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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军队呼唤一流人才。空军飞行

员是国家的特殊人才和宝贵资源，是人

民空军履行神圣使命、捍卫祖国领空的

主体力量。10 年来，空军依托地方优势

资源，大力开办青少年航空学校，抓住青

少年成长黄金期，提早选苗、超前培养，

为锻造未来飞行人才注入源头活水。这

表明，军地密切协作，走好联教联育路

子，是扩大建强军事人才供给侧，掌握人

才竞争主动权的有力举措。

现代战争是军事人才的较量，而新

型军事人才专业类型多、培养周期长，单

纯依靠内部有限资源难以完成培养任

务。因此，军事人才培养应打破“围墙”，

广泛争取和整合运用多方向多渠道优势

资源，合理配置，深度挖潜，实现教育效

益最大化。这就需要念好“联”字诀，构

建军地联合育才机制，更好满足新型军

事人才培养需求。

加强军地联教联育，重点是将资源

优势转化为人才胜势。联教联育不是简

单的资源叠加，而是打破军队单位与地

方院校、科研机构间的壁垒，让资源要素

广泛共享，通过创新制度机制，搭建实践

平台，实现优势互补、深度融合。

突出基础支撑，夯实“联”的底座。

纵观世界各军事强国，都十分重视人才

早期培养，在“起跑线”上持续发力。军

地应以青少年为重点，大力开展国防教

育进校园活动，前移吸引人才端口，扩大

人才培养基数。准确把握人才成长规

律，加强联合育才，军地各级纷纷采取引

入课程体系、联合编写教材、推荐教学骨

干等方式，提高办学质量。

瞄准新域新质，聚焦“联”的重心。

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的培养，面

向未来，面向战场，这就要求在领域分布

上把握发展趋势，在专业布局上突出发

展重点，大力提高各类高端人才、特殊技

能人才比例和有效供给。同时，着眼备

战打仗所需，采取有力措施吸引更多优

秀人才投身强军事业，提高人才供给能

力和水平。

着眼长远布局，完善“联”的机制。

培养人才需要久久为功，绝非“毕其功于

一役”。近年来，军地各级围绕人才联教

联育作出积极探索，但协调协作上仍存

在一些难点堵点，迫切需要在机制上给

予充分保障。例如，在顶层设计上，分领

域、分系统制定配套措施，防止任务不

明、职责不清；在组织管理上，健全军地

沟通协调机制，对重大问题统一研究部

署、督导贯彻落实，强化激励约束、监督

管理等运行机制，让联教联育内在动力

活力持续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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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合格，离青少年航空学校又

近了一步！”6 月初，在空军招飞局济南

选拔中心检测点，得知定选复查结果，

初三学生时嘉骏兴奋地奔向人群中的

母亲。

在前期的定选检测中，时嘉骏除体

重超标外，其他指标均符合要求。为确

保复查通过，时嘉骏坚持科学锻炼，自

主控制饮食，3 个月里瘦了近 10 公斤。

初选检测、文化测试、定选检测、政

治考核、定选复查——成为一名空军青

少年航空学校学生需经历数道关口，单

体检就涉及 120 余个项目，筛选率近百

分之一。

即便如此，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报

考人数仍逐年攀升，如今已成为空军招

飞的特色品牌。自 2015 年空军在全国

11 个省份遴选 16 所优质高中创办青少

年航空学校，现已累计放飞 2000 余名

“雏鹰”，招飞录取率达到 40%以上。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站在新的起

点 上 ，空 军 青 少 年 航 空 学 校 如 何 进 一

步 对 接 空 军 转 型 建 设 ，助 力 飞 行 人 才

培 养 ？ 近 日 ，记 者 走 进 几 所 学 校 探 寻

答案。

从知识灌输到潜质激发

“为翱翔蓝天加注燃料”

