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研究目的

武警院校是武警部队军事指挥人才培养的重

要阵地，擒敌术作为一项重要军事技能，从院校期

间深入查找当前擒敌术训练中的不足并予以针对

性解决，能够更好为提高武警部队战斗力服务，使

擒敌术训练贴近实战、服务实战。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本文对我院 2016、2017年优秀士

兵提干队共计 216名学员进行了有关调查与访问，

研究对象兼具基层部队和武警院校擒敌术受训经

历，具有较好代表性与可信度。

(2)研究方法:以问卷调查法为主，文献资料法

和专家访谈法为辅。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对照实战化训练要求，目前武警部队擒敌术训

练还存在诸多影响和制约擒敌术战斗力生成的因

素。为深入查找和解决问题，通过问卷调查了解，

受训者普遍认为，除了训练场馆器材保障不力的客

观局限，对擒敌术训练不够重视、教练员队伍水平

不高、训练内容方法实战性不强等是当前存在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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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不足

对擒敌术训练不够重视

教练员队伍水平不高

训练内容方法实战性不强

训练场馆器材保障不力

其他

表1 擒敌技术训练存在的主要不足（n=216）

影响因素排序

1

2

3

4

5

选择人数

85

71

46

11

3

所占百分比/%

39.4

32.9

21.2

5.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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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足，见表1。

