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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校名称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学历
所在院

（系、部）
行政
职务

专业技术
职称

从事公安高等
教育年限

主讲课程
教学专业领域

32 广西警察学院 李兴林 男
1972.11.20
（45 岁）

中共党员 硕士 教务处 副处长
教授

（2014.12）
20 年

（1998.07） 治安案件查处

33 重庆警察学院 陈菊娟 女
1965.10.19
（52 岁）

中共党员 硕士 治安系 副主任
教授

（2014.11）
31 年

（1987.07）
治安案件

调查与处理

34 四川警察学院 马中全 男
1972.06.11
（46 岁）

中共党员 硕士
思想政治
理论教学部

副主任
副教授

（2007.12）
22 年

（1996 .07） 形势与政策

35 贵州警察学院 刘锦涛 男
1976.01.20
（42 岁）

中共党员 博士 治安系 －
教授

（2012.11）
15 年

（2003.07） 治安管理学概论

36 云南警官学院 昂钰 男
1966.11.26
（51 岁）

中共党员 硕士 禁毒学院
教研室
主任

教授
（2007.11）

15 年
（2003.03）

毒品犯罪
案件侦查

37 新疆警察学院 张谦 男
1973.09.14
（44 岁）

中共党员 硕士 指挥战术系
教研室
主任

副教授
（2018.01）

16 年
（2002.06） 反恐指挥与战术

专科院校（3人）

1 黑龙江公安警官职业学院 辛世敏 女
1978.04.01
（40 岁）

中共党员 硕士
警务心理
教研部

副主任
教授

（2016.09）
13 年

（2005.09） 犯罪心理学

2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 安福强 男
1972.02.08
（46 岁）

中共党员 学士 治安系 主任
教授

（2015.09）
22 年

（1996.07） 治安管理

3 青海警官职业学院 曲红 女
1967.06.23
（51 岁）

中共党员 学士 公安系
教研室
主任

教授
（2016.12）

32 年
（1986.07）

犯罪现场勘查
侦查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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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教政体函〔2017〕48号 

 

中共河北省委教育工委 河北省教育厅 

关于公布 2017 年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优秀成果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

神，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充分发挥高校文化

传承创新的重要功能，推进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

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在全省

高校组织开展了 2017年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评选。

各高校高度重视，积极申报。经评委会认真评审，共评出一

等奖项目 6项、二等奖项目 17项、三等奖项目 38项，现将

获奖项目予以公布（名单见附件）。 

希望获奖单位以这次表彰为契机，再接再厉，取得更好

成绩。各高校要认真学习研讨获奖成果，继续发挥校园文化

建设在师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引领作用。 

附件：2017年河北省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获奖名

单 

 

      中共河北省委教育工委   河北省教育厅 

2017 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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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 年河北省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 

成果获奖名单 

一等奖(6项) 

1.燕山大学  

数据为媒，折页为介，阅读永不“毕业”——燕山大学

图书馆积极营造独特的毕业文化 

2.石家庄学院  

传承红色基因 铸魂时代新人——构建思政实践课全方

位育人体系 

3.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三魂”文化育人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4.河北农业大学  

打造让人生出彩的好讲堂——河北农业大学“出彩人生

大讲堂” 

5.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  

寓理论于体验，知行合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倾力打造入心入行的核心价值观校园文化品牌   

6.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怀报国志，树文明风，铸钢铁魂”—河北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钢铁连“三自”体系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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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17项） 

1.石家庄铁道大学 

国旗下成长 

2.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多措并举加强宿舍文化建设全力提升校园文化建设品味 

3.华北电力大学  

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工作新媒体平台建设 

4.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经典诵读唤醒传统文化之魂，主题展览筑牢文化自信之根 

5.河北医科大学  

创新校园文化建设载体，发挥社会实践育人功能——以

河北医科大学为例 

6.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以“五个有效载体”为抓手，大力推进校园文化建设 

7.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智慧和激情碰撞，人文与青春交融——承德石油高专精

心打造“石油杯”大学生辩论赛 

8.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发挥毛泽东诗词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打造红色文化精品 

9.石家庄学院  

“翰墨香”经典阅读文化品牌建设 

10.河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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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魂育人体系的构建 

11.河北农业大学  

以专业学术活动打造校园文化品牌 

12.石家庄工商职业学院  

构建“双主体”文化新平台汇聚大学生思想正能量 

13.河北地质大学  

“华韵致远”传统文化弘扬教育 

14.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主敬存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省习千日行 

15.河北工程大学  

谱写原创毕业歌 唱响毕业生思想教育主旋律   ——

河北工程大学原创毕业歌五周年 

16.邯郸学院  

中国梦 太极行——邯郸学院大力传播推广太极文化 

17.石家庄铁道大学 

    石家庄铁道大学以五大能力为抓手强化大学生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践行能力 

三等奖（38项） 

1.石家庄铁道大学四方学院 

大学生把“爱心”存进“存折” 

2.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统筹开展第二课堂活动，丰富主题教育活动形式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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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廊坊师范学院  

用绚丽井盖装点魅力校园 

4.华北科技学院  

围绕专业人才培养，彰显安全科技特色——华北科技学

院“安全科技文化节”项目 

5.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放飞心灵  快乐成长——“525”大学生心理健康校

园文化月系列活动” 

6.河北农业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依托学生社团，构建校园文化网络新阵地 

7.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律我风采月”活动的探讨与实践 

8.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打造高职院校志愿服务品牌，构建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体系 

9.河北工程技术学院  

打造“一室一馆一楼一平台”，打造特色文化育人阵地 

10.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学雷锋文化志愿者服务乡村少年宫”项目 

11.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着眼于“大学生社会化”的宿舍社区文化建设与实践—

—“小切口大触动”的内涵发展立体模式新探索 

12.防灾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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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行业沃土，再铸防灾精神 

13.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以创新学生教育管理制度营造正能量有温度的司法警

察文化校园育人模式探索 

14.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砥砺军人作风 培育职业精神 锻造忠诚警魂---武警学

院着眼遂行重大任务打造实践育人品牌 

15.张家口学院  

追求师范培养精神，立足教师教育特色，创新社团育人体系 

16.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道德讲堂：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高地 

17.唐山学院   

注重“网言网语”校园文化建设开辟新阵地 

18.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甲子华诞，喜结硕果——石邮

院校园文化建设成果申报材料” 

19.衡水职业技术学院  

以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涵育德、能、信、创校园文化 

20.衡水学院  

发挥育人作用 提高校园品味——桥牌成为衡水学院校园文化 

21.河北中医学院  

传承神农薪火 弘扬本草精髓——河北中医学院中药文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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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河北师范大学  

凝心聚力谱青春 

23.河北美术学院  

创建文化品牌传承民族血脉 

24.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  

厚植审美沃土  实施全人教育——河北科大理工学院

美育文化建设“三部曲”：体悟、探究、践行 

25.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三十六次的牵手，为青春着匠心底色 

26.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建设校园文化，展管理系风采 

27.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加强大学生志愿服务建设，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

以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材料工程系志愿者服务为例 

28.河北环境工程学院  

马克思文化节 

29.河北工业大学城市学院  

创新“纵向班”管理模式  打造文化育人新载体 

30.河北地质大学华信学院  

“熏陶式”教育——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长效机制 

31.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引导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展示青年学子时代风采 

22



32.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构筑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研读平台，培育高职特

色校园文化建设品牌 

33.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 

高校智能伴读机器人   引领思政教育新风潮——打好

新形势下高校思政教育“攻坚战” 

34.华北理工大学冀唐学院  

弘扬中医药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5.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从校园文化建设到文化校园彰显——河北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校园科技文化艺术节 14年的探索与实践 

36.唐山学院  

思想引领行动、文化丰富内涵，全力推进文明校园建设

——唐山学院文法系班级建设“七一工程” 

37.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  

礼敬中华优秀文化 引领校园文化建设 打造文化育人

新格局——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文史类师范生“以文化

人、以文育人”实践与探索 

38.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  

    全方位构建红色文化教育体系——河北师范大学汇华

学院艺术类“德艺双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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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国家特殊人才需求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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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省级一流课程一览表 

 

国家级一流课程 省部级一流课程 

序号 年度 课程 序号 年度 专业 

1 2020 灭火战术（线上） 1 2020 治安管理学 

2 2020 绳索救助技术基础（线上） 2 2020 防爆安全检查 

3 2020 出入境边防检查学（线下） 3 2020 国家安全学 

4 2020 火灾调查（线下） 4 202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5 2020 消防燃烧学（混合式） 5 2020 中国近代史纲要 

6 2019 消防燃烧学（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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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竞赛获奖情况统计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10-2019年省部级以上学科竞

赛获奖人数 205 210 243 251 255 267 281 487 444 315 368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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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发表的相关论文一览表 

序

号 
论文题目 作者 

1.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构建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

训练体系 
杨隽 

2.  构建“1+5”多维立体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应用型高

素质人才 
马金旗 

3.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学院世

界一流警官大学建设[J].公安教育，2018（01）：

48-51. 

马金旗 

4.  以总要求为指导建设一流警官大学[N].人民公安

报，2017-08-13（001） 
马金旗 

5.  
大力培养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公

安现役高素质人才 

武警学院学报，2017，33（09）：53-56. 

张平 

6.  “双一流”高校建设经验对创建我国一流警察院校

的启示[J].武警学院学报,2020,36(08):76-82. 
杜元斌 

7.  公安现役院校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J].职业时空，2011，7（01）：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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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马金旗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引领学院世界一流警官大学建设

党 的 十九 大 是 在 全 面 建 成

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

会主 义 进入 新 时代 的 关 键 时期

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科

学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

理论的新飞跃 ；深刻回答了新时

代 坚 持 和 发 展中国特 色 社 会主

义的全局性方向性问题，确立了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目

标 ；明确了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

根本任务，绘就了强国兴国的新

蓝图。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

院（以下简称学院）作为公安部

现役高等院校，担负着为公安现

役 部 队和 联 合 国维 和 事业 培 养

合格人才、提供决策支持、服务

实战等重要职责，必须坚持标准

更高、走在前列的要求，认真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把十九

大 精神落 实到 学 院 建 设 发 展的

各方 面，体 现 在 办 学 治校 全 过

程，推动学院世界一流警官大学

建设进程。

一、立足新时代，找准学院

建设发展新的定位

党的十九 大 报告提出 ：“必

须把 教育 放 在 加 强和 创 新社会

治 理 的 优先 位 置，加 快教育 现

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必

须全面 贯 彻 新 时代 党 的 强军思

想， 贯 彻 新 形 势下 军 事 战 略方

针”。报告为公安现役高等教育

事业 发 展，为 将 学 院 建 设 成 为

世界一流警官大学，提供了强大

思 想 武 器。 学 院 要 坚 持 社 会主

义的办学方向，坚持“四个服务”，

牢固 树 立 新 时代 党 的强军思 想

在学 院 建 设 发 展中的 根 本 指导

地位，秉持“与国家民族同频共

振、同向同行”的政治追求，在

承担国家责任中培育国家意识，

 马金旗，男，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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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使命担当，保持坚定正确的

政治方向。

（一）准确把 握学院建设 发

展的历史方位

十九 大 报告深刻 指出 ：“经

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

的历史方位。”自学院建院 36 年

来，紧紧围绕国家总体外交和安

全战 略 需 求，围 绕 部 队 建 设 和

遂行任务需求，创建了特色鲜明

的学科专业体系，积累了较为鲜

明的教学科研优势，建有消防与

应急救 援国家工程实验室等 30

多 个高 端 创 新 平台， 一 批 标 志

性、 引 领 性 改 革 举 措取 得 明 显

成效，有力推动了学院全面建设

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公安

现役高等教育的内外环境、资源

条件、评价标准等都发生了深刻

变化。 学 院 要 更 好地 满 足 国家

安 全战 略和 总体外 交 对公 安 现

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需求，就必

须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判断，紧

紧围绕 服务 公 安 现役 和 联 合 国

维和事业，深入分析学院在新的

历史起点面临的形势任务，切实

找准建设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

（二）准确把 握学院建设 发

展的目标定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院党委

着眼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

标， 深入 推 进 教育 教 学 综 合 改

革，对办学定位进行重新审视，

研究制定新的办学定位与发展目

标， 于 2014 年 10 月 10 日 经 公

安部党委会审议通过了《武警学

院办学定位与发展规划》，以法

律的形式确定了学院的办学定位

和发展目标，描绘了学院中长期

发 展 规 划，明确 提出“三步 走”

发 展战 略，到 2049 年前，实 现

建成“有特色、高水平、国际化

的世界一流警官大学”，将学院

建设目标，由理念性口号变成了

具体 的 行 动 纲 领，使 我 们 的 办

学 不仅 具 有 方 向 性， 也 具 有 行

动性。特别是这与十九大报告提

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高度契

合。发展目标已经确定，宏伟蓝

图已经绘就。我们要树立坚定的

信心决心，坚持一切办学活动、

一切工作举措都要围绕这一目标

来谋划部署，将年度工作、五年

规 划等 与 这一中长 期 发 展 规 划

结合起来，统筹推进、分步实施，

蹄急步稳地推进学院全面建设。

（三）准确把 握学院建设 发

展的服务面向定位

只有 把 学 院 建 设 放 在 公 安

现役 部 队 和 联 合 国维 和 事业 的

大系统中来思考，才能找准学院

在公安现役院校教育体系中的定

位，肩 负 起党 和人 民 赋 予 的 神

圣 使命 和 光 荣 任 务。进 入 新 时

代，国家安全环境深刻变化，国

家 崛 起、民 族 复 兴 面 临 复 杂 严

峻的安全考验，学院直接涉及政

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和

社 会 安 全 领 域，在 服务 国家 重

大需求、落实中央重大决策、维

护 国 家 安 全 战 略方 面， 使 命 光

荣、责任重大。在维和及国际执

法 合 作、 边 海 防、 消 防及 应 急

救 援、警卫 及 大 型活 动 安 保 领

域，迫切需要高层次专门人才和

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学院代表着

国家边、消、警、维专业领域的

发展水平，必须在服务国家安全

战 略、 服务 公 安 现役 部 队 和 联

合国维和事业中有更高目标、更

大作为。

二、学习新思想，明确学院

建设发展新的思路

理 念 决 定一 切。 一 所 院 校

归纳出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就好

比一个人找到了自己的灵魂，能

够为办 学 治校 提 供 科 学 的 理论

指导。学院在长期的办学实践、

不断建设发展的历程中，形成了

独 具 特 色 的 办 学理 念。进入 新

时代，学院必须围绕“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实践和边、消、警、维

工作实际，遵循公安现役高等教

育发 展 规 律，把 握 院 校 建 设 特

点 和 规 律，树 立先 进 的 办 学 指

导思 想， 立 足公 安 现役 和 联 合

国维 和 事业 实 际， 适 应 新 时 代

发展，扎根中国大地，办好人民

满意、部队满意的教育。

（一）坚持特色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办

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

中国特色。”鲜明的办学特色是

高水平大学的标志，是核心竞争

力的 体 现，更 是 院 校 的立 校 之

本， 强 校 之 基。 学 院 在 服务 国

家安全战略的过程中，形成了显

著 的 办 学 特 色 和 办 学优 势 ：依

据自身特殊的办学体制，妥善处

理普通高等教育、公安教育、军

事教育的关系，形成了集普通教

育的 规 范性、 专 业 设 置 的 公 安

性、管理体制的军事性于一体的

办学体制 ；搭建了校局互动、战

训一体的合力育人模式，构建了

以服务实战为宗旨，以能力素质

培养为核心，以基础理论、基本

知识、基本技能为保证，以实战

化 教 学 训 练 为重 点的人 才 培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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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形成了以军事化管理为基

础，以标准化建设为核心，注重

学员 全面发 展和 个 性 发 展的 管

理 模 式。学 院 要坚 持 走 特 色 办

学 之 路，瞄 准 世 界 警 察 院 校 发

展变革的前沿，研究借鉴国际国

内一流 大 学先 进的 办 学 治 学 经

验，创造性地加以运用，构建公

安 现役高等 教育独 特 的 话 语 体

系和 评 价标 准， 无 论 是 确 定 战

略发展目标，还是学科专业建设，

都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坚持“有

所为有所不为”，不拼办学规模，

不搞大而全，走出一条具有中国

特色、现役特点、警院风格的特

色发展之路。

（二）坚持一流导向

十九 大 报告提出 ：“加 快世

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

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建设

世界一流警官大学，是时代赋予

我们 这一 代 警 院 人 必须完 成 的

历史使命和任务。我们要深刻领

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思 想，准 确 把 握 党 中央 的 决

策部署，牢固树立一流意识，让

一流成为全院教职员工的思想自

觉、文化自觉、责任自觉、行动

自觉。紧紧围绕一流目标，各项

改革举措要向一流目标发力 , 将

建设世界一流警官大学的宏伟事

业融 入 到 办 学 治校的各领 域 和

各环 节， 渗 透 到 人 才 培 养 全 过

程。始终坚持一流标准，作为衡

量教学、科 研、思想 政 治工作、

行 政 管 理与服务 保 障 工作 的 重

要标准，集中力量在深化教育教

学 综 合 改革、 推 动 学 院 内 涵 发

展上狠下功夫，着力建设一流师

资队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

升科学研究水平，传承创新优秀

文化，着力推进成果转化，为建

成世 界一流警 官大 学 提 供 警 院

方案、贡献警院智慧。

（三）坚持创新驱动

十九 大 报告提出 ：“创 新是

引领 发 展的第一动力。” 学院党

委始 终 把 创 新 作为 学 院 特色 发

展和世界一流警官大学建设的内

涵支撑，紧紧围绕国家整体外交

和 安 全战 略 需 求，围绕 部 队 建

设 和 遂 行 任 务 需 求，创 建 特 色

鲜明的学科专业体系，构建较为

完备的科研工作体系，深化教育

教 学 改革，进 一 步 规 范 教 学 管

理，动 态 化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教学质量持续提升，培育了一大

批 标 志 性、 原 创 性、 引 领 性 成

果，有力助推了学院人才培养中

心工作。学院要主动适应进入新

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提出的

新 要求，把 创 新 摆 在 办 学 治校

的重要位置，以创新精神进一步

深化 教 学 科 研 改革，创 新 教 学

体系，推动科研创新，推动内涵

式发展，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

感，义不 容 辞 地 挑 起 为 公 安 现

役部队和联合国维和事业培养人

才、提供决策支持的重任，不断

开拓办学思路、拓展办学空间、

提升办学水平、提高人才质量。

三、贯彻新方略，开启学院

建设发展新的征程

公安现役高等教育作为国民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顺应

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大趋势。学

院 在 部 队 建 设中发 挥 着重要 作

用，新时代、新使命，迫切需要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党在新时代的

强军思 想，按照强军目标要求，

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求真务实、

攻坚克难，更加坚定有力地抓改

革、谋发展、搞建设，高标准推

进学院建设向一流目标迈进。

（一）把立德树人作为办学治

校的根本任务

十九 大 报告提出 ：“要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

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

发 展的 社会主 义建 设 者 和 接 班

人。”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

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学 院 要 按 照习近平总书 记 的 要

求，把立德树人作为办学治校的

根 本要求，牢 牢 把 握 意 识 形 态

主导权，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 会主 义 思 想“三 进入”，占领

校园思想文化阵地、武装教职员

工头脑，不断强化“四个意识”，

筑牢“四个自信”，践行“三个维

护”，提升政 治能力，进一步把

认识向高处提领，学习向信仰扎

根，工作向纵深推进。坚持把社

会主义、人民警察和当代革命军

人核心价值观培育，贯穿于办学

育人全过程，扎实开展“传承红

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

育，深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和中国梦的宣传教育，弘扬民

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引导学员树

立远大抱负，坚持脚踏实地，自

觉 承 担 起 历史和 时代 赋 予的 神

圣使命。围绕新时代加强文化建

设的现实课题深化研究，紧盯内

涵 式 发 展 需 求，从凝 练学 院 精

神、厚实学院底蕴、彰显学院品

质上着眼用力，进一步加强宏观

谋划和顶层设计，充分发挥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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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强基固本、凝魂聚气、陶情

励志功能，推动全学院形成以核

心价值观为引领，符合世界一流

警察大学要求的文化体系和环境

氛围。

（二）把提升质量作为办学治

校的核心要求

十九 大 报告提出 ：“加 强军

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建设创新

型人民军队。”学院要持续深化

教育综合教学，坚持战斗力这个

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主动融入国

防 和 军 队 改革 发 展潮 流，把 人

才培养源头延伸到部队，积极探

索 院 校与 部 队在 关 键 教育 环 节

联合育人的模式方法，由学院与

部队联合设计人才培养方案，针

对 部 队 的 岗 位 需 求， 制 定 针对

性、系统性强的人才培养模式，

构建“三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

加强办学顶层设计和整体筹划，

研究论 证 人 才 培 养 体系和 教 学

训 练 改革，进 一 步 理 清 学 院 教

学训练改革的总体思路，定期调

查了解部 队 对 学 院 人 才 培 养 的

评 价 意 见，动 态调 整 和 改 进 完

善办学顶层设计，制定清晰可行

的“目标图”“路线图”，面向战

场立高标准，面向部队精准对接，

面 向 未 来 超前 培 养。 完 善 教 学

练战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扩大

“精武杯”技能比武、专业综合

演练 等实 战化 教 学 训 练 品 牌 的

辐 射 效 应，坚 持 教 学 训 练与 执

行重大任务相结合，在实战中磨

砺血性、检验能力、提高本领。

健 全完善 现代 大 学内部 治 理 结

构，抓好《武警学院章程》的贯

彻落实，构建科学完备、运转顺

畅的领导体制、决策机制、内部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推进信息

化 建 设与 现代 大 学 治 理 深度 融

合，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三）把能力建设作为办学治

校的必由之路

建设一流的大学，培养一流

的人才，必须要有一流的领导班

子，一流的师资队伍。学院要抓

好 领导 班 子和 教 师 队伍 能力建

设，这是提升办学治校水平的必

由之路。学院领导班子作为学院

建设发展的领导者、组织者、推

动者，在推动学院创新发展中具

有关键性、决定性作用，要发挥

好“关键少数”作用，强化社会

主义“政治家”“教育家”意识，

加强政治能力训练，探索公安现

役 院 校 建 设 特点和人 才 培 养 规

律，加 强 对 深层 次 问 题 的思 考

和探索，作决策、抓建设、搞筹

划 都 要 聚 焦 人 才 培 养中心工作

来展开，不断提高办学治校能力，

努力成为办学治校的行家里手。

要按照“名师必晓于实战”的要

求，扎 实 推 进“双千 计划”，健

全 完 善 教 师 挂职 锻 炼 机 制，提

高教员赴部队挂职质量，让“秀

才”深入一线去锻炼、把“名师”

送到实战中去淬火，加强教官队

伍 建 设， 改 革 教 官选 拔使 用 模

式，把“部队指挥员”请到课堂

来授课，让“一线战斗员”走进

学 院 来 交流，促 进课 堂 战 场 的

对接融合，造就一支上讲台能授

课、到部队会指挥的高水平、复

合型教员队伍。要严格按照“四

有”好老师标准，落实“四个相

统一”要求，加强广大教师的双

重身份教育，强化社会公德、职

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

育，引导广大教师敬畏讲台、珍

惜讲台、热爱讲台，牢记军人身

份，既当“句读之师”，又当“人

师 ”， 以 真 才 实 学、 人 格 魅 力、

渊博知识、高尚品德赢得学员认

可，做学员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

引路人。

（四）把作风建设作为办学治

校的重要保证

一 流 大 学 要 有 一 流 的 校

风。学院处于公安现役部队的人

才培养链条顶端，在依法治校、

从严治校上理应做出表率。要严

格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把 党 的 政 治 建 设 摆 在 首位，坚

定 执 行 党 的 政 治 路 线，严 守 政

治 纪 律 和 政 治 规 矩，加 强党性

锻 炼，不 断提 高 政 治 觉 悟和 政

治能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认真贯

彻 落 实全面从 严治 党 的 各 项部

署要求，始终把严的要求贯穿管

党 治 党 全 过 程，严格 执 行 新 形

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增

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

性、原则性、战斗性，营造风清

气 正 的良 好 政 治生 态。要 坚 持

把条令条 例 和 各项 规 章 制 度作

为依法从严治校的基本依据，全

面规范教学、训练、工作、生活

秩序，抓实抓细抓好“两个经常

性工作”，不断强化广大教职员

工 的 纪 律 观 念 和 服 从 意 识，大

力 推 进 正 规 化 建 设， 努力 做 到

秩序正规、纪律严明，有力助推

学院世界一流警官大学建设。

（编辑 ：毛宏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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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总要求为指导  建设一流警官大学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院长  马金旗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句话、十六字”总要求，既是全国公安机关建警治警的总方略，又

是全体公安民警和公安现役官兵立警从警的座右铭，也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建设和发展

的总遵循、总指导，是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干事创业的总要求、总标准，为武警学院深化改革锐意

创新、加速世界一流警官大学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牢牢把握政治建校这一总原则，着力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 
    对党忠诚是公安现役部队永远不变的军魂。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自觉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是全体公安现役官兵第一位的政治要求。 
    一要准确把握忠诚内涵。作为一名公安现役官兵，忠诚就是忠诚于党、忠诚于国家、忠诚于

人民，忠诚于理想信仰；就是不忘初心，忠于职责使命，忠于公安现役事业。对武警学院广大师

生来说，忠诚的内涵、广度和深度更高，必须是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必须坚决听从

党的指挥，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绝对忠诚于党的公安教育事业，自觉地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要终生培育忠诚品格。要不断深化理论武装，紧跟党的理论创新步伐，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始终用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提升修

养、指导工作。推进“四句话、十六字”总要求第一时间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固化为课程

专题进行常态化教学，利用入学、毕业、形势与政策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等时机进行宣讲，并

作为重点课题研究。要抓好忠诚教育，认真贯彻全国高校、公安院校和武警学院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精神，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扎实开展“维护核心、听从指挥”主题

教育活动和“迎接十九大、忠诚保平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广泛开展创建模范党组织生活活动，

培育和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不断强化“四个意识”，筑牢“四个自信”，践行“三个维

护”。不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邀请英模当教员，现身说法讲授思想政治教育课，将“英

模进校园、进课堂”活动制度化、常态化，使忠诚教育渗透到每个教育环节和情景。 
    三要自觉模范践行忠诚。忠诚是干事创业、建功立业最强大的能力素质，也是人生的试金石。

武警学院广大师生必须坚守对党忠诚的政治品质，始终把对党忠诚当作毕生的追求，尽职尽责，

凝心聚智，共同建设世界一流警官大学。特别是当前，公安现役部队改革将全面展开，这是对武

警学院广大师生的现实考验，也是对党忠诚的试金石，越是改革的关键时刻、紧要关头，越需要

毫不动摇地贯彻执行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切实做到坚决

拥护改革、自觉服从改革、积极投身改革，以坚定务实的行动、扎实有效的工作，向党和人民交

出满意的答卷。 
    牢牢把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总目标，着力培养能打仗打胜仗的高素质人才 
    服务人民是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部队满意

的高素质人才是武警学院的核心任务。要通过教育培养，使广大师生牢固树立服务人民的宗旨，

提升服务人民的能力本领。 
    一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武警学院人才培养工作与国家安全、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息息相关，要始终坚持、自觉贯彻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每门课程要结合任

务特点，系统地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渗透到课程教学的每一情景、

每一环节中，渗透到每个教育环境中。任何时候，开展任何工作，都要以人民利益为最高价值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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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二是聚焦能打仗打胜仗。要推动教学训练向实战聚焦、向部队靠拢，以落实 2016 版人才培

养方案为抓手，完善教学练战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深化“精武杯”技能比武、专业综合演练等

实战化教学训练品牌的辐射效应，推进学院与部队联教联训联演，锻造出一批懂打仗的名师，培

养出更多会打仗的高徒。持续推进教育教学综合改革，努力做到“理论教学生成思维能力—实践

教学生成任职能力—日常管理生成军政能力—岗位历练生成发展能力”，以优异的教学成绩和人

才培养质量，回报人民群众和公安现役部队对学院办学工作的重要关切。 
    三要甘于担当奉献。广大教师要自觉按照“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的要

求，既能够登高望远、胸怀天下，又能够脚踏实地、教书育人，上好每一堂课，做好每一个课题，

特别是要注重培养学员的科技素养、信息素养、创新精神。广大学员要不忘初心、牢记宗旨，扎

根奉献，要办好群众的每一件小事，回应每一个诉求，这样才能行稳致远。 
    牢牢把握依法治校这一总方略，着力营造执法公正的育人环境 
    执法公正是公安机关的职责所在，也是使命要求。学院培养的人才法治精神、法律素养如何，

直接关系到公安现役部队的执法权能不能公正行使，也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一要坚守法治信仰。要牢固树立对社会主义法治的信仰，始终不渝坚持执法公正的价值追求。

要把法律法规根植于学院建设肌体的每个细胞、教育教学的每个环节，健全以《武警学院章程》

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依法治校，依规办学。发挥学院法学学科优势，夯实法治文化底蕴，

引导广大教职员工和学员不断增强法治认同和法治敬畏，使尊重法律法规、崇尚法律法规、遵守

法律法规、运用法律法规成为自觉意识，从内心深处筑牢尊崇法律的思想根基。 
    牢牢把握从严治校这一总标准，着力培育纪律严明的过硬作风 
    二要培育法治精神。公安现役部队工作涵盖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多种执法行为，

要把培养学员的法治精神作为重要内容，将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融入学科建设，根据公安现役部

队执法执勤实际，推进法学课程体系建设，编写各类辅助教材，把法治理念培育体现在通识教育

和专业教育的课堂上，教育引导广大学员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学习掌握边防消

防警卫工作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理解法律原则和精神，掌握运用法律规范技术的价值标准，

帮助学员熟练掌握执法执勤工作中涉及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业务规范，进一步强化公正执法

意识、人权保障意识、程序公正意识和接受监督意识，打牢公正执法的思想基础和能力素质基础。 
    三要服务部队公正执法。发挥学院学科建设高地作用和法律人才聚集优势，紧紧围绕部队执

法工作的前沿领域和突出矛盾，开展针对性学术研究，特别是对复杂现实进行深入分析，作出科

学总结，提炼规律性认识，为完善公安现役部队执法工作提供理论支撑。 
    铁的纪律是人民军队特有的优良传统和品质，是军队从弱小走向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

本保证。学院必须贯彻从严治警、从严治校要求，引导广大教职员工和学员敬畏党纪、敬畏国法、

敬畏军规。 
    一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

公安工作和部队建设的绝对领导，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要坚持用主流思

想、主流声音占领思想阵地，加强阵地管理和意识形态管控，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坚决做

到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公开言论守规矩。 
    二要从严队伍管理。要坚持把条令条例和各项规章制度作为从严治校的基本依据，抓实、抓

细、抓好经常性思想工作和经常性管理工作。巩固深化学院“正规化建设年”主题活动成果，推

进纪律作风建设常态化。积极探索改进学院的教育管理模式，不断规范教学、训练、工作和生活

秩序，提高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正规化水平，确保队伍纪律严明、秩序井然、高度稳定。 
    三要培育优良校风。大力弘扬“进德修业、精武博文”校训精神，充分发挥好学院打造边消

警维铁军的熔炉作用，从严治教、从严治学、从严治考，全面加强教风学风考风管风建设。加强

教师双重身份教育，引导广大教师教书育人、言传身教，履行好育警铸剑的职责任务。教育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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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树立远大抱负，坚持脚踏实地，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融入到

公安现役事业的创新发展中，自觉承担起时代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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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专栏

大力培养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
纪律严明的公安现役高素质人才

张 平
( 武警学院 训练部，河北 廊坊 065000)

摘 要: 如何将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四句话、十六字”总要求贯彻落实到人

才培养全过程，是当前公安现役高等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结合武警学院人才培养工作实际，主要

从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作用、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坚持将法治精神培育作为重要教学

内容、切实强化优良校风学风培育等方面进行论述，提出加强和改进公安现役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的

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 对党忠诚; 服务人民; 执法公正; 纪律严明; 公安现役

中图分类号: E2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2077( 2017) 09 － 0053 － 04

武警学院( 以下简称“学院”) 作为公安现役教

育的最高学府，承担着为公安现役部队培养高素质

应用型指挥管理和专业技术警官的重大使命和责

任，如何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句话、十六字”总

要求贯彻落实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培养更多满足部

队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重大课

题，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

一、高素质人才培养要以“四句话、十六字”总要

求为根本遵循

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郭声琨在《人民日报》发

表署名文章，对“四句话、十六字”总要求的精神实质

和核心要义进行了科学阐述: 对党忠诚是政治灵魂，

服务人民是根本宗旨，执法公正是价值取向，纪律严

明是重要保证［1］。这“四句话、十六字”总要求是我

们党在新形势下加强公安工作的总纲领，是建警治

警的总方略、立警从警的座右铭，也是学院建设和发

展的总遵循、总指导，干事创业的总要求、总标准。
作为培养公安现役部队生长干部的主阵地，学院必

须旗帜鲜明地将“四句话、十六字”总要求落实到人

才培养目标之中，落实到人才培养方案之中，落实到

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科学回答“培养什么样的人、如

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学院所

培养的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公安边防、消防、警卫部队

工作，从事着边境维稳处突、出入境边防检查、灭火

指挥、抢险救援、消防监督执法、火灾调查、要人警

卫、大型活动安保、联合国维和等工作任务，肩负国

家责任、关乎国家形象、事关人民利益，因此，必须将

“四句话、十六字”总要求深深植入学员脑海中，刻入

骨子里，融入血脉中，践行于实际行动。
对党忠诚是政治灵魂，是学院人才培养的生命

线。学院始终将政治建校作为立校之本，牢牢把握

“培养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这一首要政治任务，系

统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负责、分工协作、齐抓共

管”的全方位思想政治工作格局。为贯彻落实全国

高校和公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学院于

2017 年 3 月 23 日召开了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对加强

和改进学院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顶层设计，对深入

开展学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了科学安排。
服务人民是根本宗旨，是学院人才培养的总目

标。学院人才培养工作与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息息相关，所培养的学员或守护国门和边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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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或解救人民于火场和危难。他们在学院所学的

知识、所掌握的技能、所增长的才干都是践行为人民

服务宗旨的强大基石，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就是衡量

学院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唯一标准。
执法公正是价值取向，是学院人才培养的基本

方略。学院始终坚持依法治校、依法办学，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所发表的

重要讲话精神，并以《武警学院章程》的正式核准发

布为契机，做好规章制度的立改废释工作，不断提升

现代大学治理能力，夯实学院法治文化底蕴，强化学

员法治精神和法治思维的培育。
纪律严明是重要保证，是学院人才培养的坚强

保障。学院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原则，深入推进正规

化建设，着力打造一流的教师和学员队伍，培育一流

校风和学风。制定出台《武警学院“正规化建设年”
主题活动实施意见》，建立严格正规的教学、训练、工
作、生活秩序，进一步加强纪律作风建设，营造风清

气正、和谐有序的校园风气。

二、高素质人才培养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

课主渠道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指出，“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

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

期待”。学院肩负着培养公安现役部队高素质人才

的重大使命，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

道作用［2］。
( 一) 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

坚持学院党委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领导，严把

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导向、质量关。加强“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课程建设，

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

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及时充实进课

程教学内容，增强时代感和实效性。加强“公安现役

部队警官职业道德与廉政建设”“边防爱民固边战

略”等具有边消警职业和专业特点的课程开发和建

设，打造特色课程。
( 二) 改革创新课程教学方法

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育培训工作，不断

提升教师的执教能力和水平。深入推进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方法改革，倡导采用启发式、参与式、研究

式、案例式等教学方法，充分运用多媒体和网络技术

等现代化教学手段，鼓励运用微课、慕课以及翻转课

堂等教学模式，进一步提升课堂教学效果。改革传

统的章节式授课模式，注重以问题为导向探索实施

专题式授课模式，支持在同一教学单元或者专题中

由两位或多位教师进行互动式组合教学，活跃教学

气氛，启发学员思考，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变成生

动道理。
( 三) 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着力构建与课程理论、社会实践、专业教育相结

合的“三位一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
加强院内实践教学环节，将院史馆、维和展室等纳入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营造良好的红色文

化氛围。加强院外实践教学工作，每门思想政治理

论课必须开设不少于 4 学时的院外实践教学环节。
依托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教学基地进行参观教学、现地教学、体验式教学等。
探索实施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环节与寒暑假学员

社会实践活动、“四个实习”、遂行重大安保任务等进

行有机结合，提高学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

法分析社会现象的素质和能力。

三、高素质人才培养要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

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要把战斗力标准在全军

牢固立起来，把战斗力标准作为军队建设唯一的根

本标准”［3］，深刻揭示了战斗力标准的重大意义、科

学内涵和实践要求。作为培养公安现役部队生长干

部的源头，学院始终坚持教育训练向实战聚焦、向部

队靠拢，不断磨炼学员军人意识和战斗精神，不断提

升实战能力和素质，不断提高服务人民的本领，确保

学员随时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 一) 科学构建实战能力生成体系

实战化训练是战斗力生成的根本途径。学院始

终坚持以部队任务为导向设置课程体系，以服务实

战能力生成完善培养模式，实现军人基本技能训练、
职业能力训练、专业能力训练、综合应用能力训练

“四个训练”递进升级，认知实习、调研实习、专业实

习、毕业实习“四个实习”系统衔接，课程实验、科技

创新、社会调研、部队实践“四个活动”有机融合，模

拟推演、实兵训练、对抗比武、综合演练“四个平台”
拓展延伸。推进院校、部队联教联训联演，实现仗在

一起打、兵在一起练。
( 二) 坚持训练标准从难从严从高

创造近似实战的训练环境，大力开展单兵实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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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和团队战术战法训练，全员全装全课目全要素

