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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样本

对标实战化训练

今天教导队该教什

么

教导队的课堂在哪里？
某旅教导大队大队长魏玮给出了一

个答案——朱日和。
朱日和意味着什么？
熟悉近年来中国军队新闻的人都知

道，朱日和既是见证我军实战化训练的
地标，更是引领我军实战化训练的风向
标。

进入新时代，实战化训练日益成为
中国军队新闻中的“高频词”。
《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发布

时，魏玮注意到，这部白皮书拿出专门、
独立的章节，对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进
行了介绍与论述。

把课堂摆在朱日和，意味着什么？
在魏玮看来，这意味着教导队终于得以
嵌入实战化训练的大体系中。

对当代中国很多军人来说，“朱日
和”是一个绕不过的字眼，魏玮也是如
此。可以说，他在那里上了军旅生涯中
最生动的一课。

有人在朱日和打了败仗，有人在朱
日和打了胜仗。对于魏玮来说，这里是
对标实战化的课堂。

派出集训队的预任参谋，以学员和
导调员的双重身份去参加红蓝对抗演
习，在这一方面，大纲没有规定。

魏玮说：“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就可
以不思考。全军部队都处在实战化训练
这个体系当中，教导队要教些什么，这是
转型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开始思索的，不止魏玮一人。如果
再把视角抬高一点，就会发现，“对标实
战化、今天该教什么”的困惑，已不仅仅
是哪几个教导机构要面对的课题。

在朱日和度过的每一天，对预任参
谋集训队的 20 名学员来说都印象深
刻。在朱日和这个课堂里，他们感受到
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焦灼感。

这些学员回到教导队以后，人们发
现他们不一样了。

从朱日和回来的教员们也有了新观
点：“上级也没说让教导队解决所有问
题，但教导队还是应该解决打仗急需的
关键性问题。”

今后应该教什么？魏玮注意到，不
少教员的笔记本里都列出了很多问号。

在实战化训练体系中，教导队的定
位在哪里？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发
挥什么样的功能？如果再进一步，还应
该问，这些问号都该打在谁的心头？

一位参加过边境作战的老兵曾经这
样讲，参战之前的集训都是在集团军教
导队里搞。

现在如果有一场战争，教导队能做
到这一点吗？当下一场战争来临时，战
前训练中，教导队能教给战士多少本领？

这些都成了教员们正在考虑的问
题。

如何把一些实战化课目引入教导队
的计划？怎么把一些实战化的成果引入
教案？魏玮说：“这些问号本质上也是在
拷问教导队能不能匹配实战化训练这个
体系。”

对标能力转型

新一代班长如何从

这里产生

在教导队其他人眼里，助教史特班
长很优秀。

参加完预提指挥士官集训没多久，
史特就荣立了三等功。在一次演习中，
身为基准炮炮长的史特临危受命——指
挥车遭袭，他接替连长指挥，完成了打击
任务。
“我是因为优秀才被教导队选为助

教的。”以前，几乎全旅的预提指挥士官
都要经过教导队培训。“桃李满眼”的场
景让史特觉得在教导队工作“很有存在
感、价值感”。

但现在，他很少这样想，因为他觉得
“肩头的责任越来越重”。

班长在基层战斗力结构中所发挥作
用的重要性，他比谁都了解。所教的班
长能适应吗？如果适应不了，那自己就
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这种焦虑与
日俱增。

其实，史特还有更深层的焦虑。这
种焦虑一直压在他心里，催着他努力向
前不敢停步。不知从哪一天起，他突然
觉得“知识明显不够用了”，对一些“潜力
较大”的准班长提出的问题，有时无法给
出满意的回答。这让他觉得，自己的能
力素质与使命之间已存在“时代差”。

史特的这种感觉，也是这个教导队
绝大部分助教和教员的感觉。这种感觉
产生的原因，不是别的，是因为时代对班
长的定位与要求已经迥然不同。

军事学术界有这样一种说法：第二
次世界大战的机械化战场是师长的战
争，20世纪 80年代的地空一体化战场是
营长的战争，21世纪信息化战场是以士
官为主的班长的战争。

纵观近年来世界发生的几场战争，从
伊拉克战争到叙利亚战场，连、排、班小分
队乃至单兵的作用空前凸显，高素质班长
在战场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再回头审视我军的改革重塑，其实
质就是为了能力转型。这种能力转型体
现在每个环节，其中就包括班长队伍。

