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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聚焦《军事体育训练大纲》

《军事体育训练大纲》（以下简称

《大纲》）发布全军施行，是深入贯彻

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体育强国重要论述

的重大举措，是普及推广军事体育训

练改革创新成果的实际步骤，是引领

新时代军事体育训练加快发展的标志

性工程。《大纲》的发布施行，对提高

我军军事体育训练实战化水平、增强

官兵身心素质、夯实战斗力根基具有

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习主席高度重视体育工作,对体育

内涵、体育价值、体育创新等作出一

系列重要论述，指出“体育承载着国

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

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强调“体

育强国梦与中国梦息息相关”，这些

为军队体育工作发展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遵循。

“夫兵者，国之卫也，非强悍有力

者不胜其任。”军事体育训练作为军队

战斗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

健体魄、砥砺意志的功能作用。放眼

世界军事强国，都把军事体育训练作

为作战准备的基本要素，坚持为战而

练。随着世界军事变革的推进，许多

国家采取一系列新举措新办法，军事

体育训练实战化、科学化、专业化日

趋明显。

此次编修《大纲》，深刻把握体育

强中国强的时代内涵，在强国梦强军

梦的大格局中，从世界坐标、强手参

照、聚焦打赢、中国特色“四个维

度”设计军事体育训练，构建立足前

沿、引领发展、弘扬传统、科学规范

的法规制度，必将引领和推动我军军

事体育训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走开新

步伐、迈上新台阶。

《大纲》充分体现“强军须强体、

强体为打赢”理念，坚持实战牵引、问

题导向，坚持遵循规律、继承创新，坚

持综合集成、分类指导，坚持统放结

合、简便适用。《大纲》集全军智慧，

经反复验证，在原《军人体能标准》基

础上，着眼刚性需求拓展功能定位，适

应岗位特点划分人员类别，对接打仗需

要优化内容设置，坚持从难从严改进考

核评价标准，针对训练需求规范保障条

件。《大纲》旨在重塑军事体育训练内

容体系、课目体系、标准体系，具有鲜

明的实战性、创新性、适用性、融合

性、规范性和趣味性，对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军事体育训练发展具有重要的指

导和规范作用。

新的法规制度进入训练实践、向

战斗力转化，学习理解是前提，实践

运用是根本。全军官兵要把贯彻落实

《大纲》作为践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建

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实际行动，提高思

想站位，掌握精神实质，把握落实要

求，强化行动自觉；要严格按纲施

训，从严治训，科学组训，广泛开展

群众性比武练兵，有效防控训练伤

病；要选准配强军事体育训练管理组

训骨干，强化职业能力素质培养；要

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坚持领导带头、

以上率下，加强训练监察，严格训练

奖惩，完善训练保障，持续兴起大抓

军事体育训练热潮。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

革创新者胜。”《大纲》的发布，给军

事体育训练改革创新蹚开了新路子、

注入了新动能、增添了新砝码。在全

军各级的高度重视下，一股强体为打

赢的训练热潮正在袭来，军事体育训

练新征程的大幕正徐徐开启。

开启新时代军事体育训练新征程
■张春山

日前，《军事体育训练大纲》（以
下简称《大纲》）发布全军施行。记
者就《大纲》中官兵普遍关心的问题
采访了军事体育专家。

问：新年伊始，发布《大纲》有

何意涵和现实意义？

答：今年的开训动员上，习主席
号召全军官兵全面加强实战化军事训
练，全面提高打赢能力。军事体育训
练作为军事训练的组成部分，在实现
强军目标中起着固本强基的重要作用。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在新年开训
动员之后，即发布《大纲》，目的在于夯
实战斗力根基、打牢军事训练基础，也
意味着我军军事体育训练有了基本依
据。此前，我军军事体育训练主要依据
2006 年原总参谋部颁发的《军人体能
标准》开展，此标准已颁发 10余年，与
新时代新要求已不相适应。《大纲》的
制定发布，一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
思想的重要举措，二是建设世界一流
军队军事体育的必然要求，三是解决
现实矛盾问题的迫切需要。

问：《大纲》 编修的基本原则是

什么？

答：一是坚持实战牵引。依据打
仗需要和岗位能力设置训练内容与标
准，使训练更加贴近实战。二是遵循
科学规律。组织军体训练，须把握运
动人体规律，注重合理负荷、循序渐
进、分类施训、均衡发展，全面提升
官兵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身心素
质。三是注重继承创新。弘扬体育练
兵传统、吸纳前沿发展成果，积极创
新军事体育训练内容、方法、管理、
保障，增强训练的生机活力。四是突
出简便适用。统筹兼顾不同军兵种、
不同岗位、不同地域环境的训练对
象，通用内容统一规范，专项内容分
类设置，选训内容丰富多彩。

