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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与德育：军事伦理学建设巡礼（之四）  

在军事伦理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广大教学、研究工作者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倾心育人，摸索规律，

在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中与广大官兵一道，对军事伦理教育应用的育人理念、方针原则、人格目标、内容方法和环境

建设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与实践，为军事人才的成长提供方向指导和精神支柱，为形成军队战斗力发挥重要作用，

在新时期军事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充分展现了伦理学属人、为人的学科特性和塑造人、培育人的教化功

能。 （一） 以人为本的育人理念广大学者一致认为，“以人为本”是我党治国治军的重要理念，它在军事伦理学的

科学内容体系中得以充分体现和直接延伸。军事伦理教育应用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育人理念，以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为终极关怀目标，强调在完成国家和军队重大历史使命的伟大斗争实践中，着力培养全面发展的“四有”新人，引

导广大官兵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完善自身人格，努力实现德智体全面发展。《军队院校德育经

验研究》一书作者强调，军校是军事人才成长的摇篮，坚持以人为本的育人理念，首先表现为坚持“德育首位”意

识。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柱石，担负着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

义建设顺利进行的神圣使命，在目前与未来，都要胜利完成反侵略战争等重大艰巨任务。而军队需要的各种各样的人

才，则要由军队院校源源不断地培养教育和输送。”“坚持把德育放在首位，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是党

和国家和人民对军队院校的绝对命令，是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具体体现，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关键所在，也是真正

办好军队院校的根本要求。”[30] 《军人美德导论》一书作者认为，坚持以人为本的育人理念，集中体现为科学、

合理地确立军事伦理教育的人格培养目标。我军军人人格以理想、正义、忠诚、爱国、勇武、牺牲、守纪、团结、垂

范等基本范畴有机结合，形成其立体结构和基本体系，各个范畴具有特定的的思想内涵和行为要求，并有其培育、养

成的基本途径与方法手段。军事伦理教育应用应当遵循其规律实施与展开。[31] 《人格的铸造》一书作者指出，

“军校德育的本质就是教育者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所需要的人格理想与受教育者现有的人格状况间

的矛盾不断得到解决，把当前我国社会和我军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法纪观念、心理素质方面的要求和规范转化为

受教育者的政治人格、道德人格、法律人格、心理人格等要素，通过改进人格要素、完善人格结构、提高人格层次等

途径，培养学员完善的军人人格。”[32] 《当代军事伦理学》一书作者指出“军事伦理教育和军事道德修养的目

的，在于形成普遍的、完美的军事伦理人格。”“军事伦理教育是军事理想人格培育的外在因素，军事主体的自我伦

理修养是军事伦理理想人格培育的内在因素，两者的完美结合，就能造就威武之师和文明之师的军事人格形象。” 

[33] 有学者提出，“我军的军事伦理的理想人格，就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集体主义、

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与时俱进的开拓创新等崇高的品质要求为基本内容……这样的军事人格，集中体现了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是历代中外进步军人尤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34] 也有学者认为，

“坚持以人为本，要强化军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深入研究、准确把握道德主

体即军人的需求及思想、心理变化的规律，有的放矢地做好工作；要尊重军人的个性和民主权利，尊重并不断满足军

人求知成才、完善自我的正当需求；要不断提高军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军事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要不断

为广大军人发挥聪明才智创造良好环境，充分调动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关心和解决军人的实际问题，切实保障

其正当权益。”[35] 还有学者提出，坚持以人为本的军校思想道德教育，关心军事人才的健康成长，必须在教育实

施中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奠定军旅人生基石，深化植根性教育；二是要分析青年成长个性，加强针对性教育；

三是要切入生活实践环节，抓好养成性教育。[36] （二） 知行统一的养德机制有学者研究指出，我军的伦理道德建

设从军队诞生之日就已经开始，新中国成立以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提高到一个新的水

平。经过一代又一代官兵不懈努力，我军伦理道德建设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既有道德理论的创立、道德核

心和原则的坚持，又有道德规范的提出，还有各种形式的道德实践活动，从而形成了我军特有的知行统一的道德培养

健康机制。[37] 《军队道德建设》一书作者提出，军队道德建设必须注意形成健全的机制，才能良性运行和持续发

展。军队道德建设的机制按其功能可分为教育培养机制、舆论引导机制、传统熏陶机制、行政奖惩机制、纪律规范机

制等。[38] 《军人思想道德素质概论》一书作者提出，修养提高军人思想道德素质的根本方针是理论结合实际，修



养提高军人思想道德素质的基本手段在于掌握科学理论、学习英模榜样、注重自我改造、长期实践养成。[39] 在新

的历史时期，军队广大官兵道德修养实践不断发展、不断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军知行统一的优良传统。有的

军队院校紧密联系实际，始终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学校人培养的基础工程，引导学员把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引导

学员牢固树立献身军队建设事业之志，教育学员刻苦学习努力成为报国之才，激励学员竭诚奉献勇于牺牲的报国之

举；有的院校长期坚持“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长期扎根部队基层”的教育，培养了

一批批思想、品德、技术和作风都过硬，深受部队基层欢迎的军事人才；有的部队长期奋战在条件极其艰苦的风雪高

原，广大党员和干部上上下下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给一级做好榜样，自觉实践并培养出了所在部队特别能吃苦，特

