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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水、打腿、抬头、换气……上等兵

艾尼瓦尔的游泳动作行云流水。

近日，第 77 集团军某旅组织侦察兵

武装泅渡课目考核，在野外开放水域游

过数公里后，艾尼瓦尔顺利通过终点。

一旁的计时员报出考评结果：“优秀！”

别看艾尼瓦尔现在像是一条入水蛟

龙，曾经的他却是不折不扣的“旱鸭子”。

下连后不久，艾尼瓦尔参加武装泅渡课目

训练。虽然在岸上练习动作时有模有样，

可一入水就露了怯……眼看半个月时间

过去了，别说武装泅渡，他连在浅水区扑

腾几下还做不好。

“我可能天生不是游泳这块料。”艾

尼瓦尔的信心受挫，训练起来也是没精

打采。

艾 尼 瓦 尔 面 临 的 困 境 并 非 个 例 。

该 旅 领 导 坦 言 ，每 年 组 织 武 装 泅 渡 训

练，一些官兵会暴露出畏难情绪：有的

难以克服心理障碍迟迟不敢下水，有的

无论训练如何努力总是无法达到合格

标准，还有的虽然在游泳馆里游得如鱼

得水，可一到开放水域就会出现动作变

形……这些现象导致该训练课目成为

部分官兵的短板弱项。

“这些官兵只是缺少科学的施教方

法。”一名旅领导说，由于武装泅渡属于

侦察专业的“小课目”，训练时间安排、

训练资源投入都在整个训练周期中占

比很小，旅里不具备专业教练员，通常

让游泳技术过硬的官兵担任兼职教练

员，“可自己游得好不代表教得好，让他

们任教也并非万全之策。”

改 变 ，发 生 在 一 场 军 营 开 放 日 活

动。去年夏天，一名曾在国家游泳队执

教的退役教练来到旅队参观。与旅领

导交谈时得知官兵武装泅渡训练不得

法后，他主动提出前来指导官兵训练。

请示上级并完成政审及相关资质

确认后，该旅聘请这名教练为武装泅渡

课目“编外教练员”。

为恐水官兵进行针对性心理行为

训 练 ，借 助 专 业 仪 器 分 析 并 矫 正 错 误

动 作 ，就 开 放 水 域 泅 渡 要 领 开 展 专 项

训练……在这名“编外教练员”的专业

指导下，用时不到 1 个月，该旅侦察专

业官兵全员达到新大纲要求的武装泅

渡 合 格 标 准 ，这 一 课 目 优 良 率 也 创 下

历年来新高。

“只要方法得当，‘旱鸭子’也能成

为‘浪里白条’。”从曾经不敢下水到如

今一口气完成万米武装泅渡，艾尼瓦尔

坦言，“没有专业教练的指导，我很难取

得如此大的进步。”

尝到甜头后，该旅领导举一反三：

诸如攀岩、格斗、特种驾驶等专业性强

但部队自身组训能力弱的课目，是否也

可以借师组训呢？

国家攀岩队教练、冠军级赛车手、

国内锦标赛散打冠军……就这样，又一

批国家级教练员在官兵热盼的目光中，

走进基层训练场。

基层训练场迎来国家级专业教练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通讯员 左超超 张建平

新闻样本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教练员在

军事训练中担负着教学、组训、示范等

任务，是按纲施训、科学组训的中坚力

量。很多时候，教练员的水平，往往决

定着一个课目的训练水平。只有教练

员队伍足够强，军事训练效果才能好，

战斗力才能强。

部队调整改革后，一支部队往往

包含数十个兵种、上百个专业，每个专

业 又 囊 括 不 计 其 数 的 训 练 课 目 。 当

前，受参训官兵人数少、训练时间占比

小等现实因素影响，“小课目”专业教

练员匮乏，导致这些课目训练成绩始

终在低层次徘徊。

课目虽有大小之分，但绝无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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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求带兵人做到明者因时而

变，知者随事而制，针对新变化带来的

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探

索组训施教的新方法新路子。

所谓“术业有专攻”，专业的事交

给专业的人干。对于官兵而言，诸如

攀岩、泅渡不过是诸多训练内容中的

“小课目”，很难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去琢磨如何组训施教。然而，对于专

门从事这些行业的专业运动员、教练

而 言 ，他 们 的 训 练 更 有 章 法 和 经 验 。

从这个角度看，引进地方专业教练执

教官兵训练，似乎是不错选择。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地方

专业教练能解一时之急，但无法解长

久之困。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小课目”

训练质效不佳的问题，必须彻底解决

教练员短缺、能力不高等问题。“聚天

下英才而用之。”各级要广泛挖掘基层

人才，以前瞻的思维审视问题，以创新

的举措破解问题，充分借助“请进来、

走出去”的方法，借助先进经验，用好

“他山之石”，着力锻造一支过硬的教

练员队伍，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为强军事业源

源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以创新举措建强教练员队伍
■邢文宽

今年初以来，第 77 集团军某旅开

展多种专业课目训练。

图①：刺杀训练现场。

图②：野外攀岩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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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岩训练的启示：把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干

