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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体教员出现在连队的那一天，南
部战区某海防旅一连班长卢安华的心
里久久不能平静。

这个连队曾经公认的体能训练尖
子，巅峰时期体能成绩“好到没朋友”，
如今已被腰肌劳损困扰多时。最严重
的时候，卢安华连走路都感到钻心的
痛。在卧床休息的那段日子，卢安华不
止一次回想起以前为了提高训练成绩，
不顾一切冲向终点的情景。“要是当时
旁边有懂行的人指导下就好了。”他说。

卢安华的盼望，也是大多数基层官
兵的心声。“关于军事体育训练，你最关
心什么？”某部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
99.7%的官兵选择了“减少训练伤病”；
94.6%的官兵希望“提高训练的成绩”；
91.3%的官兵希望“训练的内容更加丰
富有趣”。

这些数据的背后，是基层官兵对专
业军事体育教员的需要与渴望。

“有些人觉得军事体育训练很简单，
谁都能搞，但实际情况是，不少组织者根
本不懂，有的训练理念本身就是错的。”
多次参与基层部队军事体育调研的海军
军医大学教授包瀛春说，许多连队组织
军事体育训练常年就是 5公里、仰卧起
坐、俯卧撑这“老三样”，不仅与时代脱
节，而且与当下部队战斗力生成严重脱
节。“也不是说‘老三样’不好，但我们必
须从‘老三样’中走出来。”他说。

对此，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军事体
育教员李振航以俯卧撑为例说：“不仅
仅是做多少个，还要看怎么做，比如标

准的、直推、窄推、宽距、斜下，方式不
一样，锻炼的肌肉群就不同。”不同的
军事技能训练需要不同单项的军事体
育训练作为支撑，通过不同肌肉群的
针对性练习以及身体灵敏性协调性训
练，才能让军人的身体更加符合战场
的需求。
“专业军事体育人才的缺乏，是导

致基层粗放式的训练的主要原因，体育
训练和作战技能训练结合不紧是当前
急需解决的问题。”武警工程大学共同
科目教研室的军体教员倪红军说，基层
官兵身体素质失衡的现象很普遍，许多

战士耐力相对较强，但力量、速度、协调
和柔韧素质相对偏弱，连队攀、爬、跳、
投、挖、搬等基本能力训练组织力度不
足。

这样的不均衡在一些课目考核中
可见一斑。翻开基层连队训练成绩登
记表，“老三样”课目的优秀率、及格率
都大幅度高于 400米障碍、轻装五公里
等与实战结合较为紧密的课目。

在一份份成绩登记表上，倪红军还
发现了另一个现象：不少连队训练成绩
的记录，已经连续多年没有被打破过了。

在该旅一营三连，400米障碍的记

录是 1分 34秒，五年前由一个叫陶此洪
的战士创造并保持至今。值得一提的
是，陶此洪当兵前曾在建筑工地工作，
身体素质非常好。
“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在‘蜜罐里’长

大，从小到大都是在一个个教室、一个
个考场度过，体育锻炼不够带来身体素
质下降。”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袁熊说，
时代变了，官兵的身体状态也变了，如
果没有专业的军事体育人才，仍由几十
年的“老办法”来指导如今的训练，肯定
会影响到部队战斗力生成的质效。

其实，专业的军事体育教员这一岗

位早在我军一些特殊的战斗单位中出
现了，并且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空军飞行员中有这样一个说
法：每一个“金头盔”都有一颗“大心
脏”。就像一架先进的战机，为了性能
出众，就必须得用高质量的材料来打
造一样，“金头盔”获得者，要想拥有过
人的技战术水平，身体综合素质必须
出类拔萃。
“在问鼎‘金头盔’的征途上，飞行

员的身体素质始终占据着不可替代的
地位，这离不开专业性的指导训练。”
空军首届“金头盔”获得者、飞行员王海
峰说，他的一项重要生理指标——肺活
量，就是在沙滩足球这项运动中提高上
去的。这项小众运动的开展必须要有
专业教练的指导实施，否则就有可能导
致训练伤。