“如何使滑翔机始终飞直线？”6 月

初，在武汉市第六中学航空实验班航模

课上，该校科技教师王翀要求学生自己

动手解决飞行姿态的问题。

很快，各种各样的飞机模型在操场

上空起舞，学生们反复修正尾翼、调整

重心。

“在动手实践中，学生能更好理解

前期学习的航空理论，培养对飞行的爱

好。”王翀说，近年来，该校不断优化航

空特色教育，开设飞行原理、模拟飞行

等航模课程，定期组织航模知识讲座和

户外飞行展示活动，引导学生自主探索

飞机构造、理解飞行原理。

相 比 普 通 班 级 ，航 空 实 验 班 有 约

700 个学时的航空特色课程。“早期培养

中，航空特色课程涵盖范围广、理论性

专业性强，但趣味性启发性不足。”空军

招飞局领导告诉记者，为了浓厚飞行兴

趣、激发飞行潜质，他们推动各校将航

空特色教育纳入学校素质教育体系，促

进航空特色课程与学校文化课程有机

融合。

一场因地制宜的教学创新，在各地

展开。山东省实验中学航空实验班语

文学科每周安排一节阅读课，学习国防

和航空知识，政治学科借助国内外时事

素材组织研讨，培养学生爱国情怀；四

川省绵阳中学航空实验班学子与中国

首批航天员赵传东面对面交流，许多人

立下“先争做飞行员，再当航天员，将青

春献给空天”的远大志向。

军事飞行对飞行员的能力要求非

常全面，考量的是综合素质。近年来，

空军招飞局指导青少年航空学校加快

航空特色文化建设，创办《启航空天》读

物，传播空军历史、讲述英雄故事、交流

招飞体验。同时，各地航空实验班依托

空军赠送的退役战机建设航空文化园，

打造飞行特色文化长廊。

“让飞行成为爱好，为翱翔蓝天加

注燃料。”石家庄第二中学空军驻校干

部刘迪长期工作在育才一线，他认为，

引导学生崇尚战斗英雄和飞行事业，能

持续激发学生对飞行职业的认同感，为

他们带来正向激励。学生小刘初中阶

段学习自主性较弱，入学一个学期后，

他逐渐迷上了飞机，并在刘迪的引导下

制订学习计划，由“逼着学”变为“主动

学”，进步明显。

“高一参与航空特色活动后，普遍

关注飞行、认同身份；高二完成体验飞

行，更加渴望飞行；高三通过体检后，增

强飞行自信，坚定职业信仰。”空军招飞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的调查问卷

显 示 ，青 少 年 航 空 学 校 学 生 在 飞 行 态

度、飞行意向等方面普遍得分较高。

从关注任务到体系规划

“为振翅高飞设计航线”

“高一抓习惯养成，高二抓思维提

升 ，高 三 抓 应用实践。”在四川省绵阳

中 学 航 空 部 主 任 张 玲 琳 桌 旁 ，放 着 一

张 成 才 计 划 表 ，她 向 记 者 介 绍 了 航 空

实验班学生各阶段培养重点。学校还

针 对 这 批 学 生 单 独 设 计 了 特 色 培 养

方案。

近两年，该校录取“双学籍”飞行学

员数量位列全国第一。“这既得益于招

生质量的提高，也源于我们遵循成长规

律，为‘雏鹰’振翅高飞精心设计航线。”