训练，无预案、背对背对抗演练，把战斗力生成的每

个环节都训实训细训精。学院不断加强各专业实战

化教学训练标准建设，制定《石油储罐火灾扑救行动

指南》《建筑倒塌事故救援行动规程》等公共安全行

业标准，积极对接国际先进训练标准，先后引进国际

实用射击协会 ( IPSC ) 标准理念和训练方法，美国

AHA 心肺复苏培训、CMC 绳索技术，受限空间救援

国际标准和基本程序，荷兰荷马特救援技术，俄罗斯

西斯特玛( Systema) 身心训练体系等。
( 三) 积极搭建实战化训练优质平台

在人才培养方案中设置实践活动周，集中开展

运动会和“精武杯”专业技能比武等活动。技能比武

课目设计开发注重聚焦实战，既有面向所有专业的

共同课目，也有面向不同警种、专业的专业比武课

目，其中，“一人三盘水带连接”等课目为公安现役部

队成熟的实战比武课目，实现了与部队训练的同质

同步。从 2010 年开始，每年组织学员在毕业前开展

为期 3 周的综合演练，形成了边防“砺剑”、消防“浴

火”、警卫“刀锋”等实战化训练品牌。演练通过创

设近似真实的执勤执法和作战指挥任务环境，采用

模拟仿真和实战演练相结合的方式，由学员综合运

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自导、自演、自训，并与部队和实

战部门共同开展联教联训联演。组织并参加专项技

能训练比武，组织云南、西藏、新疆等边境地区学员

开展武器使用专项训练，精选边防专业学员开展狙

击训练，精选综合素质过硬学员参加全国公安院校

教学技能大赛等。坚持教学训练与执行重大任务相

结合，积极组织学员参与国家重大安保任务，在实战

中检验能力、提高本领。

四、高素质人才培养要坚持将法治精神培育作

为重要教学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发

表的重要讲话精神，通过领会意义、把握方向、明确

任务、找准路径，扎根中国大地建设好法学学科体

系，培养好法治国家人才，是高等学校教育改革创新

发展的重要任务和重大责任［4］。学院作为公安现役

高等院校，坚持将学员法治精神培育作为重要教学

内容，打牢公正执法的思想基础和能力素质基础。
( 一) 强化法治精神的全过程培育

学院明确将培养“执法公正”的高素质应用型指

挥管理和专业技术警官作为人才培养总目标之一，

将“热爱公安现役事业，熟悉掌握国家、部队相关法

律法规，具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

能力”作为人才培养总体标准之一。坚持把培养学

员的法治精神、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融入到学科专

业建设中，体现到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课堂上，使

各育人环节、各类课程与法治教育同向同行，形成协

同效应。在本科低年级阶段，通修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法理学等内容，教育学员理解法律原则和精

神，打牢法治思维根基; 在本科高年级阶段，根据专

业不同分别开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以及公安、边

防、消防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提升学员运用

专业领域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开展实际工作的能力

和素质; 在研究生阶段，进一步提升学员法治思维和

法律修养，提高将所学法律知识应用并指导实际执

法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 二) 加强法治类课程教学和建设

继续加强刑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等相对

成熟的法律类课程的建设力度，在经费预算、教师培

训、教材选用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加强专业领域

法治类课程( 诸如边境管理、出入境边防检查、消防

监督执法等相关课程) 的开发和建设力度，打造特色

和精品课程。推行以典型案例、判例为主要教学内

容的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大力推进案例式、研讨式等

教学方法在法治类课堂教学的应用，充分发挥学员

的主体作用，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大力开展实战模

拟训练和演练，引进部署“法律家”多用途法学案例

库和部队业务信息系统，使学员在近似真实的执法

执勤工作中加深对法律法规条文的理解和掌握，提

高实战能力。探索实施知名法律专家、法学名师和

部队执法一线领导和专家来院开展专题教学和授

课，进一步提升学院法治类课程教学品质。

五、高素质人才培养要切实强化优良校风学风

培育

习近平主席强调指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

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

军目标”，“要着力加强作风纪律建设，抓好依法治

军、从严治军方针落实”。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与对公

安队伍建设提出的“纪律严明”要求一脉相承、高度

契合，为公安现役院校办学治校指明了方向，对进一

步加强公安现役人才培养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 一) 完善管理育人机制

依托军事化管理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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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完善《军人作风与部队管理能力辅助培养方

案》，对培育学员优良军人作风的各项措施进行科学

设计，将管理活动纳入学分。强化课堂教学管理，严

格落实《学员课堂教学“七不准”》等规定，将课堂作

为强化学员作风纪律建设、培育优良校风学风的主

阵地之一，充分发挥教师在教书育人、管理育人中的

作用，将学员的课堂表现纳入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工

作。强化学员队管理，依据条令条例、《军队基层建

设纲要》等，制定完善《学员队工作规范》等，进一步

明确学员队职能定位和工作内容，将学员队日常管

理作为强化学员作风纪律建设、培育优良校风学风

的另一个主阵地。选拔高素质干部充实到学员队领

导岗位，重点抓好学员经常性思想工作和经常性管

理工作，准确把握学员思想脉搏，及时发现解决成长

问题。坚持跟班听课，与教研室密切联系沟通，协助

教师开展教学，指导学员完成学业，不断增强管理服

务育人效能。
( 二) 健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相关部门协

调配合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建设。建立健全学院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等

活动质量审查和监控工作机制，坚决做到学术研究

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公开言论守规矩。严抓师

德师风建设，实行学术道德一票否决制。加强教学

检查力度，开展开学、期中、期末教学秩序专项检查

和教学管理指挥中心的日常巡查，及时发现、反馈和

解决教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加强教学督导工作，

充分发挥学院教学督导专家组作用，组织专家每学

期对课堂教学情况进行督导、对教学质量进行评价，

定期对课程教案质量进行检查和评比。健全信息反

馈机制，设立院长、政委信箱，定期召开教学形势分

析会，组织学员座谈，听取学员意见建议，改进服务

指导工作。充分发挥教学信息员队伍作用，每学期

召开教学信息员会议，对学院教学运行情况、教师授

课情况等方面的信息进行收集，及时了解和掌握教

学第一手资料。进一步完善学籍预警机制，对接近

留级、退学条件的学员下达预警通知书，开展预警谈

话。加强各项考试管理规定的宣传教育，严肃考场

秩序，严格考风考纪，培育良好的校风和学风。
当前，国防和军队、公安改革进入深水区，公安

现役事业也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学院必须积极主

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将“四句话、十六

字”总要求作为人才培养工作的根本遵循，深入推进

教育教学综合改革，深入推进教育训练向实战聚焦、
向部队靠拢，努力开创公安现役教育事业新局面，为

公安现役事业培养更多更优秀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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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raining High － quality Talents for Public Security Forces on Active Duty to Serve the People
and Enforce the Law Impartially with Loyalty to the Party and Strict Discipline

ZHANG Ping
( Staff Office，The Armed Police Academy，Langfang，Hebei Province 065000，China)

Abstract: It is a major task for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force on active duty to carry out the Four Sen-
tences and Sixteen Word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s requirement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talent training． Combined
with the talent training real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Armed Police Academy，this paper presents four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level and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namel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main rol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establishing a combat capabilities standard，taking the rule of law training as an important teaching content，
earnestly strengthening the cultivation of fine school spirit and learning atmosphere．
Key words: loyalty to the party; serving the people; enforcing law impartially; highly disciplined; public security
force on active d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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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高校建设经验对创建
我国一流警察院校的启示

杜元斌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教务处，河北 廊坊 065000

摘 要:“双一流”高校建设战略启动实施以来，我国“双一流”建设重点高校，取得了显著的建设成

效和宝贵的改革经验。“双一流”建设也是警察院校开展教育教学改革的标准和目标。为进一步

厘清新时期我国一流警察院校建设思路，分析国内“双一流”建设院校和国外知名军地高校近年来

的教育教学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举措。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世界一流警察院校，应将确定警察院

校办学定位、优化警察院校发展布局、推进招录培养体制改革、打造一流学科专业、构建激励创新机

制、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作为优先推进的改革任务，通过教育教学综合改革，全面提升警察院校办

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 一流警察院校; 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2077( 2020) 08 － 0076 － 07

人民警察作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

重要力量，作为让党和人民放心的执法执勤作战纪

律队伍，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

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稳步推进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中流砥柱、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警察院校作为我国警务人才培养的主

阵地，应主动承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急

需的新型警务人才培养使命，牢固树立全新警务人

才观，深化警察院校教育教学综合改革，大力推进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警察院校建设。注重对我国

部分重点高校“双一流”建设战略实施以来的建设经

验进行总结，同步关注国外知名高校近几年的教育

教学改革做法，是研究和探索我国一流警察院校建

设路径的重要方法和必要举措。

一、我国部分重点高校“双一流”建设主要成效

自“双一流”建设启动实施以来，各建设高校陆

续公布“双一流”建设方案，采取了创新性的建设举

措稳步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笔者重点研

究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代表性高校

“双一流”建设的改革举措，同时也分析探讨了第一

所由社会力量创办、国家重点支持的西湖大学，自创

办以来实施的教育教学改革举措，总结了我国一流

高校的共性发展模式。这些高校近年来在推动我国

高等教育改革方面发挥着引领示范作用。
( 一) 坚持统筹规划，创新现代大学制度体系

现代大学制度是融合现代教育理念，满足新时

期高水平高等教育教学改革要求的根本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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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效激发高校主体改革创新活力的重要体制机

制。“双一流”建设高校均高度重视构建符合中国国

情和自身实际的现代大学制度。北京大学注重强化

学部学科建设职能，设立部务会、学术委员会、教学

指导委员会等，对学科规划调整、教师队伍建设、学

术评价体系、跨学科人才培养等进行统筹管理，加强

学部对所属跨学科研究机构的统筹和协调。清华大

学注重在落实国家重大需求、寻找互联共赢合作伙

伴方面，激发学校创新发展新增长点。深度参与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等

区域重要合作。积极建立国际合作与人才培养基

地，建立“中意设计创新基地”“清华大学东南亚中

心”“清华大学拉美中心”“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为

深层次的国际合作创建平台。浙江大学与教育部、
浙江省共同推进实现部省继续共建浙江大学，进一

步加大对浙江大学建设支持力度。主动服务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一带一路”学院，培养“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创新人才［1］。西湖大学遵循“高起

点、小而精、研究型”的办学定位，秉承“做，就尽力做

到极致的校园精神”，在教学科研、行政服务、后勤保

障、校园文化等各方面都将充分体现全球化特色。
董事会为学校最高决策机构，同时设立监事会、顾问

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等，

构建董事会和校长依法行使职权、教师治学、民主管

理、社会参与的大学治理体系。
( 二) 坚持特色引领，推进学科建设交叉融合

打造特色、孕育特色、发展特色，是高校的核心

工作之一，学科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培育高校办学特

色的重要举措，且已经成为各个高校抢占发展先机，

催生新兴发展领域的战略支撑。北京大学面向 2030
年部署了理学、信息与工程、人文、社会科学、经济与

管理、医学等 6 个综合交叉学科群，面向更长远的未

来建设临床医学 + X、区域与国别研究等两个前沿和

交叉学科领域。推进学科建设管理体制改革，完善

学科建设委员会工作机制，并下设若干交叉学科领

域子委员会［2］。清华大学成立跨学科交叉领导小

组、交叉学科学位工作委员会以及相应管理制度，探

索解决阻碍交叉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建设的资源配

置、评价激励等体制机制约束。面向需求，整合现有

资源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大数据研究中心、未来实

验室、脑与智能实验室、智能无人系统研究中心等交

叉研究机构，鼓励“互联网 +”与“智能 +”等新工科

交叉项目建设。鼓励教师跨院系兼职和参与交叉学

科学生培养工作，在自主科研计划中设立交叉研究

专项，校学术委员会等积极组织开展交叉专题论坛、
学术沙龙等活动［3］。浙江大学构建了顶尖学科、高

峰学科、骨干基础学科、优势特色学科协同发展、争

创一流的学科生态体系，启动面向 2030 的学科会聚

研究计划，前瞻布局脑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与感知

等会聚型学科领域，在重大原始创新、颠覆性技术突

破方面超期开展新兴学科布局。西湖大学与浙江大

学、复旦大学联合实施“跨学科联合培养博士研究

生”项目，实施跨学科联合培养。注重营造鼓励学科

交叉的氛围和沃土，每周设立午餐交流会，安排独立

实验室主任轮流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和领域前沿动

态，每周都邀请来自世界名校的科学巨匠分享科学

前沿成果。通过简单而有效的形式促进不同领域教

师开展交叉学科研究工作。
( 三) 坚持能力导向，深化教育教学综合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曾指出:“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

世界一流大学。”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

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

并以此来带动高校其他工作。培养担当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优秀栋梁人才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根本目的，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的永恒追求。北京大学建立以人才培养为基础的院

系全额预算制，引导院系和教师将最好的资源和最

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人才培养工作中。推动教学方式

改革，设立教学卓越奖、教学团队奖，开展教材建设

立项和优秀教材评选。清华大学在大类宽口径培

养、自由选择专业、大类院系共建新专业等方面开展

探索。着力提高学生转系和转专业的自由度，推动

第二学位、辅修和交叉学科认证课程项目，为人才培

养提供更广阔的平台［3］。浙江大学强化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完善特色鲜明的全人教育模式，启动实施一

流本科教育行动计划和卓越研究生培养计划，97 个

本科专业设置交叉修读培养方案，探索书院制管理

模式。以“宽厚、专业、交叉”教育理念为指引，形成

了普通专业培养和特殊专业培养相支撑的专业培养

模式，引入长学制培养和弹性学制培养方式，全面推

行“X + Y”模式的双专业 /双学位教育，构建了以宽

基础、交叉性、研究型、个性化为特征的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1］。西湖大学从建校伊始，教育教学理

念、人才培养模式、学术科研管理、学术科研环境、校
园管理体制全面与国际一流接轨。坚持发展有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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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在教学科研、行政服务、后勤保障、校园文化等各

方面都充分体现全球化的特色。吸引了一大批全球

名校的高水平教师、优秀学子和管理团队来校任教

和工作学习，使得西湖大学从创校初期直接站在了

与其他名校近乎齐平的起跑线上，发展动力强劲。
( 四) 坚持制度支撑，完善激励创新制度体系

以制度改革全面激发高校创新活力是构建现代

大学制度的中心任务，是实现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北京大学积极深化教

师聘任制度改革，新聘教学科研教师全部实行预

聘—长聘制，明确规定“受聘为预聘职位的助理教授

或副教授在聘期内未获得长聘职位的，合同期满自

然终止聘任。受聘长聘职位的副教授或教授，可在

学校工作至国家法定或学校规定的退休年龄”。出

台教学科研职位分系列管理规定，将教师岗位分为

教学科研并重系列、教学为主系列和研究技术为主

系列三类岗位，实行分类管理，明确不同类型岗位教

师需要承担的工作任务和考核标准。面向国内外公

开招聘教师，原则上不从本院系单一学缘的应届毕

业生中直接招聘教师。规定晋升教授职位的候选人

应是国内外本学科领域或本学科方向的领军学者，

具有杰出的教学、研究经历和突出的原创性学术成

就，并具有相当的国内外学术影响力; 学术水平必须

达到国内相应年龄段同行的前列［4］。清华大学以智

库中心为平台建立辐射全校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的

新型智库体系，积极承担重大战略、重大政策和重大

项目决策支持研究，编制《清华大学智库报告》《清

华大学信息直报》，建立向中央和相关部门直送重大

成果的常态机制，为解决国家和全球性问题提供智

力支持。制定《关于完善学术评价机制的若干意

见》，不同系列的教师按照各自不同的评价体系进行

考核和晋升，教研系列的教师评聘标准包括学术影

响力或科技成果转移等，杜绝唯奖励、唯论文倾向，

将教学质量和教学研究成果列为必选项目。浙江大

学启动 6 个前沿学科海外学术大师科学家联合工作

室建设，完善海外顶尖人才( 学术大师) 及其团队引

进机制，成建制引进全球顶尖的科学家、高被引学者

及其研究团队。通过制定《“最多跑一次”改革、完

善行政管理服务体系专项方案》，以师生为中心，加

强行政服务办事大厅和网上办事大厅建设，推进校

务管理改革，促进各部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

服务。完善“文科资深教授”“文科领军人才”“求是

特聘教授”高层次人才政策。设立冠名教授制度，吸

引国际学术界公认的知名学者来浙大工作。西湖大

学力图制定全新的学术评价体系，不再把学术论文

的数量和引用率、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作为学术评

价的主要指标，更加关注研究是否剑指相关领域的

全球最前沿并推动实质性进展。实施独立实验室机

制，实行与国际接轨的长聘准聘教研人员聘任体系。
以上四所代表性高校近年来在推进“双一流”建

设方面，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将学校的建设

发展与党和国家事业紧密捆绑，胸怀回应解答“钱学

森之问”理想，紧紧围绕长期以来制约我国高校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的掣肘弊端，在改革内部管理机构、推
进学科交叉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优化人才聘任

方式、更新学术评价导向、营造推崇研究质量的学术

科研氛围等各个领域，主动与国际通用做法接轨。
实践证明，高校“双一流”建设离不开政府参与、全民

支持的建设机制，巩固发挥办学特色优势，形成激励

创新的优质土壤，是“双一流”建设的关键所在。

二、国外军事院校、地方高校办学治校及人才培

养改革现状

高等院校，无论何种办学服务面向和办学组织

模式，只要承担人才培养职能任务，均有着共通的办

学规律需要遵循，应始终秉承开放包容、海纳百川、
合作交流、学习借鉴的办学理念，研究比较其他院校

的办学经验和发展模式，对我国警察院校的改革建

设与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 一) 国外军事院校教育教学改革近况

美国、英国等世界主要军事强国，建立了以职业

教育为主体的院校教育体系，均强调院校的改革发

展，必须着眼于部队的需求和战争的需要，院校的中

心任务就是为赢得下一次战争培养合格人才。美军

人才培养主要依靠院校教育培训、部队岗位任职、在
职自我发展三种培养形式。美军规定，军官每升一

级都要经过相应的职业教育，美国一名陆军军官从

少尉晋升到将军，平均经过 6 次以上院校培训，职业

教育的实践超过 95 周，占整个服役年限的三分之一

左右。其他国家军事职业教育体系与美军类似，均

是立足军官长远发展需要，构建职业教育体系。
西点军校作为全球军事院校的典型代表，在推

进军事教育的改革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引领地位。
该校最大的特点是始终将如何培养适应未来作战的

高素质人才，作为人才培养的根本标准，坚持通识能

力和专业能力协同培养。一是精心设置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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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跨学科培养、服务作战所需的课程设置理念。
二是高度重视实践教学成效，设置了拳击、生存游

泳、搏击技能等 7 门体育核心课程，攀岩、滑雪、潜水

及其他拓展性体育课程。每年为优秀学员提供赴 20
个国家 33 所院校学习交流的机会，为所有学员提供

了 1 000 余个国内国际实习渠道。学员队采取四个

年级混编模式，高年级学员管理低年级学员，提前适

应战场环境中队伍管理模式，锻炼学员的组织管理

能力。三是突出学生核心能力培养，将小班教学作

为传统教学优势和特色; 同时，重视学生外语能力培

养，开设了阿拉伯语、汉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俄
语等课程，供学生选修; 注重强化领导力培养，该校

一直把培育领导者的品格放在第一位，教导学员领

导技巧和方法，同步重视塑造学员的人生信念和做

人方式。四是建立严格的考核淘汰机制，大学一年

级暑期基础技能训练持续近三个月，被淘汰者达

20% ; 日常学习排名靠后者会被警告，一门不及格允

许补考，两门以上不及格，就会被勒令退学或退伍，

四年的本科学习生活，淘汰率高达 30% ～40%［5］。
( 二) 世界一流名校教育教学发展模式

一所优秀大学之所以卓越，最大的特点就是具

有非常独特的办学理念、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全力

营造孕育大师、培育人才的沃土、环境和氛围。重视

课外学生能力培养，创新课外育人环节，是世界一流

名校的成功之道。以斯坦福大学为例，该校让师生

思考最前沿的科学问题已成为校风，创造条件让学

生与大师亲密接触，想方设法让师生实现学术交流

和学科交叉融合。每个系科都有自己的学术讲座品

牌，质量高，深受师生欢迎。化学系每年举办一次

“威廉姆约翰逊”学术讲座，只邀请诺贝尔奖获得者

进行学术交流。学校由师生自发成立了各种学术团

体，经常性组织各类学术沙龙、学术论坛等活动，交

流彼此的研究心得和最新成果。该校所开设的课

程，设置的教学内容，始终坚持以重视学生的智慧开

发和能力培养为根本标准。该校始终以研究质量为

科研评价导向，引导广大师生发表有重要影响力的

科研成果，一年发表一篇高水平的论文即达到考核

评价标准。将学术休假制度作为激发老师科研激情

和创新活力的重要举措，规定 5 ～ 6 年中，老师可以

带薪休假一年，到世界其他知名大学或研究机构搞

科研，与本领域或其他学科领域研究人员开展集中

式的教学科研攻关，提高自身教学科研能力。按照

教育教学规律精耕细作。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方

面，始终坚持小班教学，师生比高; 始终坚守板书的

教学模式成为主流，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课堂教学

效果，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启发学生深入思考。
在修课模式方面，引导学生修读“主修”和“辅修”课

程教学内容外，鼓励学生多学习其他学科知识，帮助

学生建构文理合璧、学科交叉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素

质。在考试方法改革方面，规定一门课的学分数可

以有多种类型、多种考试方式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

求。这种模式为学生修读跨学科课程提供了政策保

障，打消了学生因学科体系不同无法通过考试的后

顾之忧。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提高教学管理和决策

能力，乔治亚州立大学为改变学生毕业率不高的问

题，引入并开发大数据分析软件，对学生选课、学习

进行全流程学业指导。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世界一流警察院校内涵式

发展的思考

警察院校作为新时代高素质警务人才培养的主

阵地，应当主动服务国家改革发展大局，坚持政治建

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的总要求，紧紧围

绕建设一流警察院校、培养卓越警务人才目标，在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方面，找准发展坐标，理清发展思路，实现重要

作为，永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忠诚

捍卫者。
( 一) 在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使命担当中，确立院

校内涵发展的改革思路

如何更好地承担起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

养坚强的拥护者和捍卫者这个重任，全面推进警察

院校的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实现跨越式提升?

未来的警察教育，应当充分借鉴其他国家军事及警

察院校、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发展经验，站在全国警

察教育的长远发展和定位格局角度，充分论证不同

警察院校的办学定位，努力突破警察院校之间同质

化、趋同化办学模式以及资源分配不平衡的局面。
一是积极开展公安院校发展定位论证工作。警察院

校可参照俄罗斯区域化警察院校发展格局的有关经

验，结合全球安全治理、国家总体外交、“一带一路”
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

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

大需求和中央重大决策，探索按照京津冀、东三省、
长三角等区域，以重点院校管理其他院校、分类分级

设置的思路［6］，构建区域化警察院校发展机制，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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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所院校积淀形成的办学特色优势，科学调整每所

院校的办学定位、服务面向和学科专业设置，使每所

院校都能够直接服务 2 ～ 3 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或

特色警种人才培养需要，从顶层设计方面确保警察

院校之间服务面向有所区别、学科专业有所侧重、办
学职能有所分工，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使每所

警察院校均能在差异化竞争的格局中找准发展目

标［7］。二是成立警察院校发展战略联盟委员会。该

委员会定位为公安部管理机关的智囊中枢和高端智

库，在公安部有关业务部门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委员

会统筹管理全国警察院校和公安学科专业建设的职

能作用，依托该委员会常态化举办国际警察院校长

论坛，定期研究解决警察院校发展战略规划、人才培

养质量标准，以及建设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为公安部政治部制定实施有关公安院校建设发

展全局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提供决策咨询建议或

建设实施方案。三是进一步改革优化招录警培养机

制。警察院校可将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纳入公

安专业毕业招录警考试的考核范畴，激励拔尖人才

更加勤奋学习训练，使卓越人才脱颖而出，有效解决

学生在校期间过于注重公安联考复习，忽视教学计

划规定的课程学习的问题，引导学生兼顾综合素质、
专业能力和毕业入警任职能力锻炼培养。四是完善

警察院校经费保障机制。警察院校作为国家警务人

才培养的核心渠道，在培养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

定人才方面，作用特殊，不可替代。应参照军队院校

的经费保障模式以及欧美等国家的有关做法，将警

察院校办学经费纳入中央财政予以保障，建立全民

支持警察院校建设发展机制，鼓励警察院校开拓社

会捐赠赞助渠道，有效解决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使

警察院校的管理者和广大师生心无旁骛地投身于办

学治校、教学改革、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中。五

是制定“警察教育条例”或相关专门法规，将公安教

育训练培训的相关事项纳入法制化保障机制中，增

加关于公安院校设置、师资标准要求、经费保障渠道

以及院校任务分工等内容，对公安教育培训工作进

行总体规范，并纳入法制框架下予以保障。六是着

力提高国际化办学水平。公安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提

升警察院校国际知名度和话语权的重要举措。通过

与国际上知名的警察院校互相交流，可以了解全球

同行在教学科研领域的先进经验和研究成果。通过

开展务实合作，可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

互利共赢，推动双方、多方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进步。

通过积极推进国际交换生、国际工作站、国际合作科

研项目改革，提高学校对外开放办学水平［8］。
( 二) 在建设一流警察院校的积极实践中，明确

院校内涵发展的建设标准

警察院校属于职业类、行业类院校，我国有着近

70 年的警察院校办学传统，与其他类型院校相比，我

国警察院校有着特有的优势和传统。一流的大学，

要有一流的办学理念、一流的治理能力、一流的培养

模式、一流的师资队伍、一流的科研能力、一流的质

量标准和一流的办学条件。综合世界知名军事院

校、警察院校、一流地方高校的办学特点，一流的警

察院校应当具有以下标准或条件。( 1) 始终将服务

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和民族兴旺发展需求作为办学治

校根本宗旨，所培养的人才对党绝对忠诚、对国家无

限热爱、对人民衷心爱 戴、对 警 察 事 业 热 忱 执 着。
( 2) 拥有独树一帜、不可替代、特色鲜明的学科专业，

能够在该领域站在世界警务前沿并引领发展。( 3)

具有保障警务人才培养质量的校局互动办学体制，

校局资源得以充分共建共享。( 4) 具有培育卓越警

务人才的独特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

视野和创新精神，在世界警务领域和我国警务实际

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高素质人才。( 5) 具有严格

规范科学统一的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课程标准，

并得到国际同类警察院校的广泛认可和积极应用，

形成激励改革创新的政策制度环境。( 6) 具有在国

际警务同类领域有影响力的名师专家，投身于警务

改革最前沿，在全球安全治理、国家安全管理和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领域中贡献卓越。( 7) 构建了引领警

务学科发展的科研发展模式，产生的科研成果代表

了全球警务工作的最高水准。( 8) 建有一流水准的

教学训练设施，构建与警务实战无缝对接的训练

环境。
质量标准是衡量办学治校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

要指标。警察院校应牢固树立质量意识，不断创新

校级标准，主动对接国家标准，积极接轨并创建国际

标准。在接受教育部评估、学科专业精品课程建设、
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等方面，全面使用国家标准。组

织专家制定统一的公安类专业核心课程参照性教学

大纲或课程标准，积极创建具有警察教育特色的教

育教学质量标准; 在专业教学中，努力引进国际课程

教学标准。公安类专业是一种特殊的人才培养类

型，介于地方高校和职业院校之间，应当尊重公安类

专业学生职业指向性强的客观规律，在教育部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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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下，结合公安专业实训教学学时偏多、比例偏高的

特点，构建有别于地方普通高校、职业院校的学科专

业设置标准、人才培养质量标准、教育教学考核评价

标准。围绕公安改革和警务人才培养需要，探索构

建公安学、公安技术国家本科专业建设标准常态化

完善机制，定期完善公安类专业国家本科专业标准，

充分保障每所院校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自主权。
减少行政审批环节，扩大二级学院管理自主权，提升

依法治校和专家治学能力。
( 三) 在培育卓越警务人才改革创新中，构建符

合警察院校实际的激励创新机制

人才是院校建设发展最具活力的创新因素，是

激励创新体制机制中直接受益的主体。长期以来，

警察院校受办学体制、管理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

响，高端人才引进困难，考核评价机制不利于激励创

新、激励人才。解决上述问题，改革制度机制、激发

人才活力是核心。一是形成高端人才培育的有效机

制。在警察院校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初期阶段，应

以柔性引进学科发展急需的领军人才为主要方式，

通过兼职、返聘、学术活动等形式，邀请国内外学科

专业领域知名院士、重大科技攻关项目负责人、省级

公安机关主要领导、公认实战专家担任资深顾问、客
座教授、兼职教师、研究生导师或科研评审专家，通

过课堂、讲座、科研课题、指导学生、战略规划论证等

多种形式，使专家的智慧、精力、资源投入到学校发

展战略规划论证、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团队建设、重

大科研攻关任务中。同时，坚持蓄势待发、稳步推进

的原则，充分挖掘自身优势，通过积极申报服务国家

重大需求的教学科研平台、科研攻关项目，稳步搭建

高层次人才事业发展平台。破除求全责备、论资排

辈等思想，坚持不拘一格用人才，形成举全校之力支

持名师专家成长的培育机制，在资源配置、经费投

入、团队建设、待遇保障等方面重点优先倾斜，下大

气力独立自主培养本校的名师和专家。加强对优秀

教师的宣传力度，培树先进典型。二是形成以教学

科研质量为主导的评价机制。完善以分类管理为基

础、业绩贡献和能力水平为导向的绩效考核指标体

系，把学员能力培养成效和为公安工作、学校建设发

展、学科内涵提升的贡献度作为教师评优的核心指

标，探索建立与地方高校紧密接轨的高职教师预聘

与长聘制度。改革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科学研究评

价、专业技术干部职称评审机制，丰富完善优秀人才

成长“直通车和快车道”内涵，将教学质量、学术成果

质量、服务公安工作、学科发展和院校建设的贡献度

作为评价的核心指标。
一流大学建设的关键在于鼓励每所院校结合本

校实际探索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相同的发展

理念、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不是国家“双一流”建设

战略的初衷。警察教育作为我国最大的行业办学类

型，在建设一流警察院校的发展道路上，已经形成独

具特色的发展模式，甚至走在了世界警务或警察教

育的前列。中国的警察教育发展模式已经成为最富

有效率、最为科学的警务人才培养机制之一。中国

警察教育同行应坚定理念自信、发展自信、改革自

信、模式自信，不断更新办学理念，从系统研究全球

一流院校和国内高水平高校的办学经验中探寻发展

路径，从主动关注国内外公认的一流大学评价指标

体系中找准发展短板，从主动服务全球安全治理体

系建设中获得发展机遇，走出一条有特色、高水平、
国际化的一流警察院校发展之路，为全球安全治理

和中国公安事业培养高素质卓越警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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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 of“Double First－class”University Project
Experience on First－class Police University in China

DU Yuanbin
Academic Affairs Office，China People’s Police University，Langfang，Hebei Province 065000，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double first－class”construction，th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the select-
ed list have carried out practical and efficient reforms，and gain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 of construction and valua-
ble experience of reforms． Polic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lso take the“double first － class”construction as the
standards and objective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In order to further clarify the construction ideas of
China’s first－class police academies in the new era，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form measures of education，teaching
and personnel training modes of domestic universities in“double first －class”construction and well －known foreign
military and civilian universities in recent years． To construct a world－class police univers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
istics in the new era，this paper suggests the priority for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reform should be given to such
tasks as ascertaining school － running orientation，optimizing development arrangement，promoting the reform of re-
cruitment and cultivation mechanism，building a first － class discipline，developing an incentive innovation mecha-
nism and improving 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 as to elevate the level of educ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Key words: “double first－class”construction; first－class police academy; talen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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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the basic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texts，this paper sum-
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key techniques of semantic analysis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texts in detail． A comparison
is made on the key techniques used in the common semantic analysis tasks when processing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text data to analyze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so as to dig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Key words: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semantic analysis; text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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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供的素材中选取其中的二、三项作为模拟实务

操作的素材。为避免抄袭，同一组的学生选择素材不

得相同。

4.开始做毕业作业。学生在做毕业作业的过程

中，每一项都必须经过指导教师的指导，只有在指导

教师同意后，才能进入下一个步骤，否则，作业无效。

5.总结。由学生对自己毕业作业的过程进行总

结，谈体会和收获。

6.答辩。由指导教师根据学生的模拟实务操作

进行答辩，并最后对毕业作业成绩进行最终认定。

四、高职文秘专业毕业作业改革取得的
效果

通过以会议模拟实务操作取代毕业论文改革的

尝试，学生的理论知识在模拟实务操作中得到了运

用，多种能力得到了提升。教师反映，虽然指导工

作比以前繁重，但学生的很多能力切实得以提高，

比指导论文更能培养学生的能力，而且，几乎完全

杜绝了抄袭现象。学生反映，这种模拟实务操作使

3 年所学的理论知识得到了检验，写作能力、文书

处理能力、文稿的打印和排版能力、组织安排会议

的能力等均得到了锻炼，比单纯写毕业论文有更多

收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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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才培养模式是公安现役院校造就具备

行政执法、专业技能、作战指挥、部队管理等能力的

应用型、复合型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保证。在公安现役

院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应转变教育理念，改革人才

培养模式，把学员培养成“理论基础扎实、实践应用

能力强”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关键词：公安边防；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传统的人才培

养模式和教育理念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已经颁布，坚持以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

面发展成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主题。公安边消

警部队院校基于公安现役部队对人才培养的需求，

培养具备行政执法、专业技能、作战指挥、部队管理

等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人才成为公安教育

培训发展的主旋律。随着时代的发展，公安现役部队

在执法、执勤中面对的情况日益复杂，技术装备不断

更新，法律法规日趋完善，特别是智能化、信息化的

程度不断提高，使公安现役部队执勤、执法、作战的

形式日趋多样化，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这些新的变化，对公安现役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提

出了新的挑战。如何使公安现役院校的人才培养模

式更趋科学合理，使人才的培养更注重整体素质的

提高，以适应公安边防部队工作的需要，成为摆在我

们面前的不容回避的问题。

公安现役院校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李天书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300387 ）

一、转变理念，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人才培养理念在高校人才培养中占有重要地位，

指导着整个培养模式的建立和运行。公安现役院校

的人才培养重视基础理论，强调专业知识，与部队重

视组织管理能力、执勤作战能力和熟练掌握装备、强

调应用能力的要求相比，形成突出的矛盾。这样培养

出的人才虽然在本专业领域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和

专业知识，但是如果不注重实践或实战能力的培养，

很难胜任部队的岗位任职，公安现役部队院校教育

的效益就无法转化为部队的战斗力。

笔者认为，应主动转变公安现役部队院校的人才

培养理念，采取科学的方法，推动公安现役部队院校

教育转型，目标是培养“理论水平高、实战（应用）

能力强”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公安现役部

队院校教育既要面向部队人才需求，面向部队的战斗

力和实践应用能力，又要使培养的人才具备发展后劲

儿，要把公安现役部队对毕业学员培养的满意程度和

毕业学员的发展潜力作为评价教育质量的首要标准。

二、突出实践应用，打牢专业能力基础

培养学员具备较为扎实的专业知识，掌握专业

实践应用技能，是高等教育固有属性的要求，是高层

次学历教育的价值所在，也是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

才的基础。同时，理论与实践的必然联系也要求切实

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即理论知识和技能训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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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贴部队建设，围绕提高学员的实践应用能力展开。

1.贴近部队实战，创新教学内容。教学工作是传授

理论知识，培养实践技能的基石，创新教学内容是提高

教学质量的核心环节。要瞄准学科前沿，紧跟公安现役

部队装备建设的新技术和执勤执法理念的新发展，及时

把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充实到相关课程的教学中

去。要着眼部队实际，及时将部队建设的难点、热点问

题引入教学，增加公安边防、消防、警卫工作服务的教

学内容。要注重学科融合，拓展学员的知识视野，建立

适应初中级指挥岗位任职需要的综合课程体系。

2.贴近能力培养，改革培养方式。如何让学员在课

堂讲授的过程中掌握知识、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中活用知

识、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提高能力是应用型、

复合型人才培养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可以通过增加实

践教学内容、丰富案例教学、推行启发式授课和改革考

核方式等方法，提高学员的专业知识水平和实践应用能

力。还可以通过不断探索实践、归纳总结，着力提高学

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使学员能够不断

优化知识结构，丰富社会实践，强化能力培养。

3 .贴近公安现役部队热点问题，开展教学和科
研。公安现役部队专业领域，由于其具有行业性强、

政策性强、紧随社会发展变化等特点，因此教学内容

必须始终紧跟专业领域发展前沿，保持教学与研究

活动正确的指向性，使授课内容紧扣公安现役部队

发展和执勤执法改革的实际。一是畅通专业建设、人

才培养与公安现役部队各级机关的信息交流渠道。

一方面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及时了解部队建设发展的

各种信息，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条件，加强教师的挂职

锻炼和学员的见习、实习，不断从部队汲取营养；另

一方面，把公安现役部队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引

入课堂教学，引导学员进行研究探讨，为部队服务。

二是建立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机制。学员的论文选

题要紧贴部队实际，把解决部队实际问题、满足部队

需要作为选题意义所在，选题前应到部队进行必要

的调研。三是改变论文答辩模式，答辩组引入具有丰

富实践经验的基层军事主官。引入部队军事主官参

与答辩可对论文的应用性和学员的实践能力进行全

面考量，更好地保证毕业生的综合质量。

三、瞄准任职，强化实战能力的培养

1.个性化设计，实现培养机制过程和目标的和谐
统一。入学之初，应根据学员的知识基础和培养层次，

基本确定毕业后的任职定位，而后在教师和机关的指

导下，由学员选定任职教育课程，并纳入培养计划。通

过对学员的任职培训过程进行个性化设计，实现培养

过程和目标的和谐统一，提高学员专业学习的自觉性。

2.系统化实施，实现教学体系的无缝衔接。为了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必须改革传统教育教学模式，将

办学定位、新的教育观念与人才培养目标融入新的

教学体系之中；改革教师满堂灌的讲授方法和学生

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的学法，大力提倡启发式、讨论式

和研究式教学方法，增强师生互动，促进学生自主学

习。此外，学员还应全程参加任职教育课程的授课、

实践和考核，不占用额外的教学资源，实现专业教育

与任职培训的无缝衔接，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

四、完善制度，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1.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健全教学管理制度。坚持