去年初，在接到“担任攀岩训练教练

员”的通知后，第 77 集团军某旅下士王

玺丁直言“有些强人所难”。

倒不是“难”在攀岩上——旅队连

续 两 年 的 徒 手 攀 岩 、绳 索 攀 岩 和 综 合

攀 登 比 武 竞 赛 中 ，王 玺 丁 包 揽 了 全 部

项目冠军，是战友口中真材实料的“攀

岩王”。让他感到为难的，是担任教练

员这件事。

“我承认，执行战场侦察任务时，遇

到悬崖峭壁，我可以轻松登顶翻越，悟性

是比其他战友快。”王玺丁坦言，“可要问

为啥这么快，我也说不出来。可能是自

己找到了攀岩的感觉吧。”

为 了 把“ 这 种 感 觉 ”讲 出 来 ，王 玺

丁 忙 得 够 呛 ：请 连 队 干 部 指 导 自 己 撰

写 教 案 、请 战 友 帮 忙 绘 制 动 作 要 领 图

解 …… 虽 然 做 了 许 多 准 备 ，可 在 示 教

那天，即使他讲得口干舌燥，试听的几

名战友仍面面相觑：“王班长到底说了

个啥？”

更让王玺丁尴尬的是，作为军体训

练中的一项技能，攀岩只是一个“小课

目”，无论是训练时间还是组训精力投

入，都在整个训练周期中占比很小，以致

他还没来得及重新修改教案，就被“赶鸭

子上架”站到队列前。

“攀岩的诀窍，就 7 个字：‘手劲儿要

足够大’。”正式授课那天，面对战友的提

问，王玺丁只能勉强总结出这一方法。

效果可想而知。虽然有王玺丁这样

的高手任教，可 5 个课时的训练结束后，

官兵的攀岩训练成绩仍在原地踏步。

“ 部 队 的 训 练 内 容 很 多 ，对 于 射

击 、跑 步 这 样 的‘ 大 专 业 ’，官 兵 人 人

练、天天练，有时间和精力去琢磨如何

组 训 施 教 。 可 像 攀 岩 这 样 的‘ 小 课

目’，练的人少、练的时间也少，就难以

做到深钻细研。”该旅领导说，“正因为

如 此 ，这 些‘ 小 课 目 ’会 出 现 由 于 施 教

人 才 不 足 、组 训 方 法 陈 旧 而 导 致 训 练

成绩不佳的情况。”

“而对于专业教练而言，这些‘小课

目’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他们数十年如

一日专攻精练，训练理念更先进、组训方

式更高效、训练手段更科学。”这名领导

话锋一转，“这正是我们要把专业教练请

进基层训练场的主要原因。”

今年再次组织攀岩训练，王玺丁没

有再“客串”教练员，取而代之的是就职

于驻地省攀岩队的一名国家级教练。

“攀岩其实有诀窍：确定线路靠脑，

蹬壁上岩靠脚，抓石引体靠背，荡身腾挪

靠腰……”站在队列里聆听这名专业教

练的授课，王玺丁恍然大悟：“我讲不明

白的‘那种感觉’，被他三言两语讲得明

明白白！”

怎样规划攀岩线路、如何调动相关

肌群发力、针对不同的障碍应该相应做

出什么动作……让王玺丁大开眼界的

是，在这名专业教练的指导下，此前几名

只能在离地不远的崖壁上“贴饼”的战

友，很快能够顺利登顶。

训练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官兵们

纷纷对这名专业教练伸出大拇指。紧接

着，他鼓励大家说：“能达到军事体能合

格以上标准，说明大家的身体机能足以

完成攀岩训练，只要建立信心、方法得

当、科学训练，人人都能登顶。”

“就像武侠小说中不少高手需要高

人点拨才能开悟一样……”听到王玺丁

的话，一名旅领导在一旁点评道：“借助

专业力量帮助我们更新训练思路和方

法 ，正 是 外 请 专 业 教 练 的 题 中 应 有 之

义。”

特种驾驶训练的取
舍：一招一式瞄准打仗
准星

暮春，一场特种驾驶理论授课正在

进行。有趣的是，外请组训的某赛车队

车手没有站上讲台，而是坐在台下，一边

认真听取该旅侦察专业驾驶员、二级上

士吴乐的发言，一边细心作笔记。

专业教练成了学生，这是为何？吴

乐道出原委——

前 些 年 ，该 旅 配 发 某 新 型 特 种 车

辆。相比此前车型，这款车越野机动能

力更优秀，穿行山地、大漠、戈壁等复杂

地形如履平地。

“由于受训时间有限，我们的驾驶水

平与这款车的理论性能出现了‘倒挂’。”

对此，吴乐打了个比方，“就像持有普通

驾照的人去开 F1 赛车。”

