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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长化任教
让 专 业 的 教 练 员 教 出 专

业的战斗员

一堂航理课，几多新看点——

在海军某部教室内，仅有 12 名飞行

学员的课堂上，竟有 5 名不同专业的教

员共同组织教学。置身其中的飞行学员

们，如同打着追光的主角一般。这是海

军某部探索“团队制”教学模式带来的全

新景象。

“教练员是训练质效的总开关，教练

员队伍素质直接影响基础训练的水平。”

作为一个基础教学单位，该部过去主要

依靠“师傅带徒弟”的模式培养学员。虽

然教员教学尽心尽力，但难免出现学员

“年年都上一年级”的现象。今年以来，

他们整合团队资源，探索创新由教官、学

员、机关人员和保障骨干组成“团队”实

施教学的全新模式，全程调控教学训练

活动。

从“一对多”到“多对多”甚至“多对

一”，从“师傅带徒弟”到团队全方位保

障，海军某部对基础训练教学的探索，既

是该部党委经年累月探索出的智慧结

晶，也是全军各部队积极统筹优质教学

力量资源的转型缩影。

作战需求的升级，对广大官兵能力

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战场维度的延

伸，衍生出越来越多的“小特新”专业。

近年来，“小特新”专业教练员不够用、能

力素质不足，成为不少单位的普遍现象。

“把合成营的‘小特新’专业训练交

给兵种营。”一场“头脑风暴”，解了某部

组训的“燃眉之急”。“现代战争是体系与

体系的对抗，每一个小专业都好比一个

关键节点，无论哪个关键节点出现问题，

都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该部领导

有着很强的危机感。

在探索实践中，该部官兵逐渐形成

这样一种共识：专业有大小之分，但无轻

重之别。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必

须把每一个单兵都训合格、每一型装备

都训到位、每一类作战要素都训扎实。

“如果筛选本单位某一训练领域内

最专业的官兵担任该课目的‘武教头’，

那么每名受训人员都可享受到高水平的

教学。”他们探索让带兵骨干分科教学、

流水作业，改变了以往班长包揽本班全

部训练课目的固有套路，真正实现各显

所长、各尽所能。在该部最近一次专业

考核中，某合成营侦察专业的优秀率提

高了 20%。

“团队制”教学、“小特新”专业分科

受训……过去一年，统筹优质教学力量

和资源的组训模式不间断地为各部队基

础训练赋能，呈现出“聚天下英才而用

之”的新气象。

将专业骨干力量“请进来”——第

73 集团军某旅科学确定教学力量资源

统筹的层级，统筹使用优质训练资源，挑

选在某一领域组训能力最强的官兵担任

“首席教练员”，推动专业骨干人才跨分

队任教，以人之长补己之短。

让“小特新”专业人员“走出去”——

第 78 集团军采取依托上级、整合本级、

挖潜下级、借用外力等方式，共享“小特

新”专业训练资源，辐射带动友邻单位战

斗力提升，10 余名爆破专业教练员为兄

弟部队培养出一批批业务骨干。

用好军事职业教育平台——武警山

西总队借助军事职业教育的海量资源，

有效解决了本级基础训练教员短缺、训

练质量效益有待提高的问题，积极搭平

台、育人才、立机制，着力提高组训施教

专业化水平，帮助官兵提升能力素质。

集约化组训
站在全军大棋盘上，训练

管理的内核正悄然裂变

不久前，关于一块训练场地的使用

权，终于有了解决的方案。

过去，这块训练场地只供某单位的

基础课目训练使用。

如今，还是这块训练场上，联勤保障

部队、武警部队等单位官兵的身影轮番

出现，兄弟部队工化专业分队也成为这

里的常客。

一块训练场地使用方式的变化，折

射出部队着眼成建制、全专业系统进行

集约化组训的理念之变。

对比今昔，该旅领导感慨不已：“科

学组训才能训出质量和效益，充分释放

改革效能，提高训练与实战的耦合度，推

进军事训练转型升级。”

天空之上，相似的情形也在上演。

夜色如墨，某旅多名新飞行员驾机

升空，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在各种“敌

情”干扰下，他们顺利完成一系列高难度

飞行动作，实现预期训练目标。

以往组训时，单次只放飞实施同一

训练课目的战机；今年以来，他们放开

单场次训练“多闸口”，一次放飞实施不

同训练课目的多架战机，将难易程度不

等的训练课目按照“一场多域、一域多

层”的方式同步推进，最大限度盘活训

练资源。

“新的组训模式推行后，我们每名飞

行员每周的训练时间增加了，飞行训练

强度、密度大大加强。”该旅作训科科长

介绍，对训练资源的优化管理和高效利

用，让这批飞行员在更短时间内形成基

本作战能力。“模块化组训方式，要‘突出

专长、瞄准专项、分类专练’，形成专业化

的人才队伍、标准化的训练流程、生产线

式的组训管理。”