对各专业人才培养计划进行与时俱进的修订完善，

要结合课程教学内容、专业素质拓展、辅修计划、创

新能力培养和军事管理指挥能力五个部分进行研究

和规划，统筹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把素质教育和创新

教育思想贯彻在教育教学各环节之中，使人才培养

方案不断优化，课内学时要适当压缩，要提高实践教

学内容和创新教育内容所占的比重。不断修订和完

善校内管理制度，形成稳定、有效的教学运行机制，

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高。鼓励教师开展深化

实践教学的探索与研究，加大对教改工作的投入，以

“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立项的方式鼓励教

师开展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实践。

2 .健全管理制度，完善教学质量监控和保障体
系。通过完善制度，建立确保教学中心地位和人才培

养质量的长效机制。建立人才培养质量的自我监控

和自我评价机制是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

要按照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将素质教育、创新教育

思想融入新的人才观和质量观，以适应部队发展建

设需求和学员长远发展为目标，从观念更新、政策措

施、规章制度、运行机制、手段工具等多方面着手，

建立从人才培养计划设计到毕业生质量调查全过程

的质量监控系统。要建立由教师、学员、管理人员、

决策者、用人单位等全员参与的教学质量监控制度

和运行机制。要实现对课程、教师和院系工作的动态

监控和形成性、发展性评价。要建立教学质量评价网

络和数据库，实现教学质量信息搜集处理手段的科

学化、网络化和立体化。要建立由师资队伍建设、实

验实习基地建设、专业建设、精品课程建设、教育教

学研究与改革有机结合的质量保障和促进系统，形

成全员参与的多方位质量监控和保障体系。

3.建设长效激励机制，营造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成长的环境。针对教学型院校学术氛围不浓的问题，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应把创新意识、创新精神与应用

性、实践性教学研究结合起来，作为学校环境建设的

一个突出内容，有意识地构建以人为本，以应用能力

和实践能力为导向，以促进学生成人、成才为核心的

应用型、复合型人才成长的校园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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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现役院校卓越警务
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研究

杜元斌，高士杰
( 武警学院 训练部，河北 廊坊 065000)

摘 要: 面临公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和部队职能不断拓展的新形势，主动融入“卓越人才计划”，探
索构建符合公安现役部队实际的卓越警务人才培养模式，对于提升公安现役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和
综合办学实力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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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革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适应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的各领域拔尖创新人才，教育部于 2010
年陆续启动实施卓越工程师、卓越医师、卓越农林人
才、卓越法律人才、卓越教师等系列卓越人才教育培
养计划，探索建立高校与有关部门、行业企业、科研
院所以及实际用人部门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模式。
“卓越人才计划”实施以来，入围高校在人才培养模
式、教学方法与手段、学科交叉融合、人才联合培养、
课程考核、实践教学等方面勇于突破传统教学模式
束缚，做了大量的改革与尝试，形成了诸多校企校地
人才联合培养战略联盟，创新了校内培养与社会实
践紧密结合的新机制，人才培养理念向国际一流对
接，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了独特优势，教学方法手段向
提升学生能力聚焦，人才实践能力和创新素质显示
出强劲的提升幅度。“卓越人才计划”开局良好，发
展前景广阔。

如何有效借鉴“卓越人才计划”先进理念和宝贵
经验，科学设计公安现役院校卓越警务人才培养模
式，培养和造就政治立场坚定、具备战略思维、实践
能力超群、综合素质过硬、创新意识突出的一批拔尖
创新人才为公安边防消防警卫事业建设和发展服
务，是公安现役教育领域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

方面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开展卓越警务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 一) 开展卓越警务人才培养是深化公安现役院
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举措

当前，公安教育“轮训轮值、战训合一”办学模式
已经基本形成，正在朝着进一步深化办学体制机制
改革的方向进行攻坚，突出学员能力培养、强化实战
训练、坚持国际化办学、提升学科专业实力、培育一
流人才已经成为各公安院校的普遍共识和改革方
向。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公安现役
院校在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学科专业、教研成果等
方面与国内一流高校有着不小的差距。要想在较短
时间内实现与地方知名高校同步发展，必须对办学
机制体制、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和手段等进行深
刻变革。教育部“卓越人才计划”的实施，给予了我
们与国内知名院校同步构建卓越人才培养模式的难
得机遇。公安现役院校须主动作为，以部队人才需
求为牵引，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勇于突破体制机
制障碍，建立若干人才培养实验班，探索构建各警种
卓越人才培养模式试验田，在人才培养理念、教学方
法手段、人才培养质量方面体现卓越，培育精英，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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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批引领公安现役部队跨越式发展的事业传承
者、改革先行者和体制开拓者。此举也是公安现役
院校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探索构建符合公安现役部队实际的卓越警务人才培
养模式，对于提升公安现役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和综
合办学实力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 二) 开展卓越警务人才培养是培养公安现役部
队拔尖创新人才的有效方法

有着特殊发展潜力的精英人才往往隐藏在海量
的学生中，如果一直沿用大众化培养的思路，拔尖创
新人才势必会被普通教学模式所埋没。近年来，为
有效提升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和水平，

全军全面启动军队院校教育转型计划，推进学历教
育向任职教育转变，将培育信息化条件下军队联合
作战指挥人才作为新时期院校的核心使命任务。公
安部启动了学历教育向警察职业教育的转型，将构
建“大教育”“大培训”工作体系摆在了引领公安教
育改革前行的首要位置，以能力培养为核心，以服务
实战为宗旨的战略发展理念得以确立。可见，军事
教育、公安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也在积极深化
改革，对于培育适应新形势下拔尖创新型实战化人
才同样有着迫切需求。公安现役部队是维护国家安
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武装力量，肩负着维护边境稳
定、保障社会公共消防安全、确保要人警卫安全的重
要职责。公安现役教育应大力实施“卓越人才计
划”，通过开设各类实验班，将成绩优异、能力突出的
学员集中在一起，放在独特的培养机制下进行重点
“孵化”，让优异学员获得加速成长的平台，在注重基
础知识和专业能力培育的同时，强化对其进行领导
决策能力、改革创新能力、实战应用能力的淬炼。

二、公安现役院校卓越警务人才内涵

在公安现役院校开展卓越警务人才培养，就是
参照国家实施的先进理念和主要方法，探索构建精
英型拔尖创新警务人才培养新模式，以满足公安现
役部队对综合素质高、创新能力强、实战能力好的人
才的需求。

卓越警务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构建是公安现役院
校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工
程。其内涵可解读为着眼服务国家安全战略，着眼
服务公安现役部队建设和发展，深入共享公安现役
部队、军地名校和国际同类学科资源，构建体现现代
教育理念和时代特征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培育部队

急需的精英型高素质警官。其核心任务是确定人才
培养目标，明确培养标准，突出创新能力和实战能力
培养，运用先进的教学方法，构建院校与部队深度融
合的人才联合培养模式。卓越警务人才的培养，要
坚持“面向部队、面向实战、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方针，其关键环节在于巩固深化学科专业特色，找准
人才培养定位。

三、公安现役院校卓越警务人才培养主要任务

一是提升民主化教学管理水平。在校务委员会
的领导机制下，按照专家治学的民主管理方针，将教
师作为学校政策制定的参与者和决策者，提升教师
参与教学管理活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二是突出教师、学员的主体地位。树立以教师
为主导，以学员为主体的办学理念，建立以提升教师
教学研究能力和学员任职发展能力为根本的教学模
式，积极采用基于问题的探究式学习、基于案例的讨
论式学习和基于项目的参与式学习等研究性学习方
法，营造教师与学员实时互动的学习氛围，搭建学员
自主学习训练的宽广平台，使学员成为胜任部队岗
位轮换任职的复合型人才，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保
持“可持续”的发展活力。

三是坚持国际化开放办学。树立国际视野，引
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能够得到
国际认可的国际型合作型人才。

四是坚持学科交叉融合。深化课程体系改革，
突破学科界限，在课程设计上体现学科交叉，在教学
目标上体现跨学科培养。

五是突破现有管理体制的纵横界限。打破传统
教学模式、教学单位的壁垒，加强学校与部队产学研
用一体化合作，完善校局合作机制，构建项目驱动下
的跨学科、跨机构的教师指导管理团队，跨专业、跨
学校的学员学习、研究合作团队。

四、公安现役院校卓越警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公安现役院校卓越警务人才必须是能力型、综
合性、高素质的高级专门人才，其综合素质应明显高
于传统模式培养的人才，其培养模式应优于、先于传
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他们应当具有坚定的忠诚意
识、良好的道德修养、丰富的知识储备、精湛的专业
技能、超群的实战能力和过硬的身心素质。同时，他
们还应当具有其他人才所不具备的卓越领导能力、
战略思维能力、创新发展能力，通晓专业领域国际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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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毕业后一到部队即可胜任部队多岗位任职需求，

在提升部队战斗力方面能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其善于在工作岗位上带领攻坚团队创造性地解
决建设发展难题，能够站在全局战略的高度谋划工
作，能够在实战化训练一线和急难险重作战一线勇
当先锋，独当一面。他们是问题的发现者，也是难题
的攻坚者，更是新局面的开拓者。

公安现役院校卓越警务人才培养目标可表述
为: 培养适应公安现役部队建设和业务工作需要，

德、智、军、体、美全面发展，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
风优良，政治立场坚定，基础理论扎实，专业知识精
通，实战能力出色，极具创新意识，部队认可度高，跨
学科知识渊博，能出色胜任公安现役部队多岗位业
务工作，引领公安现役事业发展的管理型部队指挥
人才、应用型业务骨干人才、发展型部队精英人才。

五、公安现役院校卓越警务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基本功能和根本任务，也是
内涵建设的核心内容。培育精英人才，必须有敢于
打破常规且特色鲜明的人才培养模式作支撑。

( 一) 坚持分类培养，开设卓越警务人才培养实
验班

新学员入学后，逐步开展英语、数学、物理、化
学、体能等科目测试，根据综合测试成绩分析统计，
按警种将排名前 10%且综合能力素质强的学员单独
编班。根据卓越警务人才培养教学计划，每 20 人作
为一个独立教学班，实施全程小班式教学，大胆尝试
与国际高等教育接轨的先进教学方法和组训方式，

将研讨式、案例式、现场式、精熟化、实战化教学方法
全程贯彻于整个人才培养环节。实践教学环节比例
不低于 50%，实践环节部队教官授课比例不低于
50%。在关注学员共性能力培养的同时，注重学员
个性化能力生成，建立严格的学员分流淘汰制度。
以实践技能选修及素质能力专项训练的方式，对单
科能力超强的学员，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有针对性的
重点辅导。大学前两年积极组织参加各类学科竞
赛，大学后两年根据学员不同学科优势，组成跨学科
学员互助学习团队，参与教师课题研究，进行科研能
力重点培养。

( 二) 对接部队任职，构建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
并轨衔接的课程体系

学历教育是夯实学员发展后劲和个人成才能力
基础的重要关口，任职教育则是有效帮助学员毕业

即胜任工作岗位的助推引擎，是学员才能和后劲得
以施展发挥的前提条件。故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必须
坚持学历教育和任职教育两头兼顾，互为补充。学
员在校期间，在完成正常教学计划规定的学历教育
课程任务后，将学员毕业后应知应会的知识能力设
计成系列任职能力训练短课，以讲座、现场示范、训
练营等形式邀请部队专家、部队教官开设紧贴部队
第一任职的专项教育，强化学员部队任职能力培养。
将组织学员深入部队实习作为强化学员部队锻炼经
历、培养学员职业认同感的关键环节，重点学习部队
院校难以独立传授的各项军事业务技能。

( 三) 强化实战能力，按能力需求和任职岗位设
置课程

根据中央军委和公安部党委关于实战化训练的
系列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根本标准，紧密
对接部队实战任务，从入学到毕业使学员始终接受
部队实战化训练，培育学员战斗精神。紧密结合部
队作战流程和工作岗位，系统总结梳理部队需要的
学员系列实战能力点，针对能力点延伸分解若干训
练课程( 科目) ，注重课程间、科目间相互对应支撑，
形成丰富、完整、体系化、组合式实战育人课程体系。
构建以老带新，强化自我管理的学员中队建队模式，

按照部队管理模式进行管理，按照部队训练方法组
织训练，按照部队训练标准进行考核。

( 四) 坚持学科交叉，提升学员跨学科集智创新
能力

实践证明，学科交叉点是新学科的生长点、新的
科学前沿，是创新的动力和源泉，重大的科学突破往
往在这里产生，名师、大家、领军人物往往在这里造
就［1］。一所院校所培养学生的学科交叉能力高低是
衡量院校育人质量的重要指标。在卓越警务人才培
养方案制定过程中，要主动吸纳与专业结合紧密的
相关学科核心课程，既要包含培育逻辑思维的自然
科学知识、培育批判性思维的哲学类知识、培育人文
精神的人文社科课程，也要包含专业领域内成熟课
程体系和前沿知识内容，使学员在学科交叉过程中
体会到知识的互相交融与支撑，掌握知识融合实现
创新的技能方法。

( 五) 拓展培养渠道，借力校外实体资源加速学
员能力生成

以学分认证和学分转换的形式，鼓励学员利用
业余时间依托社会培训资源参加游泳、驾驶、外语、
计算机等技能学习，参加军地高校暑期专项技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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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组织学员积极参加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
动等社会实践活动。坚持国际化战略，按照国际化
人才培养规格构建人才培养模式，实现联合培养模
式上的突破，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型人才。坚
持引培并举，邀请专业领域国际知名专家来院授课、
担任导师，选派优秀学员以访问交流、项目研发、联
合训练等形式赴国外合作院校进行短期留学深造。
将卓越警务人才培养作为开辟校局联教联训新局面
的重要抓手，坚持部队和院校共同制定人才培养目
标，共同设计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共同实施培养过
程，共同评价培养质量，将部队教育训练资源纳入院
校人才培养全过程，依托部队总队级训练基地，培育
学员初级专业技能、实战业务技能，依托院校训练资
源与部队开展联合演练和战例研讨。

( 六) 坚持信息主导，依托网络教育资源强化学
员自学自训

按照培养目标要求，坚持宽口径育人，结合每一
个学员的特点和优势潜能，依托功能强大的慕课网
络在线教育资源平台和丰富多维的网络战例案例课
程资源，注重学员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终身学习能
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促进学员全面发展。加
强学员个性化指导，鼓励学员按个性发展选择专业，

引导学员制订个性化培养方案，自主选择所学课程，

自主安排学习进度，自主发展个体专长，强化学员自
学自训能力训练。加强学员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增
强学员学习目的性，提高学员的部队适应能力。［2］

( 七) 坚持教法创新，聚焦学员能力素质培养
充分发挥学员的主观能动性，推广启发式、讨论

式、精熟式和探究式等教学方法，提高学员发现问题
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学员从继承性学习转为探
究发现性学习，构建知识点地图，实现知识点之间的

串联。提倡教师团队协同教学，开展大班授课、小班
研讨、小组合作、网上互动、翻转课堂、信息化一体教
学等多种教学组织形式。通过分组，强化组内合作
和组间竞争，提升团队意识和竞争意识。通过学员
之间对专题作业或项目作业互相评判找问题，提高
学员的立项思维、批判性思维。建设项目库、案例库
等资源，坚持学员参与教师科学研究，提升学员科研
创新能力。［2］

六、公安现役院校卓越警务人才培养质量保障
体系构建

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是确保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
升的重要环节。实施卓越警务人才培养计划应强化
校局协同与专家治学，成立部队实战教官与学院教
学专家共同组成的教学质量督导组，使育人成效始
终处于部队的监督评价指导之下，将教学与实战的
贴近度，以及院校与部队的对接度作为核心评价要
素，将专家的教学反馈和改进意见及时予以吸收消
化，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职称评定和年度考核的重
要参考指标。成立由教师、学员、学员队干部组成的
教学质量反馈组，及时吸纳来源于教学一线的意见
建议，优化调整教学管理运行机制和方法手段。

参考文献:
［1］李涛，宗士增，徐建成，李鹏飞． 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创

新实践平台的探索与实践［J］． 中国大学教学，2013，
( 7) : 79 － 80．

［2］林健．“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业培养方案研究
［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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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ultivation of Outstanding Police Talents of the Public Security Colleges in Active Service
DU Yuanbin，GAO Shijie

( Staff Office，The Armed Police Academy，Langfang，Hebei Province 065000，China)
Abstract: The public security colleges in active service are confronted with the new situation that the public educa-
tional mechanism would reform and military functions would continually expand，actively get into outstanding talent
plan，and explore to build the talent cultivating mode which accords with its reality，which are all important to fur-
ther improve the talent quality and comprehensive sponsoring strength of the public security colleges in active serv-
ice．
Key words: the public security colleges in active service; outstanding talent plan; cultivation of outstanding police;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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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现役院校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

融合发展的实践与探索
刘 磊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训练部 河北·廊坊 065000）

摘 要 由学历教育向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融合转型，是公安现役院校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文章分析了两类教育的

异同，指出了两类融合面临的主要障碍，系统总结了武警学院近年来实现两类教育融合的经验做法，以期为公安现役院

校教学训练模式改革探索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 学历教育 任职教育 融合 公安现役院校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x.2016.08.024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Education and Service Education in Public Security Colleges
LIU Lei

(Training Department, The Chinese Armed Police Force Academy, Langfang, Hebei 065000)

Abstract From academic credentials education to education and post education fusion transformation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active service public security colleges educ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education, points out the two kinds of fusion faces major obstacles,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police college in recent years to achieve fusion of two kinds of educational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in order to explore a new

path of development for active service public securit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eaching training mode reform.

Key words academic education; service education; integration; public security colleges

公安现役院校实行计划分配体制，毕业学员的职业指向性

和岗位任职方向明确，因此，公安现役院校人才培养必须瞄准

岗位任职，以岗位任职需求为牵引，以能力培养为核心，探索出

一条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融合发展之路，①才能更好地满足公

安现役部队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新期待。在学历教育与任职

教育同校实施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实现教

学模式转变，是公安现役院校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1 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发展现状

1.1 军队院校发展现状

2012 年 4 月，军队院校根据《关于军队院校指挥生长干部

“合训分流”实施意见》，启动职能任务和人才培养模式重大调

整改革，按照“合训分流”组训方式，采取 4 年时间完成普通本

科学历教育，1 年时间在拟任岗位完成任职培训，即“4+1”学历

教育与任职培训融合模式。与此同时，军队还面向初级、中级、

高级军官，开展针对特定目的和特定能力的专项教育，旨在大

力培养信息化条件下不同层级的作战指挥人才。目前，军队院

校基本完成了由学历教育为主向任职教育为主的转型。②实践

证明，任职教育在促进军队战斗力生成模式变革、提升人才岗

位任职能力、满足官兵职业发展需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1.2 公安现役院校发展现状

目前，因公安现役教育尚未纳入军队院校教育转型计划

中，公安现役院校还没有全面推开任职教育模式，仍然以学历

教育为主体，系统化、规模化的任职教育模式尚未建立。是以

学历教育为主，还是转型为任职教育为主，亦或探索形成学历

教育与任职教育深度融合模式，公安现役院校面临战略性选

择。目前，公安现役院校尚未形成清晰明确的顶层设计和建设

思路。

2 任职教育与学历教育的区别

任职教育是指以解决任职所需的知识、能力、素质为目的

的教育。我军院校的任职教育，是指军官（士官）在完成基础学

历教育的基础上，为适应岗位逐级晋升需要而进行的职业教

育，是以学历教育为基础的大学后的职业教育。③在教学指导

思想、教学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

任职教育与学历教育存在着明显差异。

2.1 教学指导思想

学历教育更加注重学科的系统性，而任职教育更加注重以

岗位任职需求为牵引，即“以需求为牵引，以岗位为目标，以实

战为要求，以打赢为标准”。

2.2 教学目标

学历教育更加注重知识传授，而任职教育更加强调以能力

为本位，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具有鲜明的军事职业指向性。

2.3 课程体系

学历教育通常按照学科本位的原则构建课程体系，而任职

教育更加注重课程设置的“模块化”、按能力本位的原则设置课

程体系，课程内容更加灵活、更具针对性。

学科探索

69



48 2016 年 / 第二十四期 / 八月（下）

2.4 教学模式

学历教育通常是“以教员为中心”的灌输式教学模式，一般

采用以讲授为主的方法组织教学，而任职教育更加强调“学员

中心”的自主式教学模式，以分班式教学、启发式教学、开放式

教学等方法满足不同层次学员的学习需求，使学员由被动方式

学习转变为主动方式学习。

2.5 教学考核评价

学历教育注重笔试，而任职教育更加注重教学考评的动态

性，强调学员岗位任职能力的考评，实现了由考知识、考记忆向

考应用、考创新的转变。

2.6 师资队伍建设

学历教育更加注重教员的学历层次和专业化水平，教师基

本上是科技型的专业教员，而任职教育更加注重教员的部队任

职经历和实际工作经验，要求师资队伍由单的科技型教师向专

兼职结合的复合型师资队伍发展。

3 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融合面临的挑战

目前，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实现融合，主要面临三大挑战：

3.1 转变办学理念和思想观念的挑战

任职教育反映的是以人才培养目标变化牵引培养模式改

革，是开展面向军队的职业教育，面向岗位的专业教育，面向职

责的能力教育，面向发展变化的增补教育。其服务对象将从生

长干部学员转变为部队一线各级指挥员，其教学理念将从服务

任职岗位的不确定性，转变为基于特定任职岗位培养专业化人

才，其核心是满足一线作战指挥人才的能力递进和长远发展需

要，其关键是用任职教育的全新思维方式培养人才、评价人才。

目前，对任职教育的理解不够深刻，在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观

念上，还存在一定的障碍。

3.2 教学内容及方式的挑战

任职教育将改变传统学历教育重视理论知识系统性传授

的惯性思维，按照任职岗位需求，有选择、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

知识技能传授。教学内容也将从几十学时的课程，转变为若干

教学专题。教学方式将由课堂讲授为主，转变为实际操作训练

为主。

3.3 教师执教能力的挑战

任职教育具有培训周期短、实践能力强、培训层次多、专

题研讨深、教学标准高等特点。④当前，教师队伍中具有部队一

线队伍管理、执勤执法和作战指挥经历的比例不高，普遍缺乏

开展任职教育的教学经验，组教组训能力还不能满足任职教

育需要。

4 武警学院两类教育融合发展改革实践

近年来，武警学院紧紧围绕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以

服务实战为宗旨，以能力培养为核心，强化学历教育学员任职

能力培养，接学员毕业第一任职岗位，系统设计学员在校期间

任职能力生成体系和课程体系，大力推进实践教学训练模式改

革、教学方法改革和课程考核方法改革，使模块化任职教育培

训模式逐步成熟完善，为实现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融合积累了

经验。

4.1 实施全方位培养，优化“1+5”多维立体人才培养模式

按照“论教学生成思维能力—实践教学生成任职能力—日

常管理生成军政能力—岗位历练生成发展能力”的主线，优化

完善由一个主体人才培养方案和五个辅助人才培养方案构成

的“1+5”多维立体式培养模式。主体人才培养方案由人才培养

目标、培养规格要求以及必修课、选修课和实践技能选修计划

等构成，是学员知识、能力、素质生成的主渠道。辅助人才培养

方案由思想政治素质、人文素质、科研创新素质及职业发展能

力、军事体能与专业技能、军人作风与部队管理能力等五部分

构成，是主体人才培养方案的补充和拓展。“1+5”多维、立体人

才培养模式通过对学员在学院、部队和社会的学习、训练、实践

等活动的系统设计，在横向上构建了包括课程教学、课外活动、

日常训练和管理、与部队联合培养在内的教育大平台，在纵向

上构建了脉落清晰、有机衔接的岗位任职能力和素质生成体

系，增强了育人效果。

4.2 立足岗位，构建适应岗位任职需求的课程体系

一是重新确定人才培养目标，以能力本位设置课程体系。

基于对学院人才培养目标的分析和认识，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为培养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在此基础上，改变了传统的“学科

本位”设课模式，按照“能力本位”设置课程，增设任职教育模

块，设置基层中队主官任职、机关参谋任职、部队职业生涯发展

规划、廉政从警教育、新闻及公文写作、计算机能力训练、部队

建设发展形势分析等精品讲座或专项训练环节，切实增强了学

员的岗位适应能力。

二是整合创新，增加课程门数，减少单课时数。对课程体

系和内容进行了优化整合，取消交叉重复课程或内容，精减大

学时课程，增设置小学时课程，充分体现精讲多练的教学改革

原则，提高了学员的实践动手能力。

三是筑牢警魂，构建职业道德修养教育课程体系。自主开

发设置了“公安现役警官职业道德修养”课程，定期面向全体学

员开设廉政教育系列讲座，确保学员在校期间政治教育始终与

部队建设同步进行。

四是需求牵引，构建适应岗位任职需求的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体系。与地方高校相比，学院毕业学员对心理知识的需求更

加迫切。为此，学院开发并面向所有专业开设“心理疏导方法

与技术”等心理类课程，建立心理咨询中心，为学员建立个人心

理健康档案，既满足了学员心理健康成长需求，也适应了未来

岗位任职需求。

五是一专多能，构建适应岗位轮换需求的警种通修课程体

系。目前公安现役部队普遍实行岗位轮换制度，岗位的不确定

性要求学院必须拓宽专业口径，在明确专业方向的同时兼顾相

近专业。通过实施按警种大类培养，设置警种通修模块，强化

警种通识、通用、通能教育，提高了学员的专业适应能力和岗位

转换能力。

六是增设实践技能选修科目，构建适应个性化能力生成的

选训课程体系。实践技能选修制度是指在学员课程理论学习

和必修实训的基础上，以提高学员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为重

点，将学员未来工岗位中应具备的各种实践操作、专业技能单

独设置成若干科目，由学员自主选修，教师适当指导、学员自主

练习的方式进行修课的制度。⑤目前学院设置了丰富的实践技

能选修科目，学员在教师指导下广泛参与技能训练，取得了显

著效果。

4.3 突出实战，构建教、学、练、战一体化实践教学体系

一是系统规划，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坚持把战斗力标准贯

穿人才培养全程，坚持军人基本能力训练、职业能力训练、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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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训练、综合应用能力训练“四个训练”递进升级；认识实习、

调研实习、专业实习、毕业实习“四个实习”系统衔接；课程实

验、科技创新、社会调查、部队实践“四个活动”有机融合；模拟

推演、实兵训练、对抗比武、综合演练“四个平台”拓展延伸，完

善优化实践教学体系，保证学员综合应用能力和岗位任职能力

得到全方位锻炼。

二是重点突出，加大实践教学比重。改革过去以教为主的

教学模式，压缩理论学时，增加实践学时，设置独立实践教学环

节，加强现场教学，将实践性、操作性强的课程由教室转移到现

场开展教学。

三是基专结合，推进新学员强化训练改革。突出队列指挥

和公安教育训练内容，满足第一任职需要，强化学员公安意识

和职业精神培养；增设基本技能训练，保证学员通过强化训练

后具备初步的警种基本技能。

四是面向实战，创建专业综合演练教学模式。专业综合演

练是学员在完成专业课程理论学习和技能专项训练后，由学员

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和技能，开展岗位任职能力专项训练。

使学员在近似真实的任职工作情境中，练执勤执法、练指挥战

术、练作战谋略、练团队协同、练心理素质、练体能技能。该环

节已经成为检验学员实战能力的重要关口，目前已组织六届近

8000 余名毕业学员开展了训练，得到了部队和学员的充分肯

定和好评。

五是年年有实习，四年不断线。设置了认识实习、调研实

习、毕业实习和专业实习。认识实习，要求学员到基层部队当

兵锻炼，认识部队；调研实习，要求学员深入社会；毕业实习，要

求学员到部队参加执勤、执法、训练等工作，提高专业技能和实

际工作能力；专业实习要求学员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和技

能，解决专业领域实际问题。

4.4 教法创新，积极推进教学方法改革

打破传统理论课教学“课本加黑板”，“教师讲、学生听”的

教学模式，在课堂教学中广泛开展以案例式、研讨式教学为代

表的新型教学方法改革，充分调动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

性。通过教学改革立项等多种形式积极引导、鼓励、资助教师

开展教学方法改革，固化教学研究成果。目前，应用案例式、研

讨式等先进教学方法开展教学已经成为广大教师的共识和自

觉行为。学院逐步形成了以理论讲授为主导、案例分析研讨为

支撑、想定作业训练为牵引、实验模拟为验证的“四位一体”的

能力生成教学模式，进一步提升了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学员的综合素质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4.5 注重能力，构建适应能力培养需要的考核方法体系

2011 年学院印发了《武警学院考核改革方案》，以加强能

力考核为重点，大力推进课程考核改革工作。一是更新课程考

核理念，丰富课程考核方法，改变了传统以闭卷笔试为主的单

一考核形式，实现考核方式多样化。二是强化过程考核和能力

考核，增加了实践操作、模拟演练、专题研讨等考核环节，通过

过程考核与课终考核、理论考核与实践实训考核的有机结合，

实现了考核要素多元化。三是改进题型设计，增加了分析题、

应用题的比例，优化综合运用类题型设计，突出了能力考核内

容，促进知识考核向能力考核的转变。四是积极推行各种资格

认证制度，组织学员在校期间参加各种岗位资格考试，毕业前

即取得相应岗位资格证书。

5 加强公安现役院校两类教育深度融合发展措施

5.1 扎实做好开办任职教育的前期调研论证工作

选派业务骨干深入任职教育开展较好的军队院校，就任职

教育的构建方式、学科专业建设、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等，进

行认真调研。结合院校实际和部队需求，编制任职教育发展规

划。实施教师队伍执教能力提升工程，争取公安部政治部的政

策支持，进一步完善院校教师与部队教官的双向交流机制。做

好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系构建、教学大纲及课程标准编制、教

学管理规章制度制定等准备工作。

5.2 科学定位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融合发展模式

在巩固学历教育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着眼公安工作和公安

现役部队建设发展形势，紧紧围绕提升部队战斗力、人才岗位

任职能力这个中心，进行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融合发展的顶层

设计，引导广大教师转变教育思想观念，使任职教育作为学历

教育的重要补充，稳步提高任职教育质量。

5.3 系统设计任职教育培训体系

面向公安现役部队，对接主要业务工作岗位，创新第二学

位授予与任职教育衔接机制，大力开展分层级、分类别培训工

作，构建初级、中级、高级岗位晋升递进衔接的任职教育培训体

系，实现入警培训、干部任职培训、维和培训与专业学位教育的

有机衔接。联合部队系统设计培训方案，建立教学训练资源共

享机制和深度联教联训机制。

注释

① 丁景辉.森林公安民警任职教育如何走出学历教育的藩篱[J].吉林省教育学

院学报(下旬),2015.5.

② 祁士勇.对任职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J].才智,2014.26.

③ 朱建业,史敦杰.“军事任职教育大讨论”专题——美国军事职业教育探究[J].

继续教育,2006.2.

④ 李醍.搞好部队任职教育的几点思考[J].活力,2012.11.

⑤ 杜元斌. 搭建实践技能选修平台创新实践教学培养环节 [J]. 武警学院学报,

2010.9.

学科探索

71



·课程整合 

- 74 -- 74 -

2016年7月下 第14期（总第392期）

10.3969/j.issn.1671-489X.2016.14.074

浅析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融合背景下
公安现役院校教学内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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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学历教育向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融合转型，是公安

现役院校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分析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同校

实施情况下，公安现役院校教学内容的主要特点和教学内容建

设的基本原则，提出科学构建公安现役院校教学内容体系的解

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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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ifting from the Degree-oriented Education to the i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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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学内容是知识、能力、素质的重要载体，是实现人

才培养目标的重要前提，决定人才培养的方向和质量。公

安现役院校实行计划分配体制，毕业学员的职业指向性和

岗位任职方向明确，因此，公安现役院校人才培养必须瞄

准岗位任职，以岗位任职需求为牵引，以能力培养为核心，

探索出一条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融合发展之路，才能更好

地满足公安现役部队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新期待。当前，

在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同校实施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两

者之间的关系，构建科学的教学内容体系，是亟待深入研

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2 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融合发展背景
当前，作为军队建设发展史上关于人才教育培训模式

作者：刘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训练部教务处参谋，研究方向为教学管理（065000）。

的重大变革，军队院校基本完成由学历教育为主向任职教

育为主的转变，任职教育在促进军队战斗力生成模式变革、

提升人才岗位任职能力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学

历教育一直以来都是公安现役院校教育教学的主体，形成

了比较成熟的学历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和质量保障体系。与

此同时，公安现役院校在任职教育方面也积极开展了建设

改革工作。面向公安部机关、公安现役部队军师职干部，

构建稳定的培训模式，针对学员任职能力方面，毕业前开

展专项技能训练和任职能力培训讲座活动，专业综合演练

期间邀请部队专家全程参与演练指导和学员任职能力培训

工作，院校与部队联教联训机制不断完善 [1]。

由于公安现役院校任职教育改革工作尚未启动，对任

职教育还未形成顶层设计，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的融合程

度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特别是部队对学员在校期间培养岗

位第一任职能力的呼声十分强烈，公安现役院校应充分发

挥学历教育积累的办学优势，支撑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的

融合发展。

3 公安现役院校教学内容的主要特点
公安现役院校人才培养对象和目标的特殊性，决定着

其教学内容除具备一般学历教育与军事任职教育的共性特

点外，还具有自身独有的特性。

鲜明的政治性  公安现役院校面向全国公安边防、消

防、警卫部队培养忠诚可靠、执法公正、素质过硬、英勇

善战、求是创新的高素质应用型指挥管理和专业技术警官。

学员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公安边防、消防、警卫部队任职，

承担出入境边防检查、边境管理、建筑防火设计审核、消

防监督管理、灭火救援作战、灾害事故应急处置、部队行

政管理、部队政治工作、大型活动安保和要人警卫等重要

任务。这些特殊的职责使命，要求公安现役院校培养的人

才必须具有绝对忠诚的政治素质。

政治素质是军事人才的核心素质，确保政治合格是我

军任职教育人才培养的首要任务。在各个历史时期，我军

军事教育都始终坚持把政治教学摆在首位，坚持把学习研

究宣传党的创新理论、研究解决思想政治领域的重大理论

和现实问题作为重要教学内容，突出政治性，体现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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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现役院校高度重视学员政治素质的培养，长期以

来政治课比例始终占教学内容的四分之一左右，专业课程

教学也十分注意政治性和思想性。每当党和国家重大方针

政策出台，都在第一时间进入教学、进入教材、进入课堂。

各教学班次都开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课程，突出

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研究，用以武装学员头脑，确保政治

上的清醒和坚定 [2]。

高度的综合性  目前全国公安边防、消防、警卫部队

普遍实行岗位轮换制度，岗位的不确定性对公安现役部队

人才的知识综合性和素质全面性提出更高的要求。无论是

从事抢险救援、捕歼战斗等急难险重任务，还是日常训练、

执勤执法活动，都需要有一批通晓部队执勤执法、作战指挥、

队伍管理、战备训练等业务知识，善于实施领导、组织、管理、

指挥，适应紧张、艰苦、危险工作环境的应用型专业技术

人才和指挥管理人才。公安现役院校必须尽可能地拓宽专

业口径，提高学员的专业适应能力和岗位转换能力，科学

整合相关理论知识，及时吸纳最新实践成果，构成涵盖边防、

消防、警卫诸警种、军政后各岗位、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各

领域的综合性教学内容体系 [3]。

突出的实践性  公安现役院校教育在一定意义上是注

重应用的职业化教育，必须面向实践、着眼实战。在革命

战争年代，军事教育的教学内容是同战争实践融为一体的，

本质上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现实

互动培养军事人才。相对和平时期，公安现役院校教育必

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积极适应形势任务的新变化

和职能使命的新拓展，着眼“从这里走上战场”的人才培

养目标，在教学内容上突出部队建设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研

究，让学员通过想定作业磨练、到部队大型训练基地过招，

从重大演训实践中学习实践经验。

较强的前瞻性  公安现役院校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为“打

赢明天的战争”培养人才，前瞻性是教学内容体系的显著

特点。一方面，教学内容必须适应国家、社会及部队发展

趋势，瞄准明天的“战场”策划今天的教学，部队建设发

展需要什么就教什么学什么，岗位任职的重点难点是什么

就研究什么回答什么；另一方面，教学内容必须追踪军事

教育、警察教育前沿，紧跟国际发展动态，及时更新、充

实完善、滚动发展，构建具有时代特征和领先优势的课程

内容体系。

4 公安现役院校教学内容建设的基本原则
坚持以岗位需求为基本依据  公安现役院校教学内容

岗位指向性非常明确。满足岗位任职需求，既是推动学历

教育与任职教育融合发展的直接动因，也是教学内容建设

的基本依据。培养对象的任职岗位不同，培养的目标也不

一样，院校教学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以岗位需求为依据设

置教学内容，是各国军事教育的普遍做法。美军联合职业

军事教育的培训内容，是与培养对象的岗位任职需要紧密

相连的，主要集中于战役计划的拟制与战役作战的实施，

包括联合作战部队的部署、使用、维持，以及冲突后的重

新部署等。我军任职教育在教学内容上与外军有所不同，

但坚持按岗位需求设计教学内容的做法是相通的。实践证

明，只有着眼岗位任职需求设置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才

能为部队培养合格的新型高层次管理指挥人才。

坚持以能力提升为价值取向  第十六次全军院校会议

提出，要以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为导向，根据

指挥军官岗位任职需要，按照能力生成需求，设置教学内容。

贯彻落实这一要求，公安现役院校在教学内容设计上必须

坚持能力本位，重点突出组织、管理、指挥等能力的培养，

进一步强化能力培养的指向性。提升岗位任职能力，是公

安现役院校教育的价值取向与核心目标，也是人才培养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以问题研究为实现途径  马克思说过：“问题是