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三个特别”精神。[40]在长期形成和保持的知行统一的道德养成机制中，全军官兵真信真

做、言行一致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胜利完成了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各种战斗、训练任务，积极参与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和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军营中英雄模范不断涌现，优秀人才茁壮成长，军队成为品德优良、健

康向上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先进群体，成为造就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火热熔炉。（三） 严谨入微的规范约

束军事伦理教育应用突出表现为伦理道德规范的确立与遵行。我军素以纪律严明、作风优良著称于世，军事伦理道德

规范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由此获得强有力的支撑。在两者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军队广大官兵的道德养成实践特征集中表

现为严谨入微的规范约束。有学者认为，军事主体的伦理规范具有政治性、坚定性、强制性、牺牲性和崇高性等基本

特征。[41]也有学者提出“军人生活是一个整体。军人面临的道德关系是彼此渗透、互相制约，有主有从的一个活生

生的整体网络。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一般原理，具体的研究分析这个活生生的道德关系网

络，从中引出科学而完整的军人道德规范体系来，用以指导军人的的道德生活，不断地全面提高部队的道德水准。”

[42] 有学者认为：“军校实践证明，严格落实具有军校特色又各具本校特点的道德行为规范制度，引导学员从

‘我’做起，从点滴做起，从现在做起，把当前的努力与未来的目标联系起来，把自己的言行与社会、部队的要求联

系起来，牢记军人思想品德修养的根本目标，严格遵守军人道德规范，持之以恒，务见实效，就能从外在强制转化为

内在自觉，形成高尚的道德境界。”[43] 许多军队院校在培养军事人才的道德教育实践中，既重视对学员政治合格

的严要求，又坚持对学员作风优良的细培养，既强调在政治风浪和大是大非中的重大表现，又不忽略军旅生活中看似

“针头线脑”的小节、小事。如学员进入军校后，从第一次出操、第一次上课、第一次点名、第一次站岗等军旅生活

的“第一次”行为做起，严格训练，严格管理，严格规范学员的言行，磨练意志和作风，锤炼品德和人格。军队院校

十分重视发挥条令条例在促进品德培育、培养合格人才中的作用，通过“早、细、恒、实”的基本途径，严格一日生

活制度，落实规范约束的养成教育。早，就是从第一学年抓起，对不合格者实行早期淘汰；细，就是防微杜渐，防止

细小问题带来的危害，防止不良风气的蔓延；恒，就是持之以恒，坚持全程落实，常抓不懈；实，就是做到制度落

实，考核落实，奖罚落实。学员每天都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氛围中学习、生活，促进了良好思想品德和作风

的养成。驻港部队在伦理道德建设实践中，结合香港地区的社会环境和有关法律规定，专门制定了《驻港驻军军人道

德规范》共7大项25条，涵盖政治思想、职业道德、内外关系到个人修养、家庭关系等方面内容，还编写出易学好记

的《军人道德四字歌》，印发官兵人手一册。在平时坚持从小处入手，狠抓点滴养成。比如要求官兵无论是在训练

场、课室里、饭堂中，还是在课余活动和业余时间，都要做好“三像”（走像、站像、坐像），“三响”（歌声响、

掌声响、口号响）；军容军姿严格把好“三扣”（领扣、袖扣、衣袋扣）；剪除“三长”（长头发、长指甲、长胡

须），杜绝“三手”（背手、插手、袖手）； 充分体现了我军官兵践履道德规范、约束自身言行的严格性与自觉

性，在香港这个八面来风的世界之窗向全社会展现了我军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四） 合力育人的道德环境。环境

是火热熔炉，是无言导师。军营是广大官兵工作、学习、生活的基本空间，对军队官兵形成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培

养良好的行为习惯，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许多部队和院校重视在教育训练、行政管理、日常生活等方面齐抓共育、

形成合力，努力造成一个有利于人才健康成长的良好道德环境。 有学者提出，军队道德建设离不开一定的道德环

境，道德环境能够形成道德群体效应、道德示范效应、道德舆论效应；道德环境又有大环境和小环境；软环境和硬环

境，常环境和时环境之分，为了搞好道德建设，必须加强军营道德环境建设。[44] 有的院校在坚持德育首位、加强

思想道德建设的实践中，建立了理论教学、社会实践、业余生活三大课堂组成的德育体系，大力提倡教书育人、管理

育人、服务育人的治校模式，形成了良好的育人环境。[45] 有的院校在创立军人思想道德修养课程时，就把课程教

学与第二课堂、思想工作和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基础性教学、开放性教学、渗透性教学和延伸性教学四个层

次相统一的教学体系，在长期坚持的课程立体动态教学模式中，充分发挥出军人思想道德修养课程在军校和社会大环

境中的育人功能。[46] 许多基层部队切实把搞好军营环境建设纳入部队道德建设的整体布局，如在营区悬挂领袖题

词，张贴英模画像，塑造名人英雄雕像，建好用好军史馆、荣誉室，运用升国旗、阅兵、宣誓、授装、授旗等仪式，

强化官兵对党国家军队的忠诚和信念，军事伦理学的学科建设与创新，直接来自军事主体的道德实践，并服务和服从

于军事主体的道德实践。军事伦理教育应用则是学科建设与道德实践的中介与支点，军事伦理学的学科建设以此为生

长源泉和发展基础，在育人中充满生机与活力，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在与时俱进中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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