在能力转型这个坐标系中，新一代
的班长怎么培养？教导队培养的班长能

不能适应这种能力要求？为培养新一代
的班长，教导队需要怎样的转型重塑？

这些问题，让某旅教导队教导员温泉
龙的脑袋里装满了思考。温泉龙来教导
队之前，是某信息保障队信息运维室的主
任。在他看来，“现在满眼都是培养高素
质班长队伍的紧迫性。”

一名班长在对抗演练中带领战士成
功瘫痪对方通信系统，但由于没有迅速
组织电台转移，导致干扰分队被“敌”发
现并摧毁。这种“指挥链在末端断裂”的
现象如何避免？班长的指挥素养从哪里
来？

兵种协同作战，班长所带班遭遇
“敌”火力拦阻，他们还是过去那样猛冲
快打，却忘了及时上报“敌”情、呼叫后方
火力支援。这种“端着金碗去讨饭”的尴
尬场景如何破局？班长的协同作战能力
从哪里来？

显然，新一代班长的素质图谱呼唤
着很多新内容去完善。从某种意义上

讲，这些对教导队来说都是空白点。空
白点就是发力点。温泉龙说：“逐一填充
这些空白点，就能换来教导队活力四射
的明天。”

对标军事职业教育

“随营军校”的新活

力从哪里来

那天，某旅教导队五区队的刘宇航打
起背包，踏上返程。

按说，他在教导队的本次培训还有3
个月才结束，但由于该教导队尚未开设防
化专业，剩下的3个月他不得不回连队接
受随队培训。

刘宇航面临的困境，也是魏玮正在思
考的问题。当下，很多部队的新专业越来
越多，而教导队能够提供的培训相对有
限。

实际上，对于基层官兵专业学习上的

需求与教导队无法提供相应“服务”之间
的矛盾，绝不止魏玮一个人在关注与考
虑。他的思虑背后，是一张更大的蓝图——
军事职业教育。
——紧贴部队实际，全员全时全域的

泛在学习。
——坚持以官兵岗位履职核心能力

提升为牵引。
——确保军事职业教育学习资源的

“含战量”“含新量”，最大限度满足官兵学
习需求。

前不久，看到报纸上这几行字，某旅
教导队队长许路的目光立刻被吸引了。

这是《解放军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
《构建网络化开放式全覆盖的军事职业教
育体系》的文章。在此之前，中央军委办
公厅刚刚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军事职业教
育的若干意见》。这篇文章中，中央军委
训练管理部领导就《意见》主要精神，回答
了记者提问。

看到这些，许路心头奔涌着前所未有

的使命感。一种强烈的感觉涌上他的心
头：教导队的春天来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教导队就是一个职
业教育机构。即使在战争年代，虽然没有
“军事职业教育”的提法，但军事职业教育
一直是教导队的任务与使命。

未来一支军队的学习力决定着一支
军队的战斗力，而我军历来都是一支注重
学习力的部队。

红军长征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丢了，
写字板没有丢。新四军成立初期，也立即
成立起教导队。

原因归结为一点，学习力就是战斗
力。

许路觉得，如果放在军事职业教育的
大框架内，教导队的天地将为之一宽。

与基层部队的血肉联系，使教导队
能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军事职业教育，紧
紧盯住当前部队战斗力短板弱项，突出
打仗需要的、官兵缺乏的知识技能，瞄
准关键环节提高官兵履职能力和职业
素养。

摸索科学施教、多维考评方法路子，
组织军事职业教育管理骨干集中培训；打
造线上课程，推介精品微课……在很多方
面，教导队都大有可为。

在军事职业教育深入推进的大背景
下，教导队能担当什么？如何主动作为？
如何激发出自身活力？

在魏玮的心目中，教导队的定位应该
像日常生活中的24小时便利店，官兵需要
什么，任何时候都可以去这个“便利店”中
取什么。而现在，这个“便利店”中的产品
还远远不够，教导队的现实距离它的规划
蓝图还很远。

对标军事职业教育的总体布局，基层
部队需要军事院校这种“大型的超市”，更
需要教导队这种遍布全军的24小时便利
店。
“如果以战斗力画个圆，圆内有很多

东西都可以设计成学习产品。等到这些
产品都可以在‘便利店’买到的时候，那就
证明教导队已经活力满满。”魏玮说。

显然，一切的前提是先要让货架上的
产品丰富起来。如何让产品更加丰富？
如何对接院校、如何对接基层部队、如何
对接“慕课”技术平台？如何让“便利店”
接口更多更先进？这些，都是亟需破解的
时代课题。
（稿件采写得到本报特约记者海洋

的协助，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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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队教什么：一个亟需破解的时代课题
■本报记者 王社兴 宋元刚 程 雪 宋子洵

