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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新时代，战争形态发生了重大转变，战创伤伤情及一线救治要求亦发生着显著的改变。为适应作战

形态、伤情变化及救治时效要求，向战场保打赢聚焦，加快培养复合、胜战、全能的新型卫勤人才亟待

探索。前期项目组打造了“三地三师联动”的育人共同体，搭建“解困育人相结合”的育人平台，实现

了教学育人由理论到实践、由院校到部队、由课堂到战场的跨越，是基础知识到实战能力转化的有效载

体，是一种新型的突出“实战”“实用”“联合”的新型育人模式，有效实现了最优化资源共享，最大

化合力解困，人才培养质效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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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ering the new era, major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form of war, and significant changes 
have also taken place in the situation of the wounds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first-line treatment.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in combat forms, injurie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ime of treatment, 
it is urgent to explore how to focus on winning on the battlefield and speed up the training of com-
pound, victorious and all-round new personnels of the health services. In the early stage, we built 
an education community of “joint assistance of three regions and three divisions”, built an educa-
tion platform of “associations and combinations of solving difficulties and education”, and realized 
the leap of teaching and educating people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from colleges to troops, and from 
classroom to battlefield. It is an effective carrier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basic knowledge to actual 
combat ability, and a new type of education model highlighting “actual combat”, “practical” and the 
“joint”. This approach effectively optimizes resource sharing, maximizes collaborative efforts to 
overcome challenges, and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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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新时代，随着新军事变革的不断演变对部队卫勤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1]，人才培养质量直

接影响到部队卫勤建设。卫勤人才平时担任抢险救灾、反恐维稳等多样化军事任务卫勤保障，战时承担

战场卫勤保障任务，是卫勤保障能力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2]。提高部队卫勤人才岗位胜任力与任职教育

质效是卫勤建设的时代要求。本文以卫勤人才任职教育为切入点，借鉴成果导向教育理念(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对卫勤人才任职教育培养模式进行重点剖析探索，以期形成了具有理论借鉴意义与实践

指导价值的卫勤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了基于胜任力的卫勤人才任职教育进阶培养新模式，为卫勤人才任

职教育改革提供理论基础，为提高卫勤人才培养质效提供参考借鉴。项目注重三地联合(军队院校、部队、

高水平地方院所)、三师共育(院校导师、部队导师和地方导师)，形成三方合力，将紧缺人才培养与部队

解困充分融入，教学育人“为战而教、寓教于战”[3]，建立和完善“一线部队出题–解困育人联动–三

方合力破题”的卫勤人才培养机制。 

2. 培训内容设置 

卫勤人才作为部队卫勤保障力量的“最前沿”、疾病防控体系的“最末端”、生物安全领域的“第

一线”，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关乎战斗力。培训内容既要反映教育的本质内涵，又要突出实战实用。任职

教育培训内容体系的构建应遵循岗位性原则以适应岗位任职需求为准则，应遵循实践性原则以提供培训

成效，同时应遵循动态性原则以适应新军事变革需求并对接部队岗位需求。卫勤人才任职教育培训内容

体系，应以卫勤人才胜任力模型为基点，围绕知识能力素质图谱规划培训内容体系，使其能满足岗位任

职需求与职业发展需求。 
切实掌握现代军事战争背景下卫勤保障需求变化，引入和借鉴联教联训有益经验和经典案例，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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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卫生勤务教育的实际特点，拓展联教联训理论研究内涵，创新联教联训的体制机制建设，引进新方