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

问题是学习的起点，是研究的起点，直接作用于人的全面

发展和进步。突出“问题中心”是世界各国军事教育教学

内容设置的通行做法，也是我军军事教育的重要经验，是

指导教学内容建设的重要原则。红大时期，朱德总司令亲

自拟定“论敌人的堡垒战术”“积极防御的实质是什么”

两个问题，专门派人到前方参与作战指挥，把实战经验和

实际问题带回学校，充实教学内容，通过实际作战问题的

学习研究，进一步增强部队的作战能力。

以问题为牵引，是教学成败的关键。这些问题既包括

国家、部队发展大局等重大战略问题，也包括部队现代化

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还有部队作战训练和人才培养实

践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通过深入系统研究问题，找到

解决问题的方法、途径和思想，在研究解决问题中培养军

事人才的素质能力，提高公安现役院校教育的质量水平。

坚持以学科建设为基础支撑  学科建设是院校教学建

设的龙头，加强学科建设是院校教学内容建设的重要支撑。

没有学科建设的扎实推进，公安现役院校教育就会失去源

头活水，教育内容就会缺乏深度和高度。公安现役院校教

育是一种综合性的应用教育，应重视多学科结合的专题性

教学，强调教学内容的融合性、现实性和创新性。一方面

要把研究应用理论、回答现实问题作为学科理论建设的重

要任务突出出来，使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实践价值；

另一方面要遵循学科建设规律，高度重视学科基础理论研

究，高度重视学科体系完善，高度重视学科研究方法创新，

保持教学先进性和可持续发展。

5 科学构建公安现役教育教学内容体系
确立“目标、能力、问题”相结合的模块化课程设计

理念  模块化课程设计理念，就是指在进行课程总体设计

时，首先要依据学员岗位任职要求，合理确定人才培养目

标模型，细化学员任职需要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根据知识、

能力和素质确定学员所要达成的教学目标。依据教学目标，

设计课程核心问题，然后将课程问题分解细化成专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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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课题问题，最后再根据知识结构和学员需要整合成教学

专题和课程。其基本流程是：岗位需求——确定培养目标模

型——细化知识、能力和素质——确定教学目标——确定课

程核心问题——分解确定分支问题和子问题——整合学习专

题——形成课程模块。

建设“课程、专题、课题”相结合的模块化课程结构  

根据岗位任职需要，以问题为中心和主线来组织教学内容，

按照课程、专题、课题三个层次，形成模块化课程结构。

模块化课程结构主要是依据培训目标和知识、能力、素质

要求，设置相应的培训课程。每门课程分为若干专题，每

个专题由若干课题组成，每个课题就是一个问题。每个专

题由一个或多个课题组成，各专题之间既彼此独立又相互

联系，共同构成模块化课程。

形成“基础、专业、拓展”相结合的模块化课程体系  

从公安现役院校教育的实践看，根据岗位需求和能力生成规

律，构建基础、专业和拓展“三位一体”的模块化课程体

系，能够较好地满足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融合发展的需要。

其中，“基础模块”要根据任职所需的基础共性要求，

主要开设公安学概论、公安法制基础等公安教育课程，强

化公安意识培养。

“专业模块”把支撑岗位任职能力生成的专业知识、

相关技能作为重点，主要开设边境管理学、灭火救援技术

与战术、警卫勤务学等警种通修课，强化警种的通识、通用、

通能教育，拓宽专业口径，提高学员的专业适应能力和岗

位转换能力。

“拓展模块”以开发潜能、提高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为重点，主要通过开设高层论坛、学术报告、学员讲座、

学术交流等活动来实现。

其中，“专业模块”对学员培养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应按照“部队要什么就训什么”的思路，突出实践训练，

着力培养学员的岗位任职能力和岗位转换能力；“基础模块”

和“拓展模块”是任职教育的重要支撑，起着扩展学员知

识面、提高学员综合素质的作用，是“专业模块”的必要

补充，突出教学内容基础性、前沿性。

完善“融合性、实用性、思想性”相结合的模块化课

程内容

一是突出融合性。公安现役院校教育内容多，所涉及

的学科专业理论庞杂，必须根据培养目标和任职需求，打

破学科和课程间的壁垒，遴选和重组教学课题，使教学内

容重点突出、指向明确、高度融合。

二是突出实用性。要以岗位任职最直接、最实用的知

识和经验为核心，突出问题研究和方法论教学，使学员在

有限的学习时间内获得最有价值的理论知识，掌握切实管

用的方法程序，提高岗位任职的实际本领。

三是突出思想性。思想深刻是公安现役院校教育教学

质量的显著标志。要注重学习领会上级机关的决策部署，

用以指导课程体系设计、教材提纲整理、理论观点提炼，

特别是要紧密联系公安边防、消防、警卫部队实际，瞄准

部队实战任务需求，着力研究推进部队现代化建设中的重

点难点问题，把形势分析清楚，把问题研究透彻，把对策

找准定实，使教学内容思想深邃、见解独到、启迪思维 [5]。

6 小结
公安现役院校要实现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融合发展，

必须把教学内容创新作为教学改革的核心任务来抓，着眼

研究解决党、国家和公安现役部队建设的重大现实课题、

部队建设面临的重难点问题、岗位任职过程中面临的突出

问题，打破传统的学科专业知识条块分割的状况，综合运

用多方面知识，进行跨学科、跨专业综合课程的设计，构

建以“问题为中心”的模块化教学内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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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坚持走以质量
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以及深入推进招录
培养体制改革，成为当前公安院校教育教学综合改
革的核心任务。校局合作作为公安院校与公安机关
开展联合育人的特有合作机制，已经成为公安院校
内涵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公安教育
主管部门和公安院校的高度重视。该模式在强化公
安院校与公安机关共育人才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武警学院作为公安部直属的现役高等
院校，始终高度重视校局合作工作，将其作为学院发
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考察育人质量和部队
满意度的重要指标。

一、校局合作办学机制内涵

校局合作办学机制是公安院校与公安机关共同
培养满足公安工作需要专门人才的教育训练模式，

旨在通过双方紧密合作，实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
互惠共赢。关于校局合作办学机制的内涵，可按两
种模式进行解读: 一是公安院校与公安部主管业务
局在人才培养顶层设计方面的协同式合作机制。双

方在公安专业人才培养方面负有对等的责任，双方
应着重在办学机制构建、学科专业建设、发展规划制
定、人才培养模式构建、重大科研项目攻关等方面加
强合作。二是公安院校与公安机关实战部门在开展
实质性人才培养和公安机关建设发展方面的共赢式
合作机制。双方在在校学员培养、公安机关人才队
伍建设、教育训练资源共享、人才质量评价等方面具
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武警学院校局合作机制从属于公安院校校局合
作的总体框架，应当紧紧围绕国家安全战略和部队
人才需求，坚持围绕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这个中心，充
分发挥学院、公安部主管业务局、部队三方育人作
用，形成合力进行科学构建。

二、国内外院校开展校局合作办学现状分析

( 一) 欧美国家军事及警察院校
面向未来战场，贴近部队实战是欧美军事及警

察院校长期以来实施教学改革的鲜明特征，任职教
育逐渐成为其主体育人模式。研究显示: 相关国家
已将院校教育、任职培训和自学提高作为职业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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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三大支柱［1］，分别支撑学生综合素质能力、岗
位任职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 将军事院校定位为承
担部队在岗培训任务的主体，将军事院校建设发展
纳入到国防建设进行总体设计和考虑。比如，美国
国防部授权参联会主席负责对职业军事院校进行统
一监督和管理，较好地实现了军事人才培养、军队建
设发展与国家国防战略的有机衔接统一。欧美国家
警察教育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均已形成了比较完善
并行之有效的校局合作办学机制，有效确保了教学
内容和教学方法贴近一线、贴近实战。他们的普遍
做法是: 警察学校与地方政府、警察部门建立良好的
沟通合作机制，注重统筹全国警察教育资源，确保把
最优质的资源配置到院校教学训练一线，确保警察
院校能够实时参与重大法律法规制定和重要业务工
作决策，警察部门一大批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指挥
官和教官充当学校教师队伍的主体，实现了警察队
伍录用、晋升、教育培训一体制，确保了警察教育发
展模式处于较为先进的水平［2］。

( 二) 国内军事及警察院校
当前，我国军队院校基本完成了由学历教育为

主向任职教育为主的转变。任职教育在促进军队战
斗力生成模式变革、提升人才岗位任职能力方面发
挥着关键作用，使院校与部队捆绑式办学机制更加
深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构建军队院校教
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体的新型军
事人才培养体系，成为了军队院校教育改革的重点。
其将更加突出用强军目标统领人才培养这个主题，

做强任职教育培训以及院校部队一体互动的联合育
人机制。公安院校校局合作工作始终受到公安部党
委的高度重视。2010 年以来，公安部党委先后制定
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公安教育训练工作的指导意
见》《关于加强公安院校和训练基地建设的指导意
见》《关于实施公安院校与公安业务部门人员互派
“双千计划”的通知》等文件，面向公安现役部队印发
《公安现役院校聘任客座教授指导意见》《公安现役
院校教官制实施办法》，通过顶层设计进一步畅通了
公安院校与地方公安机关紧密协作渠道。近年来，
在公安机关职能任务不断拓展的新形势下，由于相
关校局合作配套政策与形势发展相比略显滞后，出
现了合作领域不宽广、合作程度不深入、合作效果不
理想等问题。随着公安改革工作日益深入以及公安
院校办学层次不断提升，进一步深化校局合作机制
成为了公安院校与公安机关的共同诉求。如何充分

发挥公安院校人才密集和业务部门实战经验丰富优
势，建立双方互惠共赢的捆绑式育人模式成为摆在
公安院校面前的重要课题［3］。
( 三) 国内行业高校
公安院校是我国最大的行业类院校体系之一，

研究其他行业院校的合作育人机制，对于公安院校
完善校局合作机制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当前，国
内大部分行业类高校，通过部省共建、协同创新等模
式，构建了行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企业、院校一体
化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机制。这些院校通过建立紧
密协作的合作育人机制，在规划设计、特色挖掘、业
务指导、政策扶持、资源共享、经费投入等方面得到
了教育部、行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及地方企事业单
位的大力支持。通过共建，这部分院校在国家级、省
部级人才培养基地和重点学科建设、高端人才引进
培育、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建设、重大教学科研项
目攻坚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在服务区域
经济发展和企业自主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院校综合办学实力得到了快速提升。

三、武警学院深化校局合作办学机制的意义

武警学院作为一所为公安边防、消防、警卫部队
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现役高等院校，在学员作风养成
上应按照“四有革命军人”的标准进行军事化管理，
在学员专业能力培养上要突出公安执法和公安实战
能力。因此，服务部队建设发展和人才需求，借助部
队优质资源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既是职责所需也是
使命所在。

( 一)“校局合作”是学院与部局联合育人的共
赢平台

培养部队所需人才是学院与公安部主管业务局
的共同职责使命，深入开展校局合作从另一个角度
回答了“学院为谁培养人才”这个关键问题。实践证
明，学院人才培养质量与公安部主管业务局对院校
人才培养重视程度有着直接的关联，重视程度越高，

双方开展合作的成效就越好，人才培养质量就能得
到快速提升。从培养受部队欢迎的人才角度来分
析，学院对于加强与部主管业务局的协作需求迫切;

从加强部队人才队伍建设角度来讲，公安部主管业
务局对于联合院校共育人才也有着广泛需求。因
此，构建校局合作办学机制，正是双方实现人才培养
互利共赢的桥梁纽带，是决定合作育人作用发挥成
效的关键和基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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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校局合作”是学院与部队联教联训的保
障平台

学院与部队是校局合作机制的最终受益主体，

学院与部队的育人合作核心内容就是基于互利共赢
准则共享教育训练资源。合作形式主要包括部队为
学员岗位实习、教师挂职调研、科学研究、实战演练
提供条件资源支撑和实战专家指导，即将部队实战
资源转化为院校育人资源; 学院为部队官兵培训、队
伍建设、专业人才培养、重点项目攻关、重大任务警
力支援等方面提供人才保障，即将院校智力资源直
接转化为部队战斗力。双方的育人合作成效是校局
合作得以深化拓展的前提和关键，双方的合作机制
越深入、措施越有力，双方联教联训机制特色就越鲜
明，合作成效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

( 三)“校局合作”是课堂与战场对接融合的桥
梁纽带

教育训练靠拢部队、贴近实战是学院人才培养
的最大特色，实现课堂与战场对接融合是保持特色
和发展特色的关键一环，也是诸多同类院校长期致
力于研究的重要课题。然而，课堂与战场犹如两个
相对独立的孤岛，二者对接需要有着特殊的机制予
以保障和支撑。“校局合作”就如同连接二者的桥
梁，强有力地支撑着学院与部队实战部门建立常态
化的合作机制。实践证明，坚持校局合作机制，是课
堂上的教学内容与战场上的作战方法实现无缝对接
的根本前提。目前，部队反映的院校教学与部队实
战脱节问题，并不是因为校局合作育人机制本身有
问题，而是保证合作成效的沟通协作机制还不完善。
这也体现了加强校局合作机制内涵建设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

四、武警学院校局合作办学机制发展历程

通过 35 年的建设发展，武警学院校局合作机制
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起步探索到逐步完善的发展阶
段。目前，该机制已经成为有效支撑学员能力培养，
彰显人才培养特色，强化学院部队合力育人作用的
重要平台。

( 一) 阶段一: 建立协作型校局合作机制
建院伊始，学院即将构建与上级机关、部队紧密

协同的合作育人机制，作为学院的优先发展战略。
伴随着体制调整进程，学院通过主动作为，逐渐与武
警总部、公安部机关和全国武警部队，在师资培训、
学员实习等方面建立了良好的协作关系。各方在合

作办学、共育人才等方面形成广泛共识，合作内容不
断拓展，合作程度不断深化，为学院深入推进校局合
作战略工程开启了良好开端。

( 二) 阶段二: 建立捆绑式校局合作机制
2000 年，公安部成立武警学院校务委员会，定期

听取学院办学工作情况汇报，研究解决办学过程中
的困难，在人员、资金、装备、实践实习、实战教官选
派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依托该机制，学院有了更
多的办学主动权、自主权和话语权，与相关省( 区、
市) 公安边防、消防、警卫总队( 局) 联合建立了实践
教学基地和研究生工作站，在人员培训、业务研讨、
教师挂职、学员实习、技术服务、联合演练、协同攻关
等方面实现了与部机关、部队的利益捆绑和优势互
补，有力促进了学院人才培养质量和部队官兵战斗
力的同步提升。

( 三) 阶段三: 建立内涵式校局合作机制
2011 年以来，学院牢固树立服务总体国家安全

观的战略思维，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与部队建立
了更加完善的校局合作机制，搭建了战训一体联教
联训育人平台。学院与相关省公安机关在遂行安保
警卫任务和专业化人才培养方面形成了常态化的协
作关系，与区域内消防部队在地震救援模拟演练方
面构建了区域联动式抢险救灾能力训练机制。2011
年，学院开展边防、消防、警卫、维和专业建设及教学
指导委员会论证工作，完成了专指委工作规则编制
工作，致力于汇聚全国专业领域优质资源加强对专
业建设的科学管理和有效指导，厚植发展优势，破解
发展难题。

五、进一步推进武警学院校局合作办学机制建
设的举措探讨

( 一) 依托信息技术积极创建校局合作新模式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互联网 +”信息

思维迅速推广，全球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人们的头脑思维、工作模式、生活方式也因信息
技术而不断发生改变，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国家“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战略深入推进的主要动力。毫无疑
问，现代信息技术也同样能够给校局合作带来新的
发展局面。从以往学员实习、教师挂职等主要合作
任务落实情况来看，因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和信息
反馈机制，成效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下一步，学院
可以考虑依托信息技术，建立校局合作一体化网络
平台。实习学员和挂职教师可通过该平台进行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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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志记录、文件资料和注意事项查询、请销假办
理、安全事项报告、学习心得交流和远程指导等活
动; 学院与部队可依托该平台联合制定工作计划，联
合评估工作效果，实时交流改进意见等。

( 二) 挖掘内在需求不断拓展校局合作新空间
通过认真梳理近年来学院校局合作开展成效，

笔者认为，学院校局合作成效还有着较大的提升空
间。近年来，随着公安工作和部队职能任务的不断
拓展，学院与部队共同承担的职责使命更加艰巨。
与此同时，这也为学院进一步深化校局合作机制带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首先，要坚持巩固深化现有合
作成果，找准各方合作的核心利益。学院应当重点
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实战化教学训练组织、任职能
力专项培训、实战教官引进、实战名师培育、精品课
程教材编制等方面，与部队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
同时，学院还应当面向部队开展干部业务培训、重大
课题攻关、精品课程教材共享等工作，提升服务部队
需求的能力。其次，要紧紧围绕国家安全和发展战
略，寻找新的合作方向。学院与部局、部队可在国家
级智库培育、网络空间安全等新兴学科建设、边消警
维学科专业优势挖掘等方面，建立新的合作机制，占
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高地，与各方共同打造边防
消防警卫维和人才培养命运共同体。

( 三) 强化育人职责努力构建校局合作新机制
通过与部机关、部队常态化的沟通交流，学院深

刻感受到，各方对进一步提升校局合作成效有着广
泛的共识和迫切的需求。但是，由于受体制机制、经
费装备保障、人事制度等限制，合作内容的深度和广
度还受到很大制约。主要表现为: 各方承担育人职

责、任务分工和工作标准还不明确，投入的建设精力
不足，在经费划拨、训练装备保障、后勤保障机制等
关键性问题上还未形成清晰的合作协议，对合作成
效的评价机制还未建立［5］。如何有效激发部队与学
院开展合作育人的积极性，是支撑学院与部局、部队
真正建立可长久持续、责任共担、互利共赢的合作机
制的关键所在。建立以合作成效考核评价体系为核
心，以系列制度体系为保障的校局合作新机制，是最
为有效的解决办法。各方应本着互利共赢的合作原
则，建立定期会晤交流机制，着眼破解制约合作成效
的瓶颈性问题，用创新的办法解决固有思维难以解
决的问题，用全新的制度体系支撑学院与部队联合
构建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三
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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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search and Practice on the Mechanism of Academy － department
Cooperation for the Armed Police Academy

DU Yuanbin
( Staff Office，The Armed Police Academy，Langfang，Hebei Province 065000，China)

Abstract: Academy － department cooperative education is the basis of public security force construction，as well as
the key link for increasing fighting capacity． Enhancing and improving education mode of academy － department co-
operation，and innovating talent cultivation mechanism 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objective requirement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on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public security reform in an all － round way and promoting the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ecurity forces．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connotation of academy － department
cooperation and the status among similar academies at home and abroad，as well as the importance，reviewing the
process of academy － department cooperation，and specifying the direction of innovation，which would provide a sig-
nificant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lose coordination among the academy，department and forces．
Key words: the Armed Police Academy; academy － department cooperation; talent development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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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公安现役院校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素质教育的大

力推进 , 教育教学工作注重围绕教学主体来展开 , 突出学员的

个性发展。但是由于存在个性化培养基础薄弱、管理体制与

学员个性化发展不相适应等问题 , 公安现役院校教育教学改

革步伐还不是很快。 当前只有不断加强院校改革力度 , 更新

教学观念 , 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 创新管理体制 , 强化学员自主

学习能力 , 才能促进学员个性健康发展 ,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

办学水平。

　　一 、学员个性发展在公安现役院校改革中的重
要意义

　　(一)学员个性发展是部队建设与发展的客观要求

进入新世纪 , 随着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 部队

任务日趋繁重 , 职能不断拓宽 , 反恐怖 、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

定 、核生化特殊灾害事故抢险救援等新任务 , 对部队人才的创

新能力 、综合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然而人的创新能

力根植于个性发展的科学培育。首先创新性本身就是个性的

特征之一 , 创新性是个性充分发展后的最高表现。其次创新

能力主要包括认知结构和人格结构两大部分 , 因此要培养学

员的创新能力 , 除了全面发展学员的认知结构 , 还要促进学员

的个性发展。

(二)学员个性发展是其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公安现役院校的教育目标是促使学员综合素质的提高 ,

要求学员在政治思想 、纪律作风 、业务知识与能力及人文知识

等方面全面发展。过硬的政治素质和纪律作风是保证学员成

为合格现役警官的必然要求 ,业务知识与能力是完成本职工

作的根本保证 , 丰富的人文知识是使学员具备良好道德情操

的基础 , 这些都是彰显个性的重要客观条件。

　　二 、公安现役院校改革与学员个性协调发展的

指导原则

　　(一)坚持共性发展与个性发展相统一

公安现役院校由于担负的特殊使命任务 , 要求培养的人

才必须具备履行其使命职责所需要的知识 、能力和素质 , 即达

到统一确定的培养目标规格。 因此 , 院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必

须在保证培养合格人才的基础上 , 提倡学员健康发展 , 促进拔

尖人才脱颖而出。

(二)坚持严格管理与自主学习相统一

公安现役院校实行军事化管理 , 要求培养的人才按照规

定的计划 , 实行集中 、统一管理。要在完成高素质新型公安现

役人才的总目标下 , 遵循公安现役院校教育教学规律 , 坚持刚

性管理与柔性管理 、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相结合 ,探索适合公

安现役院校特点 , 有利于学员个性化发展的教学管理模式。

学员是教学过程中的主体 , 要正确处理好教学管理与学员管

理的关系 ,使得两种管理在思想观念和方式方法上保持同步

推进 , 把行政管理有机地融入到教学管理的体系中 , 形成合

力 , 相辅相成 ,共同发展。

(三)坚持环境优化与制度导向相统一

个性发展必须有个宽松和谐的环境。 “师道尊严 ” 、 “教

师权威”是学员个性发展和创新精神的阻碍。要建立师生间

平等 、民主的关系 ,让学员真正在自主学习 、自我教育 、自行管

理中得到人格的保障和能力的发展。但是对于那些自律意识

弱的学员 , 实行制度的约束和导向作用可能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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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公安现役院校改革和学员个性协调发展的

实践途径

　　(一)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人才培养方案是人才培养目标的具体化、实践化 , 它上承

培养目标 , 下启具体的教学过程 , 是院校实施人才培养工作的

纲领性文件。构建个性化人才培养方案对学员个性化发展具

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公安现役院校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必须遵循公安部、教

育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同时应围绕

培养目标 , 创设学员个性化发展的空间和平台。把发展学员

健康个性纳入人才培养整体目标之中 ,把健康个性发展作为

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重要要素纳入到培育整体目标体系中。采

取模块组合 、分层次教学的方式构建特色鲜明的课程体系 , 课

程模块按照不同的课程属性划分 , 每一模块均设置相应的必

修和选修课程。学员在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必修课程后 , 可

以根据自己的学习基础 、兴趣以及未来发展方向选择难易程

度不等的选修课程构筑个性化人才培养方案;压缩课程总学

时 , 为学员提供更广阔的第二课堂空间 , 将对学员的思想政治

素质 、人文素质 、科研创新素质 、军事体育警种技能和军人作

风与组织管理能力的培养纳入人才培养方案 , 如思想政治素

质既体现在理论课程模块教学中 , 又寓于丰富多彩的第二课

堂活动中;丰富课程资源 ,结合部队特点 ,充分挖掘课程潜力 ,

增设贴近部队实际 、工程实践及执勤作战的选修课 , 增加学科

前沿的最新信息 、成果;丰富实践形式 , 一方面优化课程设置 ,

增设实验 、模拟演练 、想定作业等实践类课程;另一方面在毕

业论文(设计)、专业综合演练 、机关实习等实践环节中设置

多个方向供学员自由选择。

(二)深化教学管理体制改革

学分制作为一种以学分为单位衡量学员学习状况的教学

管理制度 , 它从制度上承认学员的个体意向、智能的差异性 ,

尊重学员的发言权和学习上的合理选择权 , 强调学员个性发

展和能力素质培养 , 它的实施有利于在因材施教原则下发展

学员个性 , 能够达到培养合格人才的同时培养优秀人才的目

的。目前公安现役院校实施学分制改革的定位应将学年制的

统一计划性与学分制的弹性灵活性优点有机结合起来 , 实施

学年学分制 , 即必修课学员必须按照规定的学年学期修课 , 选

修课由学员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自主选择修读课程和教师 , 自

主决定学习进程。

公安现役院校实施学年学分制改革关键在于结合院校实

际情况 , 按照规范化和灵活性相结合 、过程管理和目标管理相

结合的原则 , 制定和完善各项教学管理制度。加权和附加学

分制。加权学分制是通过计算学员核心课程的加权成绩来衡

量其学习水平的高低 ,确定是否毕业或授予学位 , 加权成绩计

算公式为:某门核心课程成绩 ×该门课程学分 ÷所有核心课

程总学分;附加学分制要求学员除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最低

学分外 , 还应修满课外附加学分才能毕业 , 课外附加学分可根

据学员参加学科竞赛与学术活动、思想品德与社会实践活动 、

文体活动的情况来评定。主辅修制。设置若干辅修专业课

组 , 使学有余力的优秀学员在完成本专业课程之后 , 可结合自

身实际 , 辅修其他专业 , 学员修满规定的辅修专业课组学分 ,

可获得相应的辅修专业课组修业证书。导师制。导师要在人

才培养全过程中 , 根据人才培养的共性基本要求和学员的基

础 、爱好等不同情况 ,指导学员制定学习计划 、选择选修课 、安

排学习进程等。同时允许学员参加导师的科研项目 , 最大限

度地挖掘人的潜力 , 使优秀学员脱颖而出。质量监控机制。

针对学分制为了目标多样性而放松过程管理统一性的状况 ,

建立目标管理和过程管理相结合的质量监控机制 , 在过程管

理中对可能出现的偏差给予必要的警示 , 促使学员保质保量

地完成个性化学习目标任务。多元化评价机制。学员学习评

价应从单纯考试成绩评价转变为全面评价 ,要改革评价指标

体系和方式方法 , 注重过程性评价和发展性评价。 评价指标

包括态度 、知识 、能力三个方面 ,突出学习主体(主动性 、独立

性 、创造性)、学习能力 、个性发展 、自我评价意识和能力。

(三)强化学员自主学习能力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 , 学习并不是教师把知识简单地传递

给学员 、学员简单被动地接受信息刺激 ,真正的学习发生在学

习者主动建构知识意义的过程中。因此 , 院校应贯彻 “学员

为主体 , 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 教师要从知识的传递者转

变为学员学习的组织者 、指导者和促进者 , 在整个教学环境

中 , 教师应该利用情境导入 、协作探究 、对话等学习环境要素

充分发挥学员学习的主动性 、积极性 , 让学员学会学习 ,使学

员形成个性化发展的能力。

1.改革课堂教学模式。首先教师要从学员熟悉 、感兴趣

的部队生活中寻找学科知识的原型 , 寻找贴近部队的案例 , 从

学员已有的认知结构出发 , 找到契合点 , 去触动学员的心灵 ,

激发学员主动参与的积极性。 其次在教学过程中 , 教师可设

计一些具有探索价值的问题引发学员思考 ,也可启发学员互

相质疑 , 让学员学有所思 ,思有所疑 , 疑有所问 ,让学员学会自

主探究 、自主体验 、自我发现 、自我选择 、自我评价与反思等 ,

这些对学员个性发展都是必要的。再次面对学员的疑问 , 教

师要指导学员开展合作探究 , 要在学员与学员之间开展对话、

答辩 、争论 ,让学员在争辩中实现自己的潜能 , 在质疑解惑中

明确努力方向。教师要努力做到问题由学员提出 , 思路由学

员探索 , 方法由学员寻找 ,意义由学员概括 , 难点由学员突破 ,

作业由学员点评。

2.优化实践教学环节。院校应营造一个学员自主实践、

自主创造的环境 , 激发学员学习兴趣 , 为学员施展才华 ,彰显

个性 , 体验成功提供机会。一是基础实验室 、专业实验室 、重

点实验室 、科研实验室 、计算机房等均面向学员开放。学员可

进行基本操作技能实验 , 可做综合性 、设计性 、研究性实验 , 也

可进行科技活动 、毕业设计实验等 ,满足不同层次学员的学习

需求。二是实行实践技能选修制 ,建立动态化的实践技能资

源库 , 包括基础实践技能和专业警务实战技能 ,学员可自主选

择 、自主练习 ,达到教学目标要求后 , 可申请参加考核。三是

毕业前设立专业综合演练环节 ,要求学员综合运用所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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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技能 , 自主设计演练方案 ,自主训练 ,自主演练 , 解决专

业领域的各种实际问题。

3.发挥网络教学平台的作用。教师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实

施网络教学可以充分调动学员学习的积极性、因材施教 , 促进

学员开展自主学习和研究性学习。网络教学平台为学员提供

与教师交流的平台 , 如网上答疑 、师生互动 、研究型教学 、在线

测试等模块 , 使学员处于开放式 、互动式的学习环境 , 同时拥

有大量受到教师控制的学习资源。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

目标和构建合理知识结构的需要 ,自主选择学习内容 , 充分发

展个性特长 , 提高独立思考 、综合判断 、创新思维等能力。

(四)创新军事化管理与学员个性协调发展的教育体系

公安现役院校军事化管理的本质是学员的素质养成教

育 , 管理仅仅是手段 , 不是目的。因此 , 在军事化管理中必须

建立健全学员素质养成教育体系 ,培育特色鲜明的优良个性。

1.融素质教育于军事化管理之中。首先开展纪律作风教

育 , 将外在的军事化管理内化为学员自觉的行为规范 , 使学员

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 , 服从命令 、听从指挥的意识 ,勇往直前 、

艰苦奋斗的精神 , 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观念。其次充分利用

模拟中队 、团支部 、武警委员会等组织 , 开展以自我教育 、自我

管理 、自我服务 、自我约束为主要内容的 “四自 ”活动 ,采取学

员轮流担任骨干 , 使学员掌握带队 、讲评 、组织 、管理等基本能

力。最后 , 要注重科技创新活动及第二课堂相结合 , 针对专业

特点 、学员兴趣 ,成立各种兴趣小组 , 鼓励学员参加学科竞赛 、

体育运动会 、文艺晚会 、征文比赛 、书法美术摄影展等丰富多

彩的第二课堂活动 , 设立学员科技创新活动专项经费 , 加大学

员科研奖励力度 , 充分调动学员的积极性。

2.融心理健康教育于军事化管理之中。个性发展是以优

异的心理素质为前提 , 提高心理素质水平是促进个体全面发

展的重要条件。学员队干部在管理工作中 , 应注重摸清学员

的思想脉搏 , 经常深入到学员当中 ,多交流 、多沟通 ,及时掌握

学员的思想动态 , 加强心理疏导 , 帮助学员适应客观环境 , 保

持心理健康 , 不断完善个性。同时开展挫折教育 ,学员在生活

和学习中遇到困难 ,学员队干部应鼓励引导他们自己想办法

解决 , 树立正确的挫折观 ,培养他们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不屈不

挠的精神 , 让他们学会在挫折中成长和进步。

3.融德育教育于军事化管理之中。军事化管理必须与开

展德育教育相结合 , 针对不同阶段学员的心理特点 , 确立不同

的教育目标 , 开展有层次 、有重点的教育活动 , 引导学员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新学员入学教育阶段 , 开

展入学动机教育 、条令条例教育 、军队优良传统教育 、专业思

想教育 、学籍管理教育 , 及时引导学员树立正确的事业观 , 明

确成才目标 , 端正学习态度 ,强化军人意识;对于高年级学员 ,

开展忠诚教育 、职业道德教育 、军人核心价值观教育 , 提高学

员思想的先进性;对于毕业学员 , 开展廉政教育 , 培养无私奉

献精神等 , 使其真正成长为个性鲜明的合格公安现役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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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系统总结了武警学院专业综合演练的组织与实施，分析了专业综合演练的内涵、特点与作用，并针对演练教学
中部分教师的模糊认识和教学误区进行了分析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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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警上下正在紧紧围绕落实公安部党委
提出的构建公安“大教育”、“大培训”工作体系和工
作格局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公安教育教学改革，着力
提升公安民警的综合素质和实战本领。公安院校是
公安教育训练工作的主阵地，在公安教育训练工作
中处于重要地位，如何加快公安院校教育训练改革，
按照“以能力培养为核心，以服务实战为宗旨，以实
际需求为导向，突出公安专业特色”的职能定位，更
好地服务公安实战需求，是各公安院校当前需要解
决的重要课题。武警学院承担着为全国公安边防、
消防、警卫部队培养高素质合格人才的重要任务。
特殊的岗位任职需求对学员实践能力有着特殊要
求。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学院认识到，传统学历教
育模式理论性、系统性强，但各专业均不同程度地存
在着理论教学与岗位业务脱节的问题。为进一步解
决这一问题，学院大幅提高了实践教学的比重，在此
基础上设置了专业综合演练。教学实践证明，在毕
业前组织学员开展专业综合演练，较好地解决了理
论教学与部队岗位业务脱节的问题，对学员能力生
成作用明显，用人单位普遍反映，经过专业综合演练
的毕业生对部队业务熟悉程度高、上手速度快。

一、武警学院专业综合演练的提出
2008 年学院以全优的成绩顺利通过教育部本科

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后，学院启动了人才培养方案修
订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工程，重新构建和完善教、

学、练、战一体化教学训练体系。为此，学院组织调
研组赴公安边防、消防、警卫部队进行了广泛调研。
调研中部队普遍反映，武警学院毕业生政治思想素
质高，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扎实，综合素质较好，但
由于专业课教学与部队岗位业务缺乏有效衔接，毕
业生刚到部队后往往对部队业务工作不熟悉，须经
历较长时间的学习才能进入工作状态。究其根本，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部队业务打破了学
科界限，工作所需的各种知识分散在不同课程中间，
必须通过知识重组和系统的应用性训练，才能较好
在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工作实际问题，在校期间对学
员进行系统的应用性训练，是提升学员实际工作能
力的重要手段，为此，经研究论证，学院新版人才培
养方案在加强课程实训的基础上，增设了毕业前专
业综合演练。

二、专业综合演练的实施
( 一) 演练准备
专业综合演练方案制订本着综合性演练、系统

化整合的思想，每个专业吸收不同课程的专业课教
师组成课题组，按照专业培养目标开发课程资源，以
部队业务为依据，以情境教学为理论支撑，设计演练
环节和演练内容，充分融合部队业务工作程序、工作
内容、工作方法和工作条件。配合演练方案制定实
施计划和演练任务书，提前发至参演学员。

( 二) 演练组织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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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充分准备与论证，2010 年 6 月，学院首次组
织全院毕业生开展专业综合演练，各专业紧紧围绕
本专业主要业务工作，通过模拟工作流程、熟悉工作
业务、开展实战训练、进行想定作业、组织网上对抗
等多种方法进行了实兵、实战、实装训练。边防各专
业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组织开展案件受理、侦查与办
理，伪假证件鉴别和边防捕歼战斗等边防部队日常
业务工作; 消防各专业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组织开展
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核与竣工验收、各类火灾扑救、
核生化事故现场处置、火灾原因调查及案件办理等
消防部队日常业务工作; 警卫学专业模拟大型活动
警卫任务，组织学员完成住地警卫、路线警卫和现场
警卫任务，并采取红蓝对抗等形式增强任务的对抗
性和实战性。演练充分发挥学员的主体作用，由学
员组织实施，教师指导和导调。

( 三) 演练讲评( 战评) 与总结
每项任务结束后，指导教师及时对任务完成情

况进行总结和讲评，既总结演练成果，也分析演练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解决方案。演练结
束后，按专业分别组织总结汇报，汇报演练成败得
失，提出改进意见，巩固演练效果。

( 四) 演练考核与成绩评定
专业综合演练是检验学员能力的重要关口，与

检验学术能力的重要关口———毕业论文具有同等重
要的作用。为此，学院将专业综合演练设置为专业
核心课程和考试课程。为严把能力关口，各专业制
定严格的评分标准，以演练任务完成情况为评判对
象，依据不同情形下学员采取的不同处置过程评定
个人成绩; 以任务小组形式完成任务的，依据任务完
成情况和个人在小组中的贡献大小综合评定成绩。

三、专业综合演练的内涵、特点与作用
( 一) 专业综合演练的内涵
专业综合演练是学员在完成专业课程理论学习

和技能专项训练后，通过创设工作情境，开展情境教
学，综合运用本专业主要知识和技能进行的综合性、
系统化、实战化训练。“专业”是指专业综合演练内
容必须瞄准专业业务岗位，紧紧围绕专业业务工作
进行;“综合”是指专业综合演练内容必须有别于课
程教学阶段按学科课程内容开展的实训教学，按照
实际工作需要体现综合性; “演练”是指专业综合演
练的组织方式必须有别于课程教学阶段的实训教
学，按照重在应用的原则充分体现应用性，通过演练
为学员运用所学知识、能力解决实际问题创造条件。

( 二) 专业综合演练的特点
1．综合性、系统性强
专业课教学的主要任务是知识学习，教学内容

具有单一性特点，教学组织方式具有递进性特点。
专业综合演练教学的主要任务是知识能力运用，演
练内容不再拘泥于单一的专业知识，教学组织方式
不再按知识递进次序组训，而是按照部队业务实际，

通过一组组问题情境，将不同课程涉及的具有不同
难度的不同内容综合在一起加以运用，解决工作实
际问题，综合性、系统性大大提升。

2．应用性、实战性强
专业课实训的教学目标重在学习，因此其更加

注重可观察性、示范性和可重复性，可分组组织教
学。专业综合演练的教学目标重在应用，因此其更
加注重应用性和实战性，即通过创设问题情境，采取
实景、实装、实弹、实打的方式，由学员按照部队实际
工作程序和方法处置和解决问题。

( 三) 专业综合演练的作用
专业综合演练所具备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其与

专业课实训具有本质区别，有着专业课实训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

1．是学员融合专业知识的平台
专业知识必须通过知识融合和重组，才能转化

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专业综合演练融合了学员
在校期间所学专业课程的主要内容，通过一组组问
题情境为学员呈现了运用知识、能力解决问题的环
境，使学员从不同于课程训练的角度受到全方面锻
炼，这种锻炼和经历在人才培养中所起的作用不言
而喻，这对培养学员专业核心能力作用明显。

