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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就网络信息技术的重要性，与军队院校教育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网络信息技术时代下如何把握素质教育进
行讨论，旨在为军队院校的素质教育提供可资借鉴的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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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今天，我们已进入网络信息时代。网络信息革命在带动产业革命的同
时，也带动着军事革命，未来的战争是高科技的战争，将是网络信息的战争，网络信息技术可望取代核威慑而成为
全新的威协手段。网络的先进性已经可以模拟和预演一切战争，而且实战情况非常接近，战争高度立体化、透明
化，向军队院校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全新的背景和全新的挑战，加强对未来军队军事人才的素质教育就
显得更为重要。 

江泽民主席在十五大报告中多次提到“素质”一词，尤其是在北大百年校庆的讲话中要求建设好世界一流大学，全
面推进素质教育。同时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中共中央、国务院还制定了《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年9月份在华中理工大学召开了“加强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
育工作研讨会”，在会上就“全民素质教育”的内涵达成了共识，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科学素
质教育和身心素质教育四个方面的内容，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军队院校的全面素质教育，也不外乎这四
个方面。 

面对网络信息革命时代，怎样才能搞好军队院校的素质教育？ 

  一、认清网络信息时代与军队院校教育之间的关系。 

  １、网络信息内容的多元性自导和军队院校现有教育主导观念间的差异。 

  网络信息时代形成了网络文化，它构筑了一个全新网络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由于军校教育主导观念的相对封
闭，造成了寒暑假及其它时间，军校学员对网络文化的一种青睐和追逐，在与地方大学青年相互交流中，由于担心
对网络的无知，而渴望着“网上冲浪”，这些都产生着深远地影响和他们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同时网络上内容的流
传丰富多元，不仅可以下载信息，而且还可制造信息，并且不受任何约束，这对特定学习环境下军校学员，无论从
认知上、情感上、思想上，还是心理上，都是一种难以自控的诱导。在这种情况下，军校教育的主导观念受到了来
自网络信息内容多元性自导的强烈冲击和挑战。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网络信息内容的多元性还表现在庞杂多样，五花
八门，泥沙俱下，还存在着大量反动的、迷信的、黄色的内容，因此更使我们要认清网络信息内容多元性自导和军
校教育观念主导之间的差异，认真思改，应付来自网络给我们思想政治工作、道德素质教育方面的挑战。 

２、网络信息技术不断创新与军校教育改革滞后之间的差别。 

中国传统的教师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中国科学院院士杨芙清、王阳元指出应把它改成：“传道、授
业、启惑”。教师不能解学生所有之“惑”，而应当着重启发学生去独立思考、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教育应着眼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就实质而言，网络信息技术已经不仅仅是产业本身的革命，必将导致人类社会
思想、文化、教育、经济等各方面的变革与创新，也必然为军校的素质教育注入新的内涵。 

  江主席在中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突出强调民族“创新精神”。军校教育要培养应付未来战争的各种复杂情况的人
才，也应加大创新教育。网络信息技术是创新的产物，美国网络信息技术协会最新调查表明，网络上每天都在创
新，这种不断创新的过程，使信息的传输过程变成了主动参与创新学习的过程。这种过程对军校教育改革相对滞后
产生极大冲撞。现在一些军队院校，特别是初级指挥院校，教学内容相对陈旧，教材建设不够完备、教学设施不配
套、教学方法传统单一、教官素质相对薄弱、教育教学改革相对滞后，这无疑与“创新精神”和创新过程不相谐



调。 

  ３、网络信息内容交流的相互、便捷与军校教育方法的单向、凝重之间的差距。 

  网络信息内容的交流，是在一个开放的空间，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下，网络成员之间进行相互式的交流。你可以
在“聊天室”里，进行远距离的陌生而似曾相识、幽默地进行聊天，倾诉真心话，倾吐真情实感；你也可以在公告
板下，从容不迫、毫不负责的指责他人，批评他人，渲泄个人的情绪；你可以便捷地接受信息也可制造发布信息，
与他人相互沟通，公平参与，这种交流的过程，就是一个实现平等资格的过程，主体的参与意识，主观能动性被极
大的刺激调动，并使人的认知程序和情感投入产生连贯。这与军校传统方法教育的单一、被动、凝重形成鲜明的对
比，使学员处在网络信息内容交流的相互、便捷与军校传统教育方法单一、被动、凝重的“夹层”之间，这势必影
响教育的实效。 

  

二、网络信息技术时代下全面素质教育的把握． 

  １、正视现实、占领制高点，培养迎接网络信息技术挑战的思想道德素质。 

  网络信息技术，不仅是军事竞争的焦点，同时也成为我们与西文国家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新战场．网络信息逐
渐影响着军校学员、干部的人生观、思想观、价值观、道德观，面对这种新的情况和挑战，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视
而不见，更不能一味地讲如何防范，关键在于我们要正视这种现实，重视网络上的思想政治斗争的新情况，占领制
高点，占领主阵地，教会学员正确合理地使用网络，正确合理地汲取网络信息，加强主观能动的自我管理教育，完
善使用网络机制，引导干部学员掌握趋利避害的方法，科学节制的使用网络信息。 

  ２、培养干部、学员迎接网络信息技术挑战的稳定而成熟的心理素质． 

  军事专家们认为，网络信息战是不流血非暴力战争，是在看不见空间进行，是战争双方通过信息的生产、收
集、传递、保存、加工和处理，制造出威慑战争对手的无形威慑力量，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从而引发了
新的战备竞争，理论威慑、潜力威慑、心理战、情报战、电子战等。被称为第七代战争的信息战既有战略争夺，也
有技术性的战术攻击，如用火力摧毁信息设施和计算机病毒攻击，在这种世界军事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两方国家的
军事教育战略已开始了历史性的调整。我军院校教育也面临着这种挑战。因此，我们应加大军校教育的网络技术力
量，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网络信息技术对军队院校的广大干部、学员，甚至所有的人都是令人神往的，充满诱惑的．
这往往会让他们的心理产生一个误区——成熟者合理汲取丰富的营养，否则，会连“污垢、病菌”一起吞下。面对
网络信息，有朦胧、茫然，有冷漠、麻木，也可能有激情、诗情画意，更会有劳心伤神，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努力
分析这些心理表象，帮助干部、学员发现自我的位置，辨明并把握自我良好成长的因素，知晓担负的重大责任，培
养稳定成熟的心理，迎接网络信息技术的挑战。 

  ３、加大科学素质教育，为迎接网络信息技术挑战储备必须的科学知识。 

  从近几年世界几场局部战争来分析，我们不难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未来的战争，将是“高、新、精、快、全”
的战争。所谓“高”，就是高技术含量高，“新”就是新装备投入使用多，“精”就是打击度精确，“快”就是特
种部队行动快，“全”就是全天候攻击，各方位打击，全球化空间使用。战争的这些特点，都可集中到网络信息战
上。网络信息技术时代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要掌握科学知识，科学知识准备不足就无法登上网络信息技术的舞
台，网络信息技术一方面在改善我们的生存质量，提供更多的发展、展示才华的空间和机遇，另一方面对人的选择
也越来越大，尤其是对未来战场上的指挥人才的选择就更加挑剔，这就要求军事干部、学员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加
大科学知识的储备，掌握开启这扇大门的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