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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格斗术作为重要实战技能，不仅能提升单兵战场生存能力，还能锻造和培塑血性意志，是重要的教学课目。但是面对

受训者多，成熟的施训教练员少的现实窘境，如何实现全时段、全方位、全层次、立体化教学成为一个现实难题。本研究从

思想维度、组织层面、技术细节等三个角度出发，通过梳理格斗教学史，构建格斗教学价值理念，采用线上线下资源相配合，

拓展教学组织方式、畅通教学评价路子，并立足现实智能化技术发展优势，提出将数字化和信息化手段融入实战化格斗教学，

利用虚拟仿真技术，强化教学体验，并通过搭载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成熟技术模块，针对性做好格斗技能、实战技巧等数

据训练，推出人工智能助教、虚拟仿真对练与网上学习资源相结合的实战化格斗教学和考核模式，为创新实战化格斗教学路

子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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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tial arts, a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skill, can not only enhance the survival ability of individual soldiers on the battlefield, 
but also forge and cultivate a bloody will, making it an important teaching subject. However, in the face of the reality that there are 
many trainees and few mature trainers, how to achieve full-time, all-round, multi-level, and three-dimensional teaching has become a 
difficult problem. This study start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ideological dimension, organizational level, and technical details. By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combat teaching and constructing the value concept of combat teaching, it adopts a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resources to expand teaching organization methods and smooth teaching evaluation paths. Based on the advan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n reality, it proposes to integrate digital and information methods into practical combat teaching, 
use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to enhance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carry out targeted training of combat skills, practical skills, and 
other data through mature technology modules such as speech recognition and image recognition. It introduces a practical combat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model that combin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aching assistants, virtual simulation training, and online learning 
resources,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innovative practical combat teaching methods. 
Keywords: practical combat teaching; core valu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imulation 
 

1 研究背景 

实战化格斗训练是提升士兵战场生存能力，塑造战场

思维，强化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但当前针对实战化格斗

教学训练开展的研究很有限，目前推行的实战化格斗训练

基本上还是以传统教学训练模式为主，在教学设计、教学

内容、考核设置、器材研发等方面的局限性很大，普遍依

赖于现场授课、演示和指导，即使是现有的视频教学资源，

也往往因为缺少动作把关、纠正，而很难达到预期教学效

果。与此同时，随着人工智能、虚拟仿真、动作捕捉等技

术的不断发展成熟，给格斗教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和

方法，即可以通过构建和训练人工智能助手，解决光有视

频无人教学的难题，突破传统训练考核必须有人教、有人

考的桎梏，同时也能实现格斗动作考核的客观化。 

2 研究内容 

实战化格斗教学的价值在军事院校实战化训练改革

中有着重要地位。格斗教学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特

征，在描绘格斗教学训练历史脉络的基础上，抓住格斗教

学的重难点内容及教学核心目标，创新融入虚拟现实技术，

增强实训体验，帮助掌握难点动作和技巧。为解决教员骨

干资源有限，难以实现全时段全覆盖配备教员指导纠正动

作问题，拟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搭载现有成熟的语音识别

和图像识别模块，构建和训练格斗教学智能助手，从功能

层面实现一是能够识别并判断训练动作的正确性，纠正错

误、孤僻动作；二是能够按照训练者的需求，及时调出训

练演示资源，方便训练者进行动作查找和学习；三是能够

指导训练者理解动作背后的实战意义。理论层面主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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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实战化格斗教育领域零散研究成果的整合，重点突

出练战一体，构建实战化格斗教学理论体系。落实到课程

改革设置上，就是实现对教学设计、教学内容、考核模式

的数字化、智能化革新。 

3 文献综述 

3.1 外军格斗相关研究 

格斗训练作为提升士兵战斗力和战场生存技能，备受

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美国军事院校和部队长期以来都开

展拳击和刺杀训练，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前夕，仍然

进行擒拿格斗技能训练，利用小分队进行敌后侦察取得了

伊拉克导弹的机密，并在战争中取得了显著成果”
 [1]