法，实现部队卫生勤务人才培养过程中理论联系实际、课堂联系部队、科研服务部队、联合解部队难题

[4]。院校发挥卫生勤务保障、军事训练医学、特殊环境军事医学等方面理论、师资和技术手段优势，积

极主动为部队开展授课辅导、训练指导、课题研究、决策咨询；部队演习演练时可组织院校专家教授参

与演习设计、方案推演、协助筹划和课题攻关；总队在举办本级卫生勤务培训时，邀请院校相关领域专

家协助授课，提升培训质量；院校单维度开展教学的实战化程度低于一线部队，教学训练的针对性不强，

而部队具备良好的实战条件，两者优势互补可大幅提升训练质效[5]。针对卫勤人才培养实际，建立科学

的院校-部队联教联训平台以及联合育人机制有助于实现部队人才需求侧与院校人才供给侧的精准对接，

有助于实现院校人才培养与部队“实战化”需求的动态平衡。基于岗位需求和能力生成，改革和优化传

统的教学训练方式，创新“实战”“实用”“好用”能力生成模式，是当前卫勤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

院校-部队充分联合、优势互补，发挥各自优势，构建科学完备的内容体系和卫勤联教联训组训体系，打

造实战化育人平台，形成育人合力，为教学内容落地落实奠定基础。 

3. 胜任能力培塑 

以胜任力本位教育指导培养模式的内容要素与方法要素构建，能够更好地提高任职教育的成效。任

职教育需着眼学员任职能力的提高和实战能力的培塑，注重模拟训练、现地教学、综合演训等实践教学

的组织。任职教育的培训方式应遵循现代教育理论，以岗位任职需求为导向，同时紧贴部队需求，提升

实践性教学为战属性，突出综合技能与综合素养的培塑。 
院校教学应紧贴部队作战训练，注重实践历练。依托联教联训平台，将实践教学和部队重大军事训

练融合，将课堂搬到部队训练场。一是组织战术背景的综合演练。发挥部队的组训优势，部队参与学员

的综合演练，使学员得到全方位锻炼，实现院校与部队优势共享、同台合练、边演边研，提高学员的组

训能力。二是院校教员赴部队代职锻炼。建议加大与典型地区、重点任务方向部队开展联教联训工作，

常态化选派教员代职锻炼、学员见习实习，把院校的理论知识更好地转化为能力素质。同时，通过联教

联训机制部队指挥员兼职学员导师，现场讲解、现场示范，现场观摩、现场操作，使教学贴近部队实践。

三是开展实战背景的联合训练。院校要在教学情境上有所突破，对未来任务中卫勤保障工作的情境进行

模拟，把教员、学员摆入战位，研习案例，深入研究任务中卫勤保障的特点规律，在实战、任务条件下提

升卫勤保障的感性认知与理性研判，加快对书本理论知识的接受与掌握，让教员、学员在实战环境中增

长能力。三是帮困育人结合形成三方合力。针对基层提出的瓶颈难题，院校、部队和地方高校院所合力

攻关。军队院校发挥主导作用，通过联教联训发现问题，通过三方合力解决问题，解困育人有机结合。 
卫勤人才任职教育培训目标的确定需综合考虑岗位需求、岗位任职、职业发展、个人需求等多个维

度。胜任力本位课程应紧贴知识能力素质图谱，应用“三阶式”人才培养模式[6]，构建不同岗位的胜任

力模型，将胜任力转化为培训目标，并优化设计课程模块。 

4. 实战实用夯实 

卫勤人才战时承担战役或战略机动卫勤支援保障任务，包括创伤救治、心理疏导、防疫及后送等职

能，具有机动性强、反应快、展开迅速、救治快速等特点。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作战模式发生了巨大变

化，未来战争具有武器杀伤强度大，致伤作用时间长，导致新型战伤类型多、伤情复杂、严重、多发，复

合型损伤发生率高，救治难度大等特点，对机动卫勤分队的战伤救治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2] [3] [10]。为

提高卫勤保障能力和胜任能力，卫勤人才培养需提升突出“军味”“战味”。 
通过联合师资互聘使卫勤人才培养课程和教学内容设置更加突出“军味”“战味”，使院校与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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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共同组织合成卫勤演练、卫勤保障，在训、教、战结合中提升日常训练与院校教育教学的“实战