走出教学楼，已是后半夜。往北

走是单身宿舍楼，再往北就是家属

院。

从晚饭后上楼，到凌晨一点多下

楼。连续忙了5个多小时，某旅教导大

队大队长魏玮有点累，步速比平时慢，身

形也有点晃。

魏玮来到教导大队任职，转眼已经

一年多了。来到这里后的忙碌是他没有

想到的。正常教学、保障比武、拓展任

务……各个层次各个方向的培训集训

纷至沓来。重难点课目研究、战例分析、

评教评学、授课准备……把他的时间占

得满满当当。魏玮觉得“自己这个陀螺

在不断加速”。

忙碌的不仅仅是魏玮，整个教导大

队都在忙。战役参谋集训保障、旅后勤

装备比武、集团军预任参谋集训……有

时，会有好几个培训集训同时展开，魏

玮和战友们必须“马力全开”才能统筹

兼顾。有的教员甚至一年中有10个月

都在外执行教学保障任务。

这种情形与魏玮以前的想法相去

甚远。那时，他觉得来教导队工作就是

“小菜一碟”，因为他自认为能力还算可

以。任现职之前，魏玮已经在基层部队

干了 6年，在集团军机关锻炼了几年。

期间，他还随部队赴马里执行维和任

务，险象环生的处境中，他觉得自己抗

压能力、应变能力都有很大提升。但他

现在不这样想了。

部队在转型，能力在重塑，一切

归根结底都要落实在基层。作为基

层部队的“随营军校”，教导队的发

展恰恰赶上了改革强军的潮头。

当改革大潮一浪高过一浪汹涌而

来的时候，沙滩上的每一块礁石都必

须迎接大浪的冲刷与洗礼。魏玮也不

例外。

到了这个岗位，他突然觉得有太

多的短板需要补齐，有太多的困惑需

要求解，有太多的空白需要填充。

“被大潮推着跑，越跑越心慌。”他

说。

被大潮推着跑的不只是魏玮，他所

在的教导队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在

魏玮的印象里，晚上找到教员很容易，

大家基本上都在备课教室，“很多人的

灯比我的灯熄得还晚。”

“推背感强烈。”这是魏玮对目前工

作状态的比喻。他说，就像乘坐飞机起

飞时那种感觉，有点心慌，有点刺激，但

你知道这是为了向前、向上。

“被大潮推着跑，越跑越心慌”
■本报记者 王社兴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只有不断解

决问题，才能推动时代的发展进步。抓

好当前的教导队建设，必须紧紧扭住其

存在的问题，以解决问题撬动战斗力的

生成。

今天，教导队的职能使命有了新的

拓展。教导队原来的目标任务、能力指

标、制度机制等，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与

部队当下需求不相符合的新问题。如何

让教导队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如何使

“随营军校”重新与部队实际需要“无缝

衔接”，很重要的一点是下功夫解决好教

导队在规划理念、建设标准、能力素质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

没有思想观念的更新解放，就没有真

正意义上的转型重塑。调整改革后，部队

转型发展迫切要求快速刷新对教导队职

能使命的认识，克服守旧观念、守常思维、

守成思想，尽快形成与新编制体制相适应

的建设理念、运行机制。

对军队建设来说，战斗力标准是唯

一的根本的标准。教导队要在新时代

焕发出新活力，也必须一切向战斗力聚

焦。作为部队的“随营军校”，教导队只

有始终聚焦制约部队战斗力提升的矛

盾和问题，才能确保方向把正、力量用

准。只有紧贴实战搞好调查研究，才能

真正把影响部队战斗力提升的深层次

矛盾和问题找出来，把属于教导队职责

范围内的“短板”补长，从而牵引部队战

斗力提升。

在自身建设方面，教导队要实现转

型，同样必须解决好教学体系建设、师

资力量配备、培训考核机制等一系列问

题。既要厘清各部队的任职岗位需求，

根据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也要构

建完善新型人才培养体系，确保岗位人

员知识及时更新。这样，才能不断拓宽

教导队培训职能、提升教育质效。

当前，教导队的转型重塑已提上日

程。面对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新矛盾、新

难题，教导队要大胆尝试、不断创新，用

开创性的方法和举措来解决问题。具体

地说，就是要着眼“为战、研战、教战”，突

出教学训练的理念、内容、方法、手段创

新，推动教学、训练、作战等研究，让教导

队真正担负起新时代赋予的重任。

以解决问题撬动战斗力生成
■田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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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时节，某合成旅战车编队在陌生地域机动。实战化训练正在给教导队提出许多崭新课题。 安东海摄

记者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