。杨

晓斌在《外军特种部队格斗训练特点》讲到美国特种部队

的“绿色贝雷帽”将格斗分为身体训练、生物修炼、环境

适应训练三个部分，主要提升士兵战场生存能力、提高实

战运用能力和作战件下的环境适应能力
[2]
。吴涤在《外军

特种部队格斗训练研究》一文中描述“俄军格斗训练体系

的最上层等级为《苏联近距离搏斗教程》(CQC)，该教程

为高度机密，强调了勒死敌方的致命格斗技术”
[3]
。美国

勃宁登堡特种作战学校在格斗训练教程融入了柔道、摔跤、

匕首等格斗对抗技术，并制定了在 30 秒钟击倒敌人的评

价标准
[4]
。马伽术作为以色列军警必备技能，“其技术简

单，直接，实用，理念是先发制人，合理利用武器以及善

于击打人体最柔弱的部位”。而英国 SAS 特种部队强调“格

斗技能是提升士兵必胜的决心和杀敌的斗志，可以帮助士兵

在战场上用最短的时间内给与敌人最大的毁灭性打击”
[6]
。

总结前人研究发现，格斗教学训练在各国部队和军事院校

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战场环境下，冷静的判断、迅速的

反应、快速的出击、杀敌的信心及过硬的技能是消灭敌人

的关键。格斗作为最贴近实战的训练方法之一，受到各国

重视。 

3.2 我军格斗相关研究 

在深化实战化军事训练背景下，开展实战化军格斗教

学训练等相关研究不断增多，其中徐巍在《关于部队格斗

技术科学施训的思考》中提到“部队官兵在与敌格斗时，

要善于利用踢、打、摔、拿、格挡、躲闪等攻防技术制服

敌人，其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有擒拿与反擒拿、散打和摔跤

等”
[6]
。杨晓斌在《格斗实战化教学训练改革探索》一文

讲述“以提高近距离战斗能力为目的，围绕培养杀敌制敌

实战对抗技能，服务于军人战场实战，突出以技术为核心，

以两人或小组徒手技战术对抗训练为主要手段，创新实战

化训练模式，解决原来训练与实战脱节，练为看、练为演

等问题”
[7]
。刘庆华在《新军体拳与军体拳、格斗术技术

比较分析》中表明“我军格斗人才少，没有格斗这个专业，

部队没有专门的格斗培训基地”
[8]
。赵宝强等在《军事武

术技击与特种部队格斗训练实战化的衔接》中讲到格斗是

军事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踢、打、摔、拿、击、刺等

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注重隐蔽性、伤害性、控制性、应

急性，突出狠、毒、快、准的实战效果，是一种无限制制

服对手的实用技击体系
[9]
。季电力的《部队训练实践研究》

提到“格斗术除徒手格斗技术技巧外，还涵盖匕首等军用

器械，其技击理念就是利用一切有利工具来搏杀对手敌

人”
[10]

。格斗作为我军优秀的传统训练科目，实战应用性

强，技术变化多端，是提升战斗体能，战斗技能，战斗思

维和战斗心里的有效训练手段，但还是有些问题的存在，

比如专业人才少，师资不够，这就使得教学训练效果就大

打折扣了。 

现有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有关于实战化格斗的研究，

主要还是集中在实战化格斗的意义，以及战训的注意事项

上，对于如何有效开展训练，特别是如何借助人工智能技

术开展训练研究基本还处于空白状态。 

4 研究方法 

4.1 总体研究思路 

通过文献挖掘，我军格斗教学训练的发展历程可大致

分为应急化时期、常规化时期、停滞化时代、规范化时代、

实战化时代五个时期。在此基础上，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本

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专家进行深度访谈，提炼不同时空阶段下

军事格斗训练的核心价值，通过连点成线，描绘整个价值嬗

变过程，阐释新时代军事教育背景下格斗教学的价值变迁。 

进一步运用德尔菲法对军事格斗教学价值体系进行

构建，结合新时代受训者的身心特点，研判实战化格斗教

学价值变化的方向与特点，构建具有军事院校特点的实战

化格斗价值层级体系，准确定位军事格斗教学的核心价值。 

为探明实战化格斗训练教学创新路子，掌握受训者对

于智能化引入的接受程度，运用实证调查的方法，通过与

相关教育领域专家进行访谈和对直接受训者进行问卷调

查，探寻智能化引入教学的实际操作方法与对策，明确实

战化训练格斗教学价值实现的实践路径。 

本研究按照“问题-目标-内容-方法”的思路开展实

战化格斗对院校人才培养价值和实现路径的研究，为构建

实战化格斗体系建设，推进实战化格斗教学改革，提升学

员战斗力，提高军事人才培养质量，提供方法借鉴和行动

参考。研究路径如图 1： 

 
图 1  研究路径 

4.2 难点及创新点 

从理论层面出发，研究的重难点在于：一方面要准确

定位格斗教学价值，以我军格斗演变为基础，结合时代背

景发现格斗教学训练的改变，为实战化格斗训练提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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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另一方面要对格斗教学训练核心进行提炼与体系构