2．是学员熟悉部队业务的前哨
学员在专业课学习的基础上，到部队进行认识、

毕业实习活动等，加深对部队业务的感性认识。但
对学员而言，在课程教学和实习活动中，学员是观察
者或参与者，其能够做的只是被动观察，专业综合演
练通过情境模拟，将学员由被动的观察者或参与者
推向任务完成者和主导者，由被动观察学习者变为
主动思考和处置者，其对部队业务的认识程度和心
理感受发生质的变化，这与学员刚到部队重新进行
的业务学习具有相同的重要作用，可最大限度地减
少学员的工作适应期。

3．是学员实现从“学”到“用”转变的“中转站”
学员在校期间课程学习目标是掌握知识、提高

能力，其实质是“学”，其目的是毕业后能够充分运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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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知识和能力，使其在部队业务工作中发挥作用，

其实质是“用”。学员毕业时如何在“学”与“用”之
间实现快速转换，一直是学历教育的难题，专业综合
演练通过在校期间组织学员“用”所学知识模拟解决
实际工作问题，实现了学员从“学”到“用”的快速中
转，从这层意义来讲，专业综合演练的“用”属于更高
层次的“学”，能够帮助学员掌握专业核心能力和专
业综合运用能力。

4．是教师提高实践教学执教能力的“加油站”
专业综合演练教学从运用知识、能力解决实际

业务问题的角度对专业课教师提出新的要求，触发
了教师对专业实际业务的思考，教师必须将更多的
精力投入到对部队业务实践的研究才能胜任专业综
合演练教学。通过指导演练，教师还可发现更多的
实际问题，促使教师针对部队实际业务工作开展更
多研究，形成教学研究与实践应用的良性循环。同
时，学院从 2011 届专业综合演练开始，从边防、消
防、警卫部队聘请来自部队一线、实战经验丰富的专
家观摩指导演练，与学院教师同研共训，开辟了部队
与院校共育人才的新途径，为教师提高实践教学执
教能力提供了良好平台。

四、开展专业综合演练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实践证明，学院开展的专业综合演练，使学员在

毕业前拉近了与部队实际工作的距离，减少了工作
适应期，学员实践能力得到明显提升。但从教学实
践看，部分教师对专业综合演练存在一定的模糊认
识或误区。笔者认为，开展专业综合演练须正确处
理好如下 4 方面关系:

( 一) 正确处理好专业综合演练与专业课实训的
关系

从本文分析可以看出，专业综合演练与专业课
实训在训练内容、组训方式、教学目标等方面均存在
明显差异，专业综合演练既不是专业课实训的合训，

更不是专业课实训的重复，而是在专业课实训基础

上开展的更高层次的训练，二者不可相互替代，更不
可混淆。

( 二) 正确处理综合与分散的关系
与专业课实训相比，专业综合演练综合性强，但

必须以人才培养目标和部队实际工作业务为依据确
定综合程度，超越人才培养目标和部队业务实际的
大综合并不可取。同时，演练项目和内容绝不能囿
于学科、课程限制，使演练科目过小、过碎，演练内容
过于条块化或分散化。

( 三) 正确处理“演”与“练”的关系
专业综合演练其设置目的是通过训练，使学员

掌握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并获得实际工作体验，为
毕业后从事实际工作奠定基础。因此，其本质是
“练”而非“演”，教学过程中必须弱化“演”、强化
“练”，保证每名学员都能通过角色体验，使专业核心
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得到锻炼和提升。

( 四) 正确处理专业核心能力考核与角色表现考
核的关系

学员在专业综合演练中，通过承担不同任务、扮
演不同角色，使自己得到能力锻炼和提升。不同角
色在演练中承担的任务不同，得到的锻炼程度有着
本质区别。只有承担核心任务的学员所受到的锻炼
和提升才较好地符合人才培养目标，因此对学员的
考核必须定位于专业核心能力考核。演练中，为保
证学员承担各种角色并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也必须
对学员完成非核心任务的表现进行考核，但仅应作
为评定其成绩的参考。

总之，教学实践证明，武警学院通过增设并开展
专业综合演练，较好地实现了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
课堂教学与实战教学的有效衔接。组织毕业生开展
专业综合演练，成为学院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训
练体系的重要环节，符合公安教育训练改革潮流，必
将推动学院人才培养质量地进一步提升。

The Practice and Reflections on a Professional Comprehensive Drilling
Carried out by the Armed Police Academy

AN Xiao － li
( Staff Office，The Armed Police Academy，Langfang，Hebei Province 065000，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professional comprehensive drilling of the
Armed Police Academy，analyzes its significance，the features and functions，meanwhile，correcting some fuzzy un-
derstanding and teaching misunderstanding from part of teachers during the drill teaching．
Key words: post qualification; comprehensive drill; capability fos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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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下发的《中共公安部委员会关于加强和改进公安
教育训练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公安院校要以能力培养为
核心，以服务实战为宗旨，以实际需求为导向，根据履行岗位
职责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人才培养工作。作为一所为公安边
防、消防、警卫部队培养指挥、管理和专业技术警官的本科院
校，武警学院积极进行公安教育教学训练改革，全面深化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在本专科教学中大力推行实战化教学，着力构
建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训练体系。2009 年学院以建构主
义学习理论、情境学习理论、任务教学法等教育教学理论为指
导，通过课程实训、专业实习等实践环节融合，创建了特色鲜
明的专业综合演练教学模式，并纳入 2010 版人才培养方案。
通过组织学员在毕业前开展专业综合演练，较好地实现了院
校教学与部队实战的接轨。经过 4 年的教学实践，形成了完
善的专业综合演练教学训练体系。

专业综合演练是一种以任职需求为导向、以任职能力培
养为核心、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训练的实战化教学组织模式，
是指在大学教学的最后阶段，学员在教师的指导下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在近似实战的任职情境中以自主完成工作任务为
目标而开展的综合性训练。专业综合演练教学时间为 3 周，
在学员毕业前进行。其在教学理念、设课目的、课程作用、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方面与传统的学科课程有着本
质不同，在课程和教学组织模式上形成了不同于以往教学的
鲜明特色。

一、专业综合演练的课程特色

( 一) 以学员能力培养为核心，突出教学实战性

学院本科教学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定位，决定了学院
的课程教学必须以能力培养为核心。设置专业综合演练，就
是要通过这一教学模式，解决学员在校期间所学课程与部队
实际工作脱节的问题，提高学员对所学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
和实际工作能力。因此，专业综合演练的教学目标必须重在
能力培养，教学模式必须突出实战性。

( 二) 以部队工作任务为导向，突出内容实用性
根据情境学习理论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只有使知识向

真实生活情境转化，才能实现有意义的主动建构。开展专业
综合演练，就是要通过创设工作情境，使学员在真实情境中基
于部队实际工作过程实现“做中学”。因此，专业综合演练的
教学设计、教学组织必须重在岗位任职、重在日常业务，以部
队实际工作任务为导向，紧贴部队岗位任职需求，突出演练内
容的实用性。

( 三) 以知识能力融合为标准，突出设计综合性
专业综合演练既有别于课程实训，也突破了传统的课程

综合实训的范畴，按照人才培养目标将本科 4 年开设的所有
课程综合为一门课程，体现了“大综合”的设课理念。在演练
科目设置上，演练内容不再局限于单门课程的单一实训内容，

而是按照岗位任职需求融合几门、十几门课程内容，按照实际
工作需求重新进行组合，使学员在综合运用中将 4 年所学的
分散于各门课程间的知识、能力紧密融合在一起，有效解决知
识碎片化的问题。专业综合演练是学院设置的综合性最强的
一门课程，使学院教学体系中由基础到专业、由单科训练到综
合演练的能力生成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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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以学员能力检验为关口，突出课程地位重要性
在课程地位上，专业综合演练不仅是核心课程，而且与毕

业论文( 设计) 一样，是检验学院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关口。
毕业论文( 设计) 检验学员的学术水平，专业综合演练则检验
学员的能力水平。学院规定专业综合演练成绩不合格的学员
不得毕业，进一步提升了专业综合演练的课程地位。

二、专业综合演练的教学组织模式特色

( 一) 以实际演练任务需求为导向，按演练任务组织教学
在传统的教学组织模式中，不同教师承担不同课程，知识

体系和教学组织不能融合为一个整体。受学科和研究方向限
制，教师专业过专、过细。这种过专、过细、条块分割的教学组
织方式无法满足专业综合演练的综合性需求。因此，根据教
学需要，学院打破了按照教研室和课程设计组织教学的传统
模式，按照专业方向将来自不同教研室承担不同课程的教师
按专业组成项目组，共同开发演练科目、设计演练方案、组织
开展教学。这种以任务为导向的教学组织模式弥补了教师专
业过专、过细的不足，较好地实现了不同课程间的融合。

( 二) 以情境式教学为主要方法，教、学、练、战合一
专业综合演练是以情境学习理论和任务教学法为理论基

础创建的教学训练模式，全程采用情境式教学法，以行动为导
向组织开展教学。情境教学分为问题情境、角色扮演情境、故
事情境等多种情境类型。［1］专业综合演练通过创设问题情
境，使学员在近似于部队实际工作的真实场景中模拟开展部
队执勤、训练、作战演练，开展角色扮演情境教学，在角色体验
中熟悉部队实际工作程序和方法。这种教学模式把学知识、
练能力、强素质以完成实际工作任务的方式合而为一，融教、
学、练、战为一体，具有典型的实战性教学特征。

( 三) 以学员自编、自导、自演为主要形式，在教学中突出
学员主体地位

专业综合演练是在学员学完大学全部课程基础上开展的
教学活动，学员具备了完成演练内容所应具备的全部知识。
专业综合演练改变了传统的教师讲、学员听，学员练、教师看
的教学方式，以学员按照演练任务自编、自导、自演为主要教
学组织形式，教师进行指导、讲( 战) 评和考核，在教学中突出
了学员的主体地位。演练中，指导教师按照编组分别向承担
不同演练任务的学员下达演练任务书，学员在教师的指导下
按照演练任务书自主编制方案、预案，提升方案、预案的制作
能力; 根据教师现场随机提出的不同问题情境，学员自主开展
想定作业，提升应变能力; 根据演练实施计划，学员自行担任
演练导调、组织开展演练，提升组织管理能力; 根据演练内容，
学员自行模拟担任各级指挥员、战斗员、技术人员，提升组织
指挥能力; 通过学员间的协同配合，强化其团队意识和合作能
力培养。演练期间，各学员队全面实行模拟中队制度，学员按
照基层部队岗位职责分工担任不同角色，体验岗位任职; 各学
员队分别成立宣传报道、报纸制作等任务小组，由学员自行编
印出版训练快报、制作黑板报、在校园网专业综合演练专栏发
表演练新闻和心得体会，提升学员的宣传、报道和后勤保障能
力。

( 四) 以信息技术为支撑手段，现场实际操演与虚拟仿真

模拟相结合
专业综合演练采用的情境式教学方法决定了演练必须要

走出课堂，使学员在与部队实际工作场景相一致的真实现场
开展实际操演。因此，专业综合演练按照真实环境构建演练
场景，突出实兵、实装、实景、实弹、实打特色，确保演练效果。

在信息化条件下，模拟训练以其安全性高、训练费用少等
特点逐渐在训练中得到广泛应用，成为现代训练中的一种重
要手段。［2］为克服部分演练科目因条件限制无法开展的不
足，学院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在专业综合演练教学环节，按照
实战标准和战斗力生成规律，依托三维建模仿真等虚拟仿真
技术，营造了近似实战的部队业务工作环境和作战训练环境。
基于网络和信息系统，组织学员开展灾害事故机理和应急管
理研究型、创新型实验，装备技能应用型虚拟训练，指挥技战
术推演型作战模拟训练。组织学员运用虚拟数据，熟练掌握
部队真实应用系统的操作方法。虚拟仿真教学手段的广泛应
用，建立了战训一体、虚实结合的仿真训练体系，实现了“高
危险、高消耗、高成本、高污染”训练项目的课前预习，解决了
大型、综合性作战模拟实验、实践实训难以常态化开展的问
题，增强了教学训练的对抗性、真实性、检验性、纠错性和系统
性。

( 五) 以统一想定背景为演练平台，不同专业联训联演
为提高演练的真实性，近年来，学院针对部分专业演练内

容相互衔接、互为补充的特点，在统一想定背景的基础上，组
织开展不同专业联训联演，专业综合演练进一步向综合化、融
合式方向发展。2012 年，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部队政治工作
方向) 与边防指挥专业实现联演，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部队政
治工作方向) 学员以边防指挥专业学员参加边境捕歼战斗为
背景为参战人员开展战前动员，提高了演练的真实性，演练效
果显著增强。

( 六) 以校局合作办学为保障机制，实战部门专家与院校
教师联教联训

一般情况下，部队专家难以长时间离岗任教，只能通过短
期开设讲座的形式来院教学。学院开展的专业综合演练改变
了部队专家不能长时间离岗任教、深度参与院校教学的现状。
以学院与公安部业务局，全国边防、消防、警卫部队建立的校
局合作办学机制为保证，武警学院每年聘请部队专家参与开
发演练科目，制订、审核演练方案。从 2011 年起，学院在演练
期间每个专业至少聘请 2 名工作水平高、实战经验丰富的公
安边防、消防、警卫部队实战部门专家全程观摩指导专业综合
演练，专家依据部队工作实际，采取现场观摩、现场点评、座谈
研讨等方式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专业综合演练搭建了部队
与院校合力育人的新平台，实现了部队专家与学院教师联教
联训。从 2011 年起，学院与廊坊市消防支队建立了联教联训
机制，学院聘请廊坊市消防支队干部与学院教师共同开展演
练，组织消防工程专业学员到廊坊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开展
消防监督检查。

在与部队专家联教联训的基础上，近年来学院积极探索
中外协同联合演练的新模式。2013 年首次邀请法国内政部
专家现场观摩警卫学专业综合演练，邀请法国消防局专家与
核生化消防专业师生共同开展放射性事故处置演练，共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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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研讨，进一步拓宽了联教联训的合作渠道，专业综合演练更
加趋于联合化、实战化。

( 七) 以教学督导专家组为主要力量，对演练全程实施质
量监控

为加强专业综合演练的质量管理，以专业综合演练领导
小组为基础，学院成立由主管教学的各级领导、教务处等管理
机关人员和学院教学督导专家组专家共同组成的专业综合演
练督导组，对演练方案和演练计划制订、演练组织实施、演练
考核评价等进行全程检查督导。在督导过程中，督导组承担
专业综合演练办公室的职责，现场解决演练中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督导结束后，督导组向学院提交督导报告，提出改进意
见和建议。

三、专业综合演练取得的教学效果

自 2010 年 5 月以来，学院共组织 4 届毕业生 7 000 余名
学员开展了专业综合演练，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效果。

( 一) 有力推动了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专业综合演练作为学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解决学院教学与实战接轨问题的同时，有力推动了
学院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和配套建设改革，成为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的重要突破口，带动了学院人才培养模式向公安学历教
育和任职教育的深度融合发展，有力推动了教育教学综合改
革，发挥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

( 二) 大幅提升了学员的任职能力
通过开展专业综合演练，较好地解决了知识学习与能力

培养融合的问题，学员任职能力得到全面锻炼和提升。在问
卷调查中，97． 4%的学员认为演练对提升任职能力作用明显。
在湖南等公安消防部队每年对接收的部队院校毕业学员的任

前考核中，学院毕业学员综合成绩稳居第一。部队普遍反映，
近几年学院毕业学员熟悉部队业务，进入角色快，独立工作能
力强，工作成绩突出，为实现“能打仗、打胜仗”的强军目标提
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 三) 显著增强了教师的实践能力，提高了教学水平
专业综合演练教学对教师的实践教学执教能力提出了新

的、更高的要求。近年来，学院通过组织教师赴部队挂职锻
炼、与部队专家同研共训、开展实践教学比武等措施，使教师
的执教水平显著提升。专业综合演练也为教师检验、改进教
学提供了平台，实现了教学实践促进教师成长、教师成长促进
教学质量提高的“双促”效果。目前，学院已培育了 200 多名
既能在课堂上当教员，又能在部队当指挥员的“双员型”教
师，30 多名教师成为教学名师和实战专家。

( 四) 全面深化了学院与部队的校局协同育人机制
专业综合演练教学的开展，为部队专家与院校教师联教

联训搭建了合作平台，解决了部队专家难以长时间离岗、深度
参与院校教学的难题，使学院与部队的校局协同育人机制得
到全面深化，实现了学院与部队优质教学资源的共享和互利
双赢。

武警学院专业综合演练以其独特的教学特色，适应了高
等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和公安教育实战化教学需求，为提高
公安现役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冯卫东．情境教学操作全手册［M］．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

［2］陈亮，等．国外模拟训练对我军航海模拟器的启示［J］．舰船电子

工程，2011，( 5) : 12 － 14．

On Teaching Features of the Professional Integrated Training of the Armed Police Academy
AN Xiao － li

( Staff Office，The Armed Police Academy，Langfang，Hebei Province 065000，China)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the features of professional integrated training are illustrated in terms of the function，th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importance． Based on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course contents，the teaching model of profes-
sional integrated training is established． The effect and the quality of integrated training course a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the Armed Police Academy; practice teaching;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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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学院 2012 届毕业学员
专业综合演练问卷调查分析

●何 翊，杜元斌，辛永涛

( 武警学院 训练部，河北 廊坊 065000)

摘 要:实践能力培养是高校培养人才的基本要求。以武警学院 2012 届毕业学员专业综合演练为背景，围绕演练内
容、组织方式、教学场地及教学保障、训练安全和演练效果等五个方面对学员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表明，专业综合演
练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在学院各专业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学院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训练体系的重
要环节，较好地实现了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课堂教学与实战教学的有效衔接，为公安学历教育教学训练模式改革做
出了有益探索。
关键词:专业综合演练;实践能力;教学训练改革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2077( 2013) 01 － 0066 － 04

2012 年 5 月 28 日，根据教学计划安排，为期三

周的 2012 届毕业学员专业综合演练正式拉开帷幕。
这是自 2010 年学院首次成功组织实施专业综合演

练以来，开展的第三次以提升学员岗位业务能力为

目的，突出学员实兵、实装、实演、实打的重要教学环

节。为全面了解学员对本次专业综合演练实施最终

效果的评价、意见和建议，从而有针对性地总结经验

和改进不足，教务处牵头组织实施了“2012 届毕业

学员专业综合演练问卷调查”。本次问卷分选择题

与主观题两部分，主要围绕学员对演练内容、组织方

式、教学场地及教学保障、训练安全和演练效果等 5
个方面的反馈意见来设计。

一、调查程序

向参加专业综合演练的毕业学员队发放《专业

综合演练调查问卷》，问卷集中作答，统一收回，问卷

有效率 78． 1%。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 一) 学员对演练内容的反馈
通过学员对演练内容反馈的调查，以便了解效

果，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为今后在演练科目的设置

和演练内容的设计上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 学员对自己通过本次专业综合演练学习知识

满意程度的评价

调查学员对自己通过本次专业综合演练学习知

识的满意程度主要是从演练内容的丰富程度和演练

科目的综合性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评价的。
演练内容丰富程度的调查结果显示: 54． 9% 的

被调查学员选择“很丰富”，36． 9% 选择“较丰富”，

5． 6%选择“不够丰富”，2． 6%选择“很不丰富”。
演练科目综合性的调查结果显示: 48． 9% 选择

“很好”，42． 7% 选择“较好”，6． 8% 选择“较差”，

1． 6%选择“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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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学员对自己通过专业综合

演练学习知识满意程度的评价是比较高的。这种认

可是对各专业综合演练前的各项教学准备的肯定，

说明他们通过相关的教学活动，掌握了专业的基础

知识和实用技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们通过本

专业学习知识的愿望与渴求。但同时也反映出了各

专业在演练内容的设计上还没能达到部分学员的期

望，有待于进一步提炼和优化。
2． 学员对本次专业综合演练满意程度的评价

调查学员对本次专业综合演练的满意程度主要

是从演练节奏和进度快慢程度以及演练科目的难易

程度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评价的。
演练节 奏 和 进 度 快 慢 程 度 的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26． 7%选择“太快”，51． 9%选择“正合适”，12． 3%选

择“较慢”，9． 1%选择“过慢”。
演练科目难易程度的调查结果显示: 19． 4% 选

择“难度过高”，63． 8% 选择“难度适中”，11． 7% 选

择“难度较低”，5． 1%选择“难度过低”。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仅有刚超过一半的学员认

为科目难度适中，进度、节奏和内容正合适。这也许

与学员的个人素质和对专业的理解能力有一定的关

联，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各专业在对演练科目的

时间安排和调配上不是很合理，在对内容的把握上

也不是很到位。因此，教员在演练过程中要经常与

学员共同讨论，以便更加科学合理地设计演练内容。
3． 学员对本次专业综合演练内容和实际工作联

系程度的评价

调查学员对本次专业综合演练内容和实际工作

的联系程度主要是从演练科目的实用性、演练内容

与第一任职的距离以及受到的训练是否系统全面这

三个方面来进行评价的。
演练科目实用性的调查结果显示: 38． 1% 选择

“实用性很强”，48． 4% 选择“实用性强”，7． 9% 选择

“实用性差”，5． 6%选择“缺乏实用性”。
演练内容与毕业第一任职距离的调查结果显示:

29． 5%选择“紧贴第一任职”，41． 8%选择“大部分能

用到”，20． 8%选择“少部分能用到”，7． 9% 选择“根

本用不到”。
受到的 训 练 是 否 系 统 全 面 的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38． 9%选择“很系统全面”，46． 9% 选择“较系统全

面”，8． 4%选择“系统性较差、不是很全面”，5． 8% 选

择“系统性很差、很不全面”。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有超过 10% 的学员认为本

次专业综合演练内容和实际工作联系程度不是很紧

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 30%的学员觉得演练内容

对于毕业第一任职几乎没有帮助。说明学员在本次

专业综合演练的教学活动过程中，学到的知识和锻

炼的能力与其将来的实际工作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未能真正实现教学内容与公安实践的“无缝对接”。
因此，各专业还需要调研和论证，使综合演练科目的

内容不仅要达到学员“学得好”和“练得会”的目标，

还应初步实现学员在实际工作中“用得上”的目标，

为学员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取得卓越的工作表现奠

定坚实的基础。
( 二) 学员对组织方式的反馈
专业综合演练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教学活动，

组织方式是否得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员参与

的积极性。通过学员对组织方式反馈的调查，期望

查漏补缺，强化措施，从而不断提升教学效果。同

时，也有利于增进师生良好的互动关系，不断增强学

员的学习兴趣和主动学习意识。
1． 学员对本次专业综合演练方式方法满意程度

的评价

调查学员对本次专业综合演练方式方法的满意

度主要是从演练的组织方式和组织秩序这两个方面

来进行评价的。
演练组织方式的调查结果显示: 30． 9% 选择“非

常科学合理”，56． 1%选择“比较科学合理”，6． 5% 选

择“不是很科学合理”，6． 5%选择“很不科学合理”。
演练组织秩序的调查结果显示: 46． 3% 选择“井

然有序”，44． 0% 选择“比较有序”，6． 5% 选择“组织

较乱”，3． 2%选择“组织很乱”。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学员对本次专业综合演练

所采取的方式方法是比较认可的，基本达到了预期

的效果。
2． 学员对自己在本次专业综合演练教学活动中

参与程度的评价

调查学员对自己在本次专业综合演练教学活动

中的参与程度主要是从是否清楚演练的目的和任

务、参与核心岗位训练的程度以及演练中自己的主

体地位是否体现这三个方面来进行评价的。
是否清楚演练的目的和任务的调查结果显示:

45． 8%选择“非常清楚”，44． 2% 选择“基本清楚”，

7． 8%选择“不太清楚”，2． 2%选择“完全不清楚”。
参与核 心 岗 位 训 练 的 程 度 的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48． 5%选择“参与度很好”，39． 3% 选择“参与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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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10． 1%选择“参与度较差”，2． 1% 选择“参与度

很差”。
演练中自己的主体地位是否体现的调查结果显

示: 55． 1% 选 择“非 常 好”，37． 2% 选 择“较 好”，

6． 0%选择“较差”，1． 7%选择“未体现”。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学员对自己在本次专业综

合演练教学活动中的参与程度是很满意的，说明通

过模拟处置公安警务，较好地实现了教、学、练、战一

体化，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学员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

性和热情。
3． 学员对本次专业综合演练考核方式满意程度

的评价

调查学员对本次专业综合演练考核方式的满意

程度主要是从是否清楚考核标准和考核是否科学这

两个方面来进行评价的。
是否清楚考核标准的调查结果显示: 46． 4% 选

择“非常清楚”，41． 1% 选择“基本清楚”，10． 2% 选

择“不太清楚”，2． 3%选择“完全不清楚”。
考核是否科学的调查结果显示: 38． 7% 选择“非

常科学”，42． 7% 选择“科学”，16． 7% 选择“基本科

学”，2． 5%选择“不科学”。
分析可知，各演练科目根据专业特点及未来的

工作要求，通过多样化的考核方式来全方位地检验

学员的知识收获与能力水平的这种模式受到了学员

的肯定和欢迎。2% 的学员对这种考核方式表现出

无所谓或不以为然，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学员对新的

考核方式有所不适应的缘故。
4． 学员对本次专业综合演练指导教师的评价

调查学员对本次专业综合演练指导教师的评价

主要是从讲评是否及时和人数是否合理这两个方面

来进行的。
讲评是否及时的调查结果显示: 63． 0% 选择“及

时”，27． 5%选择“还可以”，7． 5% 选择“讲评较少”，

2． 0%选择“讲评很少”。
人数是否合理的调查结果显示: 22． 1% 选择“过

多”，63． 9% 选择“正合适”，11． 6% 选择“过 少”，

2． 4%选择“其他”。
分析可知，有 2 /3 的学员认为指导教师讲评及

时、师生比也较为合理，说明演练中通过指导教师的

各种讲评、战评以及指导，达到了教师对学员教学的

目的。
( 三) 学员对教学场地及教学保障的反馈
从学 员 对 学 院 现 有 实 训 场 馆 的 需 求 来 看:

43． 4%选择“能满足”，39． 2% 选择“基本能满足”，

14． 9% 选择“与需求相差较远”，2． 5% 选择“与需求

相差很远”。
学员 对 教 学 保 障 满 意 度 的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43． 4%选择“保障很好”，44． 3% 选择“保障较好”，

9． 0%选择“保障较差”，3． 3%选择“保障很差”。
专业综合演练要求所设置的科目以边消警部队

实际业务工作和实战任务为背景，通过实景、实装、
实弹、实打的方式，为学员创设身临其境的工作环

境，从而达到实战效果。因此，教学场地及教学保障

能否满足演练需求至关重要。分析可知，有 10% 的

学员认为本次专业综合演练教学场地及教学保障与

教学需求相差较远，需要继续改进和完善。
( 四) 学员对训练安全的反馈
学员对本次专业综合演练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的

调查结果显示: 80． 0% 选择“不存在”，20． 0% 选择

“存在”。
存在的安全隐患主要体现在: 训练设施方面的

原因; 安全规程不健全，防护措施不到位; 组织管理

较差，责任落实不到位; 等等。安全无小事，在保证

教学效果的同时，要警钟长鸣，时刻绷紧安全这根

弦，做到事无巨细。
( 五) 学员对演练效果的反馈
从学员的反馈意见来看: 97． 4% 的学员认为“本

次专业综合演练效果好，使自己的专业核心能力得

到了锻炼”。但美中不足的是，12． 8% 认为“效率低，

存在窝工现象”，19． 7% 认为“在演练期间基本无事

可做”。
在调查制约演练效果的因素时，我们给出了 4

个选项: 32． 9%选择“演练方案不完善”，17． 8% 选择

“教师实训教学执教能力不足”，21． 8%选择“学员重

视程度不够”，27． 4% 选择“实训条件不能满足教学

需要”。专业综合演练是面向学员开设的更高层次

的综合性、系统化、实战化训练，在学院各专业教学

中承担着重要作用，占据重要地位。演练效果的好

坏关系着学院构建和完善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

训练模式能否顺利进行，关系着能否较好地实现学

历教育与任职教育、课堂教学与实战教学的有效衔

接。由此看来，任重道远。

三、对策及建议

学院教育教学的目标不单纯是针对具体的工作

岗位，而是要针对学员的整个职业生涯。因此，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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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学员专业能力的培养，还

应该注重各种非专业的关键能力的培养，如包括组

织能力、合作能力、交往能力、解决各种矛盾的能力、
自我学习能力等在内的综合职业能力。专业综合演

练则是培养这些关键能力的重要途径。
( 一) 继续强化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在

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及作用
专业综合演练是在吸收公安民警在职培训“轮

训轮值，战训合一”优点的基础上，通过模拟处置公

安警务，实现教、学、练、战一体化的教育教学新模

式。
“教”，即课堂讲授是学员系统构建知识体系的

前提条件。教师在帮助学员构建本学科知识体系

时，应当将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方法以一种易

于理解和便于接受的方式传授给学员，使学员不仅

学会了知识，同时也学会了应用知识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技巧、方法和思维方式，最终转化为学员的能

力和素质。
“学”，强调学员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在教学实

践中应注重培养和发挥学员的自主性、能动性、独立

性和创造性，切实提高学员的自主意识和主体学习

能力。
“练”、“战”是专业知识学习与技能培养的有机

组成部分，是运用和发展专业能力的重要基础，有助

于“理论知识掌握和实战能力提高”，这也说明将

“练、战”融入课堂教学的重要意义。
( 二) 依据人才培养目标，构建合理的演练内容

体系
首先，演练内容要强调挖掘知识深度。专业综

合演练既不是专业课实训的合训，更不是专业课实

训的重复，而是在专业课实训基础上开展的更高层

次的训练。二者不可相互替代，更不可混淆。
其次，演练内容要具有综合性，这也是教、学、

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必然要求。演练科目和内

容绝不能囿于学科、课程限制，使演练科目过小、过

碎，演练内容过于条块化或分散化，演练内容要保证

关键能力培养的需要。
再次，演练内容要具有先进性，即演练科目和内

容不仅要反映本学科、本专业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还

必须反映现代警务实践中的新观念、新成果、新方

法、新技术。
实践证明，专业综合演练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

果，在学院各专业教学中承担着重要作用，已成为学

院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训练体系的重要环节，较

好地实现了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课堂教学与实战

教学的有效衔接，为公安学历教育教学训练模式改

革做出了有益探索。

A Questionnaire Analysis on the 2012’Graduates Specialty
Comprehensive Drilling of the Armed Police Academy

HE Yi，DU Yuan － bin，XIN Yong － tao
( Staff Office，The Armed Police Academy，Langfang，Hebei Province 065000，China)

Abstract: Practice competence，as the fundamental personal ability in the 21st century，is the basic demand of per-
son trained by college． This paper，based on the 2012’graduates specialty comprehensive drilling，carrys out the
research，by circumfusing graduates’opinions about drilling contents，organizational modes，education safeguards，
training safeties and drilling effects． The result is that the specialty comprehensive drilling has acquired favorable ed-
ucation and training effects．
Key words: specialty comprehensive drilling; practical abilit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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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实践技能选修平台
创新实践教学培养环节

○杜元斌

(武警学院 训练部 ,河北 廊坊　065000)

摘　要:公安教育招录体制改革有力促进了各类公安院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技能选修制度的构建正是我院公

安教育训练工作改革的重要举措 ,丰富了实践教学形式 , 拓展了实践教学训练渠道 , 在解决好共性能力生成的同时更

加关注学员的个性化能力培养 ,有利于提高学员岗位核心能力和学员的个性化能力 ,是传统应试教育向能力培训转轨

过程中的有益探索和尝试。

关键词:实践技能选修;实践教学;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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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7月武警学院启动了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工作 , 作为此次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重点内容之

一的实践技能选修制度是基于 “面向部队 、贴近实

战 ”的理念 ,以提高学员的实践动手能力和综合应用

能力为重点 ,将学员应具备的各种实验操作、专业技

能单独设置成若干科目供学员选修的修课制度 。

一 、实践技能选修制度的制定背景及意义

(一)选修课制度在提高学员综合素质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 ,各类高等院校

逐步形成由任意选修课 、限定性选修课 、辅修型选修

课 、套餐式选修课等方式组成的选修课修课模式。

这一修课制度在提高学员综合素质 ,满足学员个性

化需求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武警学院在

近 30年的办学实践中 ,已经建立了富有军校特色的

选修课程体系 ,形成了模块化 、任选式的选修课修课

模式。特别是 2003版《教学计划 》实施以来 ,选修课

门类更加齐全 ,选修课门数更加丰富 ,对完善学员知

识结构 、拓展学员知识面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已

经成为学院教学和学员个性化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

教学环节。

(二)突出能力培养是当前公安院校教育训练改

革的主旋律 。目前 ,各公安院校普遍采用加大课内

必修实践的方式强化学员能力培养 ,对促进学员的

能力生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从学员能力生成特点

来看 ,仅靠课内必修实践环节仍无法满足学员的个

性化能力生成的需要 ,公安高等院校须进一步挖掘

实践教学资源 、拓展实践教学渠道 ,在解决好共性能

力生成的同时更加关注学员的个性化能力培养 。武

警学院在总结多年办学经验的基础上 ,以修订 2010

版人才培养方案为契机 ,增设实践技能选修环节 ,适

应公安教育训练工作改革 ,有效解决学员实训教学

共性能力培养与个性化能力生成的矛盾 。

二 、实践技能选修制度的内涵

实践技能选修是指在学员课程理论学习和必修

实训的基础上 ,以提高学员实践动手能力和综合应

用能力为重点 ,将学员应具备的各种实践操作 、专业

技能单独设置成若干科目 ,突出学员岗位核心能力 ,

由学员自主选修 ,学员选报后采取教师适当指导 、学

员自主练习的方式进行修课 ,学员修完规定科目内

容后可提出考核申请 ,获得相应学分 。

三 、实践技能选修制度的运行模式

(一)教学目标。实践技能选修制度的教学目标

是通过实训选修教学环节弥补必修课实训教学因受

学时等原因限制而无法有效延伸的弊端 ,拓展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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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应知应会实训技能的方法和渠道 ,其教学目标

是要符合该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位。

(二)组织形式及管理模式。实践技能选修课分

为公共基础及专业两大模块 ,按照实训科目的难易

程度确定学分 ,采取以学员自主训练 ,教师辅导的方

式进行修课 ,实训科目以实战性 、综合性 、创新性实

训为主 ,教学内容应是必修课的补充 、延伸或拓展 ,

一般不得与必修课内实践教学部分内容重复 。实践

技能选修科目资源库 ,实行动态化开放式管理 ,突出

教师主体地位和学员主体地位 。

(三)教学指导。实践技能选修科目采取学员自

主练习 ,教师辅助指导的方式进行 ,以学员达到某种

动手能力或专业能力为目的 ,领会能力快的学生在

已经掌握基本能力的前提下可向老师提出申请不再

参加课堂辅导 ,老师可以根据参加辅导的学生的实

际能力自主调整教学进度 ,有重点的进行辅导。教

师在教学 、研究中的新成果 ,可以及时充实到资源库

中 ,相应的不合时宜的科目自然淘汰 。动态化管理

有利于教师及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课程 ,进一步丰

富课程资源 ,有利于引入竞争机制 ,优胜劣汰。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实践技能选修科目

采取目标考核方式 ,以学员是否达到某项科目能力

目标为标准 ,教师可根据实训科目的性质自主设计

考核方案 ,采取提交小论文 、上机操作 、实验能力考

查 、口试 、实际演练等多种形式进行考试 ,学员可在

学期末提出考核申请 ,任课教师统一组织考试 ,成绩

合格者获得学分 ,成绩不合格者不予补考 ,可以重修

或改选其它课程学习 。

四 、加强教学保障体系建设是实践技能选修制度

平稳运行的关键

(一)健全教学效果评价体系 ,强化监控督导职

能 。科学合理地评价教学效果能有助于决策部门和

教学实施部门改进组训方式和教学内容 ,进一步提

高教学质量 。不断完善专家 、学员教学测评制度 、听

评课议教制度 ,更新评价指标体系 ,畅通教学信息员

的反馈渠道是确保全程监控实践教学效果的重要方

法 ,在此基础上 ,邀请有关部队专家担任课程考核评

委也是有效检验实训科目和教学效果能否满足部队

需求不可缺少的环节 ,此举也是学院主动加强与部

队教学训练交流的有效方式 ,进一步强化院校与部

队合力育人作用 。

(二)完善师资队伍培训机制 ,提高教师执教能

力 。采取选派 、邀请两种方式加强实践技能选修师

资队伍培训。选派实践能力强 ,专业业务素质高的

教师到一线部队挂职任职 ,熟悉部队业务工作流程 ,

掌握学员从事一线工作的操作技能;基于外聘教官

选聘制度和兼职教授聘用制度邀请部队有丰富实践

工作经验的专家 、教官来学院分别面向教师和学员

进行业务培训和现场指导 ,实现提高教师教学能力

和提高学员动手操作能力的双重目的 ,组建一支以

专职为主 、专兼结合的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立理

论教师与实践教师定期换岗制度 ,造就一支高水平

的 “双师型 ”师资队伍和具有部队战训经验的在职干

部培训队伍 。

进一步完善本科生导师制度 ,将指导教师的职

责范围覆盖到实践技能选修制度 ,导师帮助学员制

订个人学习计划 ,接受学员选课咨询 ,指导 、帮助学

员按照能力生成规律和学员爱好选修课程 ,避免学

员盲目选择 ,实现学员实践能力渐进生成 ,使实践技

能选修制度达到拓展学员实践能力的目的和辅助必

修课教学的目的 。

(三)加大硬件配套设施建设力度 ,提升教学保

障能力 。教材编写质量和教学场地建设质量是保障

实践技能选修制度顺利运行的前提 ,教训结合 、贴近

实战的训练理念对学院教材 、教学场馆 、训练场地 、

器材设施提出了新的要求 。成立由学院 、部队专家

共同参与的教材编写审核小组 ,教学场地规划小组 ,

教学大纲等配套教学文件编写小组等工作机制 ,坚

持面向部队实际 、贴近部队实战 、避免重复建设的原

则深入开展教材编写 、教学训练场馆建设力度 ,满足

新版人才培养方案的教学需要 。

五 、实践技能选修制度的意义

(一)有利于提高岗位核心能力 。实践技能选修

制度是基于 “大教育 、大培训”的改革理念 ,以强化学

员执勤 、执法 、训练 、指挥等任职能力为着力点 ,按照

“教训结合 、教训并重”的原则 ,贴近部队实战 、结合

部队实际 、突出岗位核心能力设置实训科目 ,有利于

学员全程参与并牢固掌握某一专项能力 ,将教学的

重点延伸到某一项具体的执法过程或作战环节。

(二)有利于学员的个性化能力生成 。实践技能

选修制度综合了传统选修课制度和独立实践教学环

节各有侧重的优势 ,学员不仅可以自主选报能够提

升自身岗位核心任职能力的实训科目 ,还可广泛涉

猎有助于提高自身能力素质的其它专业领域的科

目 ,改变以往实训教学传授多少学习多少的教学模

式 ,更有利于提高学员自主学习 、自主训练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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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有利于满足学员个性化能力素质的需求。