沙滩足球能帮助“金头盔”练就一
颗“大心脏”，但不同战位对军人身体素
质要求的侧重点是不同的。这种差异
性和针对性要通过怎样的训练去实现？

显然，这些问题需要专业的军体教
员来回答。

基层为什么需要专业军体教员
■王 超

5 个月前，被任命为连队军体教员
的那一刻，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副连
长陈振宇有些喜出望外。尽管军校期间
所学专业是电子工程，但他自认为，这个
岗位很对“胃口”。

这位毕业 3 年的年轻军官个头不
高，却有个响亮的绰号——“肌肉男”。
无论是在连队还是休假在家，健身房都
是陈振宇每天必去的场所。可以说，健
身锻炼是他的最爱。

接到军事体育教员任命后，陈振宇
精心构想着心中的训练蓝图，一心想烧
好上任后的“三把火”。出乎陈振宇意料
的是，这“三把火”非但没烧起来，他却首
先遭遇连队战士怀疑的目光。

一些老兵的经验一茬茬

传下来，已经成了默认“教

材”，想纠正一些不科学的方

法太难了

那天，见陈振宇正在鼓捣施训方案，
连队通讯员齐全亮凑上前，和他有了这
样一番对话：
“副连长，军体教员真的有用么？”
“怎么没用，军校的体育训练就是教

员专门组织的。”
“连队不是军校，除了卡表，我想不

出军体教员还能干什么。”
“卡表谁都可以，我负责的是整个连

队的体育训练。”
“这么多年来，连队没有军体教员，

训练不一样在搞？”
一番对话，几多尴尬。那一刻，陈振

宇只有一个想法：用事实证明自己，证明
军体教员绝不是可有可无。

那些天，他憋足了劲，加班加点研
读《军事体育训练与考核大纲》，还找到
了不少相关教材。初步方案出来之后，
他还联系到了母校国防科技大学军体
教员、北京体育大学博士毕业生郝鑫，
让他把把关。几经修改，这份承载着他
满心期望的方案，终于得到了郝博士的
认可。

陈振宇信心满满地拿出了这份方
案。尽管和通讯员的一番对话让陈振宇
做好了心理准备，但他仍然没有想到质
疑声如此强烈：“这些训练方法很新，看
起来也很好，就是不知道实施起来效果
怎样”“太不靠谱了，每天体能训练就这
么点时间，不出汗的课目安排这么多”
“许多课目，我们听都没听说过，更何谈
怎么组织……”

好在连队主官还认可，这份方案算

是通过了第一关。但接下来，陈振宇推
行方案几乎步步被怼。

组织五公里训练，不少班长觉得“跑
个五公里搞这么多准备活动，完全就是
在浪费时间”；组织趣味类体育锻炼，有
些人说他“不务正业”“组训不实”；组织
小肌肉群训练，几名骨干直接跟他说“找
不到器材”……
“其实大纲对军事体育训练有非常

具体明确的要求，但许多组训骨干宁愿
相信自己的经验，也不相信科学方法。”
陈振宇说，一些老兵的经验一茬茬传下
来，已经成了默认“教材”，想纠正一些不
科学的方法太难了。

不少上岗的军体教员，或

多或少都存在着“陈振宇式”

的烦恼

陈振宇所在的海防旅是 2017 年新
调整组建的部队，整编后的基层营连多
了军事体育教员这一新岗位。

根据上级的定岗要求，军事体育教
员暂时由基层副职兼任，少数没有副职
编制的连队则由主官兼任。不少上岗的
军体教员，或多或少都存在着“陈振宇
式”的烦恼。

谈及自己的组训经历，该旅一营一
连军体教员李振航也很无奈。

部队有个说法叫“炮兵练嘴，步兵练

腿”。李振航所在的连队就是步兵连，不
少组训骨干把这句话奉为圭臬。

李振航按照自己的方法组织体育训
练一段时间后，班长们急了：“新兵训练
成绩不见提高，还不如以前那种高强度、
高爆发的训练方式奏效。”但李振航不为
所动，坚持循序渐进。

有些骨干明显不吃这一套。没几天
就有班长主动给班里的新兵“加餐”：天
还没亮，班长就带着新兵起床，先是在大
陡坡上来回冲刺热身，大汗淋漓之后，便
开始单双杠、俯卧撑、鸭子步等高强度练
习，直到开饭的哨声响起。

