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导，流于表面化、情绪化和片面化。要避免医疗卫生领域的

泛道德化批判，必须重视全社会的人文素质教育，引导民众用

理性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

３．２　将客观存在的事实和个别性的事例区别开来，培养唯物

辩证的理性思维　泛道德化批判者也认为自己是从“实际”出

发，符合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的方法论要求。

但是泛道德化批判者所说的“实际”指的是社会生活中的个别

事例，而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能靠举例和

罗列现象来说明，应该是具有普遍性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事

实，只有抓住了这样的事实，才能理清社会问题的实质，不被假

象、表象所迷惑。康德曾经说过：“对于道德，没有什么比举例

说明危害更大了”［１０］。孤立的、随意的事例不能说明任何问

题，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把

握的事实。抓住这些作为矛盾聚焦点的典型事实，展开对矛盾

的具体分析，也是对唯物辩证法的简明表述［１１］。而泛道德化

批判关注的是医疗卫生领域的个别事例，尤其是比较极端的个

别事例，不具有普遍性，不能反映医疗卫生领域的根本矛盾，所

以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要避免泛道德化批判，必须分清哪些是

最能反映医疗卫生领域基本矛盾的具有普遍性的客观存在的

事实，哪些是不具有代表性的个别案例，树立理性的思维方法。

３．３　避免对医生群体的“刻板成见”，从多元视角辨证地分析

问题，培养勇于道德担当的责任意识　刻板成见是指人们对特

定事物，尤其是对特定的社会群体，如青少年群体、医生群体、

公务员群体等，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认知。但是在当前

社会转型、医疗体制改革，各方利益大调整时期，医疗领域的一

些负面事例背后往往隐藏着复杂的深层社会原因。因此，这就

要求民众放下对医生群体的刻板成见，在理性思辨的基础上，

把个别事例放到社会的大背景下去分析和解决，避免把道德作

为唯一的切入点。事实上，“茶水发炎事件”“八毛门事件”后

来都被证实是乌龙事件。在２００７年轰动全国的“李丽云、肖志

军事件”中，患者家属的不配合、医疗卫生领域法律的不完善、

医生群体的现实处境、当今医患关系的现状等多重根源，同样

值得整个社会反思。媒体对医疗卫生领域的负面事件进行报

道时，应力求客观、公正、理性，避免情绪化的声音，要把事件放

到产生它的具体情境中。因为对一个孤立事件的报道，无论它

本身多么精确，也可能具有误导性，一个单独的事例可能会被

看做群体行为的样本，应使受众将个别事例放在适当的视角进

行观察［１２］。

在对医疗卫生领域的不良现象进行批判时，应当深入思考

用什么样的道德标准和方式来进行批判。在批判标准上，要避

免理想主义化，避免用整体利益至上的标准来评价，而应当顺

应时代的发展把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医生群体也有权

追求自己的正当利益，而不能被认为是自私的表现。在批判方

式上，在批判医疗卫生领域不公正和医务人员不道德的同时，

应反思自己的批判方式是否公正，避免以偏激的方式批判自己

不能容忍的事情，引起社会的公愤，导致负面情绪的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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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院校非现役文职教员岗位任职能力提升策略相关研究

幸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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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现役文职教员（以下简称文职教员）是指取得规定的资

格、获得相应的职务、主要从事军队院校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

的文职人员［１］。文职教员岗位任职能力主要是指面对学员授

课的胜任力，包括教学态度、敬业精神、人格特质、专业知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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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能和作风纪律等。文职人员制度是各国军队合理优化现

役军人编配数量，将现役军人更加集中编配于作战指挥岗位，

有效增强军队效能的通用做法。当前，在国家裁军３０万的大

背景下，文职人员必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必将成为我

军整体军力的重要组成，作用愈加重要。开展军队院校文职教

员岗位任职能力提升策略研究，可以为引进、培养和建设高素

质文职教员队伍提供有力依据，为深化改革文职人员制度调整

提供理论借鉴，对于盘活军队院校人力资源、提高军事人才培

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驻渝３所军队院校５０名管理人员、军人教员

和３００名文职教员。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文献研究法　通过查阅中国知网等文献数据库有关文