(三)有利于引导和规范学员的课外训练活动。

该修课制度充分利用第二课堂活动等教学资源 ,将

学员的课外自主练习纳入正常教学计划 ,将课余时

间充分利用起来 ,向课余时间要质量 ,将以往随机零

散的学员自主训练活动变成统一组织、有序安排 、器

材设备及自身训练安全保障有力的教学活动 ,规范

了课外训练环节 ,拓展了实践教学训练渠道。

(四)有利于推动教学方法改革。全新的修课模

式和突出目标能力考核的考核方式将推动实训教学

运行机制的深刻变革 ,特别是将进一步促进教学组

织方式与考试方式的改革 ,演练教学法 、案例分析

法 、操作性教学法 、设计性教学法 、综合性教学法等

全新的教学方法将逐渐取代传统的示范教学法的主

导地位 ,目标能力考核与过程考核相结合 ,单兵素质

考核与指挥能力考核相结合将成为考核方式领域新

的主角 。

(五)有利于带动教材 、教学场馆设施 、实训场地

的建设 。教材 、教学场馆设施 、实训场地是确保实训

选修制度顺利运行的关键 。教材建设将打破纸介质

为主的单一的 、平面的 、静态的教材形式 ,变为立体

化 、动静结合 、多种媒介组合的形式;现代化的教学

训练场馆设施将呈现出突出专业特色、紧贴部队需

求 、具有多种训练功能与一体的特点 。

(六)有利于提高教师的实训执教能力。实践技

能选修制度平台将有效促进实训教师队伍的建设 ,

形成对教师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的重组 ,教师在具

备必备的理论知识和较强的操作技能的同时还要具

有组织指导训练项目 、任务的能力 ,教师还须具有知

识能力自我更新意识 ,教学组织 、教学方法和现代教

育技术自我提高的能力。

(七)有利于积累培训教学经验 。随着公安教育

招录体制改革的深入 ,任职教育及任职培训逐渐成

为公安院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任职教育及任

职培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和造就政治业务素质高 、

实战能力强的应用型 、复合型公安专门人才 ,其核心

目标是突出实战能力 ,落脚点是加大实训教学力度 ,

基本方法就是具备一支培训经验丰富 ,实训教学执

教能力强的师资队伍 。公安现役部队新警培训也以

不同的方式开展多年 ,武警学院构建实践技能选修

平台正是主动适应公安教育训练工作改革的重要举

措 ,能有效促进学院广大教师进一步更新教育理念 、

挖掘实践教学资源 、积累实训教学培训经验 ,此举也

是提高实践教学师资队伍的执教能力和公安现役部

队在职干部培训能力的有效途径。

实践技能选修平台的构建进一步丰富了院校实

践教学形式 ,改变了实践教学领域长期以必修教学

为主的训练模式 ,拓展了实践教学内容 ,丰富了训练

方法。突出专业能力的模块化设计有利于学员专项

能力的生成 ,选课自由度的扩大有助于学员广泛涉

猎其它领域的专业知识 ,这一崭新的训练模式和修

课制度是在传统应试教育向能力培训转轨过程中的

有益探索和尝试 ,拓展了选修课制度的内涵 ,改变了

以往按照学科体系设置课程的思路 ,提高学员实践

能力的有效途径 ,在促进学员个性化教学 ,突出目标

能力考核 ,提高学员任职能力方面 ,必将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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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能是战斗力的基础，提高战斗力必须开展广泛的体

能训练。近年来，全国公安系统把提高警察实战能力作为公

安训练工作的重要任务。为了全面提高公安队伍的战斗力,
全国公安系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练兵活动。公安实战部

门在对公安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的建议中，普遍把强化学员

体能训练作为重要建议和迫切要求予以提出。为此，公安院

校要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积极推进教、学、练、战一体化

教学训练体系，着力培养学员扎实的专业技能、过硬的实战

本领[1]。
一、公安院校学员开展体能训练考核的意义
（一）开展体能训练考核是公安院校实战训练的重要

内容
优化学员体能训练考核是公安院校实战化教学训练改

革的重要环节。公安院校通过深化教学改革，大力加强实战

教学训练与考核，突出学员能力培养，研究探索适合实战化

教学训练的考核方法，使理论教学与实战训练、体能训练有

机融合，促进学员战斗力的培育和生成。体能训练是实训课

程体系优化、实践教学方法改革的基础，学员战斗力的实质

提升，必须以体能提升为基础。
（二）开展体能训练考核是全面提高公安院校人才培养

质量的必然要求
体能素质是公安院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 要使学员

掌握真正的实战本领，必须打牢体能训练基础。开展体能训

练考核体系优化研究，对于强化学员身体素质，有效提升学

员实战技能和应用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开展体能训练考核是对公安实战部门呼声的有力

回应
优化学员体能训练考核体系能够解决公安院校毕业学

员体能素质薄弱的问题，是对公安实战部门人才需求的积

极回应，是实现公安院校人才培养与公安队伍人才需求无

缝对接的重要举措。
二、公安院校学员体能训练考核体系调查研究
（一）调研公安院校体能训练课程开设情况
公安院校开设的体能训练课程主要有普体课程和警体

课程，同时，还开设了大量警务专项技能课程，对学员体能

提升起主要作用。训练考核内容主要依据《公安机关人民警

察训练条令》，以训练学员力量、速度、耐力、灵活度、柔韧性

等身体素质，提高学员奔跑、跳跃、攀爬、擒敌等技能为主。
在科目设置上，主要有 100 米跑、5 公里越野、单双杠、俯卧

撑等 10 个科目。此外，还在专业课领域开设了警务战术训

练、防卫控制、擒拿格斗等技能类课程[2]。
（二）调研体能训练课程的教学情况
本专科学员基础体能训练课程主要集中安排在低年

级，其中本科学员主要安排在前四个学期，专科学员主要安

排在前三个学期；本专科高年级学员和研究生学员主要进

行警务技能训练，基础体能以自主训练为主。
（三）调研体能训练考核及评价
公安院校学员体能考核以体育课程考核和年度达标考

核为主。一次考试未能全部通过的学员，可参加学院每学期

组织的补考考核。经补考，体能考核仍不及格的，按照课程

考核不及格处理[3]。
三、公安院校学员体能训练考核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体能训练不足成为制约学员体能达标考核和警务

技能发展的主要因素
对公安院校警体课教师调研发现，普体和警体课程考

核达标标准对广大学员具有一定的难度。学员必须长期坚

持训练才能保持体能水平达到合格标准。经统计，学员修完

普体课程，总体通过率为 90%，但 5 公里越野（女子 3 公里

越野）、400 米障碍、引体向上等对体能要求较高的科目考试

通过率仅为 70%。因此，夯实学员体能素质，成为公安院校

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不同年级学员体能素质发展不均衡
公安院校学员以基础体能训练为主的普体课程主要集

中在大学二年级之前完成。学员进入大学三、四年级，主要

以警务技能类训练为主，缺乏基础体能科目考核压力，学员

普遍缺乏训练积极性。通过调查公安院校不同年级学员体

能考核情况发现，低年级学员的体能素质普遍好于高年级

学员。学员入学后，通过入警训练、体育课锻炼，体能素质提

高较快，进入二年级能够获得并保持进一步发展，三、四年

级学员的体能水平呈明显下降趋势，尤其是毕业年级学员

下降更为明显。说明在校学员体能发展水平不均衡，高年级

学员的体能状况不容乐观。经进一步调研分析，学员进入高

年级，各种警务技能训练、实验、实践增多，体能年度考核较

为宽松，普遍缺少体能考核压力，参与体育锻炼和警务技能

摘要：文章首先分析了公安院校学员开展体能训练考核的意义，并对公安院校学员体能训练考核体系调查研究，
指出了公安院校学员体能训练考核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其次提出了公安院校学员体能训练考核体系优化措施，
最后阐述了公安院校学员体能训练考核体系应用效果及创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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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的有效时间少于低年级学员。很多公安院校在高年级

开设的部分技能类课程，因学员体能不足，教学训练质量受

到影响。因此，公安院校必须改变现有的体能训练与考核管

理模式，建立贯穿学员学习始终的体能训练、考核体系。
（三）毕业学员体能素质难以满足公安实战部门需求
体能训练不足是公安实战部门对公安院校毕业学员的

普遍反映，强化体能训练成为公安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的迫

切要求。通过对北京、河北、辽宁、浙江、广东等省份公安院

校人才培养工作调研，公安机关普遍反映，公安院校毕业学

员的体能、技能和实战能力与实际需要相比还有一定的差

距，尤其是特警、刑警岗位更为明显。例如，河北省廊坊市公

安局反馈，公安院校毕业学员分配后，要经过一段较长时间

的体能训练才能达标，体能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部分毕业

学员存在体重超重现象。加强学员体能训练，成为公安院校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公安院校学员体能训练考核体系优化措施
（一）建立全程化的学员体能训练考核制度
目前，公安院校应改变只在开设有普体和警体课程及

相关警务技能课程的学期进行集中训练，其他学期由学员

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自主练习的模式，建立全程化的学员

体能考核训练制度。第一，构建院校各部门统筹安排、课内

外结合的学员体能训练体系，通过统一组织开展课内外训

练、比武等教学训练活动，保证学员课内外体能训练的系统

性、衔接性和统一性。第二，将学员课内外体能训练贯穿于

学员在校学习全过程，通过分阶段训练和分学年度考核，保

证学员保持良好的体能水平。第三，遵循训练规律，按照由

易到难、由低到高的顺序，科学设置训练项目和考核标准，

坚持科学施训，实现学员体能素质的逐步提升[4]。
（二）建立学员体能考核分学期达标制度
公安院校应参照《公安民警体育锻炼达标标准》，院校

应紧密结合实战要求，统筹考虑普体和警体课程、警务技能

类课程训练、课外体能、技能训练等环节的训练内容和训练

进度，分学期设置基础体能和专项警务技能训练内容，制定

相应的训练计划。明确每学期体能达标考核项目，并由专职

教师指导和组织学员训练。
（三）完善学员体能考核评价及成绩运用机制
第一，建立学年度个人体能考核评价机制，规定学员年

度体能考核达标成绩和单项最低成绩标准。例如，可规定学

年度考核成绩达到 60 分且单项成绩均不低于 50 分为合

格。第二，建立毕业学员体能考核评价机制，制定学员毕业

考核成绩核算方法，可按毕业学年度总分 50%与其他学年

度总分平均得分的 50%之和进行评定，成绩不合格者不予

毕业。第三，建立学员体能训练考核评价机制。第三，对学员

因病免考等程序制定严格规定[5]。
（四）建立与学员体能考核配套的训练管理机制
第一，统筹制定训练计划，保证学员训练时间和训练强

度。应采取学员集中训练和学员自主训练相结合的方式，体

能训练以学员自主训练为主，警务技能训练以学员队集中

训练为主。每学期总训练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00 学时，每周

不少于 6 学时。第二，建立学员体能考核指导机制。第三，建

立体能考核裁判库制度。
五、公安院校学员体能训练考核体系应用效果及创新
（一）应用效果
1.学员体能素质全面提升。优化学员体能训练考核体系，

广泛开展课外体能训练考核以来，学员对体能训练高度重

视，有效促进了广大学员积极主动地参与体能训练，不断提

高自身的身体素质。改革学员体能训练管理后，经调研，普通

公安院校学员每周进行课外体能和警务技能训练平均时间

不少于 6学时。
2.建立学员体能训练保障机制。在开展体能训练课程的

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课外体能和警务技能训练与考核制度，

建立涵盖学员在校全部时间的训练考核体系，保证学员体

能、警务技能与考核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使公安学院充分发

挥体能考核环节的指挥棒作用，既结合实战需求制定了有

针对性的考核内容和指标，又以严格的考核管理督促学员

参与训练。
（二）创新之处
1.将学员课外体能训练纳入教学管理体系。通过优化学

员体能训练考核体系，将学员课外体能和警务技能训练纳

入教学管理中，并采用分学年、分学期制定考核项目和考核

标准的方式，明确学员训练内容和达标考核的标准。通过改

革，有效地保障学员体能与警务技能始终保持良好的水平。
2.建立体能和警务技能训练考核指导机制。为科学有效

地指导学员开展体能和警务技能训练与考核，公安院校从

全院教师、学员队干部、机关干部范围内选拔具有体育训练

和警务战术训练背景的人员组建裁判库，专门负责学员体

能和警务技能训练指导与考核工作。通过组建裁判库，既保

证了体能和警务技能考核的公平、公正，又能够对学员日常

训练提供科学有效的指导作用。
总之，公安院校学员体能训练考核体系优化是公安教

育训练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考虑到公安院校人才培养质

量的要求，公安院校学员体能训练考核评价体系在管理和

指导等方面实现了创新，这使得公安院校学员体能训练考

核体系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实际需求。对此，公安院校还要

不断探究，与时俱进，这样才能保证公安院校学员体能训练

考核体系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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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法在专业课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
李天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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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案例教学法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应用日益广泛，但实践应用方面尚有诸多

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文章围绕案例教学中案例教学准备、小组讨论、课堂讨论、案例教学评价、
案例教学条件保障 5 个环节对案例教学实践应用进行初步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案例教学法；人才培养；实践应用

案例教学法在高校课程教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专业课教学中，案例教学法已

经成为促进学生能力生成的重要教学方法。近年来，

教学方法改革不断创新，在专业课教学领域，从传

统的案例教学法中不断取得新的发展和突破，但在

具体实践应用环节还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笔

者结合案例教学法在专业课教学中的具体应用和实

践，略抒己见。

一、案例教学准备

（一）选择案例

供教学使用的案例应具有“实、难、新、重”

等特点。所谓“实”，首先是指作为教学案例的案

件，必须是真实发生过的，而不能是教师人为编造

的；其次，案例必须材料详实，即案例背景、经过、

结果等要详尽，能够真实、全面地再现当时面临的

实际情况。所谓“难”，是指作为教学案例的案件，

应具有一定的难度或争议，能反映实际工作或实

战中所面临的较为典型的、突出的问题。所谓

“新”，首先是指时间上“新”，即案例应是近年发

生的；其次，能够反映当前专业发展的新动向，专

业领域面临的新形势，研究领域采用的新方法，值

得研究和关注。所谓“重”，是指案例较为典型，影

响广泛，引起社会各方高度关注。另外，案例的形

式也应尽可能多样化，如将案例制成幻灯片或采

取计算机模拟等形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

课堂效果。

（二）学生分组

在案例教学中，以小组为单位组织学生就案例

开展讨论，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国内外的调查

表明，学习讨论小组一般以6人左右为宜。人数较

多不易协调；人数较少知识与经验的多样性不足，

难收取长补短之效。学习小组原则上采取自愿结合

的原则，让学生自己选择组建学习小组。为了确保

不善言谈的学生能够畅所欲言，可以让其自由挑选

小组。各个小组的组长可由学生推选，负责召集、联

络、协调工作。分组完成后，应要求各个小组确定

组内分工，如确定课堂讨论的主发言人、补充发言

人、记录人、报告人、资料收集人等，可采取轮流

制。根据部队院校学生管理特点，为了便于开展讨

论，也可以以寝室为单位对学生进行分组，再根据

讨论效果进行调整。

（三）安排学生预习

学生在课前熟悉案例，思考相关问题，查阅有

关资料，是案例教学的重要阶段。教师可提前一周

左右，将案例材料发给学生，并指导学生如何分析

案例。首先，应浏览案例材料，对案例类型、难度、

结构以及内容有一个基本了解，明确进一步阅读与

分析的方向。其次，详细阅读案例材料，在阅读时

需要标出关键事实。第三，理解案例材料中提出的

问题。要求学生进入案例角色，设身处地思考问题，

作出决策。第四，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要求

学生大胆设想，勇于创新，在设计方案时应简明扼

要地列出它的优缺点，实施后的结果及可能具有的

风险，并进行评估、比较，选择最优方案。

二、小组讨论

在案例教学中，分组讨论是小组合作学习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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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方式，是对班级教学形式的必要补充。有效的小

组合作学习可以在小组成员间形成开放、包容的学

习氛围，使小组成员间相互激励、相互促进；可以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激励

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

养。鉴于课堂学习时间有限，小组讨论通常在课外

进行，可以不拘形式。通过相互交流与讨论，促使

每个小组成员进一步思考、调整和深化其对案例的

分析。

三、课堂讨论

课堂讨论是案例教学的重点环节。通常由各小

组代表先发言，然后大家自由补充，以便使每个学

生都有发言机会。教师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环节：

（一）提出对学生的要求

1.积极参与，主动学习。教师应强调案例教学

的重要性，要求每一个学生积极参与案例教学的全

过程，要敢于发言，不怕出差错，不怕丢面子，要

勇于承担风险。同时，要求学生转换角色，主动分

析思考问题。

2.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教师应强调倾听其他

同学发言的重要性，同时注意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

教育学生以开放的心态，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从

中吸取合理的营养。

3.适当记录，理清思路。要注意培养学生制作

工作记录的习惯。讨论中适当地做些笔记可使学生

保持对所讨论问题的注意力，有效地倾听别人的发

言，还可为自己的发言理清思路，为以后的总结提

供有益的线索。但在记笔记时要简明扼要，不能影

响参与讨论。

（二）激励学生踊跃发言

1.选择好第一位发言人。第一位发言人往往对

后面的发言起到示范、导向作用，甚至影响到整堂

课的教学效果。因此，教学在课前可指定1-2 名学

生重点准备，在课堂上首先发言。

2.积极调动学生发言欲望。教师对案例教学

的作用大加肯定，说明案例讨论过程是胆量、知识

和能力的表现，是智慧和才能的较量等。同时，对

前面发言的学生予以表扬，以激起学生自我实现

和表现的欲望。教师对于每一名发言的学生都予

以加分，并记入平时成绩，可有效地调动其发言的

积极性。

3.运用技巧打破沉默僵局。如果在讨论中遇到

冷场，可尝试采取下列方法打破僵局：一是可播放

一段以往热烈讨论的录像，以诱导学生发言；二是

先举一例，娓娓道来，使课堂气氛活跃起来；三是

先提出一个简单问题，要求学生回答，当一两个学

生提出问题解决办法之后，再让大家进行讨论；四

是注重引导性格内向的学生发言。

4.依序点名发言。即教师宣布按照一定的规律

点名发言，如依学号进行，或按坐席顺序等，这样

可以对全体同学都造成一定压力，使其认真准备，

随时发言，在压力下产生动力，创造活力。

（三）引导讨论进程

1 .调控课堂氛围。教师的任务是促成讨论，

在讨论过程中，要尽可能让学生去发言、思考，做

出决定。因此，讨论课气氛越活跃越好，发言的

学生越多越好。在上课伊始或讨论进行到中途时，

容易出现冷场现象，这时就需要教师运用各种方

法调动学生发言。对于学生提出的发言，即使不

正确，教师也不要轻易否定，可以交给其他学生

来纠正。

2.把握讨论的方向。在案例课堂讨论中经常

会出现背离主题或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的

情况。对此，教师要及时予以纠正和引导，使讨

论回到正题。还可以通过提问的方法，使学生注

意到其先前忽视的一些重要问题；通过提问、总

结、鼓励同伴对他给予支持的方式，帮助学生理

清思路。

3.推动讨论不断深入。教师应善于把学生个

体的讨论意见，尤其是不同见解及零散的观点归

类集结起来，加上适当的评析意见，引导学生向更

深层次分析问题，并对不同的观点可加以对照，以

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使结论逐步趋于合理、完善。

4.归纳与总结。在课堂讨论临近结束时，教师

应对讨论情况进行总结。首先，简单归纳学生们

发言的基本观点，使学生对讨论的总体情况有所

把握。其次，案例教学的目的不在于得出所谓“正

确结论”，而在于得出结论的过程。教师不要轻易

否定学生的观点，而是要鼓励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第三，对讨论中学生忽视、遗漏和挖掘不深的问

题，逐一指明，留给学生做进一步思考。第四，对

于学生非常关心的问题，教师可在总结时进行分

析、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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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教学评价

（一）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评定

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主要体现为学习成绩评

定，主要分为两个部分：课前准备情况的评价和课

堂表现的评价。

1.课前准备情况。主要看学生在课前是否按教

师的要求，对案例材料进行仔细的研读和思考，对

于相关理论知识是否进行了复习，是否全面查阅了

相关的参考资料，在小组讨论中是否积极参与，是

否为课堂讨论进行了充分准备。

2.课堂讨论情况。一是看学生参与课堂讨论是

否积极主动。只有主动参与其能力才能逐步得到锻

炼和提高。教师应对课堂讨论中发言的学生及其发

言次数进行记载，并将其作为评定期末成绩的依据。

二是看学生分析案例的水平。重点考查学生能否把

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紧密地结合起来，能否用理论

解决实际问题；能否根据案例情形，采取正确的处

置措施；能否随着讨论的进展，博采众长，调整思

路，提出最优的解决方案。

（二）对教师教学效果的评价

教师对案例教学的效果进行客观评价，找出成

功与不足之处，是提高案例教学水平的前提。首先，

学生的学习是否收到了预期效果。学生对案例中蕴

含的概念、原理是否有了清楚的认识；对案例中提

出的问题是否进行了充分的分析、讨论，同学之间

在相互交流启发中是否使问题得到了解决；讨论的

热点是否围绕着案件中教师设立的重点、难点来展

开等等。其次，教师在课堂上的表现如何。教师是

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是否真正使得课堂饶有趣味，

让学生伴随学习兴趣积极参与和认真思考，是否关

注了讨论的过程并及时地引导启发，教师引入多少

问题供学生讨论、教师在课堂上的情绪表现是否恰

到好处等。

五、案例教学条件保障

（一）案例库建设

完善的案例库是案例教学的基本条件。目前很

多院校的专业案例库建设刚刚起步，案例教学常面

临缺乏高质量案例的窘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案

例教学水平的提高。案例库的建设需要学校给予足

够重视，并从人员和资金的投入上给予充分保障，

建立起案例开发的激励机制。同时，还要加强相同

业务部门间的沟通，使其认识到案例库建设对于提

高教育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意义，

争取其对案例库建设的支持。

（二）案例教学教师培养

目前对案例教师的培训较为欠缺，不少教师虽

然在运用案例教学法，但大多是在自发地摸索，教

学效果并不如人意。案例教学需要教师有良好的专

业素质和熟练的组织能力、启发与引导能力、课堂

应变能力等，这些素质与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一个合格的案例教学教师，一般需要经过专门培训，

并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不断运用、操练与改进，方

可培养成功，因此对案例教师的培养，必须予以充

分重视。

参考文献：

［1］ 李义胜.合作式案例教学的特征与策略［J］.安庆师范学
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9）：56-57.

［2］ 王宗廷.案例教学中课堂讨论引导的艺术［J］.教育艺术，
1999，（12）：67-68.

［3］ 孙晓玲.案例教学法：观念、组织程式与制约［J］.广西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增刊）：79-80.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Case Teaching Methodology in Professional Course

LI  Tian-shu

Abstract:Case teaching method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personnel training, and
its application becomes increasingly widespread. However, there remains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issues to be
studied and settled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This article centers around five procedures in case teaching meth-
odology--preparation for case teaching methodology, group discussion, class discussion, assessment of case
teaching methodology, conditional safeguard of case teaching methodology—— to carry on a preliminary re-
search and discussion over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case teaching methodology.
Key words:case teaching methodology;personnel training;pract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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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D指iˉ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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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6

训练部教务处编印 2017年6月21日

按: 为深人贯彻落实习主席关于强军兴军的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禾口公安部党委关于警务实战化训练的总体要求’按照

战斗力标准培养高素质指挥管理和专业技术警官’式警学院

立足学员任职岗位需要和部队实战型人才培养需求’围绕实

战搞教学’聚焦打赢育人才。5月3l日至6月19日’式警学

院组织20l7届l442名毕业学员’开展了98个课目的专业综

合演练教学’实现了多专业融合、院校部队联教联训’形成

了靠拢部队、贴近实战、聚焦科技的实战化练兵模式°

瞄准岗位练过硬本领聚焦实战育铁Ⅲ英才

式警学院成功举办20l7届毕业学员专业综合演练
刁.

P

6月l9曰’学院隆重举行2017届毕业学员专业综合演练

汇报’马金旗院长出席大会并讲话’张京副院长主持大会’

新加坡警察部队警察培训局’公安部现役工作办公室、边防

管理局、消防局、警卫局’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海警学

伦

｜

ˉl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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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铁道警察学院、黑龙江公安警官职业学院’廊坊市公安

消防支队等有关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学院党委常委’“公安

院校瞥务实战训练教学改革研讨会’’与会专家’“第十期澳

门消防官研修班’’全体学员和北京大学师生代表等全程进行

了观摩。 《人民公安报》和‘‘中国军网’’“中国军视网’’“中

国警察网”等媒体’对学院专业综合演练情况进行了广泛报

道° 自20I0年学院首次面向毕业学员开展专业综合演练教学

以来’演练水平和实战化程度实现了逐年跃升’通过8年的

改革探索’承载培养学员实战能力的作用更加突出’在公安

现役部队和公安院校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打造了边防“确剑”、

消防“浴火’’、警卫‘‘刀锋’’等独具特色的实战化训练品牌。

＿、加强组织领导’健全联勤保障工作机制

为扎实做好专业综合演练组织实施工作’训练部制定下

发了专门工作通知’明确了领导组织、工作职责、具体要求

等有关事宜°学院马金旗院长亲自部署演练工作’董希琳副

院长多次组织相关部门协同推进演练工作进程°训练部扎实

开展专业综合演练顶层设计、推动落实和督导检查’全力做

好训练装备、器材等保障工作。政治部认真做好宣传报道工

作’通过刊发通讯、新闻’推送微信等方式’及时宣传反映

演练开展情况’大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院务部全力做好

后勤保障工作’科学调配饮食’提供医疗、用车保障等’尤

其为固安训练基地驻训工作提供了优质保障。各教学部系高

度重视’扎实开展动员部署工作’科学制定演练方案’明确

职责任务’优化演练内容’全力抓好演练工作的具体落实°

演练期间’各有关部系领导每天深入训练—线’实时、实地、

「

厂
曰

‖
巾
日

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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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情掌握演练开展情况’协调解决演练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消防工程系二队、政治工作系六队等学员队协助上级机关’

出色完成了专业综合演练汇报保障等工作任务’确保演练汇

报｜｜顶利进行°

二、对接实战需求,深化院校部队联教联训

各专业综合演练紧密围绕实战标准,对接实际任职岗位

要求’统一想定任务’强化学员实战能力培养和提升。边防

“确剑2017”综合演练针对当前边境地区日益严峻的反恐形

势’将边境地区反恐行动作为演练核心’在无预案、背对背

的“战场”环境以及混合编制的模拟实际工作环境中,组织

学员开展反恐特战、警务实战、防暴处突、维稳执勤等训练

课目’先后邀请黑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广东省公安边防总

队等3名部队专家来院指导演练°消防指挥系将指挥部前移’

扎根演练现场’对消防“浴火2017”综合演练内容和组训方

式进行优化升级’本次演练以某市发生7级地震为演练背景’

基于地震灾害及事故救援为统一想定任务’消防指挥、核生

化消防等5个专业学员与廊坊公安消防支队官兵采取专业混

编和联演联训方式,开展地震救援〈化工装置火灾扑救、槽

车泄漏抢险等7个课目训练,先后邀请5名香港消防及救护

学院实战专家来院指导’14名澳门消防官共同参与演练勺联

教联训规模不断扩大°警卫系积极创新综合演练组织模式’

科学设置演练课目’将战场搬到训练场’让学员在近似实战

中提升对任职岗位的认识。警卫‘‘刀锋2017’’综合演练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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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瞥卫工作中防范暴恐袭击的严峻形势’以某国总统来华

访问,在警卫现场和行车路线上遭到袭击为背景’由毕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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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员自行开展任务想定’通过无预案式实兵实装对抗等方式开

展演练’先后邀请天津市警卫局、河北省警卫局等多个实战

部门的I0余名专家来院指导演练°

三、坚持科技练兵’推进成果转化为战斗力

各专业综合演练秉承‘‘科技强警’’理念’着力推动先进

成果转化为部队战斗力°边防系大力改革综合演练实施方案’

进一步优化演练课目内容’着力提升边防“确剑20I7’’综合

演练的科技化、信息化水平’本次演练中充分应用激光模拟

对抗系统、单兵微波图传系统、情报侦察系统等学院信息化

建设成果〗开展“红蓝”对抗演练’实时监控和反映实战情

况’进一步增强了演练的对抗性和实战性’有力地加强了演

练效果的评估工作°消防‘‘浴火2017’’综合演练应用了超大

型油罐登顶灭火作战平台、液化石油气槽车泄漏事故训练装

置等学院学术科研成果’同时演练现场使用了侦检无人机、

救援机器人、云梯消防车｀生命探测仪等先进装备以及应急

通信指挥、3G图传等先进技术’有效提升了科技化、信息化

作战水平°警卫‘‘刀锋2017”综合演练中应用了从部队引进

和学院自主研发的“警卫突发事件处置模拟训练系统’’等10

个训练系统’加大战前网上模拟演练的训练比重°专业综合

演练作为学院的教育训练品牌’经过8年的探索与实践,建

立健全了一整套完整的训练标准’并积极主动对接国际先进

的训练标准’在消防“浴火2017”综合演练中先后应用了美

国AHA心肺复苏培训、美国CMC绳索救援技术、荷兰荷马

特救援技术和香港消防训练方法。训练标准的自主研发和国

q’

悍
］

β
…

■

■《

『气

ˉ4ˉ

121



际先进标准的引进应用,有效提升了学院的国际影响力和竟

争力°

四、以学员为主体’强化战斗精神意志培盲

本次专业综合演练教学组织过程中注重突出学员的主体

地位,充分发挥学员的聪明才智’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由

学员自行设计任务想定’自编、自导、 自演,教师予以指导°

在边防、消防、瞥卫专业综合演练过程中’学员按照实战编

组进入岗位、进入角色’练指挥能力、练战术运用、练临场

应变’在全面锻炼提升学员实战能力的同时’将战斗精神培

育和意志品质磨练贯穿其中’把练技术、练战术与练思想、

练作风结合起来’把抓训练、促能力与抓纪律、促养成结合

起来’切实让参训学员的实战能力练出来、纪律作风硬起来°

演练过程中’部分学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伤病情况,但没有

一个人打退堂鼓,没有—个人要求特殊待遇’“轻伤不下火

线’重病依｜日坚持”,广大参训学员以顽强的意志、过硬的作

风、 良好的素质展现了警院学子的风采,诊释了战斗精神的

内涵j生动践行了习总书记“四句话、十六字’’的根本要求’

圆满完成了专业综合演练各项任务,受到各级领导和观摩嘉

宾的一致认可和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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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院首长

（共印］0份）发:各部、系｀纪检审计室

ˉ5ˉ

122



成果部分成员经验推广活动一览表 

年份 交流主题 交流平台 发言人 

2010 

瞄准岗位任职，突出能力核

心――武警学院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的几点做法 

全国公安院校第三届教

育教学研讨会 
马金旗 

2013 
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国际化警察

大学的思考与实践 

第十一届警察与学科国

际论坛 
杨隽 

2016 

充分发挥办学优势  积极服务

执法合作打造中国与东盟等周

边国家安全命运共同体 

中国与东盟等周边国家

警察院校长论坛 
马金旗 

2016 

坚持内涵发展 突出质量主线 

深入推进消防工程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 

消防工程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年会 
马金旗 

2021 

立足新起点  聚焦新需求  担

当新使命 携手推进世界一流

警察大学建设 

一流公安学科专业建设

暨新时代公安教育发展

学术研讨会 

马金旗 

2018 

办一流公安本科教育，携手共

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警察大

学 

全国公安教育改革前沿

论坛暨公安院校主要领

导论坛 

张平 

2019 
聚焦新时代一流本科教育，培

养新型警务人才的警大实践 

广东警官学院建校 70周

年校庆上 
张平 

2018 

适应新时代需要  推进智慧校

园建设 全力加速警务教育训

练模式变革 

澳门保安部队高等学校

2018年警务教育创新与

发展研讨会 

刘义祥 

 

123



瞄准岗位任职，突出能力核心 
武警学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几点做法 

——马金旗在全国公安院校第三届教育教学研讨会上的交流发言 

（2010 年 4 月） 

2008 年 5 月，武警学院以全优的成绩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

平评估，学院办学水平得到了教育部专家组和公安部党委的充分肯定。

2008 年 7 月 8 日，孟建柱部长视察武警学院时强调，武警学院要充分发

挥在公安现役部队“大教育”、“大培训”中的龙头作用，通过培养学员高

超的技能、过硬的素质和实战本领，进一步提高公安现役部队的正规化、

专业化水平。为深入贯彻孟建柱部长视察武警学院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不

断适应公安教育体制改革，进一步满足公安边防、消防、警卫部队对学院

的新要求、新期待， 2008 年 9 月我院启动了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与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工程，2010 年 3 月制定出台了 2010 版《人才培养方案》，构

建了独具特色的“1＋5”人才培养模式。 

一、2010版《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总体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2010 版方案制定的总体指导思想是：按照公安部党委构建“大教育”、

“大培训”格局的总要求，遵循高等教育基本规律，突出公安现役教育特

色，以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为切入点，以优化课程体系、深化教学内容改革

为重点，着力培养学员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积极构建课程教学、实验

教学、实战训练、日常练兵有机结合的教、学、练、战一体化的教学训练

体系，更好地满足公安边防、消防、警卫部队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新期

待。 

2010 版方案制定遵循的基本原则是： 

1．保证基础，强化专业。2010 版方案适度减缩了基础课课时，适当

增加了专业课比重，基础课达到了两个“基本”，即达到教育部规定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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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课时的基本要求，保证学员达到普通高等教育的基本规格。而专业课则

在专业理论、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培养方面得到全面强化。 

2．系统设计，整体优化。2010 版方案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目标，着眼

人才培养全过程，对各个培养环节进行系统设计，充分体现教育、管理、

思想政治工作等合力育人的理念；在课程设置方面，按照基础、专业基础、

专业教育的层次分别设置了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军事与技能、专业

基础、警种通修、专业 6 个相互支撑、紧密衔接、渐次深化的课群。 

3．大类培养，一专多能。实施按警种大类培养，强化警种的通识、

通用、通能教育，拓宽专业口径，提高学员的专业适应能力和岗位转换能

力。 

4．因材施教，个性化培养。2010 版方案深入贯彻“以人为本”和“因

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以选修课程、分级教学和学分制为载体，构建学员

自主学习平台，实施个性化培养。 

5．突出能力，强化实践。2010 版方案更加突出能力培养，更加强化

实践教学，实验、实训、实习、模拟演练和综合演练始终贯穿于教学活动

的全过程，教、学、练、战一体化的思想得到充分体现。 

二、2010版人才培养方案的几点做法 

（一）实行“1＋5”培养模式 

“1＋5”培养模式由一个主体人才培养方案和五个辅助人才培养方

案构成。主体人才培养方案由人才培养目标和知识、能力、素质规格要求

以及必修课、选修课和技能选修计划等构成，是学员知识、素质、能力生

成的主渠道。辅助人才培养方案由思想政治素质、人文素质、科研创新素

质、军事体能与专业技能和军人作风与部队管理能力五部分构成，是主体

人才培养方案的补充和拓展。其优点是统一规划和设计了主体方案之外的

教育、管理和实践活动，将大量随机、零散、相对独立的第二课堂活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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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规定性、系统性的教学资源，在横向上形成了包括课程教学、课外活

动、日常训练和管理、与部队联合培养在内的教育大平台，把大量的课外

活动转化为课程资源和隐性课程；在纵向上从思想政治素质、人文素质、

科研创新素质、军事体能与专业技能、军人作风与部队管理能力五个层面

构建了脉落清晰、有机衔接的能力和素质生成体系。 

（二）创新和优化课程体系 

1．构建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在 2010 版方案的制定中，

我们始终坚持以能力为核心构建课程体系。基本做法是首先逐一界定各专

业核心能力，然后围绕专业核心能力构建课程群。例如，边防管理专业（边

境管理方向）首先确定专业培养目标，然后围绕专业培养目标确定六大核

心能力，即获取分析处理边防情报的能力以及边境执勤、治安管理、案件

查办、开展群众工作、处置边境突发事件的能力，然后再围绕这六大核心

能力分别构建课程群。 

2．创新开发新课程。2010 版方案在继承和强化特色课程、精品课程、

成熟课程的基础上，对内容交叉重复的课程进行了全面整合和优化，精减

了大学时课程，单门课程最多不超过 72 学时。在此基础上，新开发 380

门新课程。 

3．选修课和实践技能科目实行动态化、开放式管理。改革后的选修

课和实践选修运行方式是首先公布课程目录，由教师选课，一课多选的择

优竞争上岗；然后将课程目录与教师情况向学员公布，由学员选课程、选

教师。选修课和实践技能科目每学期调整一次，连续三学期没有学员选修

的课程自然淘汰。教师在教学、研究中有新成果，需要升级为选修课的，

每学期均可申报。通过这种开放式管理，保证选修课程不断推陈出新，课

程体系更具活力。 

（三）注重个性化培养，扩大学员自主学习、训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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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大选修课比重。要求本科学员自主选修 24 学分 432 学时，选