李振航想阻止，但班长有自己的理
由：他们底子差，训练必须加量，他当年
的班长练得比这狠多了。

然而，这名班长在参加完上级的体
能比武不久后，被诊断为腰肌劳损，必须
卧床休息，不能再进行高强度、大负荷的
剧烈运动。
“训练伤病是不少基层官兵心中的

‘痛点’，许多伤情其实完全可以通过科
学组训避免。”国防科技大学军体教员
郝鑫博士说，基层部队军体教员的职责
就是指导连队科学组织体育训练。

显然，不是所有官兵一开始就能接
受军体教员口中的“科学训练”。相当一
部分官兵对军事体育的理解就是跑步、
单杠练习这些常见的训练方式，对军事
体育基本理论、训练伤预防知识知之甚
少。

还有一些质疑来自政绩观的困扰。
有些基层主官直言：“也想放开手脚让军

体教员自由发挥，但体能考核成绩是连
队军事训练的重要指标，万一弄砸了，责
任谁担？”

这个问号，也常常压在陈振宇的心
头。上岗 150 天，他每天在这种压力中
度过，一些原本没想到的答案开始浮出
水面。

“我当年就是这么练出来

的！”面对这句老兵口头禅，军

体教员的“说服力”在哪

在磕磕绊绊的组训过程中，陈振宇
开始理解那些质疑他的官兵——

自己没有经历相关的培训、军事体
育训练到底懂多少，战士心里没底，质疑
太正常不过；自己组训经验不够，成绩不
明显，战士自然更愿意相信身边的“榜
样”……

陈振宇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个“突
如其来”的“赤脚医生”。如何让大家相
信自己？战士们看似固化思维的背后，
其实是自己的说服力不够。
“我当年就是这么练出来的！”一些

素质过硬的老士官嘴边常挂的这句话，
在战士中间具有强大的“说服力”。陈振
宇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作为军体教员，
他的“说服力”在哪？

想通了这些，陈振宇才意识到，最大
的烦恼不是战士不理解自己、不相信科

学方法，而是自己的能力恐慌。
“现在回头看看自己那一份组训方

案，的确有不妥的地方，也难怪大家难以
接受。”陈振宇说，新编修的《军事体育训
练与考核大纲》，规范了基础体能、实用
技能、岗位适应等 7大类 120多个训练课
目，自己当时只是凭着直觉做训练计划，
尽管也咨询了专业人士，但还是有好多
不合实际和不合理的地方，说白了就是
军事训练深层次的原理规律没有弄清
楚。
“现在才发现，好的‘健身教练’未必

是好的军体教员。”陈振宇说。
如今，上岗已五月有余的陈振宇，内

心平静了许多。他终于找到了发力点，开
始学习军事体育训练理论、训练伤病预防
等方面的理论，不断向院校军体教员“取
经”，研究基层体育训练的特点规律。

“陈振宇式”烦恼，映照的

不仅是军事体育教员来了之

后的种种现实，还有随之而来

的诸多课题

陈振宇的烦恼暂时告一段落。但在
这个旅，仍有部分军体教员还在烦恼中
徘徊，有的连队体育训练又回到了老套
路。

谈及这支年轻的军体教员队伍，该
旅旅长杨振英满心期待，却也感到担
忧。“军事体育教员队伍虽然已经建立起

来，但远未达到预期的组训效果，这条路
还很长。”他说，个别教员把兼任当成无
关紧要的职务，认为军事体育训练由骨
干组织就行；有的想干好，但又没有信心
和勇气，担心能力不够；有的拿出了思
路，形成了方案，但推进不久就因为各种
阻力而终止了。
“陈振宇式”烦恼，映照的不仅是军

事体育教员来了之后的种种现实，还有
随之而来的诸多课题——

比如，基层有了军事体育教员以后，
军事主官在军事体育训练中应该扮演什
么样的角色？

比如，有没有后续的培训措施，让这
些“业余”的军体教员专业起来？

比如，除了行政任命军事体育教员，
还能不能采取竞聘上岗的方法，增加教
员队伍的权威性……

某种意义上，这是比训练伤病更为
深层次的“痛点”。解决这一“痛点”，仅
靠军事体育教员一人一岗之力，显然是
不够的。

幸运的是，陈振宇所在的这个旅已
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他们积极联系院校的军事体育训练
专家来部队开展培训，为军事体育教员
优化训练场地，提供他们所需的器械和
训练辅助工具，同时把一部分有体育方
面特长的干部战士划入军事训练组织体
系，努力让这支队伍健壮起来。
“硬件”方面的改善容易，但配套“软

