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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练”成钢：战争年代人民军队的军事训练

1927 年 8 月 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军英勇投身为中国人民求解放、

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从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我军良好的军事

训练有力地推动了部队建设，为夺取革命胜利发挥了

重要作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苦练射击和体能

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诞生成长，经受

了反“围剿”和长征的考验。

在反“围剿”期间，由于战斗频繁，许多红军战士

常常“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因此，为提高战斗

力，夺取反“围剿”作战胜利，各部队因地制宜，采取多

种方式，努力加强军事训练。边战边学、边战边训就

是红军战士提高技术、战术水平的方法之一。战斗

前，各部队会根据作战对象、作战任务、作战地域的不

同，有针对性地进行技术与战术训练；战斗后，会组织

“战后检讨会”“军事研究会”“民主评议会”，集思广

益，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力求做到打一仗、进一步。有

的战士回忆说：“我就是在这一次次战评中，博采众人

之长，不断充实提高自己，学着老兵的样子，一步步成

长起来。”除平时训练外，还会进行相对集中的休整和

训练，这样既有利于红军战士恢复体力，又可以通过

相对系统的训练，提高作战技能。

这一时期，我军的技术训练有射击、刺杀、投弹

等。其中，射击是第一要素。战斗时，红军战士在冲

锋前会先打一两发子弹，然后再进行冲锋，剩下的子

弹留在追击时使用。由于弹药有限，大部分红军战

士只能领到 3 枚子弹，要精准杀敌，就要增进射击效

能。而战术训练则侧重于运动战的研究，以提高战

术运用能力。各部队还非常注重强化战士们的体

能。通常战士们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爬山，爬山时大

家要跑步上山，休息几分钟后再快速下山。这种训

练对红军战士的肺活量、腿部力量是极为有效的。

在山地作战中，红军战士能如履平地，正是得益于这

种日复一日的训练。为了全面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在训练中要求全体官兵参加，并加强后勤人员的训

练，培养他们成为技术、战术合格的战斗兵。除此之

外，还会培养战士们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及连续作战

的战斗作风。

对指战员进行训练、培训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各

方面军总部、军团、军和师通常根据需要，利用战斗间

隙举办短期训练班，正副职轮流离职受训，有针对性

地对在职的排以上干部实行短期培训，由军政领导授

课，一次训练一个科目或解决一个问题”。这种短期

集训有效解决了作战指挥中的实际问题，为提高红军

的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
总结经验改进训练方法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卢沟桥事变，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后，中国工