（1）对擒敌术训练不够重视。问卷调查表明，

对擒敌术训练不够重视是影响当前武警部队擒敌

技术训练水平的首要因素。一是对擒敌术科目的

重要性认识不足，部分人员简单的认为现代战争形

式已经转变为非接触式，擒敌技术已经无用武之

地。殊不知结合武警部队遂行任务特点，敌我短兵

相接是较为常见情况，擒敌技能正是我实战制敌、

控敌的有效手段。平时的对抗性训练，更是培养官

兵勇猛顽强、勇敢打拼等优良品质的有效途径。二

是由于目前擒敌考核方式的单一和对抗性考评的

不成熟，导致擒敌术还较多停留在“练为演”、“练为

看”的考核评价层次，本是平时训练中的“硬功夫”，

却成为考核时的“软课目”，导致在制定训练计划和

保障等方面投入较少。三是由于对擒敌术训练规

律缺乏足够认识，尤其在课后训练中，不少组训者

出于对安全、利益和时间精力的考虑，较多安排进

行体能训练，对结合擒敌授课内容展开的训练反而

较少涉及。

总体上，擒敌术是使用摔、打、擒、拿、控等技法

将敌制服的一种手段，既有徒手又有持械的格斗，

各种擒拿格斗技术和战术广泛使用，击打身体要害

部位的范围广，完成动作时肌肉肉内的张力大，动

作速度快，爆发力强，格斗实战十分激烈残酷，是武

警官兵遂行任务的重要制敌技能。虽然擒敌术既

有单个动作，也有两人对练或套路形式，其实本质

上是按照一定方式和目的，将那些具有实战攻防含

义的单个或动作组合固定下来，以便传授、记忆与

训练，这是世界大多搏击格斗项目都有的特点。当

前擒敌术训练大纲减少了套路训练内容，这是一个

很大的进步，但是真正了解每个动作的实战攻防含

义且懂得训练的教练员还是太少，而且目前紧贴实

战要求的考核方式才真正起步，导致擒敌术训练与

考核仍然缺乏实战对抗性，官兵容易因不了解而忽

视擒敌术是用于实战攻防技击的本质。

（2）擒敌教练员队伍水平不高。从表1可知，擒

敌术教练员队伍水平是影响擒敌术教学和训练有

效开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武警院校军事基础训练

通常按照专职教员主教、学员队主训模式展开，擒

敌术的战斗力由课堂教学和课后训练两个环节共

同构成。因此，教练员队伍包括专职教员、学员队

分管训练干部、学员班长骨干等。从实际情况看，

一是缺乏高水平的专业擒敌术教员，二是学员队干

部非专业出身，在课后制定擒敌术训练计划、进行

技术指导等方面，受时间精力与业务水平所限，对

擒敌术课堂教学没有起到及时有效的辅助作用，三

是学员班长骨干本身也是学习者，致使士兵生对擒

敌术技能及训练规律实际把握根本不到位。总体

上，擒敌术正课课时较少，课后训练环节的落实情

况更显重要，但在军事院校管理模式下，学员自主

学习训练的时间相对少，课后训练成效主要取决于

组训者。但普遍反映擒敌术课后训练安排很少，训

练计划有较大盲目性和随意性，组训模式和方法单

一，尤其是对抗性训练很少，甚至没有，即便目前新

大纲进一步突出了擒敌对抗训练，但实际落实还远

远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擒敌术的实战性训

练效果。

普遍来说，作为擒敌术教练员，应具备以下几

方面能力素质，一是擒敌术教学和训练相关理论知

识，这包括运动人体科学，特别是运动训练学、运动

生理学、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物力学以及运动损伤

与防治中与擒敌术紧密相关部分。二是长期的擒

敌术或相关搏击项目学习训练经历，教练员的实践

经历可以帮助其更深理解理论，才能更好指导受训

者的学习训练，能够准确揭示擒敌技术动作的实战

本质和技术要领。三是丰富灵活的教法训法运用，

在任教组训方式上，不能停留在传统的讲解示范和

分班教学模式上，对于大学生教育和未来基层指挥

员，应强调启发式教学、研讨式教学，切实传授和培

养学员主动学、思、练的能力。四是要避免学员养

成错误认识和痼癖动作，因为学员毕业到基层部队

任职后，容易以自身错误认识、习惯和动作来指导

擒敌术教学与训练，这种恶性循环与近亲繁殖从长

远来说对部队擒敌战斗力的损害不可谓不严重。

（3）训练内容方法实战性不强。战斗力是唯一

的根本的评价标准，擒敌术教学训练必须紧密贴近

实战，指向战场需要，不能有一点水分，不能搞花架

子。但目前，实战化教学训练虽然越来越得到广大

官兵的拥护与认可，但出于安全保护考虑，擒敌术

训练重形式、重套路，而不注重实战对抗的多年积

弊始终存在。虽然擒敌术训练内容和方法都不断

在优化改革，也有很多实战威力大、易于官兵学习

掌握的技术动作，很多训练方法也是多年实践证明

切实有效的，但因按训练大纲要求学习和训练的内

容偏多，而实际分配的时间资源却有限，在具体落

实上反倒容易出现“蜻蜓点水”流于形式现象，还不

能达到训练贴近实战化的要求。由于对擒敌术实

战攻防的本质认识不够，导致内容方法在一定程度

上脱离战场和任务，特别是对抗性练习的现实推广

情况不容乐观，目前官兵满意度普遍不高，直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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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着擒敌术训练实效，见表2。