化”“实用化”水平。建立健全卫勤人才联教联训师资力量建设制度，通过师资互聘、人才共育等方式，

打造适应“实战化”“实用性”卫勤人才培养的师资队伍。通过院校–部队卫勤联教联平台教员参与部

队卫勤训练、卫勤演训、为其保障方案制定等实践、实战活动，促进教员“晓战务战”能力水平提升。

一是提高知战练战能力。在参与部队卫勤训练、实战中，发挥卫生勤务保障、军事训练医学、特定环境

军事医学等方面理论、师资和技术手段优势，积极开展授课辅导、训练指导、课题研究、决策咨询、演习

设计、方案推演、协助筹划和课题攻关等。二是提高教战研战能力。通过联教联训参与部队联教联训，

可作为到部队调研、代职的补充，丰富阅历，改善知识结构。同时，立足现行的体制编制，着眼于转变战

斗力生成模式，在一定限度上缩小教员教学理论与部队训练实际的客观差距。三是提高晓战务战能力。

从各总队担负的使命任务着手，从卫勤组织指挥、减员率、后送方式和手段、卫勤编组、协调支援等方

面开展卫勤保障模式研究；就“卫勤组织指挥”内容向总队卫勤保障人员开展教学辅导。四是构建实战

教学氛围。教学训练突出在实战氛围，打造实战场景，准确把握教学环境设置的具体要求，将真实的战

场环境尽可能“复制”到训练场，以“准战场”的训练环境摔打磨炼学员，提高学员遂行实战任务的能

力。五是设置实战教学环境。瞄准实战、紧贴实践，创设逼真战场环境，摆脱校园课堂的制约和束缚，形

成直接的实战感知，实现院校教育训练的“真、难、严、实”，促进课堂向训练场、战场延伸拓展。六是

创设实战条件设施。要按照“源于部队、高于部队、用于部队”要求，依托卫勤综合训练基地，建立功

能齐全的野战环境下的战救教学平台，利用院校人才优势组建不同类型的实验室，如生物安全防御等；

根据卫勤学科专业特点，绘制卫勤人才知识能力素质图谱，科学计划与部队开展联教联训的时间分配以

及内容设置。院校部队充分对接，深度联合育人。注重“现地教学”“跟训跟研”“案例挖掘与共

享”“联学联演”等形式，为提升实战能力奠定基础。依托新型联教联训和 “三联动”机制，学员深度

参与部队演习、任务实践等，深度嵌入卫勤岗位、熟悉岗位职责，全程参与演习演训的筹划设计等工作，

参与实战环境下的救治活动，与部队一起行动，使学员在近似实际的岗位上熟悉卫勤组织指挥的程序、

内容和方法，锻炼和提高学员的岗位任职能力。有计划地组织学员赴任务部队、高校院所参观见学，通

过亲身体验开拓视野、拓展专业知识、提升认识高度；按照培养要求安排学员进入“战场”、进入“战

位”，近距离感受岗位能力需求[7]-[10]。 

5. 结语 

在研究实践中，项目组发现卫勤人才普遍对任职教育需求大，在此背景下，需对卫勤人才任职教育

资源统筹规划，充分考虑供需两侧、提升需求、职业规划、一线救治能力提升等，用好“三联动”模式，

挖掘“三联动”潜能，保证卫勤人才培养稳步进阶。下一步仍需持续加强院队广泛联合、军民深度融合，

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三师三地三联动、育人解困两结合”育人共同体，实现在帮困中育人，在育人中解

困，以实战化能力培养为牵引，绘制并持续优化各类人才知识能力素质图谱，精准对接部队卫勤人才需

求侧，强化三方联合育人，完善“六联”育人模式[10]，拓展军民融合模式，深化教学内容改革，更新和

完善课程体系，用好部队实践平台，打造高水平晓战务战师资队伍，构建起全新人才培养模式，有效解

决教学内容向打仗聚焦、向部队靠拢不够，教学偏离部队训练实践和实战、课程设计与战场需求联系不

紧密等突出问题，助力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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