今年初，来自某赛车队的几名车手

走进训练场。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力

求在有限的训练时间里，提升驾驶员特

种驾驶水平。

“能不能给我们露两手？”在官兵的提

议下，几名曾在国内赛事中取得佳绩的车

手们大显身手：刀片急停、钟摆过弯、漂移

掉头……激起在场官兵阵阵惊呼。

“快教教我！”随后的教学中，吴乐和

战友们围在他们身边，纷纷要求学习这

些高难度动作的驾驶技巧。几名车手也

来者不拒，逐一倾囊相授。

然而这一情况很快便被机关“踩了

刹车”。原因很简单：这些驾驶技巧，有

多少能够应用于实战？

无独有偶。机关在随堂跟训中发现，

受惯性思维影响，前来指导格斗训练的几

名散打教练，在教学中总要求官兵“收一

收”，不允许他们使用在体育竞技中有犯规

之嫌的狠招。

“假如官兵在打仗中真到了白刃格斗

的时候，一击制敌的狠招才算得上是真招、

实招。”该旅领导由此谈道，“体育比赛的训

练导向与作战需求不尽相同，必须以战斗

力标准细化教学内容，做到有所取舍。”

基于这样的思考，该旅决定采取订

单式授课办法，让官兵结合作战需求选

择“学什么”，并由机关进行审定，确保专

业教练的教学供给侧能够与部队实战需

求侧紧密对接。

“涉水时车辆被泥沙陷住，怎样可以

快速脱险”“高速行驶中遇到起伏路面，

车身即将侧翻，该如何操作才能及时改

出”……针对吴乐提出的实战中可能出

现的问题，几名车手及时调整授课内容，

并在后续训练中手把手带着官兵练习相

应驾驶技巧。

双 Z字形弯、8字形路、波浪形路……

在前不久的一次特种驾驶训练中，吴乐全

速驾车通过9处障碍没有触碰到1根立杆，

用时也比自己最好成绩缩短了20余秒。

“下次争取再提高 20 秒！”走下训练

场，吴乐向几名车手道出后续几天想要

达到的训练目标。“再快 20 秒，上了战场

也许能先敌一步，也或许能让部队躲过

一次火力打击。”吴乐说。

获“鱼”与授“渔”相
结合：教练员队伍实现自
主“造血”

经过为期一周的强化训练，二级上

士胡小东索降课目训练成绩由此前的

“合格”一跃变为“优秀”。临别时，他依

依不舍地向前来组训的某国家级应急救

援队队员道别：“假如没有你的指导，我

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进步。”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句“假如没

有你”，让该旅领导沉思良久。

诚然，随着专业教练到来，官兵在诸

多“小课目”上的训练成绩有了显著提

升。与此同时，一个问题却萦绕在该旅

领导心头：是否年年都要外请专业教练？

“必须将我们自己的教练员队伍培

养起来。”随后的一次首长办公会上，旅

领导达成共识。

想要实现这一目标谈何容易？以侦

察专业中的潜水课目为例。普通人想要

获得初级潜水教练资质，需要取得潜水

员证书满 6 个月，至少具有 60 次潜水纪

录，并通过 3 项急救训练考核。对于基

层官兵而言，无论是付出的时间成本还

是达成相关经历要求，想要具备以上条

件，都挺难。

经过一番讨论，该旅领导提出设想：

在外请教练前来“输血”的同时，选派教

练员“苗子”外出求学，实现自主“供血”。

就 这 样 ，在 打 开 营 门“ 借 来 ”专 业

教 练 的 同 时 ，该 旅 也 遴 选 出 12 名 官 兵

外出求学。二级上士王强是首批教练

员“ 苗 子 ”之 一 —— 从 去 年 冬 天 开 始 ，

每 逢 周 末 ，他 便 会 乘 车 前 往 某 高 山 滑

雪场求学。

对于出生北国的王强而言，滑雪几

乎是他的“家传技能”。此番求学，他更

多的是作为助教，跟在一名具备国家体

育总局资质认证的滑雪教练旁，学习他

如何向学员进行授课。

小 到“ 如 何 讲 解 滑 雪 靴 的 穿 戴 方

法”，大到“每堂课教学内容如何衔接”，

一整个冬天跟训下来，虽然尚不具备独

立执教能力，但王强直言学到不少门道：

“‘会滑雪’和‘会教别人滑雪’完全不同，

若不经过专业培训，就会像茶壶里煮饺

子——肚里有货倒不出来。”

经冬历春，王强的外出求学已告一段

落。但他没有就此闲下来，而是每逢闲暇

时间总会捧起那名教练送给他的几套关

于高山滑雪教学专业书籍苦读，不时还会

向教练请教关于备课教案中的内容细节。

“都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我一定会努力学习，当好那一粒种子。”

畅想未来，王强信心满满地说，“相信有

朝一日，即使没有专业教练的帮助，我也

能当好大师傅，带出好徒弟。”

借师组训：“小课目”训练难题有解了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通讯员 左超超 康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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