问：通过前期试训，《大纲》 呈

现出哪些特点？

答：综合部队试训反映和各级机
关反馈意见，《大纲》 具有“新、
全、严”三大特点。

新。一是理念新。《大纲》充分体
现了“强军须强体、强体为打赢”和
“体育强则国家强，军体强则军队强”
的新理念。二是结构新。《大纲》在实
战牵引下，重组人员类别、重构训练
内容、重塑训练模式。三是内容新。
不仅新增了适应不同军兵种的专项训
练课目，还引进了一些新课目，通过
试训论证大数据分析，制定了各类人
员的通用训练、专项训练和高原训练
考核新标准。

全。一是人员全。《大纲》对全军
60岁以下所有人员的训练标准进行了
规范，实现了人员全覆盖。二是要素
全。《大纲》集组织管理、方法程序、
训练保障、奖惩激励等制度规定于一
体，已从训练规章上升为训练法规。
三是课目全。《大纲》构建了全新的军
体训练内容体系，包括基本知识、基
础体能、实用技能、岗位技能、综合
应用和体育活动。

严。一是要求严。《大纲》明确作战
主体的一、二类人员不仅要进行通用
课目训练与考核，还须进行军兵种专
项课目训练与考核。二是标准严。总体
上讲，较之原体能标准有了较大幅度
的提高。三是领导严。从严治训，先严
领导。《大纲》将单位成绩评定与单位
军政主官个人成绩捆绑在一起，这对
部队带兵人来说是一个挑战。

问：《大纲》 与原 《军人体能标

准》相比，主要有哪些变化？

答：一是拓展了职能定位。按照
综合集成、系统配套要求，规范了军
体训练领导管理、组织运行、人才培
养、奖惩激励、训练保障等内容，全
面提升了《大纲》的法规效力。

二是规范了人员分类。依据岗位特
点和遂行任务需要，规范了三个类别人
员区分，为实现分类施训提供了依据。

三是丰富了训练内容。将训练课
目划分为全军通用训练、军兵种专项
训练和选训三大类。通用训练，着眼
打牢身体素质基础，突出力量、速
度、耐力和灵敏训练；专项训练，着
眼强化实战运动技能，突出攀爬、跳
跃、抗荷等训练；选训内容，突出寓
训于乐的群众练兵活动，由团以上单
位选择训练。

四是改进了考核评价。着眼充分发
挥考评的激励导向作用，明确不同类别
人员的考核课目、计分标准，把实战标
准转化为军事体育训练具体指标。除考
核体型外，一类、二类人员按照“4+1”模
式考核，“4”为通用课目，“1”为抽考的
专项课目，其他人员考核通用课目。个
人成绩采用七级制评定，鼓励冒尖，单
位成绩评定采用四级制。

五是细化了保障标准。不仅在
《大纲》总则中提出要求，同时附有
《全军旅团级作战部队军事体育训练
场 （馆） 保障标准》《全军作战部队
连（营）分队和舰艇部队军事体育训
练器材保障标准》，为配套完善训练
条件提供了法规依据。

问：当前部队体育训练内容丰富多

彩，遴选确定《大纲》的训练课目有什么

考虑？为什么恢复一些传统课目训练？

答：遴选把握的基本原则是与作
战的行动相近、功能作用综合、岗位任
务需要、便于训练考核，注重体现实战
性、创新性、适用性、融合性和趣味性。
《大纲》恢复了单双杠和木马等器

械体操训练，主要考虑：一是器械体操是
我军传统练兵项目，二是器械体操能够
对力量素质、身体协调性特别是核心力
量进行综合训练。此外，格斗、刺杀等具
有凝聚官兵士气、锤炼血性胆气、培育战

斗精神作用的传统课目列入选训内容。
问：如何推进《大纲》落地见效？

答：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大纲》
发布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贯彻落实。

一是要总体规划。推进《大纲》贯
彻落实、将训练改革成果转化为战斗
力，要下大力气抓，围绕“2018 年人人
练起来，2019年人人强起来，2020年人
人优起来”三年三步走谋篇布局。

二是要提高自觉。军事体育训练
的本质属性是身体训练，身体素质要
提高，体质水平要增强，须通过训练
才能获得。军事体育训练有“三个不
一样”：练与不练不一样，练多练少
不一样，科学练与不科学练不一样。

