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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incorporate human physical-performance, craftsmanship and 
brainpower” is to traditional military training evaluation methods of reform. This reform will lead our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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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ftsmanship and brainpower”. Our army “the integration” ethics has entrusted with the new content accord-
ing to th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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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能一体化”绩效评估，是对传统军事训练考核方式的改革。这一改革将全面带动我军训练方

法的跨越式发展。因此，本文从军人战斗力结构分析入手，全面阐述军人“三能”的理论内涵，深入研

究“三能”的个性特征，系统分析“三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共同规律。从多方面论述了实施“三能一体化”

绩效评估的可行性，为我军“一体化”训练理论赋予了新的内容。 

关键词: 战斗力；三能；绩效评估 
 

1 引言 

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现代社会中，体能、

技能和智能是构成人的能力的三个基本因素。三者存

在两组简单的等比级数规则，对于体能、技能与智能

的获得，需要社会支付之比分别为 1：3：9。人的体能、

技能和智能为社会所创造的财富与价值则为 1：10：

100。一个仅具体能者和一个兼具体能、技能和智能的

人才对国家的贡献率是近百倍的差距[1]。“一个人的能

力是体能、技能与智能三者的高度统一”[2]；“体能、

技能和智能是军人的三大基本素质”[3]。 

“军人”作为战斗力的一个主体要素，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着军事行动的成败，因此，提高军人的作战能

力早已成为各国军队竞相追求的共同目标。但是，衡

量其作战能力的强弱，往往是要通过对军人在军事行

动中，完成任务和实现行动目的成功与否来得出客观

的结论。战争年代，我军提倡的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进而不断的检验“军人”战斗力。在和平时期军人战斗

力的形成都依赖于科学的军事训练。训练效果的优劣

决定着战斗力提升的质量。根据《人-机-环境系统工程

理论》，军人与武器装备的有机结合（人-机结合），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项目《人的“三能一体化”综
合素质的理论与实践》（200788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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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对战场复杂环境的适应能力（人-环境结合）都取

决于军人基本能力，即体能、技能和智能的全面提升。 

随着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军事行动中

军人所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军人能力的特殊性和综

合能力的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军人战斗力生

成。从单个军人的战斗力结构上分析，军人的“三能”

