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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着眼“网络 + 教育”时代院校教育培训与军事职业教育的契合点，探究其互相促进的积极因素及内

在机理，研究其融合发展的模式路径，并以军事职业教育网络服务平台开展的鉴定理论培训为例，为院

校教育培训与军事职业教育融合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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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convergence of college posting training and military continuing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network + educ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sitive factors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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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mutual promotion, and studies the mode and path of their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aking the 
identification theoretical train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ollege posting training and military contin-
u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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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体新型军

事人才培养体系[1]。进入强军兴军新时代，军事教育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征，如资源数字化、时空网络

化等，推动教育形态、方法理论迭代更新，驱动院校教育培训与军事职业教育的界限愈发交叉模糊，融

合发展不断深化，迫切需要推进教育形态、培训模式、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创新探索与应用实践。 

2. 相关概念阐述 

2.1. 院校教育培训 

我军院校教育培训是指军队院校教育中的非学历教育，区分学员类型、专业和层次，重点培养学员

与履行岗位职责相适应的能力。第十四次全军院校会议提出了军队院校教育要由学历教育为主向教育培

训为主的方向转变；第十五次全军院校会议确立的新型院校体系中，以教育培训为主体，着眼各级各类

任职岗位需求，重点培养学员岗位任职能力；第十六次全军院校会议中调整教育培训院校类型，健全了

以教育培训为主的军事人才培养体系[2]。 

2.2. 军事职业教育 

我军军事职业教育是指面向军队全体人员在岗有组织的、自主的现代继续教育，作为新型军事人才

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有力支撑。军事职业教育是在军队院

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基础上的个性化“泛在学习”，也就是无处不在、每时每刻的学习，具有反应快

捷、贴近岗位、方式灵便、覆盖广泛等特点。 

2.3. 二者融合发展 

院校教育培训与军事职业教育融合发展是从体系的角度思考二者的关系。院校教育培训是主渠道，

重在固本强基；军事职业教育是大平台，具有支撑服务、补充拓展、助推增效的作用。院校教育培训与

军事职业教育有机融合，可有效弥补两次进校之间的教育空白。 
院校教育培训与军事职业教育的融合发展在外军已得到了初步的研究与实践。美军“职业军事教育”

(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把院校教育、任职培训和自学提高作为三大支柱；俄军认为，军事职业教

育贯穿于军人的整个军旅生涯，军事院校教育是俄罗斯军事职业教育的主体，称其为“高等军事职业教

育”；法军的军事职业教育分为院校教育和在职培训两大体系，其中院校任职教育是军事职业教育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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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职培训是其重要补充[3]。 
综上可见，围绕部队官兵岗位履职能力和职业素养，组织在线课程建设、教学与服务，促进部队官

兵立足岗位成长成才，是当前教育培训院校组织开展军事职业教育的重点方向。 

3. 院校教育培训与军事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 

院校教育培训与军事职业教育优势互补、相得益彰，教育模式发展趋势的统一性、军事人才培养目

标的一致性、军事教育施教主体的同一性、教学资源条件建设的一体性，两者客观存在着互相促进的积

极因素及内在机理。 

3.1. 教育模式发展趋势的统一性 

①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体现了信息时代科技发展优势，在国内外高校广泛运用、教

学成效明显，也是院校教育培训改革的重要趋势。 
② 我军军事职业教育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基于“网络 + 教育”的理念方法，主要依托网络

在线学习，推进教育与信息网络技术的深度融合。 
③ 伴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打破“课堂”、“学校”等时空界限的智慧

教学，未来终将成为院校教育培训与军事职业教育共同目标。 

3.2. 军事人才培养目标的一致性 

院校教育培训和军事职业教育的目标都是培养新型军事人才。但是，一方面在校承训规模的限制成

为院校供给侧与部队巨大学习需求的“鸿沟”，另一方面部队人员离岗学习也成为工学矛盾的突出表现。

军事职业教育的开展，可为官兵提供全员全时全域学习的可能，使院校承训教员更直接、更广泛、更深

入地为部队提供教学服务。 

3.3. 军事教育施教主体的同一性 

承训教员是各级各类人才培养的主力军，服务于全军人才培养整体大局，既是院校课堂教学的施训

者，又是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课程的建设者，只是学习对象和教学模式不同。在立足培养全局上，二者应

