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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部队科学开展攀岩训练 , 对受训官兵强化身心素质和提高攀登技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文献
资料 、 问卷调查 、 现场观察 、 专家访谈等方法对我军部队攀岩运动开展现状 、 制约因素及发展策略进行了

分析探讨 , 以期为提高我军攀岩训练效果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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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攀岩运动在我军部队虽得到一定程度开

展 , 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 开展情况并不乐

观。本研究基于攀岩运动在部队的开展现状调查 ,

分析了制约部队攀岩运动开展的因素及症结所在 ,

并结合部队实际提出了相应对策 , 以期为部队更好

地开展攀岩运动提供理论参考 。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通过调查某军事院校 87名任职培训学员了解

部队攀岩训练情况。调查对象均来自各军区野战部

队的连 、 排职干部 , 熟悉部队训练情况 。

1.2　研究方法

1.2.1　问卷调查法

为了解部队攀岩开展现状 , 共发放问卷 87份 ,

回收有效问卷 85份 , 有效回收率为 97.7%。在问

卷发送前和回收后分别对问卷的效度和信度进行了

检验 , 检验结果均符合统计学要求 , 为本课题研究

提供了可靠的数据。

1.2.2　现场观察法

借助攀岩教学和到部队调研机会 , 对部队的攀

岩训练情况进行现场观察 。

1.2.3　专家访谈法

通过走访和电话访谈方式 , 与 15名军内外专

家 、教授针对攀岩运动在部队开展的制约因素和发

展策略进行了访谈。

2　目前我军攀岩运动的开展现状

通过调查得知 , 攀岩运动在我军各基层部队目

前缺乏普及开展 , 训练效果不理想 。在训练普及方

面 , 受调查的单位 22.3%较少开展 , 57.7%很少

开展 , 20%从未开展;训练内容方面 , 主要进行顶

绳攀登 , 占受调查单位的 87.1%、 攀石的占

5.9%, 而先锋攀登则无人涉及 。组训方法方面 ,

训练手段单一 , 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训练效果方

面 , 因场地器材及组训人才受限 , 攀爬能力提升不

明显[ 1] 。

3　攀岩运动在部队开展的制约因素

表 1　部队攀岩运动开展制约因素调查 (N=85)

选择内容
选择
人数

占比(%)

消极保安全 23 27.1

组训人才缺乏 21 24.7

场地器材受限 18 21.2

训练时间有限 12 14.1

训练教材缺乏 91 0.6

其它 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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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查 , 目前影响和制约我军攀岩普及开展