是构成人的能力的主体，“三能”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

互制约，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又存在着各自的特性。

因此，将军人的“三能”进行一体化综合评估。这将有

力促进训练的科学性，使训练更加适应部队需要，更

加贴近实战。因此，在军事训练中深入开展“三能一体

化”评估，将是提高单个军人综合能力的有效手段。 

2 “三能”的理论内涵 

所谓“三能一体化”是指：对军人的体能、技能和

智能在实施训练时应有目的、有计划、有方案的通盘

考虑，统一规划，同步实施。使其三能相互促进，协

调发展。达到使军人综合素质整体跃升的目的。真正

实现理论指导的一体化，制定预案的一体化，训练协

调的一体化，能力发展的一体化[4](18)。 

“三能一体化”是信息化战争和非战争军事行动中

军事人才需求的一种标准。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

战争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战争的形式也越来越高级，

非战争行动也越来越多样化。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

下，军事人才的定义也应赋予全新的内容。体能、技

能、智能三者必须综合提高，才能适应未来战争的需

求。因此，“三能一体化”的培养标准，意在培养军事

人才的全面能力，将体能、技能、智能融为一体，不

可偏废[5](11)。 

2.1 “三能”的个性分析 

体能、技能、智能作为军人战斗力形成的基本因

素，是军人在军事行动中不可缺失的综合能力。从军

事训练基础理论的角度分析“三能”是隶属于不同的领

域。它们分别隶属于军事体育学、军事技能学、军事

心理学、军事训练学等方面的内容。因此，它们都存

在着明显的个性特征。 

军人的体能，是指军人在各种复杂，艰苦环境条

件下，圆满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所必须具备的

融体力、脑力、心力为一体的综合生物学能力[5](11)。

这种能力包括军人优良的身体素质；良好的适应能力；

顽强的意志品质以及军人的抗疲劳、抗干扰、耐受力

和心理的适应性、稳定性等。 

军人的技能，是指运用知识和经验执行一定的活

动方式。军事技能是军人在军事活动中运用知识和经

验，完成某种任务所必须的技术和能力。军事技能是

智慧技能和动作技能的综合体现，是在心智技能作用

下的动作技能的具体表现。军人的军事技能，是通过

军事教育获得技能信息，通过军事学习体会技能要领，

通过军事训练达到自动化的[5](12)。 

智能是智力和能力的总和。是军人个体具有的知

识、智力和能力组成的多要素、多序列的动态综合体。

智力是一种综合体的认识能力，它包括注意力、观察

力、记忆力、想象力和思维力 5 个因素，抽象思维能

力是智力的核心，创造力是智力的最高表现。而能力

则具体表现为从经验中学习和获益的能力、抽象思维

和推理能力、适应不断变化、模糊多样的世界的能力，

以及激励自己有效的完成应该完成的任务能力[5](12)。 

从“三能”的内涵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无论是

体能、技能还是智能，它们只是从一个角度反映“人”

的某一单方面的能力，从“三能”所包含的核心内容来

分析，三者之间各为体系有着明显的个性特征。军人

的体能强调的是肌体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完成任务的

能力；技能是指军人为完成军事任务运用知识和经验

熟练掌握各项军事技术的能力；智能是指军人在军事

行动中的抽象思维和创造能力。 

2.2 “三能”的共性分析 

2.2.1 可增长性是体能、技能、智能的共性特征 

体能、技能、智能既相互作用，又相互影响。它

们都是以训练为基础，训练能够使“三能”的各因素都

到促进和发展。虽然人的体能、技能、智能有先天遗

传的因素，但绝大部分能力是由后天经过训练而得到

增强。在体能训练中科学的安排运动量，合理的运用

强度刺激，体能素质的提高就能通过“超量恢复”现象

得以实现；技能具有的可增长性是由技能本身特点所

决定的，虽然每个人学习一种新的技能都会受到一定

先天因素的影响，如初始阶段完成动作的好坏，熟练

程度的快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但通过不断的强化

学习和训练，最终是能够达到近乎自动化的程度；我

们说智能具有增长性，是建立在对智能内涵进行分析

的基础上而得出的结论，因为智能不能等同于智力，

它是智力和能力的总和。智力是天生的，但能力是可

以锻炼的。以智能中的人际关系和自我认知能力为例，

婴儿的人际关系智能只需分辨谁是爸爸谁是妈妈，而

他们的自我认知智能只需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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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成年人的人际关系智能则要扩大到他的同事，上司、

朋友、家人等等，他的自我认知智能要求他必须明白

自己的权力，自己应尽的义务等，两者之间的差距就

是后天学习和锻炼逐渐形成的。因此，体能、技能、

智能的可增长性是促进“三能”发展的一个共性特征[5] 