合力并举；在立足课堂教学上，二者应互为补充。教员在军事职业教育中，可以充分发挥既有的知识储

备和教学水平，运用院校教育培训成熟的教学方法，为更广大的官兵传道授业解惑。 

3.4. 教学资源条件建设的一体性 

① 课程资源方面，院校教育培训与军事职业教育的课程内容均是围绕受训者得到与军事变革、岗位

要求和职业发展相适应相匹配的军事教育来设置设定的。院校教育培训建设的 SPOC 可经简单改造后传

至军事职业教育网络服务平台，应用于军事职业教育在线教学，军事职业教育建设的 MOOC、微课也可

以引入院校教学，供在校受训学员线上学习使用。 
② 配套条件方面，院校既有的与在线教学相关的软硬件条件，能够在军事职业教育中得到更充分高

效的运用，而军事职业教育需求带来的新投入、新建设，反过来促进院校基础设施升级扩容，为院校教

育培训提供更好的保障条件。 

4. 院校教育培训与军事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模式路径 

应当深入分析研究院校教育培训与军事职业教育之间的辩证关系，充分挖掘运用两者积极的内部联

系，借鉴外军在岗学习的做法成效，推进院校教育培训与军事职业教育在院校供给侧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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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树立“大教育”培养理念 

① 破除传统教育理念束缚。推进“网络 + 教育”的理念方法在教学设计和课程资源开发中应用，

把基于网络在线教学手段引入课堂教学，实现课上课下、线上线下、全时全域的课堂讲授、课后自学、

平台互动多位一体联动式学习模式[4]。 
② 加强教育学习研究。深化军事人才培养和军事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不断提高素质能力、转变教学

方法，切实发挥院校人才和知识密集优势。 

4.2. 建强“信息化”教师队伍 

① 组织综合能力培训。定期组织多种形式的教师培训，把院校教育培训和军事职业教育的教学能力

需求统一纳入培训内容，在熟练掌握传统课堂教学技能的基础上，提升运用信息技术、数字资源和信息

化环境进行教学设计、课程开发和组织教学的水平。 
② 举办在线课程竞赛。院校举办的教学竞赛，可采取混合式教学或慕课、微课等形式，以网络发布、

现场评比等多种方式进行，提高信息化教学的能力，多措并举形成开放、融合、共享的相对稳定的施教

队伍。 

4.3. 丰富“多用途”教学资源 

① 系统梳理院校教育培训成果。建立院校教育培训和军事职业教育施教课程总库，发挥院校教学优

势，推动现有的 SPOC 和虚拟仿真实验课程向慕课和在线虚拟训练课程转化。 
② 充分利用网络服务平台资源。将已建成上线的军事职业教育课程引入院校教育培训，共享共用，

服务于在校受训学员自主学习，有效避免和防止课程重复建设。 

4.4. 完善“系统性”配套条件 

① 充分运用现有条件。整合优化完善教育环境及设施，统筹院校电教场地设施、设备器材，在保障

院校教育培训的基础上，把军事职业教育工作纳入保障范围，既能够充分发挥效能，又避免重复建设浪

费。 
② 升级改造不足条件。大力推进录播条件升级、军综网出口带宽扩容、互联网覆盖区域拓宽、网络

学习室改造等建设，形成满足受训者自主学习、集中培训、远程教学的联合共用教学设施体系。 

5. 以鉴定理论培训为例探索实践院校教育培训与军事职业教育融合发展 

军事职业教育网络服务平台运营团队与军队某大学开展院校教育培训与军事职业教育融合发展探索

实践，充分发挥军事职业教育对军事人才培养的服务促进作用，依托军事职业教育网络服务平台上线“飞

机维护特设员/电气员士兵职业技能鉴定理论培训”专栏，按照职业定位整体设计和岗位要求，确定培训

任务和目标，突出任职必需的知识、理论、技能，开展线上理论培训等级认证，与线下培训鉴定协同实

施，节约参训人员的时间空间成本。 
培训专栏开设线上必修课程《飞机线路修理技术》、选修课程《飞机用电安全知识》《航空电机与电

器》《飞机维护电气测量技术》《飞机供电系统》《舰载机机电系统》，并辅以配套教材《飞机线路修理

技术》《航空电气维护实训教程》《航空电机与电器》。上述课程均为该大学自建转化成果，即服务院校

教育培训课堂教学，又面向全军服务军事职业教育在线教学。 
参训人员根据课程学习完成情况，申请飞机维护特设员/电气员(初级/中级/高级)士兵职业技能鉴定理

论培训证书。具体而言，完成 1 门必修课 + 1 门选修课可获得初级证书，完成 1 门必修课 + 3 门选修课

可获得中级证书，完成 1 门必修课 + 5 门选修课可获得高级证书，平台提供“自测是否达到证书申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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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功能。培训专栏上线以来，共有 96,350 人参与学习，669 人获得证书。 

6. 结束语 

军事职业教育网络服务平台运营团队，围绕院校教育培训与军事职业教育在组织模式、教育资源等

方面的融合发展，研究探索依托平台和资源开展教育培训预备课程学习、任职资格认证培训、职业技能

鉴定培训等方法路径，上线了一系列学习专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前瞻性开展伴随职业发展的在岗

学习和终身学习理念设计，有机衔接并融合院校、部队及不同形态的教育机构，发挥多维资源优势，将

成为运营团队重点关注的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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