修课学时占计划总学时的比重增至 15.4%，比原方案翻了一番。 

2．增加选修课课程资源。每个专业可选课程资源由原方案的 50 门

增加到 150 门。 

3．扩大选课自由度。将原方案要求修够政治理论、法律等 11 个模块

精减为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军事与技能、专业基础与专业 4 个模块，

减少模块限制，提高学员选课自由度。 

4．增加实践技能选修科目。选报后，学员以自主练习为主，教师分

类指导，学员达到标准后提出考核申请，由教务处和任课教师分期分批组

织考核，要求学员在校期间修满 10 学分。 

（四）实行学分制 

2010 版方案引入学分制，构建了更加多元化的修课方式和更加弹性

灵活的学籍管理模式，每个本科专业开设必修课 130 学分，选修课 24 学

分、实践技能选修 10 学分；奖学金评定、优秀学员评选、毕业审核、学

位授予实行绩点学分制和奖励学分制，学员参加国家及省部级学科竞赛获

奖，在相应模块中奖励学分。 

（五）加大公安教育和警种通识教育力度 

1．强化公安教育。2010 版方案加大了公安教育力度，所有专业都设

置了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公安学概论、人民警察法等必修课程以及公安

现役部队发展战略与队伍建设、公安现役警官职业道德与廉政建设等讲座

课程，强化学员公安意识。 

2．设置警种通修课群。根据学员上岗位前必须通过相关岗位资格考

试和边防、消防部队普遍实行岗位轮换制度的实际，设置边防、消防警种

通修课程，实施按警种大类培养，强化警种的通识、通用、通能教育，拓

宽专业口径，提高学员的专业适应能力和岗位转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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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面加强实践教学 

2010 版方案按照由基础到专业、由单科训练到综合演练的能力生成

过程，系统设置了丰富的实践实训类课程及教学环节，构建了与理论教学

相匹配的实践教学体系。各专业课程内实践学时占计划学时的比例平均达

到 14.6%，实践教学学时占教学总学时的比重超过 35%，远远高于教育

部 2007 年 2 号文件规定的文科专业不低于 15%、工科专业不低于 25%

的要求，实践教学得到了全面加强。具体来说， 

一是将本、专科专业强化训练时间统一增加到 8 周，增加和突出队列

指挥和边消警警种基本技能训练。 

二是独立设置实践类课程或是模块，31 门课程增设了实践环节。 

三是毕业前增设 3 周专业综合演练，设为必修课。这样，学员毕业前

就有了两道重要关口，一道是毕业论文撰写，旨在提高和检验学员的学术

能力与水平，第二道是毕业前专业综合演练，旨在提高和检验学员的专业

综合能力，特别是实战能力。 

四是按照“年年有实习，四年不断线”的理念设置了认识实习、调研

实习、毕业实习和专业实习。 

（七）全面改革考核模式 

在突出学员能力培养的同时，我们以能力考核为导向，全面改革了考

核模式。 

1．统一考核方式，强化考核管理。在考核管理方面，我院一直采用

考试、考查两种方式，考试课由学院统一组织考核，考查课由任课教师自

行组织考核。2010 版方案必修课取消了考查方式，所有必修课考核统一

为考试，规范和强化课程考核管理，提高学员对课程的重视程度。 

2．确定专业核心课程，改革考核管理模式。在取消考查课，所有课

程均按考试课程进行管理的基础上每个本科专业确定 10 门核心课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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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课模式管理，允许学员两次补考；其他课程允许学员多次补考，补考

通过计学分，此举进一步加大了学员的学习弹性；根据能力生成的渐进性

特点和学员学习后自主练习的实际需要，军事体育、消防技能训练、游泳

等技能类课程实行毕业前达标制，保证学员走上工作岗位时有良好的体能、

技能；实践技能选修实行申报考试制度，学员选报后自主练习，达到考核

标准后提出考试申请。 

3．丰富考核形式，强化能力考核。我们以能力考核为重点，建立多

种形式的考核制度，鼓励和支持任课教师结合课程内容和特点采取提交小

论文、上机操作、实验能力考察、口试等多种形式进行考试，满足能力考

核的要求。 

4．岗位资格考试与警种通修课考试相结合。在设置警种通修课群，

实现警种通修的基础上，拟将边防、消防、警卫部队的岗位资格考试引入

校园，要求学员毕业前通过岗位资格考试，并建立岗位资格考试和警种通

修课考试的互认制度，学员在校期间通过岗位资格考试的，以前警种通修

课考试不及格的可相应免除。 

我院刚刚制定出台的 2010版人才培养方案定于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在

2010 级学员中全面实施，2008、2009 级学员逐步并轨。 

总之，我院通过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努力适应公安教育改革形势，在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训练体系方面做了一

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改革效果还有待于通过教学实践进行检验，今后我

们将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现代教育发展趋势，继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主动适应公安院校改革要求，充分发挥武警学院在公安现役部队“大教育”、

“大培训”中的龙头作用，为公安边消警部队培养更多高质量合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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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国际化警察大学的思考与实践 
——杨隽在第十一届警察与学科国际论坛上的讲话 

（2013 年 11 月 14 日） 

尊敬的夏主任，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大家上午好！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是公安部直属的现役高等院校，主要为公

安边防、消防、警卫部队培养指挥管理和专业技术警官，承担部队军师职

干部、高级专业技术干部和公安部机关干部培训，同时承担着中国维和警

察、成建制维和防暴队、警务联络官和外籍警察培训任务。近年来，我们

加强战略思维，树立世界眼光，坚持内涵发展，强化优势特色，在建设具

有公安现役特色的高水平警察大学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下面，我就这方

面的思考与实践，与大家进行交流。 

一、培养国际视野，树立世界眼光，以高度自觉和自信主动融入世界

警察教育发展主流 

一所大学的开放程度，深刻影响着办学水平和发展空间。在当今国际

化办学已成为高等教育发展潮流的大背景下，中国警察院校必须自觉置身

于国际警察教育大舞台，以宽广的国际视野审视自身办学现状，不断扩大

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吸收和借鉴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管理方式。坚持

开放办学，走国际化办学之路，是中国警察院校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 

我们武警学院深刻认识到，开放办学对学院发展的重要意义，坚持把

开放办学当作重要战略工程来抓，把提高国际化办学水平作为建设发展的

重要抓手和新的增长点。先后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消防大学等 8 所国

（境）外院校建立了长效合作机制，与国际移民组织等多个国际组织及政

府机构建立了稳定合作关系，与 60 多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开展了学

术交流。选派 200 余名教师赴国外考察研修、作访问学者，培训了法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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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个国家（地区）的 268 名外籍警察。上个月，我们与美国伊利诺伊州

立大学签订了教材、科研文献、课程软件、声像资料等交流共享协议，计

划明年选派研究生赴法国短期学习，国际交流与合作正在进一步深化。 

当然，警察教育作为一个特殊的教育领域，国际化办学会有各种体制、

机制性的障碍，合作程度越高，遇到的问题和矛盾会越多。一方面，我们

要高度自觉，主动作为，积极搭建各种有利于发展的合作平台，实现办学

理念、师资队伍、建设标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与世界警察教育的全面

接轨；另一方面，我们要高度自信，充分发挥我国警察教育办学体制优势

和各校自身的特色办学优势，积极推广中国经验，进而推动世界警察教育

的发展。 

二、坚持特色发展，强化质量提升，坚定不移地走内涵式发展之路 

新世纪以来，特色和质量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直

接决定着高校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对警察院校而言，有特色才有生命力，

有质量才有竞争力。只有不断强化特色，才能提升办学质量；只有坚持特

色发展，才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武警学院坚持走具有公安现役特色的建设发展之路。一是强化学科专

业特色。根据公安现役部队和国际维和事业人才需求，创建了国内独有的

边防、消防、警卫、维和学科专业体系。2012 年，学院对学科结构进行

了进一步优化调整，突出了公安学、公安技术的基干地位，强化了学科的

边消警维专业属性，学科特色更加鲜明。二是强化人才培养模式特色。构

建了由 1 个主体方案和 5 个辅助方案构成的“1+5”多维立体式人才培养方

案，突出了宽口径培养、实战化教学、全方位育人等培养要素，实现了“课

程、论文、活动”三位一体、“自学、指导、实践”三位一体和“学术能力培

养、任职能力培养、创新能力培养”三位一体。三是强化办学机制特色。

2000 年公安部专门成立武警学院校务委员会，公安部党委委员、政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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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兼任校务委员会主任，部人事训练局等 10 个业务局为成员单位，定

期研究解决学院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在学院 3 个五年规划制定与实施、申

办研究生教育等重大工作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在全国公安现

役部队建成 95 个实习基地，聘请了 147 名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担任兼职

教授和兼职导师。目前我们正在积极筹建边防、消防、警卫、维和等专业

建设与教学指导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工作机制将得到进一步深化。四是强

化教学管理特色。我们构建了队干部、教师和学员自我管理，相辅相成、

覆盖全程的管理模式，实现了教学育人、服务育人、管理育人。建立了由

课程学分、绩点学分、奖励学分和素质拓展学分构成的学分管理制度，全

面实行具有武警学院特色的模拟中队、学员量化考评等管理，实现了严格

的军事化管理与个性化发展的有机结合。 

特色发展促进了学院人才培养质量和学术研究水平的全面提升。近年

来，548 名学员在全国各类学科竞赛中获奖，其中 63 名学员获国家特等

奖、一等奖；318 项学员科技创新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其中 10 项成

果获国家级奖励。在首届全国公安院校教学技能大赛中，我院取得了本科

组学员男女个人、团体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有 88 项研究成果获省部级

以上奖励，其中 1 项成果获特等奖，7 项获一等奖，今年，有 1 项科研成

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教学改革的实践告诉我们，质量和特色是中国

警察教育发展的根本之道、取胜之道，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以质量和特色取

胜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我们才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三、加快质量标准体系建设，提高教育品质，努力提升国际合作的水

平和质量 

建设标准是衡量一所大学建设水平和品质的重要指标，是警察院校走

向世界必须首先面对的课题。近年来，我们牢固树立质量意识，加快推进

标准体系建设。一是创新建设校内标准。我们坚持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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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制度和教学质量年度报告制度，定期开展专业建设、课程建设、课堂

教学质量、教研室建设等专项评估，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校内教学质量

保障体系，促进了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升。二是全面使用国

家标准。在已有国家标准体系的学科专业建设、课程建设领域，我们加快

建设步伐，首先达到国家标准要求。目前，学院已建成 5 个省级重点学科、

3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4 个省级特色专业、3 个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

业。建成国家级精品课程 6 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1 门，省部级精品

课程 29 门。2008 年，学院以全优的成绩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

评估。三是主动接轨国际标准。在已有国际公认标准的领域，我们主动作

为，加快接轨步伐。2012 年，我们以优异成绩通过联合国维和警察培训

课程认证，使我国成为亚洲第一个通过此项认证的国家。 

通过这些建设，我们深刻认识到：标准体系建设既是提高自身建设水

平的一把尺子，更是警察院校走向世界的助推器。我们警察院校要进一步

加强校际合作，以推动专业认证和职业资格认证为突破口，加快标准体系

完善和升级，努力建设国际公认的警察专业标准体系和评估机制，提升世

界警察教育互动合作的水平和质量。 

四、加快信息化建设，推进融合创新，以信息技术推动教育训练模式

变革 

随着网络的普及和移动终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学习渐成趋势，教育

训练突破了时空限制，国内外各相关机构之间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已成为现

实。我们认为，这场由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学习方式变化，必将推动新一

轮教育训练模式变革。在“信息主导警务”的大背景下，警察院校必须要更

新教育理念，深入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训练的全面深度融合，以信息技术

推动教育训练模式变革，推动警察院校教育训练走实战化、开放性、融合

式人才培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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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抓住机遇、超前布局，加快推进信息化建

设步伐。2011 年，武警学院被财政部确定为武警部队院校信息化建设试

点单位，信息化建设进入快车道。我们优化基础设施，建成模拟演练中心、

综合实战模拟指挥中心等一大批实战化模拟训练设施，自主开发了“气体

泄漏事故处置模拟训练系统”等 32 个模拟训练和信息管理系统，正在建设

国家消防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引进应用了边消警部队研发的 65 个业

务系统，建成了网络教学综合平台，已有 230 多门课程实现了网上教学，

初步实现了院校教学与部队训练同步、同质。我们正在积极开展微课等新

型教学资源建设，计划将主干课程全部建成网络课程，今年全国多媒体课

件大赛微课组共评出 17 门一等奖，其中我院有 3 门；我们正在加快推进

网络学院建设，积极构建慕课在线学习体系，努力实现学院与部队优质教

育资源的共享共用。 

尊敬的夏主任，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

公安部党委提出了把武警学院建设成为世界一流警察大学的奋斗目标。目

前我们正在顶层设计这一战略规划，计划通过实施“三步走”战略和九大工

程，把学院建设成为专业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高水平科学研究和

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成为国内、国际安全领域重大战略问题的国家级智库、

公安现役部队新型作战力量生成的主阵地。 

以上是我的发言，不妥之处，敬请各位领导和同仁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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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办学优势  积极服务执法合作 
打造中国与东盟等周边国家安全命运共同体 

——马金旗在中国与东盟等周边国家警察院校长论坛上的讲话 

（2016 年 3 月 28 日）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好！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成立于 1981 年，是公安部部属

现役高等院校，主要为公安边防、消防、警卫部队培养指挥管理和专业技

术警官，培训军师职干部和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承担着中国维和警察、维

和警察防暴队、驻外警务联络官和外籍警察培训任务。学院位于河北省廊

坊市，占地面积 1500 余亩，建筑面积 40 余万平方米，现有教学科研人

员 700 余人，学生 6000 余人。下面，我就会议主题，与大家进行交流。 

一、坚持“三位一体”引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3 月 23 日，习近平主席视察国防大学时指出：要深化院校改革，健

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效益。近年来，学院认真

践行强军目标，着力构建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三

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并坚持以“三位一体”统领改革、引领发

展，成效明显。一是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围绕提升学员专业核心能力

这条主线，构建了 1 个主体方案和思想政治素质、人文素质、科研创新素

质、军事体能与专业技能、军人作风与部队管理能力等 5 个辅助方案，构

成的“1+5”多维立体式人才培养模式，突出了宽口径培养、实战化教学、

全方位育人等培养要素，实现了“课程、论文、活动”三位一体，“自学、指

导、实践”三位一体，“学术能力培养、任职能力培养、创新能力培养”三位

一体。2016 年，学院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修订，丰富了学历教育与任

职教育相融合的培养模式内涵、引入了在线教育与课堂教学相支撑的知识

获取方式、构建了认证考试和课程考试相衔接的能力考核模式、建立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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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学位与辅修学位相结合的学历激励机制、搭建了必修教育和自主学训相

协同的能力提升平台，人才培养特色更加鲜明。二是推进教学方法改革。

引导教师从传统灌输式的应试教育思维中走出来，自觉主动地尝试运用案

例式、研讨式等先进教学方法，开展模拟仿真教学、网络在线教学和“翻

转课堂”混合式教学，引进开发 50 余门慕课课程，推广小班教学、分级

教学。去年，学院开展了课堂教学质量提升活动，80%的教师积极参与，

课堂教学效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是推进实战化教学训练改革。坚

持把战斗力标准贯穿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坚持军人基础训练、专业核心能

力训练、岗位任职能力训练递进升级，认识实习、调研实习、专业实习、

毕业实习系统衔接，课程实验、科技创新、社会实践有机融合，不断优化

以能力生成为主线的实践教学体系。创造近似实战的训练环境，开展对抗

训练、综合演练、技能比武等练兵活动，形成了“火凤凰杯”“励剑”等

实战化训练品牌。坚持教学训练与执行重大任务相结合，组织学员圆满完

成了“9·3”阅兵、APEC 峰会、博鳌亚洲论坛等多项重大安保任务，使

学员在遂行重大任务中砥砺能力、提升素质、增长才干。四是坚持用信息

化主导教学训练。学院作为财政部确定的武警部队院校信息化建设唯一试

点单位，先后投入 1.5 亿元，构建了互联网、公安网、校园网“三网并行”

的网络格局，建设了模拟演练中心、综合实战指挥中心等一大批先进模拟

训练设施，自主研发、引进应用 90 余项实战训练系统和业务应用系统，

推进院校、部队联教联训联演，使学生置身于部队执勤执法训练作战环境

中，练指挥、练谋略、练技能、练战法，有效提升了学生的信息素养和信

息化条件下指挥作战能力。五是坚持用国际化提升教学品质。立足专业领

域，面向欧美和周边发达国家，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学院先后与美国、俄

罗斯、法国、意大利、韩国等国家的 20 余所同类院校或研究机构，建立

务实稳定的合作关系，开展互派教师讲学、互换图书资料、学术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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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引进办学理念、名师名家、图书教材等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实施“海

外名师进校园计划”，一大批专业领域知名学者或实战部门领导专家，来

院讲学交流、指导演练等，有效提升了教育教学的国际化品质。定期举办

国际移民管理能力建设、消防科学与技术、联合国维和警察“战略指南框

架”行动主题研讨会等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扩大国际学术影响。六是坚

持用标准化提升管理水平。全面建立校级标准，建设了涵盖课堂教学质量

评价、实战实训教学质量评价、教学训练保障标准、教学训练安全标准等

全方位、全环节、全过程的标准和评价体系。努力对接行业标准，将课程

教学与专业岗位资质认证有机衔接，有力促进我国行业标准向国际行业标

准的推广和跨越。坚持推行国家标准，以优异成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

作水平评估，重点学科、特色专业和国家级精品课程评估，重点实验室和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专项评估，消防专业实验教学中心获批国家级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积极引入国际标准，2011 年学院取得了美国心脏协会 AHA

（心脏复苏）国际培训资质，2012 年学院以优异成绩通过联合国维和警

察派遣前培训课程认证，我国成为亚洲第 1 个通过此项认证的国家，标志

着学院维和警察培训水平已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二、坚持服务国际执法合作，提升外警培训质量 

学院坚持服务国家整体外交、服务公安国际执法合作，开展外警培训

工作，2003 年以来，已经培训了上合、东盟、欧洲、非洲等 50 多个国家

（地区）的 600 余名警察，为国际执法安全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

2015 年，学院面向东盟国家，先后承办了“东盟国家出入境管理与证件

鉴别培训班”、“东盟国家维和警察培训班”、“缅甸能源安全研修班”、“越

南公安部警卫培训班”等 4 期培训项目，培训效果良好。一是依托优势学

科开发培训项目。经过 35 年的建设发展，学院在国内率先创办并发展了

公安边防、消防、警卫、维和学科专业体系，开设 19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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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个本科专业，其中 5 个学科为省级重点学科，7 个专业为国家级、省

部级特色专业。依托学科专业优势，开发了出入境边防检查、边境管理、

移民管理、警务战术、重特大火灾预防与扑救、应急救援、要人警卫、大

型活动安保、反恐处突、维和防暴、能源安全等 10 余个外警培训项目，

理念先进、内容科学、对接实战、反响良好。二是依托精品课程开发培训

课程。学院共建成国家级精品课程和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9 门，省部级精品

课程 29 门。编写 12 部国家级规划教材，38 部省部级规划教材。依托这

些优质课程教材资源，我们科学构建外警培训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开发

了《出入境证件防伪技术》《油气管道灭火救援指挥》《大型活动安保》

《团队精神培养》等 50 余门课程或教学专题，其中《平民保护》《大型

人群控制》等课程已经通过联合国认证，达到了国际标准，得到了参训学

员的普遍好评。三是依托科研成果深化教学内容。近五年，学院共承担省

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261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21 项，8 项成果获奖。我

们坚持学术主导培训的工作理念，优选学术科研成果转化为外警培训教学

效益，强化了外训教学的学术性和研究性，确保了培训内容的先进性和吸

引力。四是组建教学团队确保授课质量。根据培训任务需要，每门课程组

建一个教学团队，集体备课，严把质量关，优先选用省部级以上教学名师、

高职教授、学科带头人、海归博士或国家级课题负责人担任外警培训授课

任务，确保培训内容在所属学科领域的前沿性。邀请外交部、总参谋部、

公安部机关领导专家授课，既有对国际关系、警务执法合作的权威解读，

又有对专业领域政策法规的深度剖析。邀请部队知名专家、学院兼职教授

和研究生导师等部队一线专家为培训学员授课交流，实现培训内容与实际

工作的无缝对接。五是强化实践教学提升培训实效。学院在全国各省边防、

消防、警卫部队建有 100 余个实践教学基地，很好地满足了外警培训实

践教学的需要。出入境管理与证件鉴别类培训班，我们组织参训学员赴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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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出入境边检总站、江苏公安边防总队等业务部门参观考察。要人警卫类

培训班，我们组织学员赴北京 APEC 会议中心、天津达沃斯论坛等实战

部门进行业务交流。能源安全类研修班，我们组织学员赴北京中石油集团

总公司、上海中石油分公司、新奥集团等油气单位进行实地业务交流，有

效提升了培训效果。 

第三，坚持亲诚惠容外交理念，打造中国与东盟等周边国家安全命运

共同体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从未像现在这样紧密联系、相互

依靠，单靠本国力量很难达到维护安全的目标，必须与相关国家、相关方

面携手共进，方能实现。习近平主席指出“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

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

行”。中国与东盟等周边国家山水相连，传统友谊源远流长，特别是“一

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又将我们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打造安全命运共

同体，就需要相关国家的警察部门要树立总体安全观，既要做好本国的执

法管理工作，也要关心协助相关国家的执法管理工作，不能把视野局限于

本国安全问题，而要更加注重研究和解决相关国家、相关方面，共同关注

的、引起共鸣的、彼此关切的、产生联动效应的安全问题，形成本国与相

关国家、相关方面在安全上的互动、互联机制，建立安全命运共同体。特

别是邻国间，更应该珍惜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价值，通过面对面、手拉手、

心连心的真诚、务实、长久的合作，方能推动实现共同的长治久安。 

各位同仁，各位朋友，今天的会议，汇聚了来自东盟和尼泊尔等 11

国负责警察培训事务的主管机构负责人和警察院校长，我认为本次会议的

顺利召开，就充分说明了区域安全命运共同体和执法培训合作的重要性和

巨大发展空间。今后，武警学院将进一步挖掘办学资源，培育办学优势，

并愿意在国际执法培训合作工作中，承担更重要的任务，发挥更重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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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真诚期待能够利用这次机会，与各方加强交流，

增进了解，开展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国与东盟等周边国家警察教育事业

的美好未来！我也真诚邀请各位院校长到廊坊、到武警学院考察交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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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内涵发展 突出质量主线  
深入推进消防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马金旗在 2016 年消防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年会上的致辞 

（2016 年 10 月 21 日） 

尊敬的杨校长，各位委员，各位同事： 

大家上午好！四面八方风韵悠,南山秦岭竟深秋。今天，国内

消防工程专业领域的各位专家学者齐聚在雁塔之南、曲江之畔，

共商发展大计，展望美好未来。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消防工程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向各位委员、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

诚挚的问候！特别要对西安科技大学杨更社校长亲临年会，表示

衷心的感谢！ 

新中国的消防教育事业起步于 1956 年，第一个消防专业队

和消防教研室是沈阳民警干校组建。1957 年，宋光积等 25位有

志青年为了新中国的消防事业，远赴万里之外的俄罗斯列宁格勒

消防技术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国立消防大学求学深造，

为共和国消防教育事业和消防部队建设播下了生生不息的火种。

60 年来，消防教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筚路蓝缕，薪火相

传。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消防工程专业

人才的迫切需求，在教育部、公安部以及武警学院的大力支持下，

一批办学实力较强的高校相继开设了消防工程专业或其它消防

专业，截止目前，共有 15 所院校开办了消防工程专业，进一步

丰富了人才培养类型，促进了专业教育发展。2013 年 10 月，经

教育部、公安部批准，消防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为我

们搭建了交流合作的平台。通过几年来的携手共建，消防工程专

业体系日臻完善，建设水平日益提高，人才培养水平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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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合格人才，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保卫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我国消防专业力量相对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据统计，全国现有公

安现役消防官兵 17万余人，专职消防队员 17万余人，消防员占全国人口

的 0.25‰，远低于发达国家 10‰至 15‰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 5‰

的水平。其中，全国消防监督人员仅有 2.5 万人，人均监管 2200 个社会

单位。2015 年中央批准了公安工作“1+3”总体改革方案，其中明确提出

消防队伍建设要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严峻的火灾风险防控形势，艰巨的

公共消防安全监管责任，迫切需要大量高水平的消防工程专业人才快速涌

现。消防工程专业所担负的人才培养的任务、学科发展的任务、科学研究

的任务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越来越繁重艰巨。但这也为我国消防

工程专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特别是 2015 年 10 月，国

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国家“双

一流”发展战略全面启动，消防工程专业作为一个以服务国家安全战略、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根本使命的专业，我们有理由有责任，把它建成

品质更高、服务能力更强、影响力更大、国际化水平更高的一流专业，我

想这就是我们消防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任务使命。在此，我提几点

想法，与大家探讨。 

一、坚持内涵发展，提升专业建设品质 

内涵发展、提升品质是消防工程专业建设的根本之路、生命之路。武

警学院消防工程专业自开办以来，牢固树立质量中心意识，不断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特别是 2010 年以来，构建了 1 个主体方案与 5 个辅助培养方

案紧密衔接的“1+5”人才培养模式，先后为公安消防部队输送了 6500 余

名高素质合格人才。目前，该专业已建成国家级特色专业、河北省专业综

合改革试点专业。建成《消防燃烧学》《灭火战术》《工业企业防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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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调查》4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高校学生消防安全教育》1门国

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消防专业实验中心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消

防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为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火灾勘查实验

教学中心为河北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灭火救援技术重点实验室为公安部

重点实验室，与上海消防研究所、沈阳消防研究所正在联合申建国家工程

实验室。各成员单位也都取得了引以为傲的建设成果，但我觉得，作为一

个新兴专业，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专业，我们理应做得更好。消防工程

专业教指委今后，一是加强专业建设的顶层设计。秉持包容、开

放、共享理念，共同研究制定专业建设的发展规划、建设标准，

对全国专业设置进行科学布局，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举措。二

是积极推动消防工程专业优质资源共享机制建设。探索建立人才

联合培养机制、高水平实验室共建共享机制和慕课教育联盟。聚

焦火灾风险评估、消防材料学等消防领域重大理论问题和关键技

术，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在高端科研成果培育等方面，不断深化

合作，强化资源共享，增强原始创新能力。三是积极推进教育教

学综合改革。消防工程是一个实践性较强的特殊专业，要不断提

高专业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就必须坚持以能力培养为核心，

以信息技术推动人才培养和教育训练模式改革，加强工程实践和

实验实习，广泛运用案例研讨、现场实训等教学方法，构建满足

任职岗位需求的“实战化”教学训练体系。改革和创新是消防工

程建设走向优秀的根本出路。 

二、坚持特色发展，打造专业核心竞争力 

消防工程专业教指委成员单位来自不同的院校，所开办的消防工程专

业具有不同的服务面向，根植于不同的沃土之中，在建立、成长、发展的

过程中，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色，这正是我们所希望和提倡的。武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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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安现役部队的最高学府，在办学体制、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教育管

理、校园文化等方面，逐步发展形成了系统完整的特色体系。这个特色是

武警学院的特殊符号，并不一定适合其他院校。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特

色发展理念，各个学校要进一步强化自身特色优势，在遵循参照消防工程

专业国家标准的前提下，紧紧围绕人才服务面向，不断传承特色、挖掘特

色、发展特色，探索建立独具特色的质量标准、课程体系和发展模式，形

成自己独特的人才培养目标、教育教学模式和专业发展道路。我们要注重

汇聚不同院校的特色优势，充分总结专业建设发展成果，共同开展消防工

程专业历史成果、办学特色、发展趋势的改革研究，形成我国消防工程教

育的百花园，在世界专业领域内形成影响力强、可复制推广的建设

改革经验，为制（修）订消防工程专业国家标准提供理论支撑。 

三、坚持对标建标，共同建设一流质量标准 

质量标准是衡量专业建设水平和品质的重要指标。近年来，武警学院

牢固树立质量意识，在质量标准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探索，创

新校级标准，对接国家标准，接轨国际标准。在消防岗位资格考试、公安

部消防标准委员会出台和实施的系列标准规范等方面，主动对接行业标准；

在接受教育部评估、学科专业精品课程建设、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等，全面

使用国家标准；在专业教学中，引进了美国 AHA 心肺复苏培训、美国 CMC

绳索救援技术等，努力接轨国际标准。今年，中国顺利成为《华盛顿协议》

第 18 个正式成员国，标志着中国工程教育正式对接了美英体系的工程教

育国际联盟，为我国消防工程专业全面对接国际标准，走向世界也提供了

机遇和空间。目前，消防工程专业的标准化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国际标

准尚未建立完善，我们应当抢抓机遇，一方面，要充分借鉴工程教育的有

益经验，加强消防工程专业在工程教育认证方面的研究探索，共同开展专

业质量标准体系的研究与建设工作，在课程体系、培养模式、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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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障等方面与世界消防工程教育全方位交流对接。另一方面，要紧紧

围绕把消防工程专业打造成为世界一流专业的目标，合作开展消防工程教

育质量标准研究，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人才培养规格、专业建设、课程建

设、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等质量标准体系，增强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力

争早日通过国际工程教育认证。 

四、坚持开放办学，共同推进国际化进程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不可阻挡的发展大势，提升国际竞争力必然要走

国际化的道路。消防工程专业作为全球通用造福全人类的工程专业，受到

世界各国同行的高度关注，各国都开展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消防教育体系。

武警学院将开放办学作为基本发展战略，把提高国际化办学水平作为建设

发展的重要抓手，与 20 余所国（境）外消防类院校建立了务实稳定的合

作关系，打造了“消防科学与技术”等国际学术品牌。特别是 2015 年，

我们举办了“世界消防大学校长论坛”，邀请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

（地区）的 23 名专家，分享了消防人才培养理念、学科专业布局、发展

历程和未来规划，在合作办学、加强交流等方面达成了诸多共识。但这种

合作还偏于浮浅，还没有真正形成人才的国际化培养、科学研究的国际化

团队以及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建设等机制。所以，我们一要站在世界消防

教育制高点，与美国马里兰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

消防大学、加拿大哥伦比亚司法学院等开设消防工程及相关专业的著名高

校开展深入合作。二要创新合作交流机制，进一步整合优质资源，改变“一

对一”的国际合作交流模式，建立成员单位广泛参与的新型国际交流合作

机制，探索建立世界消防教育发展联盟，共同打造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共

同应对消防工程领域的挑战。三要建立资源共享机制，强化专业建设合力，

实现人员、信息、条件等资源的共建共享，构建国际化的课程体系，完善

与国际接轨的人才培养模式，拓展教师的国际化视野，与境外高水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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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机构建立联合人才培养基地，提升教育教学的国际化品质。 

同志们，我们从事的是一项服务国家安全战略、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息

息相关的重要事业，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让我们携起手来，肩负起历史

责任，全面加快创建一流消防工程专业的建设步伐，培养一大批通晓国际

规则、具有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产生一批国际领先的原创性成果，

为提升我国消防安全水平贡献力量。 

最后，衷心感谢本次会议的承办单位西安科技大学、陕西消防总队，

感谢你们的辛勤付出！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来宾工作顺利，身

体健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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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新起点  聚焦新需求  担当新使命  
携手推进世界一流警察大学建设 

——马金旗在一流公安学科专业建设暨新时代公安教育发展学术研讨会 

（2021年 8月 28日） 

各位同仁、同志们： 

大家好！首先，我代表警察大学向此次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表示

热烈祝贺！今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一个国家的

高等教育体系需要有一流大学群体的支撑，一流大学群体的水平和质量决

定了高等教育体系的质量。警察教育作为我国最大规模的行业教育，办出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既是责任使命，也具有独特优势，特别是与其他类

型的普通高等教育相比，中国警察教育具有率先走向世界一流的巨大潜力。

一是我们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警察教育训练体系，35 所院校与各级民

警教育训练基地，形成相互支撑的、完整系统的教育培训格局。二是建立

了完善的教育培训制度和人才培养体系，博士、硕士、本科、专科学历教

育和在职培训等各级各类教育培训相互衔接，招录培养机制和质量保障、

教育培训管理制度体系等成熟完善。三是建立独具特色的学科专业体系，

学科学术理论成果丰硕，学术科研与公安实战相互支撑。四是具有国际化

办学的良好积累，警察院校均与国（境）外同类院校建立了务实合作机制，

搭建了国际警察教育合作论坛等平台，开展了警务硕士留学生教育、外籍

警察培训等，为构建执法安全命运共同体作出了重要贡献。下面，围绕建

设世界一流警察大学，我重点谈两个问题： 

世界一流警察大学理念和标准 

世界各国警察院校各具办学特点，但应当而且一定存在办学治校的共

识和教育评价的共同标准，这是我们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基础，个人认

为，以下五项标准能够成为世界警察教育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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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进的教育理念。警察教育要坚持价值塑造、能力提升、知识

传授三位一体，使命导引、奉献社会，德育为先、以人为本，弘扬学术、

服务实战，开放合作、追求卓越等应成为世界一流警察大学所追求的教育

理念。 

（二）卓越的人才质量。培养精英型警务人才是世界一流警察大学的

必然使命与核心价值，忠诚的政治品格、深厚的知识素养、精湛的警务技

能、强烈的创新精神、公正的执法理念、严明的纪律作风应成为卓越警务

人才的特质和内核。 

（三）高质的学术成果。警察院校应当积极承担警察文化创新、警务

科学研究、警务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安全稳定的使命。开展警务科学研究，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建设国际一流的高端创新平台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完

善的评价激励机制，培育重大原创性成果，突破关键警务技术，引领世界

警务发展，是警察大学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完成的任务。 

（四）国际化的办学品质。人类命运是一个共同体，各国警察都负有

推动世界和平、人民安全的责任，各国警察院校和培训机构应当开门办学，

共享世界警察教育领域先进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训练手段、质量标准

等优质资源，开展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学术交流合作，推进教师、

学生知识体系的国际化，助力国际警务合作。 

（五）杰出的社会贡献。世界一流警察大学必须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国

家安全治理、防范打击犯罪、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等方

面，表现出超群的影响力、辐射力、引领力和贡献力，赢得社会公认。 

二、我国创建世界一流警察大学的战略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我们要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流大学。中国特色、世界一流警察大学，要扎根中

国大地、立足公安实际，在服务国家安全战略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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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警察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发挥重要推动作用，在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和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中发挥生力军作用，赢得世界同行的广泛

认可与尊重。 

（一）建设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一是打造一流学科。以新一轮国家

学科专业目录修订为契机，按照“厘定、融合、创设”的思路，厘清公安

学、公安技术学科内涵与外延，遵循学科知识本源和建设规律，形成完整

系统、相互支持的公安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群体。同时，融合借鉴军事学、

法学、管理学等学科建设成果，聚焦国家安全、社会治理、公安工作重大

需求，凝练特色学科专业方向，创新学科增长和发展方式，推动形成文理

工兼容，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共建，理论、技术、实战贯通的新型学科支

撑体系，构建学科引领实战、支撑实战、服务实战的新格局。考虑到公安

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武装性质和实战特征，公安学科有相对独立的

理论体系，公安教育在办学体制、学科属性、培养模式等方面与其他学科

既有交叉融合，也有特色区别，建议创设安全学科门类，统筹我国相关安

全类的学科和专业，公安学科在安全学科门类下，更加有利于良好学科生

态建设，更加有利于推动公安高等教育发展。二是打造一流专业。坚持文

理渗透、融合创新，主动适应警务模式变革和行业发展新需求，坚持传承

创新、特色牵引，根据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社会治理重大需求和

行业发展新业态，以新工科、新文科建设推动传统本科专业转型升级，提

升专业建设品质。聚焦新领域和新犯罪形态，培育增设社会治理、警务装

备技术等新专业方向。坚持对标对表，以一流专业建设点专业认证为牵引，

对接国家专业建设一流标准，积极推动优势工科专业参加国际工程教育专

业认证。2018年转制以来，警察大学成功增设 10个本科专业，创办了数

据警务技术、公安政治工作等 5个新专业，建成 4个国家级、6个省级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完成了学科专业的重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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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育世界级的名师名家。一是要建强教师教官发展中心。综观

世界一流大学，都有为教师教学科研提供支持与服务的专门机构，在教师

职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世界一流警察大学必须拥有一流的教

师教官发展中心，在为教师教官职业发展提供高质量指导服务的同时，还

要成为教法训法的策源地，发挥辐射全警作用。二是要强化名师名家培育。

要对标国家各类高层次人才计划选拔标准，制定实施名师名家培养计划，

实施精准培育。要发挥各类创新平台的资源汇聚作用，为名师名家提供施

展才华、成就事业的平台，让优秀人才在承担重大任务中快速成长。三是

要提升名师名家的国际影响力。世界警界的名师名家，需要得到国际同行

的充分认可，如美籍华人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

植等。要积极选派教师参加高端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发出中国声音，提升

学术话语权。优先推荐专家学者到国际组织任职，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和国

际警务执法合作，推出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提升影响力、塑造力。今年

7 月，我校制定实施了《关于加强名师名家培育工作的实施意见》，力争培

育一批专业领域知名、领导机关认可、实战一线尊崇、同行学生景仰的名

师名家。 

（三）培养卓越警务人才。一是培养新型警务人才。当前，世界警务

模式发生深刻变革，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支撑的智能化、数字

化、网络化现代警务，正在逐步成为未来警务工作的主流模式。要主动适

应风险防控全面精准、决策指挥高效顺畅、警务数据融合共享、警种优势

合成作战、网上网下同步应对的新型警务模式，重新审视培养目标定位和

课程体系，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科技素养、互联网和数据思维等鲜明特质

的新型人才，为锻造新质警力提供有力支撑。二是培养卓越警务人才。借

鉴教育部卓越计划 2.0理念，聚焦拔尖警务人才需求，确立新的培养目标

定位，建立卓越人才培养机制，培养一批引领未来警务发展的领导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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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性、精英性人才。今年，我校制定了《警察大学卓越警务人才培养实施