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奔赴抗战前线。

这一时期，我军的军事训练“以技术为主，战术为

辅”，并特别重视夜战和特殊技术的练习。当时，战士

们进行夜战训练还是比较困难的。有的人受封建迷

信思想影响不敢在夜间行动，指导员就通过基本常识

引导他们破除封建迷信。思想上不受束缚，战士们就

开始实地训练，一步步适应夜战。为解决拼刺技术不

足的问题，战士们群策群力，将学到的日式拼刺术和

西式拼刺术（即苏式拼刺术）的优点进行总结，再结合

武术针对日军士兵在拼刺中刻板教条的特点，设计了

3 个招数：“空中劈刺、枪托打击、迷眼突刺。”“空中劈

刺”是在进攻中使用，我军战士突然向上跃起，能够使

敌人惊慌失措。“枪托打击”是在拼刺时战士们使用的

必杀技，针对日式拼刺术极少使用枪托的特点设计出

来的。“迷眼突刺”是在危急关头战士们用脚踢起地上

的沙土，让敌人陷入丧失战斗力的状态。战士们经过

刻苦练习后，拼刺术都有所提高。

在抗日战争进入局部反攻并取得重大胜利之际，

八路军、新四军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了大规模整训，为

夺取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从 1944 年

10 月至 1945 年春季，各部队陆续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

与决定，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制订切实的政治整训和

军事训练计划。

在政治整训中，各部队主要围绕学用分家的教条

主义练兵方法进行反省，启发大家研究创造新的练兵

方法。同时，号召每位党员在练兵中要以身作则，起

模范带头作用，虚心向技术好的同志学习，团结大家

一同进步。

在军事训练中，各部队不拘于教材和形式，大胆

改进技术训练，从实践中摸索、创造出一系列切实可

行、丰富多彩的训练方法。如实战练兵法、集团练兵

法、分段教育法等。在这种氛围下，战士们有的针对

弱点来制订训练计划；有的通过《战斗英雄》画册上刊

登的各种小游戏来训练协同作战。

同时，各部队发起各种比武竞赛活动，每天公布

个人及班、排、连的成绩，调动战士们的训练积极性。

除此之外，部队里还兴起“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

群众性练兵运动。一些身经百战的“尖子”，熟悉了敌

人的战法，在与敌人的交锋中练就了克敌制胜的绝

招。“他们的射击环数、投弹米数和刺杀技能，都远远

超过其他战士和干部”。如掷弹筒连战士刘振福，他

在投弹训练中多次投出好成绩，也因此被推选为投弹

教官。一次，刘振福向某营传授投弹经验后，该营战

士努力练习，使得投弹成绩有了进步。随后，他的投

弹经验又在某旅进行推广，不到一个月该旅战士的投

弹成绩也有显著提高。

经过这次政治整训和军事训练，不仅提高了各部

队的技术水平，培养了干部练兵、带兵、养兵、用兵的

能力，还为实现由游击战向正规战的转变，开展更大

规模的攻势作战创造了条件。

解放战争时期
各兵种侧重训练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应对可能发生的内战，1946年

5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各地

必须抓紧练兵工作”，从军事上练三大技术（射击、刺

杀、投弹）、练守城、练夜战，政治上提高战胜顽军保卫

解放区的决心与信心。随后，各解放区积极进行各种

技术、战术训练，有效提高了野战和攻坚能力。

6 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对各解放区发

动全面进攻。各解放区部队奋起反攻，并陆续改称人

民解放军。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练

兵与训练干部的指示》，要求在每一个战役或战斗结

束后，干部战士应本着团结与互助互学的精神，从指

挥上、战术上、技术上、各兵种协同上、各部门工作配

合上，进行检查和总结。

各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利用战役或战斗间

隙，广泛开展军事训练，并根据干部、战士和各兵种的

不同战斗任务，安排相应的训练。

步兵主要进行射击、刺杀、投弹、爆破、土工作业

5 大技术以及单兵、班排战术动作，在射击训练中普

遍进行实弹射击，有的部队还会根据实际情况，着重

培养特等射手，做到步兵连平均每个班有一名至两

名特等射手；炮兵着重解决“拖得走，打得响”的问

题，学习炮兵知识，熟悉火炮性能，提高驾驭骡马的

技术及骡马拖炮的行军能力，并进行测量距离、观

测、射击、操炮和构筑炮兵阵地等技术训练。干部训

练则主要加强对各种战役、战术指挥的研究，除参加

短期培训班、研究班外，还要进行在职学习。在学习

中，干部们认真贯彻学以致用的原则，分析国民党军

的作战特点，总结战役、战斗经验，拟定适合各级指

挥员及本部需要的课目，组织演练，不断提高战役指

挥能力和战术素养。有的部队还组织各兵种干部进

行协同指挥演练。

1947 年 7 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

攻。由于我军进行攻城战还不太适应，所以除了“练

守城、练夜战等项以外”，还着重练习攻城战。随着解

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各部队不仅进行扩编，还培养专

业技术人员。

各级指挥员研究训练课目和内容，到连队给战士

们上课，作示范；连队普遍建立互助小组，在新、老战

士之间开展技术、战术互助活动；各部队举办炮兵、工

兵、坦克兵和通信兵等训练班，帮助新战士尽快掌握

军兵种知识和军事技术。通过这些军事训练，极大地

提高了广大干部、战士的军事技能和战术水平，增强

了部队的团结，为尔后夺取战役、战斗的胜利打下坚

实基础。

文／龙丁丁 张文友 据《中国档案报》

1943 年，新四军淮海军分区第三支队正在进行枪榴弹射击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