(8)。 

2.2.2 自燃衰减性是体能、技能、智能共有的客观规律 

长时间不锻炼，体能会逐渐衰退到初始状态，这

是由身体机能特点所决定的。肌肉代谢乳酸的强弱直

接影响到体能素质的发展，肌肉若长时间得不到强度

负荷，代谢乳酸的能力自然下降，直接导致体能素质

的衰减[5](8)。一名优秀的运动员，较长时间停止身体

训练，各器官系统的机能就会慢慢减退，体力下降，

已掌握的技术、技能也会生疏、消退。如力量训练停

止后，力量将以其原增长速度的三分之一下降，直至

降至原有水平。由此可见，自燃衰减性是体能训练的

一个显著特征。 

技能的自燃衰减性是由它本生特点所决定。技能

是人无意识地反应，受潜意识控制，技能的强化过程

也可以说是不断被暗示的过程。身体记住的最正确地

那个动作就是受到最强烈暗示的动作，人的大脑若一

段时间没有收到相同的暗示，以前的暗示就会削弱，

体现在身体上就是动作协调性下降，技能衰减了。俗

语有云：“三天不练手生”就非常形象的说明了技能的

自燃衰减性[5](8)。 

我们知道智能是军人个体具有的知识、智力和能

力组成的多要素、多序列的动态综合体。之所以说它

是动态，其主要表现就在于能力的增、减方面。由于

能力的具体表现是从经验中学习和获益、对事务的抽

象思维和推理、适应不断变化和对模糊多样的世界的

认识。这些能力的获得就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所以我们说智能也具有自燃衰减性。 

2.2.3 拉动增长和相互制约性是“三能”提升的共同特

点 

体能、技能、智能的拉动增长性和相互制约性，

反应的是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

系。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往往能够发现这样一种想

象，当我们致力于提高某一种能力的过程中，在检验

训练效果时其主训科目的能力得到提高外，其他相关

的能力也得到一定增长。如:当我们进行体能训练时，

由于受训对象的身体素质在运动负荷的刺激下，力量、

速度、耐力和灵敏性都在一定程度上的到了加强，进

而带动了人体机能的变化，由于一些军事技能的形成，

都是以体能素质为基础的。因此，体能训练的效果就

会在技能水平上得以体现。这种现象就进一步说明了

体能对技能存在着拉动增长的作用。再以演讲为例：

演讲是集口头表达、心里素质、随机应变等多方面能

力为一体的技能，一名熟练的演讲选手，它必然是通

过后天对技能的不断强化，从而促使智能素质得到的

增长[5](9)。反之同理，一个人在强化语言文字智能的

过程中，他的演讲技能也会相应得到提高。从这个意

义上看技能对智能也存在着拉动增长的作用。 

此外，三者之间还存在着相互制约的特性。其中

智能对技能的制约尤为明显。一个人的智能若不能达

到一定水平，根本无法掌握较高层次的技能。很显然，

我们不能让小学生来开飞机。体能对技能的制约也是

同样，一项技能的形成是通过无数次地重复以及纠正，

使动作最终成为反射性动作为止。由于技能是由体能

作为基础支撑。体能上不去，技能最终只能是空中楼

阁[5](9-10)。 

军事人才作为提升战斗力的决定因素是赢得战争

胜利的基础。必须积极促进军人的体能、技能和智能

的协调发展，这是军事人才能力培养的综合目标

[6](237)。体能、技能、智能作为“三能一体化”理论的

三个要素，相互作用，不可分割。体能是基础、技能

是主体、智能是核心[5](20)。 

体能是现代军人素质的基础[6](237)。技能是现代

军人素质的主体[6](238)。智能是现代军人素质的核心

[6](238)。体能是智能和技能发展的基础。技能是军人

的主要能力，其反映了一定的体能和智能。智能是反

映军人能力的关键能力，对军人的体能、技能具有一

定的反作用。 

3 “三能一体化”绩效评估可行性分析 

3.1 “三能一体化”绩效评估符合军事训练学发展

的必然趋势 

现代战争将是一场信息化战争。这种战争是以核

威胁为主，综合使用大威力，高效能的高技术常规兵

器的有限战争。这种战争方式，使得前方与后方的区

分已不再明显。由于打击兵器的先进性和打击手段的

多样性，战争发生的突然性增大，战争的进程和节奏

加快，战火顷刻熄燃，战机稍纵即逝。因此，军人综

合素质的优劣可以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一

定程度上左右着战争的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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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我们对军人“三能”的个性特征分析，单一能

力的增长战斗力提升将受到限制，如果出现某一能力

的缺失或“短板”就必然造成战斗力的整体下降。因此，

新时期对军事训练学发展的要求是，军人能力的培养

必须着眼于适应多个军、兵种相互联合，多种训练科

目相互渗透，多种战场环境相互干扰，多种能力相互

支撑的复合性人才。对训练效果检验，不能只满足于

从定性的角度进行的分析，还必须对训练过程中；训

练量、训练强度、操作精度、失误率、损伤率等情况

的变化以及对战斗力生成的作用进行量化分析。对单

个军人战斗力提升幅度作出科学的，客观的，有说服

力的结论。要实现这一目的，开展对军人“三能一体化”

