重要依据。具体如下：运用目标管理明确培养方向，借助过程管理提升培养质量，

通过资源管理保障培养需求，以及利用激励机制激发学员动力。 
3) 军事学是研究战争的本质和规律，并用于指导战争的准备与实施的综合性科学。 
4) 军事医学主要包括军事医学概论、战创伤救治、军队卫生勤务学、军事预防医学等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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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军队医学院校学员特有的知识领域，对于提高学员在战时和特殊环境下的医疗救治能力至关重要。 

4. 结论 

本文从军队医学院校学员的综合素质培养出发，运用霍尔三维结构方法论，构建了军校学员综合素

质培养的霍尔三维结构，培养过程维、培养内容维和培养知识维三个维度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共同构

成了一个完整的培养体系，为培养适应新时代军队卫勤保障需求的高素质医学人才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

法。通过对这三个维度的构建与整合，能够全面系统地提升学员的医学专业能力、军事素养和综合素质。

在时间维上，从入学到毕业的全过程规划，确保学员在不同阶段都能得到有针对性的培养和锻炼；逻辑

维的问题解决流程，促使学员学会分析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付诸实践，培养了其批判性思维和实际操

作能力；知识维的多学科融合，拓宽了学员的知识面和视野，使其具备应对复杂军事医学问题的能力。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军事医学的快速发展，军队医学类院校学员的综合素质培养体系将不断与时俱进，

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军队医学人才，为保障军队战斗力和国家的安全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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