职教员岗位任职能力文献资料，借鉴相关成熟评价指标，初步

设计编制《文职教员岗位任职能力访谈提纲》和《文职教员岗位

任职能力调查问卷》。

１．２．２　访谈法　随机对驻渝３所军队院校５０名管理人员和

军人教员进行深度访谈，了解军队院校对文职教员岗位任职能

力的具体要求，文职教员岗位任职能力现状与存在问题。

１．２．３　问卷调查法　采取访谈与发放开放式调查问卷方式收

集问卷相关项目，通过预测实现对问卷项目的评估，最终形成

《文职教员岗位任职能力调查问卷》。采用自制问卷，以驻渝３

所军队院校３００名文职教员为个案，选取样本进行调查，获取

数据。发放问卷３００份，回收问卷２９１份，回收率９７％，其中

有效问卷２８７份，有效率９５．７％。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建立数据库录入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比表示。

２　结　　果

２．１　文职教员岗位任职能力认可情况　调查对象认为文职教

员在军队院校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推动教学方式创新、拓宽学

员知识结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认为文职教员具有

良好学业背景和年龄优势（８２％），专业理论扎实（７２％），精力

充沛、思维活跃、适应能力强（７２％），学历层次高、知识结构宽

（６４％），在教学过程中能够灵活采用多样教学方法（６２％），认

可度均大于或等于６０％，见表１。

表１　　文职教员作用发挥情况调查［狀（％），狀＝５０］

调查项目 结果

文职教员优化了军队院校师资队伍结构

　具有良好学业背景、年龄优势 ４１（８２）

　专业理论扎实 ３６（７２）

　弥补军人教员知识结构方面不足 ２９（５８）

　作用不大 ３（６）

文职教员推动了教学方式创新与实践

　精力充沛，思维活跃，适应能力强 ３６（７２）

　教学过程中能够灵活采用多样教学方法 ３１（６２）

　更加突出学员主体地位 ２７（５４）

　作用不大 ６（１２）

文职教员促进了学员知识结构调整

续表１　　文职教员作用发挥情况调查［狀（％），狀＝５０］

调查项目 结果

　学历层次高，知识结构宽 ３２（６４）

　创新意识、超前意识强 ２６（５２）

　更善于将前沿知识、观点带入课堂 ２５（５０）

　作用不大 ８（１６）

２．２　文职教员岗位任职能力与军队院校高度军事化、正规化

存在不相适应的情况　调查对象认为文职教员在教学理念、业

务能力、生活习惯等方面尚存在一些不足。其中，认为文职教

员军魂意识不强（５２％）、防间保密知识掌握不够（５２％）、警惕

性不高（４６％）、缺乏主人翁意识（４６％）、缺乏纪律观念（４２％）、

聘用观念强（４２％）、授课内容结合军事热点和敏感问题不紧

（４０％），认可度均在４０％以上，见表２。

表２　　文职教员岗位任职能力访谈情况调查［狀（％），狀＝５０］

调查项目 结果

军政素质不高

　部分人员身体素质较差 １５（３０）

　部分人员角色转变较慢 １６（３２）

　部分人员缺乏纪律观念 ２１（４２）

　部分人员军魂意识不强 ２６（５２）

教学能力偏弱

　部分人员对军队院校受教育对象特点认识不够 １８（３６）

　部分人员授课内容结合军事热点和敏感问题不紧 ２０（４０）

　部分人员课堂节奏掌控能力不强 １８（３６）

　部分人员课堂授课方式单一 １９（３８）

保密意识不强

　部分人员对保密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 １５（３０）

　部分人员防间保密知识掌握不够 ２６（５２）

　部分人员警惕性不高 ２３（４６）

敬业精神不足

　部分人员聘用观念强 ２１（４２）

　部分人员缺乏主人翁意识 ２３（４６）

　部分人员工作精力投入不足 １６（３２）

　部分人员工作热情不高 １７（３４）

表３　　文职教员岗位任职能力问卷情况

　　调查［狀（％），狀＝２８７］

调查项目 结果

思想观念存有偏差

　我认为自己不是军人，没有必要像军人一样严格要求 ５３（１８．５）

　我认为单位未将文职教员视作“自己人” ３５（１２．２）

　我具备做好目前工作所需技能 ８７（３０．３）

　我对单位有很强的归属感和忠诚感 ９３（３２．４）

工作愿景信心不足

　我经常考虑辞职 ５１（１７．８）

　我经常为聘用合同制表示担忧 ２９（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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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文职教员岗位任职能力问卷情况