张玲琳说。

入 校 初 期 ，由 于 学 生 来 自 多 个 地

市，个体差异较大，任课教师逐人建立

档案，每月组织学情分析。学业中段，

文化知识难度增大，各项航空特色活动

密集，班主任注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

识，分学科成立互助学习小组。临近毕

业，教师们会同驻校干部以座谈会形式

了 解 学 生 真 实 想 法 ，帮 助 排 除 思 想 顾

虑，建立信心。

翻开该校航空实验班班主任和任

课教师名册，记者发现他们多数曾获评

学校优秀教师，一半以上为省市级名师

或学科带头人。张玲琳解释，为了更好

适应准军事化管理和航空特色教育，需

要教师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丰富的教育

经验。

进入 5 月，该校一些高三学生备战

高考压力大，思想出现波动，对招飞也

产生动摇。得知情况后，驻校干部白楚

川联系正在成都休假的空军某部飞行

员张煊铭，邀请他回母校参加一次专题

班务会，和学弟们谈谈心。

“高二时，我们到天上开飞机都不

怕，现在面对高考更不在话下……”班

务 会 上 ，作 为 该 校 首 批 航 空 实 验 班 学

生，张煊铭介绍了驾驶不同战机驰骋蓝

天的感受，鼓励学弟们迎难而上。这次

班务会让学生们开阔了眼界，看到了目

标，心态也调整了过来。

“过去我们更关注每个阶段的学习

任务，现在学生的心理变化也是关注重

点。”白楚川说，青少年的成长变化是多

维的，有些变化看不见、摸不着，但对学

习、训练会产生重要影响。为此，他根

据这些年的经验，梳理出航空实验班学

生思想波动的关键时间节点，建立身心

健康档案，为学生与优秀学长搭建交流

桥梁，帮助他们解开心中困惑，坚定飞

行信念。

青少年航空学校人才培养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学校、家长、部

队 的 共 同 参 与 。 去 年 以 来 ，空 军 招 飞

局 对 青 少 年 航 空 学 校 办 学 育 人 情 况

进 行 数 质 量 统 计 和 总 结 梳 理 ，围 绕 组

织 领 导 、招 生 选 拔 、教 育 培 养 和 管 理

保障等方面进行一体谋划、体系设计，

形成了《关于进 一 步 加 强 和 改 进 空 军

青 少 年 航 空 学 校 建 设 的 措 施》，为 各

所学校打造特色培养体系提供了制度

保证。

从“出飞率”到“含战量”

“为明天的战斗做准备”

在 山 东 省 实 验 中 学 ，课 间 铃 声 响

起。航空实验班的学生们迅速集合、整

齐列队，俯卧撑、杠铃推举、卧推等上肢

力量训练项目接连展开。

“每天做 3 次眼保健操，每周进行一

次军事体育训练、一次视力检查，逐人

配发护眼灯……”该校驻校干部彭昆介

绍日常保健工作。

高 中 阶 段 学 业 压 力 较 大 ，特 别 是

在高考冲刺阶段，不少学生视力下降，

由于身体原因与飞行梦失之交臂。为

此，空军每年组织军地医疗专家，赴学

校 进 行 检 测 巡 诊 和 健 康 服 务 ，宣 讲 防

近 视 、防 运 动 损 伤 等 专 业 知 识 。 随 着

保 障 机 制 日 益 完 善 ，学 生 自 主 防 护 意

识逐步增强。

一直以来，保证“出飞率”是青少年

航空学校的基础工程，如今各地进一步

变被动呵护为主动培育，让学生综合素

质与新时代飞行人才需求相匹配。

“体系战场上，作战节奏加快，攻防

转换频繁，作战链条上每个节点都要过

硬。”一位空军航空大学军事理论教员

告 诉 记 者 ，未 来 的 飞 行 员 不 仅 是 战 斗

员，还是空中指挥员，临机决断的勇气、

扭转局面的胆气、指挥作战的静气都必

不可少。

高中生心智尚未成熟，如何打好堪

当重任的底子？近几年，彭昆坚持从日

常训练着手，提高学生体能上限，在不

断突破极限中磨砺学生意志。同时，他

还将自己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

阅 兵 的 经 验 ，部 分 应 用 于 日 常 队 列 训

练，浓厚学生的“军味”。

今年初，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

学航空实验班开展野外生存拉练，他们

联合空军航空大学教员优化训练内容，

使训练场上硝烟味更浓。

搭 建 隐 蔽 所 、隐 蔽 伪 装 、目 标 搜

索 、自 主 脱 险 …… 学 生 们 结 合 前 期 航

空特色课程知识，接连完成近 10 个课

目训练，午饭也在野外自主保障。

有的学生第一次砍柴烧火、搭灶做

饭；有的学生跑山路崴伤脚，担心影响

团队协作，全程一声不吭。该校驻校干

部张宽进行讲评时肯定了大家的表现，

他说：“在学校里，总觉得战场离自己很

远。实际上，我们每天的学习训练都在

为明天的战斗做准备。”