三是要抓好开局。2018 年是《大
纲》全面施行的开局之年，开好局、起
好步，事关重大，要围绕“一个重心”，
抓住“两个基本点”，开展“三项工作”。
“一个重心”：军事体育训练以推

进《大纲》落地见效为重心，在全军
和武警部队叫响“新大纲，我能行，
人人练起来”的口号，组织专家下部
队宣讲辅导，深化官兵对《大纲》的
认识和理解。
“两个基本点”：以群众性和科学

性为基本点，既要下力气让全军官兵
都要按纲施训动起来，也要科学组
训、讲科学地练起来。
“三项工作”：一是人才培养，应

组织管理层面的人员和基层军体教员、
军体参谋培训，培养贯彻落实《大纲》
的明白人；二是教材建设，要完成与
《大纲》配套的教材编修，为全军的军
体训练按纲施训、按教程组训提供支
撑；三是以点促面、以赛促训，在全军
和武警部队广泛开展以《大纲》课目为
主体的练兵比武活动，营造训练氛围，
激发训练热情。
（接受采访的军事体育专家有林

建棣、包瀛春、张锦贤、汪雄等）

强军须强体 强体为打赢
—军事体育专家解读《军事体育训练大纲》

■本报记者 扶 满 特约记者 吴 旭

贾奥男放下壶铃，擦拭额头的汗
水，移步来到绳梯旁，准备进行身体协
调性训练。在一旁指导的第 80集团军
某特战旅特战四连二小队小队长聂枫枫
指着满健身房的器材说：“这里可是特
种兵的‘加油站’。”

聂枫枫的话没错。自从旅里担负
《军事体育训练大纲》试训任务以来，
官兵感受到许多新变化：健身设施不断
优化、训练方法日益科学、康复水平逐
步提升，科学规范让军事体育焕发新的
生机活力。
“《大纲》对训练保障标准进行了明

确，配套完善训练条件有了法规依据。”旅
政委武仲良说，以往认为有块平整场地就
能练的思维已经过时，基础设施的好坏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训练水平提升。

贾奥男就是试训的受益者。军队改
革期间，驾驶专业的他由外单位调入该
旅特战二营，他的驾驶技术数一数二，
可体能比起特种兵来就差了一大截。为
了尽快适应岗位需求，贾奥男准备加
练，可无奈缺项太多无从下手。苦恼之
际，聂枫枫带贾奥男来到旅健身房。
“我以为来到地方健身房了，专业的不
像话啊！”看着配套齐全的设施，贾奥
男直呼没想到。

从力量训练的壶铃、哑铃，到灵敏
性训练的绳梯、网格，再到练核心耐力
的攀爬机……6大类、30余种专业健身
器材应有尽有。
“科学施训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要

有实际举措。”为了让体能训练更加科
学，旅党委按照《大纲》的要求引入俄
罗斯特种部队壶铃训练，借鉴创新地方
跑酷、瑜伽训练，组织木马 1-3练习，
还编排了 2套特种兵瑜伽通身术。
“接触的面越宽，就觉得差距越

大。”面对新理念带来的冲击，特战一
连军体教员彦培春感慨地说，必须把科
学组训的理念根植在脑子里，带领官兵
瞄着一流训、遵循科学训、融入趣味
训，否则随时会掉队。

作为全训任务部队，训练伤曾经困
扰不少官兵。卫生连军医尚红亮告诉笔
者，近年来旅党委按照“预防在先、康
复跟进”的原则，建起了集心理康复、
运动治疗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专业康
复中心，可同时为 70名官兵提供康复
服务。

特战九连战士林锦超以前训练成绩
拔尖，但几个月前因半月板损伤做了手
术后，训练成绩大不如前。为了尽快重
返训练场，林锦超参加了旅里组织的
“身体功能与康复训练”。在教练的指导
下，林锦超运用肌筋膜按摩手法对膝盖
进行按压。前段时间连深蹲都困难的他
再次做深蹲，膝盖能弯曲超过 90 度，
“神了！”林锦超惊叹不已。

随着康复手段逐步完善，该旅训练
伤比例下降2.4%，官兵体能总体水平提
升5%。训练伤减少，战斗力提升。一减
一增，折射的正是在《大纲》的科学规
范下，军事体育训练呈现出的新气象。

特种兵的“加油站”
—某特战旅试训《军事

体育训练大纲》微观察

■邹 飞 吕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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