　　调查［狀（％），狀＝２８７］

调查项目 结果

　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大背景下，我看好文职教员

发展前景
１９１（６６．６）

　我认为单位能够做到知人善任，能够提供施展才华的

机会和舞台
８９（３１．０）

培训缺乏系统性

　我能够得到专业发展所需的培训 ５０（１７．４）

　我认为单位缺乏持续培养整体规划 １９８（６９．０）

　我认为单位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方法单一，效果不好 １７６（６１．３）

　我认为脱产攻读学位必须先解聘不合理 ２５６（８９．２）

“同工不同酬”

　我经常会因为在薪酬、住房等方面不能与军人教员享

受同等待遇表示失落
１１２（３９．０）

　我认为单位在评功授奖、经费投入等方面对文职教员

做得不够
１５９（５５．４）

　我认为在住房保障、医疗保险等方面应设立补偿性津

贴项目
２５３（８８．２）

２．３　文职教员岗位任职能力不足探源情况　调查对象认为脱

产攻读学位必须先解聘不合理（８９．２％），住房保障、医疗保险

等方面应设立补偿性津贴项目（８８．２％），认可度均高达８５％

以上；认为单位缺乏持续培养整体规划（６９．０％），单位培训内

容缺乏针对性、方法单一、效果不好（６１．３％），单位在评功授

奖、经费投入等方面对文职教员做得不够（５５．４％），认可度均

在５０．０％以上，见表３。

３　讨　　论

　　我军实行文职人员制度是调整改革军队力量构成和人力

资源制度的一项重大举措。伴随规模的逐步扩大，文职人员能

力素质将直接影响军队人才队伍建设的整体水平。新时期如

何提高军队院校文职教员岗位任职能力已成为亟待思考研究

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３．１　在个人层面上，着力提升个体政治与文化素养　调查发