事实上，拳谚“宁要一招精不要百招会”很大程

度上说明了擒敌术训练不能过于追求招式上的多

样性或全面性，因为战斗力主要还是取决于技术动

作的杀伤威力与灵活运用能力，而这个能力主要是

靠大量的重复性训练得以提高。就如同近些年拳

击“直摆勾”与散打“远踢、近打、贴身摔”之间的较

量，不是谁招式会的多就取胜，最终还是回归于那

句老话，“技法无高下，功力有高低”，因此，在当前

全球搏击格斗技术种类繁多情况下，所谓创新擒敌

技术动作的实战意义不大，更多应着力于扎实打牢

受训者实战功力基础，进而提高实战运用能力，这

才是擒敌术训练按照实战化要求落实的主要发展

方向。在具体实施中，采用哪些训练方法至关重

要，其中，对抗性训练是必不可少的方法与必经阶

段。对抗性实战训练是全面检查和提高受训者擒

敌技战术运用能力、获得实战经验的有效方法之

一。如果擒敌术欠缺贴近实战的对抗训练，过于追

求某些花巧好看的动作、声音气势的强大或看起来

整齐一致等表象，这样的训练没有紧张的压力，没

有肢体的碰撞，没有身心的对抗，一旦到了战场就

很容易恐惧与畏缩，不敢用，不会用，那将付出血和

生命的代价。

4 措施与建议

（1）构建科学的擒敌训练及考核体系。擒敌术

训练最终目的是能更好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这

是检验擒敌术训练成效的根本且唯一标准。因此，

一方面在训练内容设置上要有创新意识，随着部队

职能任务需要不断发展完善擒敌训练内容体系，按

照“技术全面，突出绝招”的原则，既要普及常用技

术动作，更要在核心技术上力求精简实用，进行千

锤百炼，突出实战威力。另一方面关键要建立科学

客观的考核评价体系，要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的

作用，从目前看擒敌术考核仍以定性为主，缺少功

力检验的量化指标，所谓的分数几乎反映不出受训

者真正的实战水平，更多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

在这种导向下，擒敌术训练自然偏离了战场。因

此，擒敌术考核方式必须进行改革创新，一是从拳

法、腿法、摔法基本功角度，不断加大功力测试器材

的研发，量化评价受训者实战功力水平，检验和促

进受训者针对性改进与提高动作技能。二是擒敌

术考核应以实战对抗为主，这方面的评价既要借鉴

拳击、散打、综合格斗的评判规则，又要紧贴部队战

场的特殊需要，建立核心格斗技能考评和结合战术

背景考评两个层次的评价手段与方法。总体上才

能真正达到以考促学、以考促训、以考促练的目的

和要求。

（2）加强擒敌教练员人才队伍培养。教练员队

伍建设水平直接关系到武警院校擒敌术教学和训

练的展开，同时影响着学员的训练积极性。擒敌技

术动作的掌握，要抓在平时，练在平时，其教学与训

练既要注重理论，又要讲究实效和实战，同时要求

受训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基本功。教学中要因材施

教、循序渐进，训练中要严抠细训、科学组训，也要

根据各种环境情况进行创新性教学，如果固守陈

规，那么必然不能收获预期的训练效果，只能事倍

功半，脱离武警部队训练的实际需要。因此，擒敌

术教员首先必须提高爱岗敬业的责任心，紧紧围绕

提高教学水平，沉下心来学习积累相关专业理论知

识，有计划的进行集中培训，深入一线任务部队展

开调研座谈，切实摸清不同类别部队和不同任务情

况下对擒敌技能的实际需求，以此为引导，加强擒

敌术教学训练创新改革，才能逐步改变当前院校擒

敌术教学训练中存在的滞后于基层、滞后于任务的

现象。

（3）创新擒敌术训练方法和手段。实现擒敌术

战斗力目标必须具有科学的教学训练方法和手段，

才能有效提高教学训练质量效益。为此，应加强教

学研究，从教法、训法、学法三方面入手，从教练员

和学员两个层面着手，加强科学化组训方法、手段、

器材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切实改变和纠正有关错误

认识和所谓的经验性做法。立足擒敌术作为军事

基础科目的地位和属性，扎实打牢受训者基础，既

要进一步深入发掘传统训练方法、手段的应有功

效，又要顺应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趋势，大力加强擒

敌术网络课程建设，构建包括视频、课件、教案等资

源的专业信息数据库，搭建信息化教育平台，在受

训者身心长期处于紧张疲劳的现状下，以表象训练

法为科学引导，方便受训者在课后及时主动开展学

习训练，为擒敌术科学化训练提供更为高效的智力

支持。

（4）注重擒敌实战训练效果质量。在院校擒敌

术教学和训练必须从部队任务需求出发，为实战服

务，应注重培养学员成长为擒敌战斗员、教练员、指

挥员“三员合一”的综合能力素质。在实践中应以

表2 开展对抗性练习的满意度调查（n=216）

项目

满意人数

所占比例/%

落实对抗性练习

79

36.6

对抗强度适当

63

29.1

方法手段多样

52

24.1

循序渐进开展

59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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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训性练习为主，套路学习为辅，培养受训者勇

敢、顽强、机智、果断等优良品质，在正确掌握技术

动作基础上，提高实际格斗中对擒敌技术的灵活

运用能力，从而达到实战性训练效果。尤其需要

注意的是，擒敌术的教学与训练这两个方面必须

形成合力，从计划、人员、保障到考评等多个环节，

专职教员与学员队干部、小教员等必须加强沟通

与配合，在院校培养周期内围绕擒敌战斗力生成

狠下功夫，共同为训练质量效益服务，才能使武警

官兵在对敌斗争的各种实战任务情境下，熟练发

挥擒敌技术，灵活运用各种战术，最终圆满完成实

战制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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