过去一年的基础训练中，集约化组

训成为全军官兵努力追寻的方向。

站在全军基础训练的大棋盘上，循

着战机在空中划出的一道道尾迹云，记

者欣喜地发现，训练场上一幕幕火热图

景，让人心潮澎湃——

这一年，训练内容安排日益高效。

统一训练计划，统一编写教案，统一检查

考核，在科学高效的统筹中，我军各部队

的专业训练时间、内容、人员、质量得到

有效落实。

这一年，训练对象区分日益合理。

新手全面普训、老手升级精训、漏训人员

逐项补训、短板弱项重点强训……基础

训练更加精细合理，越来越多的部队将

受训对象区分专业类别、兵龄结构、素质

基础，因人施训、分类组训、分级细训。

训练场上所有官兵吃“大锅饭”的日子，

一去不复返。

这一年，训练资源使用日益整合。

在某旅综合训练场，30 余个专修训练场

地分门别类、有序设置，200 多个专业分

级集约训练，训练落实率和成绩明显提

高；在某训练基地，他们将场地分配精确

到“米”，使用时间精确到“分”，最大限度

提升演训场地使用效率。

“效益，是检验组训是否集约高效的

重要标准。”一名指挥员一语道出集约化

组训的内核。记者相信，随着越来越多

部队在精细设计训练方案、精确统筹训

练资源上进行深入实践探索，基础训练

提质增效的步伐将越迈越大。

模拟化训练
“科技+”前方是一片战斗

力生成的蓝海

一份密密麻麻的“训练进度表”，记

录下某旅“尖刀连”的训练日常。如今，

依托模拟训练中心，该连官兵在营区内

就能完成多个课目的仿真训练。

以往，想展开这样的训练可谓“难上

加难”——不仅要寻找合适的场地、环

境，有时还要协调其他军兵种部队一同

配合……

今年，情况大不相同——该旅坚持向

科技要战斗力，主动“破局”，建成一座集

多个课目模拟训练场及训练数据采集于

一体的模拟训练中心。从模拟实操流程

到模拟战场环境，从磨炼“肌肉记忆”到激

活“战场联想”，官兵不出营区，就能真切

感知实战化训练的声音、味道、触觉。

“让模拟训练这双‘新鞋’穿得更合

脚，实战化训练的步子才能迈得更快。”

某集团军领导表示，基础训练中的“科

技+”，不应是简单的“数量+”“强度+”，

而 应 是“ 效 率 +”“ 理 念 +”，更 应 是“ 维

度+”“智慧+”，推动模拟化训练真正在

实战意义上把“人的智能训练”和“人工

智能训练”结合起来，在科技强训中转化

为能力优势、作战优势。

“嗅”到战场的硝烟——在中部战区

空军航空兵某旅，刚结束一次日常训练

的飞行员张晓琨回忆起第一次参加 VR

模拟空战训练的场景：“‘轰’的一声爆炸

在耳边环绕，周围的光比太阳还耀眼。”

这次模拟训练中，他和他的战机还遭到

了对手的“导弹攻击”。张晓琨说：“模拟

训练可以实现很多现实中实战化课目无

法达成的训练条件，比如被敌导弹追击，

这种体验只能在模拟训练中感受到。”

高效“对症开方”——“通过科技赋

能，使训练从常规变‘智慧’，可以更快更

准找出问题，实现官兵个人能力进阶突

破。”空军某部与地方大学联合打造出一

套智能系统，通过基础体能训练、战术训

练、战斗体能训练等多个功能分区，实现

对官兵运动风险指数和运动能力指标的

数字呈现。在这座智慧体能训练场里，

官兵通过数据精准把脉，实现训练计划

“对症开方”、因人而异。

追 求 更 高 效 费 比—— 在 火 箭 军 某

团，参训人员利用人工智能设备，协同完

成某型导弹测试训练，系统全程记录并

对照标准流程和参数指标逐人总结评

估，生成训练报告。在借助 VR 技术构

建的训练场地里，官兵等效模拟实装操

作，随机设置技术故障和战术特情，自行

提高训练难度强度，降低了燃料消耗等

训练成本，推动了基础训练转型升级。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全军各级指

战员正努力更新思想观念，创新方法手

段，运用更多前沿科技，不断为组训施训

赋能。

标准化考核
实战化的风向标，催动考

核迈向更高标准

“前方桥梁被毁，全连迅速涉水过河。”