件”设计却没有那么简单。“条令条例里
对每个岗位都有着具体的要求，但军事
体育教员的岗位要求具体是什么？”该旅
作训参谋宁云飞说，现在和军事体育教
员相关的配套规定和制度还没下发，他
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借鉴院校军事
体育教员的经验和单位之前在体能组训
骨干培养上的一些好做法，来指导基层
军事体育教员。

过程或许曲折，但目标却很清晰。
谈及未来，宁云飞和陈振宇都相信，军事
体育教员在基层部队的到来，必将带动
基层官兵身体素质的提高、带动战斗力
的跃升。

上岗150天：军体教员陈振宇的“烦恼”
■王 超

新的一天开始了，一遍遍熟悉而嘹

亮的晨跑口号声，穿透航母辽宁舰的清

晨。

相对于这艘大船承担的沉甸甸的任

务和使命来说，体育锻炼或许只是他们

千头万绪的工作中一个小小的环节，但

在刘书利眼中，却是事关战斗力的大事。

刘书利，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2017

年被任命为航母上专业军事体育教员。

在辽宁舰上，一批像刘书利这样走向军

事体育教员岗位的官兵，正在研究着适

合在航母官兵中推行的军事体育训练方

法。

在他们组织下，不少喜欢踢足球的

官兵改为踢毽子，床铺栏杆成了“单杠、

双杠”，跳舞、呼啦圈、跳绳、飞镖、射箭甚

至连瑜伽等项目正源源不断加入到官兵

的“训练套餐”中。这些体育训练不需要

太大场地，只要有休息时间，每个人都可

以在自己的住舱、过道和工作岗位旁边

进行。

2016年这个时候，刘书利还是首批

全军军事体育训练参谋骨干培训班上的

一名学员。他至今记得，出发前往南昌

培训前，舰长、政委特意嘱咐他沉下心来

好好“充电”。

那次看似普通的培训，因为多了军

事体育这个关键词，而被业内人士广泛

关注。种种迹象表明，军事体育改革的

新时代正在掀开帷幕一角。

2015年，《军事体育训练改革发展

纲要（2015－2020年）》正式下发，原空军

航空大学李学山教授看到这份薄薄的小

册子时，激动不已：“全面提高我军军事

体育训练的水平，应该将解决基层部队

组训人才短缺的问题作为抓手。”

当刘书利成为首批全军军事体育训

练参谋骨干培训班学员时，时任某海防

团连长的傅涛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一新

闻。那一刻，傅涛隐约感受到一股浪潮

即将来临。但他没想到这个浪潮来得如

此之快——仅仅10个月后，他所在的海

防团和其他单位合并整编成立为新的海

防旅，他升任防空营副教导员同时，还接

到了一个新的任命——军事体育教员。

和“大航母”上的“小体育”不同，傅

涛所在的营队散布在偏远小岛，训练场

地是不愁，但要统筹兼顾避免偏训漏训，

却要下一番苦功。

除去军事专业训练，连队还要担任

巡逻执勤等任务，留给傅涛组织体育训

练的时间并不多。如何设置课目、组织

实施，傅涛都要“精打细算”。如今，在傅

涛的努力下，一张网状组训体系正在慢

慢形成，体育训练的场地也从健身房、操

场慢慢扩大到阵地、哨所。

放眼全军更多部队，军事体育教员

来了！相信，随着一大批像刘书利、傅涛

这样的弄潮儿加入，军事体育对战斗力

的贡献率将会越来越大。

军事体育教员来了
■王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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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观察

微观察

左图：南部战区某海防旅官兵正

在进行极限体能训练。

右图：军体教员陈振宇为战士讲

解400米障碍课目的动作要领。

刘 谦、曾梓煌摄

版式设计：梁 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