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关于加强学生军事训练管理工作的通知

教体艺〔2017〕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青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普通高等学校和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参加军事训练是法律要求，

加强军事训练对于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切实加强学生军事训练管理，确

保工作质量，预防事故发生，促进学生军事训练健康发展，依据《教育法》《兵役法》和《学生军事训练

工作规定》，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加强学生军事训练管理的重要性

加强学生军事训练管理，提高军事训练质量，是提升学生国防意识、军事素养和综合素质，加强国防

建设和国家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关系到学生家庭、学校乃至全社会的和谐稳定，必须高度重视。各地和

普通高等学校、高中阶段学校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统一领导、各司其责、科学施训、严格管理，建立健

全并全面落实有关规章制度，加强工作质量监测，提高风险管理能力，确保学生军事训练工作安全有效开

展。

二、切实加强学生军事训练的组织领导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普通高等学校、高中阶段学校要会同军事机关、承训部队及其他有关部门单位建

立学生军事训练工作领导小组，健全学生军事训练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切实发挥统筹协调作用；进一步健

全“学校提需求，教育部门统计划，省军区搞协调”的工作运行机制，及时召开联席会议，统筹各种力

量，确保工作落实；要建立健全学生军事训练安全和质量监测工作领导责任制，制定各项安全教育管理和

质量保障制度，确保安全风险管理措施到位，军事理论教学和军事技能训练的内容、时间、效果等符合国

家有关要求。

三、认真做好学生军事训练管理各项工作

（一）严格落实教学大纲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普通高等学校、高中阶段学校要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和《高级

中学学生军事训练教学大纲》，科学制定计划，严格按纲施教，合理安排内容，落实保障工作。军事课应

列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必修课程。军事训练和军事知识讲座作为高中阶段学校学生的必修内容，纳入社会

实践活动组织实施。

按规定有计划地让学生掌握必备的军事知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增强国防观念、国家安全意识以



                                             

及综合素质。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把握训练强度和进度。根据训练科目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训

练事故的要求和注意事项，并根据学生的身体反应及时调整训练强度。各地和学校要加强军事训练教学评

价，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学生军事训练教学质量检验。

（二）加强师生安全教育

加强学生安全教育。在军事训练开始前，学校要做到层层动员，广泛发动，学生全员参加，深刻阐明

学生军事训练的重大意义，强化军事训练的安全意识、知识和技术教育。参训学生要参加入学体检，各校

要严格按照《学生军事训练规定》的要求，对有严重生理缺陷、残疾或疾病的学生，经本人申请和学校批

准，可以减免不适宜参加的军事技能训练科目。

加强教师专项培训。在军事训练开始前，学校要对教师进行安全教育和安全技能培训，增强教师预防

和处置突发安全事件的意识和能力，凡未参加相关培训的教师不得带训。教育行政部门要商请各承训部队

对帮训官兵进行安全教育和安全技能培训，增强帮训官兵科学施训、文明施训和安全施训的意识和能力；

凡未参加相关培训的帮训官兵不得施训。

（三）确保训练活动安全

学校负责人应深入学生军事训练场，指导训练开展，检查训练安全，督导训练质量。教师必须全时在

岗，全面掌握训练安全情况，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指导学生正确处理突发安全事故；了解学生的身心特

点，适时进行心理疏导。根据气候特点安排训练任务，在气象部门发布灾害性天气（如：高温、雷电、冰

雹、暴雨、大风、雾霾和沙尘等）预报达到黄色预警以上时，应及时调整训练计划，直至停止露天训练，

防止发生意外伤害等事故。

在组织学生实弹射击训练之前，必须进行专门的安全教育，制订详细的安全计划和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确保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科目中的人员、器材等各个环节的绝对安全。在组织开展其他需要动用枪支的

训练科目时，必须对学生进行严格的枪支操作安全教育，强调训练纪律，精心组织实施，帮训官兵全程辅

导。

（四）强化集体生活管理

学生军事训练期间，应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为依据，加强一日生活程序的安全管理。各级

学生军事训练领导机构要高度重视参训师生和承训官兵的饮食卫生安全工作。单独安排军事训练学生食堂

的，要为学生食堂配置专职食品安全管理员。要配备足够的专业医护人员，配置相应的医护和急救药品、

器具、急救车辆，以有效应对学生受伤等突发情况。乘车外出时，必须制定周密的运输计划，指定教师随

车带队。在交通复杂时段组织大规模军事训练学生运输时，应商请交通管理部门予以协助。

学校要会同承训部队和学生军事训练基地等有关方面，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完善各类安全预案。学生军



                                             

事训练工作实行属地化管理。学生军事训练期间发生安全事故后，学校在采取处置措施的同时，必须及时

向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及相关部门报告，并及时将处理结果及改进措施上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五）规范承训基地管理

学生军事训练基地要加强人员管理，明确各类人员职责，完善各项规章制度，配套安全可靠的训练、

生活和体育活动设施，满足学生军事技能训练和生活需要。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学生军事训练基

地的建设与管理工作，要会同军事机关和有关部门加强对军事训练基地的指导和监督检查，确保学生军事

训练基地符合承训基本条件、遵守安全管理要求和执行训练质量标准。

四、建立健全学生军事训练质量监测机制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部属高等学校从2017年起要向教育部提交本地区、本单位学生军事训练年度工作

报告。地方各级教育督导部门要将学生军事训练纳入学校综合督导内容，开展经常性的督导检查，并向社

会公示。教育部将适时组织高等学校学生军事训练工作检查。

高等学校要建立学生军事训练发展年度报告制度，报告主要内容包括军事理论课程建设与实施，军事

技能训练内容、时间与效果，军事课理论教学专兼职教师配备，军事训练技能训练承训人员安排，安全风

险管理措施，学生军事训练工作管理机构、机制与制度，经费投入和设施设备，学生军事训练基地建设与

管理，相关国防教育活动等方面的情况，并向社会公示。

高中阶段学校要把学生军事训练纳入学校办学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和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加强高中学生

参加军事训练情况、军事素养和国防意识的考核，结果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并记入学生综合素质

档案，作为综合评价学生发展状况的内容。

五、积极营造学生军事训练良好环境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普通高等学校、高中阶段学校要重视学生军事训练典型经验的推广与宣传，充分

利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走廊、宣传栏以及微信、微博等，大力宣传学校军事训练的育人功能和

先进经验做法；鼓励开展学生军事训练题材的微电影大赛、摄影大赛等。在军事训练期间，要及时向社会

宣传军事训练成果，发布相关信息。遇有突发事件，应及时发布准确信息，加强舆论引导，营造政府、学

校、家长和社会关心、支持学生军事训练的良好氛围。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可根据本通知制定实施细则。

教育部

2017年5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