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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形势下加强学生军训工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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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形势下，大学生军训工作遇到了新的挑战和考验。本文认为大学生

军训应以培养高素质国防后备人才为目标，努力增强学生军训的针对性；以增强

学生综合素质为动力，不断增强学生军训的有效性，以军地协同保障为手段，大

力促进军训工作的落实。 【关键词】大学生 ； 军训工作；  思考  

 

开展学生军训工作，既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举措，又是储备高质量后备人

才的有效途径。目前，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普遍开展了学生军训。学生军训工作要

创新发展，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要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把培养具有强烈的忧

患意识和爱国热情，政治合格、素质过硬、作风优良的时代新人作为努力方向，

不断提高我国后备人才的层次质量。  

    一、以培养高素质国防后备人才为目标，努力增强学生军训的针对性  

学生军训工作应紧贴当前国防和军队建设任务，把培养高素质国防后备人才作为

军训工作的目标，不断增强军训内容的针对性，提高学生军训工作的质量和效益。

一是要强化国防教育。军训期间，注重“三个发挥”，努力将学生军训的过程变

成接受国防教育的过程。发挥学院的主导作用。依托校园广播、电视、网络等媒

体，连续播放和刊登国防政策法规等内容，使学生了解掌握国防法规的基本内容，

打牢他们的国防观念。发挥军训官兵的能动作用。通过组织主题鲜明、形式活泼、

内容丰富的军旅歌舞晚会、专题板报等形式，广泛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战斗精神

等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发挥红色基地的感召作

用。将组织参观红色资源纳入学生军训计划，依托红色教育基地，各高校每年都

组织不少于一次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激励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政治责

任感。二是要突出军事技能训练。各高校根据省军区学生军训办公室的统一部署，

科学拟定军训计划，区分队列、军体拳、实弹射击等不同科目，科学施训。在训

练内容上，要突出基础科目训练，主要以开展队列、军体拳训练、实弹射击、体

验军营生活为主。通过军训，让学生掌握基本军事技能，提高他们的军事素养。

在训练方法上，要坚持精讲多练，耐心引导，坚决杜绝简单粗暴，鼓励学生自觉

接受锻炼。力争军训的每名大学生成绩都能达标。在训练强度上，要结合军训不

同天气、不同时间段的实际，及时调整军训计划，合理组织不同科目的训练，有

意识培养大学生不畏艰难困苦的顽强作风和严明的纪律观念。三是注重大项活动

牵引。各高校要把积极参与国家、省、市、县各级后备力量建设大项活动，作为

发现、锻炼、储备后备人才的平台，使学生接受重大活动的锻炼，经受多方面的

考验，以此发现一大批能指挥、懂管理、精专业的高素质学生，并及时将学生名

单整理后上报省军区学生军训办公室，加强跟踪教育管理，确保将来能联系得上、

召得回。  

二、以增强学生综合素质为动力，不断增强学生军训的有效性  

军训工作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要把提高综合素质作为军训工作的重要内容，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使军训的目的与学校育人的目标统一起来。一是要发挥军训生活条件艰苦的特

点，提高学生独立生活能力。帮训部队要结合新入学大学生的特点，本着尽力而

为的原则，把家长所盼、学校所需和部队所能结合起来，着重在培养学生独立生

活能力和师生之间感情上下功夫。要紧紧抓住训练强度大、学生思想出现波折等

时机，深入军训临时班排、小组和学生中间，及时掌握学生思想情况，帮助他们

克服畏难情绪，提高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二是要发挥军训组织严密的特点，强

化学生组织纪律观念。军训开始前，各高校要依据入学名单和学生档案，区分城

镇、农村籍及独生子女不同情况，详细拟制军训名单，做好军训展开前的各项准

备工作。军训展开后，要注重区分人员，区别对待。三是要发挥军训的职能作用，

培养学生团结协作意识。针对部分学生家庭的过分溺爱和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

响，集体意识和团结协作意识不强的实际情况，军训中采取统一组织、统一检查、

统一标准的方法，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寝室内务卫生评比竞赛、队列会操比赛、

军民联欢文艺晚会等丰富多彩、具有军营文化气息的娱乐竞赛活动，着重培养学

生团队协作的意识，增强集体主义观念，使其深刻认识团结协作的重要性。  

三、以军地协同保障为手段，大力促进军训工作的落实  

针对新形势下学生军训人数多、课时长、要求高的特点，军地双方应密切配合，

加强协调，大力促进学生军训工作的落实。一是抓好军事教员队伍建设。要把军

事教员选拔培养纳入学校教师总体发展规化，按编制配齐；搞好军事教员培训，

采取普遍轮训、在岗培训、到部队代职等多种方式，着力提高军事教员教学水平

和实践经验。二是合理安排民兵训练基地承担学生军事技能训练。在民兵训练基

地建设上，采取与学生军训基地化的需求。在民兵训练基地使用上，充分发挥训

练基地的使用效益，将民兵训练与学生军训统筹计划、科学安排，确保 8、9、

10 月份重点保障学生军训。三是认真落实各项保障。在经费保障上，要把军训

经费列入年度预算，实行综合定额拨款，做到专款专用。在教材保障上，采取军

地合购，按计划发放，集中力量编制写资料，统一制作多媒体教学课件和录像资

料。在弹药指标，细化措施，量化指标，区分任务，明确责任，并跟踪问效，确

保大学生实弹射击用弹落实到位。在帮训部队协调上，每年定期召开驻军部队、

军队院校、消防、武警等单位参加的协调会，精心筹划、合理安排，协调解决训

练所需的承训部队和帮训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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