绩效评估，就能促使军事训练更加科学、更加系统、

更加贴近实战要求。这是信息化战争对单个军人战斗

力生成的要求。同时这也是新时期推进我军军事训练

学发展的客观需要。 

3.2 “三能一体化”绩效评估符合军人战斗力检验

的客观需求 

和平时期军人战斗力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科学的

军事训练。训练效果的优劣决定着战斗力提升的质量。

因此，突出对训练效果检验这已是国内外军界共同探

讨的问题。2009 年美陆军实施以追求训练效果为导向

的训练体制（ATP），即以实际表现为标准，要求部

队在进入下一阶段训练之前，必须证明他们有能力完

成这一阶段大纲的任务，才能转入下一训练课目。为

此，从年初训练开始，就不再以时间为基点，每项任

务不再规定具体训练小时。以效果为导向的训练体制，

将关注点放在效果上，不仅解决训练水平不高的问题，

而且也将竞争引入到训练领域，有利于调动各级人员

的训练积极性。“三能一体化”绩效评估其基本目的，

就是将训练效果作为训练质量的衡量标准，力求从观

念上改变那种只重追求单一素质的增长，而忽视综合

能力的培养；对训练手段着力修正重量、轻质的倾向；

在训练质量的检验上，废弃原有的考核方法，建立一

种以效果为目标，以目的为标准，以培养综合能力为

落脚点考核机制。为我军探索出一条全新的战斗力检

验的方法和途径。 

3.3 “三能一体化”绩效评估符合军人能力发展的

客观规律 

由于“三能一体化”绩效评估是一种新型的战斗力

检验模式。因此，构建“三能一体化”绩效评估体系，

必须从基础理论研究入手，深入剖析“三能”之间的内

在联系，努力探索“三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规律。才

能使评估体系具有较强的针对性、较好的科学性和时

效性。 

针对我们对“三能”发展的共性特征分析，“三能”

具备的可增长性、自燃衰减性、拉动增长性和相互制

约性。是军人能力发展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这

种规律不仅揭示了军人“三能”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的矛

盾，而且突显了矛盾双方给能力增长所造成的影响。

这就为我们研究“三能一体化”绩效评估提供了理论支

撑，同时也为我们在“建模”过程中寻求一致性，甄别

差异性提供了帮助。为了更好的解决军人能力发展过

程中存在的诸多矛盾，采取“三能一体化”绩效评估的

方法，就能用辨证观点从众多矛盾中找出主要矛盾，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训练目的的角度检验出存在

的差距和薄弱环节，为下一步训练提供导向。 

3.4 开展“三能一体化”绩效评估已条件成熟 

2003 年以来我部就围绕军人“三能”问题开展了

《军人“三能一体化”训练的理论与实践》的课题研究，

历时 6 年对“三能一体化”训练的基础理论、内在联系、

训练方法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证。并组织开

展了以“渡海登岛抗旋晕为核心的‘三能一体化’综合实

验”和“渡海登岛400障碍为主体的‘三能一体化’综合实

验”积累了一定经验，取得了一批优秀教学成果。通过

对实验数据的采集、梳理、统计和分析，为构建“三能

一体化”绩效评估模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外，在研

究资源方面。首先我们拥有一大批长年从事军事体育

教学、军事专业技能教学的专家教授，出版了一批理

论专著和获得了多项学术科研成果；其次是被试群体

资源丰富，组织实验机动性强，数据采集准确可靠。

对课题的整体研究具有较强的保障作用；第三实验经

费到位，器材齐备，并能得到友邻单位的大力支持，

基本能够满足实验工作的整体需要。 

3.5 制约“三能一体化”绩效评估的主要因素 

一是传统的考核方式在部队和院校思想观念上已

根深蒂固，这对于研发“三能一体化”绩效评估体系存

在着一定的阻力。 

二是由于“三能一体化”绩效评估体系，将涉及到

不同专业、不同学科和不同的训练内容，牵扯的单位

较多。因此在协同各单位参与实验上存在着一定的困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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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目前我们所开展的“三能一体化”绩效评估体

系研究，主要是建立在对军人作战能力的综合评估，

实验设计都是以作战为背景。由于军事行动包括战争

和非战争两种情况，因此，还必须对非战争军事行动

中军人能力需求进行系统分析，采集大量数据，才能

为“建模”提供全面支持。 

4 结论 

军人的体能、技能和智能是军人的三大基础素质。

将军人的“三能”进行一体化综合训练，是根据我军新

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着眼跨越式发展的需要，立足于

提高部队和院校教学、训练的质量而提出的一种新的

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对“三能一体化”绩效评估理论深

入系统的研究和实践，一是有利于解决长期以来，军

人在军事训练中存在的各成体系，相互制约，难以形

成合力的问题；二是有利于“扬弃”旧的教学观念，“构

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三是有利于促进训练方法的改

革，提升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四是有利于对人的能

力评定实施量化管理，提高训练评估的科学性[5](1)。

因此，开展“三能一体化”绩效评估理论的研究，是将

军人在军事行动中的三大基础素质高度统一，为我军

“一体化”训练、绩效评估理论赋予了新的内容。对于

军队基础理论发展和训练实践的研究，都具有深远的

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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