海军某部某连指导员一声令下，全连官兵

还没到训练场，作战靴就已经湿透了。

以往，连队组织训练时，评价训练场

好坏，关注更多的是场地是否平整开阔、

是否利于训练展开。“是时候逼大家跳出

训练的‘舒适区’了！”这一次，驻地发达

的水系成为连队天然的战术训练场。

放眼全军，变化扑面而来：在火箭军

某部，战斗体能训练更突出极限环境；在

战略支援部队某部，战斗体能训练则更

侧重结合专业特点；在联勤保障部队某

部，输油管线专业战斗体能课目更多体

现了任务特性……

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团地空导弹装

退 训 练 中 ，吊 车 手 操 作 吊 臂 旋 转 90 度

后，将模拟物稳稳置于地面的一个指定

圆圈内，分毫不差。连贯动作通过后，吊

车手才有资格进入下一阶段训练课目考

核。

今年以来，该团以军事训练大纲为

依据，以比武竞赛及大项任务为载体，把

导弹装退的操作环节逐条捋清，探索推

开“三考三评”组训法：准入资格“先行

考 、逐 项 评 ”，协 同 操 作“ 专 项 考 、即 时

评”，整体流程“连贯考、综合评”。

挥 正 考 核 的“ 指 挥 棒 ”，才 能 立 准

基础训练的“风向标”。该团领导认识

到，采取依托系统考核、基于数据考核

和 实 战 化 综 合 考 核 的 方 式 方 法 ，才 能

考 出 部 队 真 实 训 练 水 平 ，激 发 官 兵 高

昂训练热情。

一年来，该团吊装号手培养周期缩

短 近 一 半 ，部 队 连 续 作 战 能 力 明 显 提

高。今年 6 月，全军基础训练现场会上，

该团某发射连“一号班”作为代表，进行

了导弹装退训练交流展示。

考场连着战场，考核连着打仗。“考

什么”决定了“训什么”，“怎么考”左右着

“怎么训”。科学有效的考核、精准务实

的评价，是检验基础训练效果的重要手

段。这一点，很多基层部队的官兵感受

更深、体会更多——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演训场上，红蓝

双方激烈对抗，考评人员根据官兵动态

实时进行评分；“中军帐”内，考评组结

合战场数据库、兵棋推演等辅助系统，

对指挥员决策情况进行综合打分。他

们严把实战标准施训组考，严把训练考

评“刻度尺”。

“考核场刮什么风，训练场就下什么

雨。”一名旅领导道出了考核对训练的激

励促进作用。新的一年，规范考核标准、

灵活多样施考，将成为更多部队组训的

共识，进一步促进战斗力建设厚积薄发、

节节攀升。

强固底盘：基础训练加快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高立英 宋子洵 岳雨彤 特约记者 吴 旭

一流的军队，必须有一流的训练；一流的训练，必须有一流的
基础。

2023 年，从塞外北国到南海之滨，从林海雪原到大漠戈
壁，从内陆边陲到远洋大海，广大官兵挥戈沙场、厉兵秣马，加
快组训模式创新，推进基础训练转型升级，座座军营涌动训练
热潮。

进入新时代，习主席对基础训练高度重视，明确要求“加强部
队技战术基础训练”，强调“把每一个单兵、每一型装备、每一类作

战要素训到位，夯实打胜仗能力基础”。
2023年 6月，全军基础训练现场会在天津召开，为全军部队加

快推进基础训练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随即，专长
化任教、集约化组训、模拟化训练、标准化考核在各部队全面推
开，我军新时代基础训练探索形成组训新模式。

胜战先胜于练兵，练兵首成于基础。今年以来，全军各级各
部队将“四化”组训法融入日常，围绕强固底盘深入探索，在“专”
上想办法、在“组”上下功夫、在“练”上做文章、在“考”上求实效，

基础训练展现蓬勃发展大势，为制胜未来战争提供了坚实的能力
底座。

回眸这一年，一支支教练团队飞速成长，一个个训练资源高
效整合，一批批模拟训练器材投入使用，一场场实战化考核接续
组织，以练兵成效回答胜战之问。

单个节点过硬，整个体系坚强。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坚信，
今天我们在基础训练上倾注的每一分血汗和智慧，都正为如期实
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打牢战斗力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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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实战化，训练越要打好基

础。只有持之以恒、常抓不懈，练强

基础训练课目，才能全面夯实战斗

力建设根基。新的一年，我们要以

更新的视角聚焦发展，以更有力的

举措创新突破，加快实现基础训练

转型升级，支撑部队战斗力实现新

的跃升。

—— 第 83 集 团 军 某 合 成 旅

石宝强

考场环境贴近战场环境，考核

标准紧跟实战标准。在未来的考核

中，我们要针对不同专业课目、不同

类别人员分层级、分批次组织训练

考核，确保做到考核流程标准化、成

绩评判规范化、训练评估数据化，真

正使官兵测一次、升一级，考一次、

进一步。

——南部战区海军某旅 王 伟

信息赋能的时代，只有利用科

技不断推动基础训练创新，才能应

对战场之变。在新年度训练中，我

们要进一步学习研究前沿科学技

术，利用科技手段解决训练一线实

际问题，全面提升和锤炼打赢能力。

——东部战区空军某旅 赵鸿操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新的一

年，我们将从计划调控、训练质效入

手，做好训练内容、时间、方法、条件

的优化匹配，努力探索精细抓训管

训的方法路子，多措并举提高部队

基础训练水平，实现战斗力建设“换

挡提速”。

——武警西安支队某中队 杨超凡

寄语·展望

刊头设计刊头设计：：杨 磊杨 磊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第
七
十
一
集
团
军
某
旅
组
织
刺
杀
训
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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