近年来，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成立

模拟班排 ，加大学习力、创新力、承压

力、自律力等关键能力培养，积极组织

开展航空夏令营、野外生存、徒步拉练、

军体训练等特色活动。将学与练相结

合，强化学生准军人气质，将校园训练

场同部队练兵场有机对接，将精神利刃

锻造得更加锋利。

我是首批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学

生，如今已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事

实上，我走上飞行之路非常偶然。当

时，我无意间看到青少年航空学校的

招生信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了

招生选拔，没想到一路顺利过关，成为

航空实验班的一员。

走进中科院原子频标国家重点实

验室参观，现场聆听运载火箭总设计

师的报告会……航空实验班丰富多彩

的活动，为我的学习生活打开了一片

新天地。我对各种新事物充满兴趣，

但最令我着迷的还是飞机。

一次，学校组织观看一部空军题

材电影，飞行员以机翼切毁敌机的画

面给我带来很大震撼。从那时起，我

就期盼着未来能够成为一名果敢坚毅

的飞行员。

航空实验班的学习，空军航空大

学教员的讲座，让我清晰认识到离

一名优秀飞行员还有多远。由于初

中时缺乏体育锻炼，有时较高强度

的体能训练后，我甚至会呕吐，可想

到自己的追求和梦想，又咬牙坚持

下来。

顺利招飞后，我成为一名“双学

籍”飞行学员，并被选为歼击机飞行员

新链路模式培养对象。结束基础理论

和初教机阶段的学业后，我跨过中级

训练阶段，直上某型高教机。

飞 行 难 度 陡 然 升 高 ，需 要 在 短

时间内掌握大量新知识，让我很快

从兴奋陷入焦虑。“1946 年，东北老

航校的吴元任同志在缺少中级教练

机的情况下，直接驾驶高教机开始训

练飞行。前辈们在考验面前，能够破

除阻力、迎难而上，今天的我们怎么

能未战先怯？”一次航理课上，教官

的话点醒了我，也让我想起在清华大

学学习时，驻校干部的话：“要飞就

飞最好的飞机。”

去年毕业分配时，我毫不犹豫选

择了偏远艰苦地区，因为那里有我

向往已久的战机。于我而言，飞行

不仅是一份事业，更是不断坚定的

信仰。

加力奋飞向云端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航空实验班毕业生 张瑞奇

我是一名已执教 25 年的飞行教

员。 2015 年以前，我主要负责空军航

空大学大三飞行学员的教学工作。承

接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飞行体验活动

后，我的学员中增加了一批少年，肩上

也多了一份责任：精心呵护“飞之初”，

托举“雏鹰”高飞远航。

记得有一名学员，基础航理相当

扎实，但实际飞行中总存在一些操作

纰漏。一次飞行出现失误后，他有些

沮丧。讲评室里，我给他讲述了抗美

援朝战场上先辈们的故事。当时，一

群平均年龄 23 岁、飞行时间不足 20 小

时的飞行员，打出了“全摧毁、零损耗”

的战绩……

“他们当初学飞行的条件比现在

简陋多了，我们差的不是天赋而是意

志。”我的话令他受到鼓舞。后来，他

加强地面练习，努力弥补不足，经过一

次次模拟飞行，终于掌握了实装飞行

的要领。

还有一名学员，盘旋课目训练时，

我两次演示操作要领，放手交给坐在

后舱的他尝试。他当时手臂僵硬，做

不出动作。下了飞机，他说：“师傅，我

知道应该怎么做，可一往下瞅，脑子就

一片空白。”我知道这是恐高所致，飞

行体验结束后，我和他保持联系，经常

鼓励他。

一年后，他顺利通过招飞，再次成

为我的徒弟。同一架初教机里，他坐到

了前舱，操作动作自如了许多。

面对我的夸奖，他笑着说，感谢师

傅当初保护了我的梦想，让我在体验一

次飞行后，依然有想飞的冲动。那段时

间，他不断地进行模拟操作，直到克服

恐惧。

现在，为了适应 00 后学员的思维

习惯、学习方式，我和教学团队不断改

进教学方法，营造良好教学环境，通过

“示范、提示、放手、讲评”四步法提高

学员自主学习能力。同时，利用 VR 等

数智化设备进行针对性讲评，灵活运

用多种教学手段帮助学员解决问题，

努力做到“一眼看穿、一语道破、一次

解决”。

精心呵护“飞之初”
■空军航空大学飞行教员 盖立冬

托 举“ 雏 鹰 ”蓝 天 梦
—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超前培养飞行学员观察

■蒋华峰 詹 葛 本报记者 李建文 鲁泰来

图①：在河南省实验中学航空文

化园，学生学习空军历史、了解航空文

化。

图②：航模课上，航空实验班学生

展示飞机模型。

图③：在湖南省常德市第一中学，

航空实验班学生放飞纸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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