建，现有研究成果较为零碎，需要重新研究整合。 

从实践层面出发，难点在于探寻格斗教学的创新路径，

要找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切入点，探索人机协同的最有

效路径，同步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提升技能、体能、思维、

心理方面的应用。 

5 研究结果 

针对教学资源受限，教、练不一致等问题，基于

BOPPPS 模型，以“立德铸魂、为战育人”为主线，优化

教学设计，创新训法、教学手段与资源，构建搭载人工智

能技术的战、训一体教学模式与评价体系。遵循技击技能

的学习规律，融入“科技+”“互联网+”教学方法，实现

整体教学以问题为导向，以任务为驱动展开，形成全时段、

全方位、全层次、立体化服务教学全过程。 

5.1 “数智”赋能，丰富信息化教学资源 

打破“课时少，内容多”窘境，提升教学质效。一是

利用 3D 多维解剖分析动画，让抽象原理直观化、形象化，

使学员快速理解理论知识和动作原理，掌握格斗技能，解

决“理论抽象，原理难掌握”问题。二是采用测力传感器、

智能拳套，实时播报击打力度，记录出拳次数、速度及消

耗的热，实现个性化对待，差异化区分，解决训练“不精

细、不具体、不到位”问题。三是使用电子智能护具，降

低训练损伤风险，记录攻击次数，分析有效攻击率，实现

考核评价数据化，实战纵向对比清晰化，解决训练“监控

难”的问题。提升教学质量与效果，打牢了技击基础。 

5.2 创新体系，打造“三阶、四化”评价体系 

化解“评价单一”矛盾，激发训练热情。通过课前对

授课班级进行摸底，了解学员技能水平情况，推送在线学

习资源，让学员针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术自主学习，同时开

展学员骨干培训，以点带面，提高学习效率。课中纠正巩固

与提升，拓展学习内容，组织实战对抗，锤炼格斗本领，培

塑战斗精神，课后评估分析，查找不足，补短板，强弱项，

提能力。运用智能化设备实现科学化训练、精细化指导、数

据化采集、安全化练兵，实现练战一体化的教学模式。 

5.3 激发潜能，搭建“三联”驱动融合平台 

解决“体系化衔接”问题，增强综合素质能力。课

程搭建“课内学习、课外拓展、竞赛比武”三联驱动融

合平台，达到全时段、全方位、全层次、立体化的教学

目标，主要以课内学习为主线，培育学员刻苦训练、迎

难而上的意志品质。以课外拓展为主阵地，延伸学习时

间，培养百折不挠、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以比武竞赛

为载体，激发学员“见红旗就扛，见第一就争”的荣誉

感和使命感。 

5.4 运用“云计算”数据分析提升教学效果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格斗训练也应与时俱

进，充分利用智能化训练系统和设备。虚拟现实（VR）和

增强现实（AR）等技术可以为学员提供更加真实、逼真的

训练环境，让他们仿佛置身于真实的战场之中。这些技术

不仅能够提升训练效果，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训练风险，

确保学员在安全的环境中接受高强度的训练。通过智能化

的训练系统，我们还可以对学员的训练数据进行实时监测

和分析，为他们提供更加个性化的训练指导，帮助他们更

快地提升格斗技能和实战能力。运用 DSP 技术、手机摄像

等功能，录制教学教学过程，拍摄训练重点、难点技术，

利用信息化手段、回放复盘、找不足，找缺点，总结经验，

提升训练效率，提高格斗绝技，破解课后不可逆的问题。

使用教学群推送学员训练视频，达到学员互评、教员点评，

通过结课小论文或心得体会，让学员主动探究，自主思考，

分析评价，解决“理、技”不融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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