现，文职教员岗位任职能力与军队院校高度军事化、正规化存

在不相适应的情况，总体处于一个中间偏高的水平。导致该结

果的可能原因是个别文职教员思想观念存有偏差。作为文职

教员自身：（１）加快从老百姓到军队院校教育者的角色转变，铸

牢使命意识，积极适应军队院校生活，主动了解教员职业特点，

充分发挥桥梁作用和自身优势［２］。（２）积极尝试教学方法创

新，努力提升课堂驾驭能力。下苦功夫学习研究军事教育规

律，结合自身特点，力争做到扬长避短，敢于把合作学习、启发

式教学、翻转课堂等崭新教学理念引入课堂［３］，打破学员以教

员马首是瞻的心理惯势，充分发挥学员主体作用。（３）强化表

率意识，争做为人师表。要具备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和刻苦钻

研的治学态度，胸怀教书育人责任感、使命感，用正直人品教育

感召学员，用人格魅力教化感染学员，塑造良好师表形象。（４）

熟悉军事知识和教育背景，增强课堂教学针对性［４］。自觉加强

对军队院校受教育对象特点研究，熟悉掌握军队院校系统学科

发展前沿，在课堂教学中注重贴近学员专业需求和职业发展，

激发学员学习兴趣，真正学有所用。

３．２　在院校层面上，努力做好岗位培训与岗位指导　调查发

现，认为文职教员缺乏主人翁意识、归属感和忠诚感，防间保密

知识掌握不够，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军队院校要充分发挥教

育功能，强化文职教员政治素养。要加强信念教育，激发爱岗

敬业、建功军营意志，强化组织归属感，打牢为军队服务、为军

队教育事业献身的思想根基［５］；要加强保密教育，教育文职教

员充分认清安全保密工作的重要性和严峻性，增强政治敏感性

和自律性，自觉严格落实各项安全保密规定和制度；要加强职

能教育，激发文职教员积极履行军队职责的使命感，引导确立

献身国防事业的价值取向。

调查发现，认为文职教员课堂节奏掌控能力不强，身体素

质较差，未将文职教员视作“自己人”，处于一个中等水平。文

职教员处于军队教育事业一线，承担着军事人才培养重任，是

实现军队人才战略工程的重要一环。军队院校要适应现代军

事人才培养需求，紧抓文职教员业务指导，锤炼教学科研能

力［６］。要督导授课质量，不定期抽查授课情况，积极提出改进

意见，帮助文职教员提高授课水平；要做到知人善任，尽可能多

给文职教员提供施展才华和提高自身素质的机会和舞台，为其

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创造条件，增强为军队院校服务的职业认

同感、荣誉感和自豪感；要常态化组织开展军事训练，锤炼顽强

刚毅的思想作风和强健的身体素质，为全面提升军事课程教学

能力打好基础。

调查发现，文职教员认为脱产攻读学位必须先解聘不合

理，单位缺乏持续培养整体规划，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方法单

一，处于一个较高水平。军队院校要注重打造全维度培训体

系，实现军事人才可持续发展。要重视岗前培训，量身制定培

训方案，突出教学实践和军事训练科目，努力实现军事专业素

养和专业课程教学能力同步提升；要强化在职培训，提供必要

经费保障，鼓励文职教员参加学习进修，在职攻读高级学位，开

拓思路，吸收前沿先进知识理论、技术方法，进一步提高专业教

学能力；要提倡赴部队“代职锻炼”，参考军人教员代职锻炼规

定，有选择、有计划地安排文职教员到基层部队代职锻炼，体验

部队集体生活，增强部队认知，了解部队现实需求，进一步增强

教学科研工作针对性［７］。

３．３　在政策方面，建立健全配套政策与激励机制　调查发现，

文职教员认为在住房保障、医疗保险等方面应设立补偿性津贴

项目；单位在评功授奖、经费投入等方面对文职教员做得不够；

经常会因为在薪酬、住房等方面不能与军人教员享受同等待遇

表示失落，处于一个较高水平。建立、健全军队院校文职教员

相关配套政策、制度和具体运行机制，是文职教员稳步提高岗

位任职能力的重要保证。（１）科学调整薪酬制度。薪酬制度要

体现权利义务的统一，在相对统一的基本工资标准基础上，按

学历、岗位、业绩等方面分层级细化、健全薪酬制度，力求全面

体现工作成效；要实现岗位绩效差异，充分反映技术含量和岗

位特点，优化工资结构，实现多劳多得；要完善福利保障机制，

在住房保障、医疗保险等方面设立补偿性津贴项目，满足文职

教员合理物质需求。（２）逐步健全人才引进机制。要严格审查

应聘对象的政治背景、工作业绩和思想政治水平，确保专业对

口、能力突出，实现招聘岗位与学科专业精准对接，减少后续岗

位培训压力。要加强过程监督，建立考评小组，实行招聘、答

辩、考评结果信息全公开，确保招聘全过程公（下转第１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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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医学生由于要在３年内掌握临床医学的基本知识，适

应临床工作，因此更注重对临床工作能力的培养。在“以器官

系统为中心”的系统化教学中，教学内容既包括基本概念、正常

的形态结构与功能、生理值等需要牢记的知识，也包括疾病演

变，发展，并表现出不同的临床特征，需要采用不同诊疗方式的

内容。根据具体内容的不同，采用相应的教学方法，有助于学

生对知识的整体把握记忆，既能记住临床常用数据、正常形态

结构，又能掌握临床知识与技能，同时将基础和临床形成有机

的整体。对于同一案例，不同的学生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观

点和解决方法，相互补充，在加深认识的同时，培养了学生合作

精神。由此可见，在血液系统疾病中恰当的选择教学方法，有

利于学生对血液疾病理论知识的掌握和实践技能的提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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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透明。要积极吸纳高层次人才，力求文职教员队伍整体素质

迈上新台阶。（３）完善考核与评价机制。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

考评机制是促进文职教员岗位任职能力提升的重要手段。要

提高考评方法针对性，适当借鉴地方和外军先进考评方法，实

现运用自评、互评与上级评价相结合，平时与定期考核相结合

的全方位考评方法，客观公正评价文职教员工作绩效；要全面

设置考评指标，参照“德、能、勤、绩、廉、体”６个方面绩效考评

指标，进一步细化量化，区分学科、专业和层次，设定不同的权

重系数，保证绩效考核科学性和说服力；要抓好考核结果运用，

通过制定配套制度将考评结果与职称评定、工资待遇调整、奖

惩和解（续）聘等工作挂钩，建立良好的政策导向［８］，真正发挥

好绩效考评正向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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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动态报道、各期杂志目录、主编推荐文章、学术会议、《重庆医学》最新资讯等消息。欢迎广大读作者免费订阅。读作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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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重庆医学”，添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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