方案》，全面启动卓越警务人才培养计划，将在警务指挥与战术、涉外警

务、警卫学、移民管理、网络安全与执法等专业建立人才培养实验班，对

标国内外公认的一流卓越人才培养标准体系，培养精英型拔尖创新警

务人才。 

（四）产出支撑全球安全治理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成果。建设世界一流

警察大学，既要在公安理论创新、警务关键技术研发、智库决策咨询服务

等方面发挥领头雁作用，服务国家安全和公安工作，又要有研究解决国际

警务问题的责任担当，为全球安全治理和世界和平，提供更多中国方案。

一是建强高端创新平台。瞄准建成世界一流警务研究中心的目标，对接国

家重大需求、国际警务科技前沿和热点问题，加强科研创新平台体系顶层

设计，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布局调整等有利契机，申建更多国家级、省部级

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智库等高端创新平台，以平台汇聚人才、团

队。二是提升服务全球安全治理能力。面向国际警务执法安全合作、打击

跨国跨境犯罪、反恐怖、海外利益保护等领域开展研究，依托国际合作研

究项目，联合国（境）外高校、科研院校和企业，开展警务基础理论研究、

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培育重大成果。 

（五）建设高水平开放办学体系。一是完善国内合作机制。国内合作

是融合汇聚社会优质教育资源，拓展办学空间，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

径，特别是后疫情时代，国际交流合作不畅的情况下，地位更加凸显。公

安院校要通过与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公安机关、高校、科研院所、高新

技术企业、行业协会的合作，构建支撑学校创新发展的强大资源体系。2018

年转制以来，警察大学研究制定了《关于国内合作工作布局的意见》等文

件，组建了国内合作委员会，先后与国家移民管理局、广东省公安厅等 54

家单位签署合作办学协议，在共享优质资源，共同培养人才，联合科研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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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等方面开展了务实合作，为学校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建议公安院校之

间建立更加深入、更加巩固、更加灵活、更加广泛的办学合作机制，形成

中国警察教育的强大矩阵优势。二是深化国际合作机制。在巩固国际友好

合作院校伙伴的关系的基础上，重点发展与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澜湄

执法中心等国际组织的合作关系，扩大朋友圈。推动构建世界警察教育发

展联盟等合作平台，联合开展人才培养、课程教材研发、科研攻关、教师

培训等务实合作，积极推动中国公安教育标准走出去。引进高水平外籍专

家、课程教材、训练标准等优质资源，提升教学的国际化品质。 

（六）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评价标准和平台。教育评价是检验办学

水平的重要手段，公安大学、警察大学、刑警学院等院校参加了多个轮次

的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学科评估等，取得了优异成绩，中国的教育评价

模式、标准，正在被国际社会认可、采纳，这是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警

察教育评价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此外，警察大学维和警察派遣前培训课程

通过联合国认证，我国成为亚洲第一个通过此项认证的国家，积累了宝贵

经验。目前，世界警察教育还没有建立起公认的独立评价体系，也无法进

入软科、QS 等各类大学权威排行榜前列，应重点开展专业认证和学科评

估工作，参照国际通用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从学生、培养目标、毕

业要求、持续改进、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支持条件等维度进行综合考量；

评价组织者既可以是警察院校，也可以成立世界警察教育联盟等智库，也

可以委托第三方教育评估机构来进行，通过实践检验，不断提升评价标准

的影响力和公认度。开展世界警察教育评价，既是中国警察教育走向世界

一流的基础保证，也是推动世界警察教育协同发展、共同成长的有效方法，

我们应当抓住机遇，全力推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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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一流公安本科教育，携手共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警察大
学 

——张平在全国公安教育改革前沿论坛暨公安院校主要领导论坛上的讲话 

（2018 年 10 月 12 日）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在全国人民刚刚欢度完国庆的美好时刻，我们迎来了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建校 70周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是公安高等教育的龙头院校，历经 70

年的建设发展，已经发展成为全国开办最早、学科专业最齐全、办学规模

最大、教育层次最完备的公安高等教育体系。借此机会，我代表中国人民

警察大学全体师生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致以崇高敬意，向全校师生表示热

烈祝贺！ 

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不断推进，公安高等教育

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警察大学，成为

新时代赋予公安院校的历史使命。下面，就我校建设一流警察大学的思考

和实践，和同志们作一交流。 

一、坚持立德树人，着力铸牢忠诚警魂 

习总书记强调：“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

标准，做到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公安院校承担着培养公安事

业优秀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任务，习总书记提出的“四句话、十六

字”根本要求，是公安院校人才培养的总目标。公安院校必须毫不动摇地

坚持“公安姓党”的根本政治属性，认真贯彻落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

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把忠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各环节、全过程，构建

具有公安院校特色的“三全育人”体系。 

我校始终把政治建校放在首位，把熔铸警魂作为第一战略工程，坚持

改革创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一是打牢思想根基。全校师生牢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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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四个意识”，不断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毫不动

摇的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导权、话语权，校领导带头把方

向、抓导向、管阵地、强队伍，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坚决做到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公开言论守规矩，旗帜鲜明

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二是开发特色课程。根据警察职业特点，积极

开发建设《习近平建警治警思想》等特色新课程，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调整为《思想道德修养与警察职业道德》，突出警察职业道德教

育。三是深化思政课程教学改革。印发《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的实施意见》，以推行专题式授课模式为重点，全面推进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改革。四是强化课程思政、专业思政作用。坚持在每节课教案

中设置教书育人环节设计，引导教师制定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做

到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人人讲育人。五是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将忠诚教育、警察职业道德教育、廉政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制定实

施《思想政治素质辅助人才培养方案》，坚持每周五下午党团日和思想政

治教育制度，将《形势与政策》设为各专业必修课程，考核成绩纳入课程

学分，引进《形势与政策》慕课资源，坚持每学期更新课程内容，推行专

题讲座与线上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二、坚持内涵式发展，努力打造一流本科教学 

6 月 21 日召开的新时代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坚持“以

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教育，

这为高等学校实现内涵式发展开出了发展良方。高校各项工作要紧紧围绕

人才培养这个唯一中心，引导学生刻苦读书学习，引导教师潜心教书育人，

切实把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和本科教育的基础地位落到实处。作为办学规

模最大的行业类高校，公安院校必须把坚决落实人才培养中心地位作为中

国特色、世界一流警察大学建设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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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关键在课堂。我校始终坚持“课程、论文、活动”

三位一体的培养理念，打造“教、学、练、战”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突

出“全要素培养、全方位育人、全能力发展”的人才培养特色，把加强课

堂教学内涵建设作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突破口，持续推进课堂革命，改

革成果先后荣获公安高等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和河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一是持续推进教学方法改革。从 2015 年开始，持续开展“大力推进教学

方法改革，全面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活动，以推进发现式、探究式学习为

目标，推动案例式、研讨式等先进教学方法普遍进课堂，推动课堂教学由

知识传授向培养思维、生成能力根本性转变。二是全力推动课程内容更新。

2016年，在原教学大纲的基础上，每门课程制定《课程标准》，除常规教

学内容外，增加了自学内容和拓展内容，明确了教与学的标准。改革课程

标准管理模式，建成了课程标准管理系统，建立了教学内容常态化更新机

制，实现了教学内容及时更新、动态查询，确保了教学内容的鲜活性。三

是同步开展教师执教能力建设。三年来，先后举办了案例教学、微课制作

等专项培训 10 余次，每年举办微课教学比赛，定期举办教学比武和示范

观摩活动，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举办“教学方法与教学艺术研修班”，聘

请 12 名国家级教学名师来校开展示范教学或专题授课，组织全体教师、

教学管理干部观摩听课，先后选派 260 余名教师赴校外参加各类教学培

训，为课堂教学内涵建设提供了支撑。四是同步实施课程考核改革。按照

教、学、考协同改革、同频共振的思路，2015年开始，我校推动课程考核

从考知识向考能力转变，从结果性考核向形成性考核转变，考核理念从“学

为考”服务转变为“考为学”服务。经过三年建设，70%左右的课程采用

了论文考核、开卷考核、半开卷考核、口试、成果性考核、实操考核，近

50%的课程取消了闭卷考试，基本建成了以能力考核为核心的新型课程考

核体系。教法考法改革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信息检索能力、阅读能

155



力、学术写作能力成为学生的基本要求，为此我校专门增设《信息检索与

学术写作》通修课程。 

上述措施，与教育部提出的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合理增加课

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淘汰“水课”，打造“金课”的要求一脉相承；

与推动课堂革命，广泛开展探究式、个性化、参与式教学，推广翻转

课堂、混合式教学等新型教学模式，把沉默单向的课堂变成碰撞思想、

启迪智慧的互动场所，让学生主动地“坐到前排来、把头抬起来、提

出问题来”等要求高度契合。 

三、坚持信息引领，全面加速教育训练模式深度变革 

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教育现代化。“互联网+教育”打破了传统教育的

时空界限和学校围墙，引发了教育教学模式的革命性变化，信息技术与教

育教学深度融合已经上升到我国高等教育“变轨超车”的战略高度。2018

年 4月教育部发布的《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提出，高等教育将全面

推进“互联网+教育”，努力构建“互联网+”条件下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公安院校应站在时代前沿，紧跟高等教育发展脉搏，建设“公安网+教育”

“互联网+教育”大平台，建成服务全警的全员全时全域学习平台，建立

全警优质课程共享共建共用机制，加速警务教育训练模式变革。 

我校作为武警部队院校信息化建设唯一试点单位，从 2011 年开始，

全力加速教学信息化建设，累计投入 2.15 亿元，建成了覆盖全体师生、

教学训练全过程的教学信息系统。2017年，“3+1智慧教学体系”被教育

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评为 2017 年智慧教学试点项目。一是搭建基础服务

平台。建成综合实战指挥中心、模拟演练中心、云数据中心等信息基础设

施，建成以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公共数据平台、模拟训练公共平台和一体

化门户为主的信息服务支撑体系，为教育训练模式变革提供了信息化环境

支撑。二是建成教学管理系统。自主研发教育教学信息系统，系统包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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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务、研究生教育、教学保障、科研管理、继续教育、进修培训 6个业

务子系统，在一体化设计、精确化排课、个性化课表和统一化资源管理方

面特色鲜明。建成教学管理指挥系统，统一管理 150间集课程云录播、在

线巡课、数字化广播、电子刷卡考勤、教室电子设备集中管控于一体的智

慧教室，实现了网上听评课和在线巡课，创新了教学管理模式，提升了教

学管理水平。三是建成在线教学平台。建成“慕课网络教学平台”，引进

应用 100余门在线通识课程，自建 9门特色慕课课程。依托教学管理指挥

系统，全校所有课程通过云录播和直播自动形成数字化资源，为学生跨专

业、全天候学习提供了支撑。建成通用在线考试系统、英语在线考试系统

等在线考核系统，提升了考核工作效率。四是探索混合式教学。依托在线

教学平台，120余门次课程开展翻转课堂等混合式教学，每学期在线修学

分人数超过 5000 人次。自主建设的《消防燃烧学》《灭火战术》《绳索救

助技术》等 3 门课程分别在中国大学 MOOC 和学堂在线平台上线，累计 2

万余人在线学习。 

四、坚持战斗力标准，全面加强实战化教学 

实战化教学是警务人才培养的根本标准、最高标准。公安院校实战化

教学应源于实战、为了实战、高于实战，切实把实战化要求、战斗力标准

贯彻到教育教学全过程，完善“教、学、练、战”一体化培养模式，促进

专业教学与警务实战“零距离”无缝衔接。加强实战化教学，应着眼于学

生实战能力培养，科学把握智能、体能和技能训练的内在逻辑关系，以体

能为基础，以技能为核心，以智能为重点，全方位锻造人才，避免片面强

调技能培养。 

近年来，我校从四方面入手加强实战化教学。一是狠抓学生基础体能。

2015 年，率先建立体能技能年度达标制度，每年对全体在校学员开展体

能技能年度达标考核，年度考核成绩与学生评优评先、毕业、学员队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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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先挂钩。通过该制度，开展体能技能训练成为每名学生的自觉行动，学

生基础体能素质逐年提升。二是组织技能比武。2016版人才培养方案，增

设实践活动周，每年春季学期集中组织开展“精武杯”技能比武，每年有

3000 余人次参加比武。三是推行实验实训虚拟仿真教学。探索虚实结合

的教学训练新模式，引进 75项业务应用系统，自主研发 16个虚拟仿真训

练系统，每年 1.5万余人次开展模拟演练、仿真训练，有效解决了部分训

练课目风险高、成本大、污染严重的问题。我校消防虚拟仿真中心被评为

国家级消防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四是开展专业综合演练。从 2010 年

开始，每年组织毕业生开展为期 3 周的专业综合演练，形成了边防“砺

剑”、消防“浴火”、警卫“刀锋”、维和“蓝盔”等实战化训练品牌。演

练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为目标，通过创设近似真实的

执勤执法和作战指挥任务环境，采用模拟仿真和实战演练相结合的方式，

由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自导、自演、自训，成为检验毕业学生岗

位任职能力的重要关口。实施跨专业综合演练，与公安机关联合开展演练，

邀请国内外实战部门专家指导演练。我校专业综合演练教学模式研究与实

践成果荣获河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民公安

报》《新华网》《光明网》等媒体进行了报道。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9 月 10 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为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贯彻落实

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的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公安院校重要政

治任务。武警学院转制为警察大学后，服务面向由边、消、警、维，拓展

为全国公安机关、全体人民警察，侧重移民管理、出入境检查、涉外警务、

警卫等专业人才培养以及外警、维和警队和相关警种民警培训等领域，我

们将坚持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国际化的世界一流警察大学”的办学目

标，按照“现代化教学、实战化训练、信息化主导、国际化引领”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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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努力为公安机关培养更多高素质新型警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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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时代一流本科教育，培养新型警务人才的警大实践 
——张平在广东警官学院建校 70周年校庆上的讲话 

（2019年 11月 16日） 

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不断推进，公安高等教育

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聚焦新时代一流本科教育，培养新型警务人才，

成为新时代赋予公安院校的历史使命。下面，就这一方面的警大实践，和

同志们作一交流。 

一、聚焦新型警务人才，突出人才培养特色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简称警察大学），前身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学院。2018 年 9 月，根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以及公安现役部队改革总体

部署，改革转制为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同时加挂“公安部国际执法合作学

院”和“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牌子，原公安边防部队高等专科学校并

入我校，现有廊坊、广州两个校区，占地面积 1732 亩。我校办学体制由

公安现役制转为警察职业制后，服务面向、办学机制、管理方式都发生了

根本性变革。为高起点、高标准做好办学顶层规划，2018年上半年，我们

先后组织召开专题论证 30余次，邀请部机关、地方公安机关、公安院校、

军队院校的领导专家来校，就学校办学定位开展研讨，并广泛征求了部业

务局、全国公安机关、相关警种、部属公安院校的意见建议，明确了学校

的办学定位：继续把建成有特色、高水平、国际化的世界一流警察大学作

为警察大学的总体发展目标，努力把警察大学打造成为新型警务人才和新

质警力培养基地、公安创新能力建设高端平台、安全领域重大战略问题国

家级智库和国际执法合作交流主阵地。围绕新型警务人才培养，主要突出

3大特色，第一个特色是突出国际化。国际化是警察大学最突出的本质特

征。有四个标志：一是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设在警察大学，面向联合国

维和事业，开展维和学研究生教育，开展维和警察、常备维和警队、警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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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官和海外安保力量培训工作，并建成亚洲区域性维和培训中心。二是

公安部国际执法合作学院设在警察大学，面向世界警察队伍，构建“培训、

人脉、情报”三位一体新时代中国特色外警培训工作体系。三是发展海外

安全管理事业，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四是积极探索

开办留学生教育。第二个特色是突出科技化。新型警务人才和新质警力就

是在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开展警务工作能力，其核心就是基于警务大数

据、智慧警务、人工智能等现代高科技及装备，提升公安机关预测预警、

精确打击和精准管理能力。这是我们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的逻辑

起点和最终实现目标，有两层含义：一是瞄准公安工作、公安队伍的新要

求、新发展，根据新时代公安工作需求，积极增设新学科、新专业；二是

改革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增加人才培养中科学技术含量。第三个特色是突

出实战化。实战化教学是警务人才培养的根本标准、最高标准。实战化教

学就是用实战的标准组织开展教学训练工作。有四层含义。一是一切源于

实战。课程与课目设置、教学内容、想定作业、案例战例都来自实战一线。

二是一切为了实战。训练大纲标准、成绩、结果评价都要用实战标准来衡

量、来检验。三是一切先于实战。实战素材丰富多彩，实战经验千差万别，

有国内有国外，有先进有落后，所以院校教育的优势就在于综合实战经验，

开发经典战例，挖掘普遍规律，探究发展趋势，要走在真战的前面，并且

指导真战。四是一切高于实战。院校最大的优势是教学科研成果的集聚，

掌握着最先进的理论、战法等成果，要注意把院校作为科研成果转化的试

验场、转化场，作为战斗力生成的第一战场，把新理论、新战法、新装备，

第一时间应用在院校教学训练中，实现引领实战部门。 

二、聚焦公安新兴学科领域，推动学科专业转型 

今年 5 月，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同时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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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要坚持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大力推进公安工

作现代化和公安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打造“四个铁一般”

公安铁军。这为公安院校做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面对新的时代背景，面对新的发展需求，面对更加艰巨的使

命任务，公安院校要及时推动学科专业转型，大力发展新兴学科领域，努

力培养满足新时代公安工作需求的新型警务人才。 

在警察大学发展转型的这一年多时间，我们始终坚持聚焦公安新兴学

科领域，积极推动学科专业转型。一是积极申办新专业。今年 3月份，学

校获批设置公安情报学、警务指挥与战术、网络安全与执法、移民管理、

出入境管理、公安政治工作、数据警务技术等 7个本科专业，今年全部实

现招生。今年 7月份我校向教育部申报了涉外警务、海外安全管理 2个本

科专业，明年 3 月教育部将公布审批结果。这些专业中，聚焦政治建警，

我们开办公安政治工作本科专业，主要是为公安机关培养新时代公安政治

工作专门人才；聚焦科技兴警，我们开办网络安全与执法和数据警务技术

2个专业，为公安机关实施大数据战略、智慧警务战略提供高素质复合型

专门人才支撑。二是全面优化完善人才培养方案。2018 年 6 月以来，学

校成立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工作专班，严格遵循《本科专业公安类、公安技

术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对 9 个公安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系统修

订，按照培养新型警务人才要求，对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进行了重构，所

有专业统一规划开设了法律、公安理论与警察素养、公安实战技能等公安

基础课程，以特色为导向设置了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新版人才培养方案

从 2019 级新生开始执行，在校其他年级学生并轨执行。新版培养方案课

程体系了 3大特点，第一是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更加突出新型警务人才。所

有专业均设置“公安信息化与大数据”课程，培养学生在情报引领、数据

支撑条件下情报、指挥、行动一体化警务能力。第二是课程设置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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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科技化、实战化特色。设置大学外语、警务外语、专业外语、特

色专题外语等系列外语课程，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外语教学“四

年不断线”、外语教学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增强学生的外语应用能力。

针对“金课”建设对学生思维培养和能力培养的新要求，开设了“信息检

索与学术写作”“校园安全与紧急救护”等特色课程。第三是突出警务特

色课程体系建设。面向所有学生开设“习近平建警治警思想”特色课程，

增设“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智慧新警务与警务模式创新”“暴恐犯罪预

防与应急处置”等紧跟警务前沿的专题系列讲座。 

三、聚焦课堂革命，打造警大金课。 

2018 年 6 月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后，本科教

育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本为本”“四个回归”已成为教育战线广泛

共识，振兴本科教育攻坚战全面打响。11月初，教育部刚刚发布《关于一

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对建设线上、线下、混合式、虚拟仿真和

社会实践等 5种金课进行了具体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当前，全面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已深入到课堂，兴起一场“课堂革命”势在必行，公安院校

要积极行动起来，按照“两性一度”金课标准，增加课程难度、深度，着

力淘汰水课，打造金课，全面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关键在课堂。我校始终坚持“课程、论文、活动”

三位一体的培养理念，打造“教、学、练、战”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突

出“全要素培养、全方位育人、全能力发展”的人才培养特色，把加强课

堂教学内涵建设作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突破口，持续推进课堂革命，改

革成果先后荣获公安高等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和河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一是持续推进教学方法改革。从 2015 年开始，持续开展“大力推进教学

方法改革，全面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活动，以推进发现式、探究式学习为

目标，推动案例式、研讨式等先进教学方法普遍进课堂，推动课堂教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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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传授向培养思维、生成能力根本性转变。二是全力推动课程内容更新。

2016 年，在原教学大纲的基础上，每门课程制定《课程标准》，除常规教

学内容外，增加了自学内容和拓展内容，明确了教与学的标准。改革课程

标准管理模式，建成了课程标准管理系统，建立了教学内容常态化更新机

制，实现了教学内容及时更新、动态查询，确保了教学内容的鲜活性。三

是同步实施课程考核改革。按照教、学、考协同改革、同频共振的思路，

2015 年开始，我校推动课程考核从考知识向考能力转变，从结果性考核

向形成性考核转变，考核理念从“学为考”服务转变为“考为学”服务。

经过 4 年建设，70%左右的课程采用了论文考核、开卷考核、半开卷考核、

口试、成果性考核、实操考核，近 50%的课程取消了闭卷考试，基本建成

了以能力考核为核心的新型课程考核体系。四是积极发展在线教育。2019

年建成“学在警大”手机 APP 移动教学平台，建成河北省级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 12 门，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 门。依托教学管理指挥系统，

全校所有课程通过云录播和直播自动形成数字化资源，为学生跨专业、全

天候学习提供了支撑。建成通用在线考试系统、英语在线考试系统等在线

考核系统，提升了考核工作效率。每学期 120 余门次课程开展翻转课堂

等混合式教学，每学期在线修学分人数超过 5000 人次。 

四、聚焦教育服务体系重塑，构建现代化教育治理体系 

刚刚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作出了重大部署，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在这一背景下，

公安院校要完成好培养公安事业优秀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一使命任务，

尤其应当完善大学治理体系，大力提升现代化教育治理能力，确保制度有

效实施、有效运行，实现教育教学内涵式发展。 

从 2011 年开始，警察大学坚持对教学信息化的持续投入，建成了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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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份认证平台、网上办事大厅、数据中心、教学大数据平台、综合移动

智慧校园平台、“学在警大”移动教学平台，升级建设了新一代移动化教

务管理系统，并实现了系统互联、数据互通，实现了对教学、管理、服务、

决策一体化服务和系统化支撑，积极打造现代化、高效运行的教学管理服

务体系，大胆探索现代化教育治理体系，增强教学管的创造性、创新性，

深度推进教育教学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变革和数字化创新。一是全面推

进“互联网+”教育管理服务模式落地。依托网上办事大厅和一表通系统，

上线教学经费、教学报修、学生请假等教务办事服务 50 余个，教学管理

事项基本实现“网上办、一次办、马上办”，将师生从“各种表、到处找、

反复跑”中解脱出来，进一步促进师生精力向教学集中，学生精力向学生

集中。二是全面提升移动化、便捷化。依托综合移动智慧校园平台，全面

升级本科教务管理系统，面向师生开发移动教务，推动通过手机完成查成

绩、查课表、填报任务、听课测评等教务业务，提高教务工作的移动化和

便捷化。三是建立数据支撑的管理决策模式。依托教学大数据平台，建设

了课堂教学质量、教学日常状态、学生学习状态与效果等方面的大数据分

析主题，向师生个人、队干部、教学管理者、各级领导推送大数据报告，

通过数据驱动提高的服务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四是加快推进教学管理规章

制度系统重塑。结合改革转制过程的办学体制调整需求和现代化教育制度

体系建设需求，集中开展教学管理规整制度系统修订工作，完成了《本科

生学籍管理规定》等 10 余个规章制度的修订工作，其余 40 余制度正在

修订中，正在逐步形成以警察大学章程为基础，由教学运行、学籍管理、

毕业学位、条件建设和教学保障组成的新型教学管理规章制度体系。 

武警学院转制为警察大学后，经过 1年多的探索实践，教育教学“四

梁八柱”基本搭建完成，下一步，教育教学的重点工作将由夯基垒台、立

柱架梁转到全面推进内涵建设、加速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上来，我们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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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国际化的世界一流警察大学”的办学目标，

按照“现代化教学、实战化训练、信息化主导、国际化引领”的思路，继

续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努力为公安机关培养更多高素质新型警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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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新时代需要 推进智慧校园建设 
 全力加速警务教育训练模式变革 

——刘义祥在澳门保安部队高等学校 2018年警务教育创新与发展研讨会

上的交流发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1]。加快

教育信息化发展，是对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的有力支撑，教育信息化必将

带来教育理念的创新和教学模式的变革，必将成为泛在学习环境的有力支

撑，必将带来教育科学决策和综合治理能力的大幅提高。2018 年 2 月发

布的《2018 年教育部工作要点》，启动实施了教育现代化 2.0 行动计划，

实施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变轨超车工程，推进高等学校课堂革

命[2]。 

近年来，随着慕课、微课等在线开放课程的兴起，在线教学、移动学

习、在线学习走向普及，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技术越来越

多的进入教育领域，实现了教育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教学模式、

教学方法手段、学习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当前，全国各高校都在全

力加速智慧校园建设，很多高校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公安高等教育

作为最大的行业性院校，必须站在时代前沿，紧跟高等教育时代脉搏，全

面更新教育教学理念，主动适应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要求，以走在前

列的标准，大力推进智慧校园建设，全力加速警务教育训练模式变革，打

好教育信息化攻坚战。 

一、强化顶层设计，系统构建智慧教育体系 

智慧教育是信息化深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高级阶

段和新的形态，智慧校园是智慧教育发展的重要支撑。推进智慧教育，建

设智慧校园是基础，实现智慧教学是关键。公安院校推进智慧教育，要坚

持把推动和服务教育改革发展作为根本目的，把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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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融合作为核心理念，把应用驱动作为基本方针，把系统互联、数据互

通、开放共享、智能服务、模式创新作为建设重点，强化顶层设计，规划

标准先行。 

2011 年，武警学院按照“打牢基础设施、完善支撑体系、强化集成应

用、推进模式变革”思路，建设了高性能云计算中心，建成了融计算、存

储于一体专业化云数据服务平台，建成 150 个集课堂云录播、在线巡课、

数字化广播、电子刷卡考勤、教室电子设备集中管控于一体的智慧教室；

全面实施了“五通三化”工程，“五通”即数据通、一号通、一站通、一

卡通、全网通，“三化”即移动化、智慧化、智能化，建成了公共数据平

台、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校园一卡通、一体化门户平台和模拟训练公共平

台，已经立项正在建设手机综合移动平台、一表通网上服务大厅等项目，

初步建成了智慧校园，为智慧教育提供了基础共性服务支持。 

面向教学训练全领域，建成了由在线管理、在线教学、在线考核和辅

助支撑体系构成的“3+1”智慧教学体系。一是在线管理方面，建成了教

育教学信息系统、教学管理指挥系统、高校基本状态数据监测系统等教学

管理系统。二是在线教学方面，建成了慕课网络教学平台、法学多用途案

例库系统等在线教学系统。三是在线考核方面，建成了通用在线考试系统、

英语考试系统、计算机考试系统、题库系统和普通话模拟测试系统等在线

考核系统。四是教学辅助方面，建成了本科教学网、教学调查问卷系统、

课程标准管理系统、教学档案资料管理系统等教学辅助系统。2017年，该

体系被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确立为“智慧教学试点项目”，标志着学

院在新型警务教育训练模式的探索上走在了国内院校前列。 

二、丰富数字资源，全面推进在线学习 

以在线学习、移动学习为代表的泛在学习，因其全时全域学习便捷性，

已成为青年一代获取知识的主要方式之一，特别是随着慕课等教学资源的

168



丰富，在线学习呈现爆发式增长。警务教育训练应不断创新教学训练模式，

主动适应这一新的学习方式，数字资源是基础，开放共享是关键。公安院

校应高度重视互联网数字资源和特色数字资源建设，构建服务型、共享型

的教学资源体系，全面推进在线教学平台应用，实现教学空间和学习空间

的全覆盖，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建设、共享使用的教学资源应用格局。 

从 2007 年开始，学院大力推进教学资源建设工程，形成了以引进资

源为基础、专业类在线开放课程资源为重点、专业特色资源为支撑的教学

资源体系。一是引进在线通识课程，从国内外知名高校引进了 100 门名家

大家主讲的在线通识课，丰富了公共课教学资源，每学期选课达 3000 余

人次。二是建立课程云录播平台。依托教学管理指挥系统，实现了对全院

所有课程的网上直播和录播，每学期录制的近 20TB 在线课程资源，全部

实时开放，实现了全院所有课程资源的共享使用。三是加强自有慕课建设。

建成《消防燃烧学》《灭火战术》等 7 门专业类慕课资源，其中 4 门已在

中国大学 MOOC、学堂在线等互联网平台上线。2018 年，学院有 9 门课程

获河北省首批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立项建设。依托精品课程慕课化工程，今

年学院立项建设 40 门在线课程，基本覆盖了边防类、消防类专业的专业

课程。四是建设特色资源库，先后建成精品课程库、战例案例库、多媒体

课件库、教学成果库、专业文献数据库等五大特色专业信息资源，资源总

量近 70TB。今年将进一步整合优质特色资源，完善部队一线案例战例、部

队公文等原生资源库收集机制，打造边消警维文献信息中心，做好部队信

息服务工作。五是建设综合移动平台。为解决警务教育训练的移动化难题，

学院今年将投入 300万元建设综合移动平台，在终端管理、移动安全方面

达到等保标准的前提下，建设综合性的在线教学、在线学习和教学管理移

动平台，实现教学、学习和管理的移动化。 

三、聚焦警务实战，不断创新教学训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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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慕课在课堂的深度应用和虚拟现实技术走入教育领域，以“翻转

课堂”和“虚拟仿真”为代表的新型教学训练模式不断涌现，为受教育者

带来了全新体验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教学效果。2017 年 9 月，教育部

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在《人民日报》撰文[3]，吹响了“课堂革命”号角，

旨在破解传统课堂存在的“满堂灌”等难题，坚持素质教育在课堂，坚持

教为学服务，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2018年，教育部实施了本科教学

的“变轨超车”工程[2]，通过线上线下的深度融合，推动教学模式深刻变

革。公安院校应主动作为，深化警务教育训练模式改革，探索适应警务教

育训练特点的新型教学模式。 

学院按照课程特点不同，以在线教育、虚拟仿真技术为支撑，探索应

用了多样化的警务教育训练模式。一是探索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依托引进

的通识课和自主建设的慕课课程，从 2015年开始，《消防燃烧学》等 5门

开展翻转课堂教学，采取学员课下自主学习，课上教师组织开展启发式、

探究式、案例式方法的教学模式，打通了课前、课中、课后，推动建立了

以学员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每学期 50 余个班级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二是探索四步混合式教学法。针对实训课程特点，创建了“学练评考”四

步混合式教学法，依托建成的《绳索救助技术基础》等实操类慕课课程，

采取线上自学、课上训练、教师讲评和实操考核的模式组织教学，缩短了

教学时间，提高了教学效果。三是开展虚拟仿真训练。2013年，学院建成

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中心，依托模拟演练中心、综合实战模拟指挥中心等

一大批实战化模拟训练设施，引进的模拟仿真实验系统，建成的 16 套实

验教学仿真软件，自主开发的“出入境证件查询及比对仿真实验系统”、

“石油库火灾扑救模拟训练系统”、“警卫现场突发事件处置模拟训练系统”

等 32 个模拟训练和信息管理系统，利用虚拟仿真训练低风险、小成本、

无污染、可循环的优势，按照先仿真再实验、先模拟后实训的方式组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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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有效解决了污染大、成本高的难题，提高了训练效果。目前，已有火

场供水、灭火战术等 30 余门课程采用虚拟仿真方式教学。学院自主开发

的“警卫应急处突模拟训练系统”2014年应用于北京 APEC会议安保警卫

方案的推演和演练，实现了院校教学服务警务实战。四是开展个性化体能

训练。从 2015 年开始，在组织学员体能达标考核中，依托体能技能管理

系统，详细记录了学员 100米、5公里、引体向上等科目的体能训练、考

核数据，通过数据分析，详细了解学员体能技能情况，依据学员体能情况，

制定个性化训练方式，组织开展针对性训练，改进了训练模式，提升了训

练效果。 

四、创新管理服务，全力加速教学管理模式变革 

随着信息技术在政务工作中的深度应用，“信息多跑路、百姓少跑腿”

的理念实现了“互联网+政务服务”[4]，提高了行政效率，方便了人民群众。

公安院校应全面借鉴“互联网+政务服务”的管理理念，大力推进从院校

管理向师生服务转变，通过管理流程再造、建设一体化入口和一站式网上

服务平台，让师生享受到“互联网+教育服务”的高效便捷，解决长期困

扰高校的多部门跑腿、重复填表等难题，应借助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实

现从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转变，从粗放管理向精准管理转变，从周期性管

理向实时性服务转变，全面提升管理水平和管理效能。 

武警学院以智慧校园建设为基础，构建了一体系化的管理信息系统，

探索了管理与服务并重的运行模式。一是推进数据共享。建成了公共数据

平台，按照统一界面、统一功能、统一数据的理念，建成了教育教学信息

系统，实现了本专科教务、研究生教育的一体化，教学、科研的一体化，

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的一体化。以数据的标准化、共享化和开放化推动服

务管理的一体化，打造了数据底层互通、接口逻辑互通的教学服务信息系

统体系。二是统筹资源管理。将学院所有教室、实验室、实训室、训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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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学训练场所设施全部纳入信息系统，由学院统一调配使用，全院教职

员工可通过智慧教学系统，实时了解资源利用情况，按需申请借用，确保

学院各项教学资源优先保障教学、优先服务教学。三是建设网上服务大厅，

我们按照“一站式”服务的理念，正在依托个人门户，开发建设一表通系

统和网上服务大厅，通过优化、再造教学服务和教学保障工作流程，借助

智能表单技术，使日常数据一次填报全网有效，实现教学行政性工作的高

效办理，解决人事、科研等表格填报繁琐的问题。四是建设课堂教学质量

大数据分析平台，目前，学院已经立项投入 300万元，正在建设课堂教学

质量大数据平台，将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建立数据分析模型，开展精准、

实时、全面的数据分析，实现决策科学性和管理精准性。 

随着信息技术在警务工作和教育教学中的深入应用，警务工作模式和

警务教育训练模式都将发生深刻的变革，特别是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先进

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普及应用，数据的伴随式“无感收集”、个性化智能推

送、师生教学智能助理的出现将把智慧教育推向新阶段。公安院校要抓住

机遇，主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聚焦培养新时代创新型警务人才培养的新

要求，不断更新教育教学理念，创新警务教育训练模式，全面提升警务人

才培养质量，为警务实战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持。 

172


	1 5个获奖证书（文件）
	2.1.1-3 改革成效
	2.2.1-4 成果与论文
	2.3 媒体报道
	2.4 交流推广
	成果部分成员经验推广活动�
	
	瞄准岗位任职，突出能力核心
	武警学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几点做法
	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国际化警察大学的思考与实践
	充分发挥办学优势  积极服务执法合作
	打造中国与东盟等周边国家安全命运共同体
	坚持内涵发展 突出质量主线
	深入推进消防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立足新起点  聚焦新需求  担当新使命
	携手推进世界一流警察大学建设
	办一流公安本科教育，携手共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警察大学
	聚焦新时代一流本科教育，培养新型警务人才的警大实践
	适应新时代需要 推进智慧校园建设
	全力加速警务教育训练模式变革



	支撑材料封皮
	成果名称：        聚焦一个服务、推进三大变革
	——警察大学“1+5”全要素合成育人模式改革与实践

	
	Sheet1

	警察大学
	Sheet1

	警察大学
	Sheet1

	封皮
	1 5个获奖证书（文件）
	2.1.1-3 改革成效
	2.2.1-4 成果与论文
	2.3 媒体报道
	2.4 交流推广
	成果部分成员经验推广活动�
	
	瞄准岗位任职，突出能力核心
	武警学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几点做法
	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国际化警察大学的思考与实践
	充分发挥办学优势  积极服务执法合作
	打造中国与东盟等周边国家安全命运共同体
	坚持内涵发展 突出质量主线
	深入推进消防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立足新起点  聚焦新需求  担当新使命
	携手推进世界一流警察大学建设
	办一流公安本科教育，携手共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警察大学
	聚焦新时代一流本科教育，培养新型警务人才的警大实践
	适应新时代需要 推进智慧校园建设
	全力加速警务教育训练模式变革



	支撑材料封皮
	成果名称：        聚焦一个服务、推进三大变革
	——警察大学“1+5”全要素合成育人模式改革与实践


	
	Sheet1

	
	Sheet1

	
	Sheet1

	封皮
	1 5个获奖证书（文件）
	2.1.1-3 改革成效
	2.2.1-4 成果与论文
	2.3 媒体报道
	2.4 交流推广
	成果部分成员经验推广活动�
	
	瞄准岗位任职，突出能力核心
	武警学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几点做法
	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国际化警察大学的思考与实践
	充分发挥办学优势  积极服务执法合作
	打造中国与东盟等周边国家安全命运共同体
	坚持内涵发展 突出质量主线
	深入推进消防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立足新起点  聚焦新需求  担当新使命
	携手推进世界一流警察大学建设
	办一流公安本科教育，携手共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警察大学
	聚焦新时代一流本科教育，培养新型警务人才的警大实践
	适应新时代需要 推进智慧校园建设
	全力加速警务教育训练模式变革



	支撑材料封皮
	成果名称：        聚焦一个服务、推进三大变革
	——警察大学“1+5”全要素合成育人模式改革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