的主客观因素主要表现为消极保安全 、组训人才缺

乏 、场地器材受限 、 训练时间有限和训练教材缺乏

等几个方面 (见表 1)。

3.1　消极保安全

由于安全事故的发生直接关系到负责训练的单

位和个人的切身利益 , 现在我军部队普遍存在有

“消极保安全” 的思想 。在对攀岩开展制约因素重

要性排序中 , 部队消极保安全思想成为制约部队攀

岩训练的首要因素 , 占受调查单位的 27.1%。究

其原因 , 身处和平时期的部队官兵对战争的残酷性

认识不足 , 淡漠了 “养兵千日 , 用兵一时” 的意

识 , 因此在日常军事训练中就出现了 “宁可降其

质 、 也不负其责” 的局面[ 2] 。表现在攀岩训练中 ,

主要是担心攀岩训练的高空危险性可能会导致训练

伤病的发生 , 为了保安全而降低训练标准 , 在训练

内容上能减则减 , 在单兵负荷上能轻则轻 , 从而严

重影响到攀岩训练效果。

3.2　组训人才缺乏

调查结果显示 , 我军部队目前普遍缺乏专业的

攀岩组训人员 , 调查对象中 , 仅有 17.6%的教练

员具有攀岩培训经历 , 在这些人员当中具备攀岩较

好示范能力的仅有 8.2%。部队日常攀岩训练通常

是由老兵带新兵或由连 、 排职干部凭经验组训 , 只

能 “摸着石头过河” 或凭借楼房攀登的组训经验进

行攀岩训练 。连 、 排职基层干部中 57.6%来自于

国防生 , 整体上对攀岩运动的动作技能 、 训练规律

及实战运用缺乏了解 , 客观上不仅造成训练效果低

下 , 而且还会因为他们自身业务能力的限制而导致

偏训 、漏训和训练事故的发生 。

3.3　场地器材受限

通过调查得知 , 在训练场地方面 , 部队目前每

个团级单位都建有心理行为训练场 , 其中人工攀岩

训练场高 10 m 、宽 5 m , 攀岩场地较小 , 兴建有较

为大型的人工攀岩场的单位较少 , 仅占调查对象的

4.7%。攀岩训练器材方面主要表现为器材陈旧 、

数量不足和种类单一 。据调查 , 部队目前攀岩训练

主要运用楼房攀登器材进行 , 一个连队通常只配发

3 ～ 5条保护绳 、 4 ～ 6个铁锁和 3 ～ 5 个 “8” 字环

等 , 岩钻 、 改锥 、挂片 、 快挂等攀岩专业性器材普

遍缺乏 , 并且为了战备的需要 , 还要预留部分装备

不能动用 , 导致现有器材无法满足正常训练的需

要。目前 , 不少部队利用自然岩壁场地建设攀岩场

地 , 有 36.5%的受调查单位修建有山地攀登训练

场或海边攀崖训练场 , 但由于岩壁缺少可攀支点或

质地松软 , 平时主要是仅能提供抓绳攀登训练和下

降训练 , 不适合三点固定攀登和先锋攀登。

3.4　训练时间有限

据调查 , 在军事攀登训练实施过程中 , 部队投

入攀岩训练的时间非常有限 , 低于年度攀登训练总

时数的 5%。究其原因 , 是总部或各军区每年度的

军事攀登考核或竞赛比武多以楼房攀登和踩绳上为

主 , 部队主官也本着 “考什么 , 练什么;比什么 ,

练什么” 的思想 , 导致攀岩项目偏训 、 漏训现象的

发生。

3.5　训练教材缺乏

在总部配发的 《攀登技术》 训练指导教材中 ,

涉及攀岩训练方面的内容仅以三定固定攀登章节的

形式简要介绍 , 对于攀岩运动的项目特点 、训练原

则 、场地器材要求 、 组训方法以及考评标准等均未

涉及。由于缺乏独立完善的攀岩训练教材 , 在组训

骨干缺乏的前提下 , 更加导致部队官兵在开展攀岩

运动时训无所依 。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攀岩的

训练效果。

4　部队开展攀岩运动的对策

4.1　提高思想重视 , 加大训练及考核力度

部队山地攀登的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抓绳攀登和

三点固定攀登 , 但由于各部队山地攀登场地条件各

异 , 攀爬难度不统一 , 在落实考核时大多选择了抓

绳攀登 , 而且考核标准只规定了合格标准 , 没有优

秀和良好标准。这种项目固定 、评价单一的考核机

制 , 很容易导致部队由按纲施训转变为按考施训。

为调动部队攀岩训练的积极性 , 总部应将山地自然

岩壁攀登和人工岩壁攀登共同纳入考核内容 , 并制

定出优秀 、 良好 、 合格 、 不合格四级量化评估标

准 , 以引起部队高度重视 , 从而达到以考引训 、 以

考促训和以考验训的目的 。

4.2　加强骨干培养 , 提高科学组训能力

组训人员是部队开展攀岩训练的首要条件 , 针

对我军部队攀岩师资力量不足的实际情况 , 可采取

“两条腿” 走路的方法以加快部队攀岩组训骨干的

培养:一是走出去 , 积极创造条件和多途径地加强

部队攀岩组训人员的进修学习 , 可选择到有关军事

院校任职培训或参加由中国登山运动管理中心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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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举办的全国攀岩教练员培训班 , 不断完善组训人

员的攀岩知识结构和科学组训能力 。二是请进来 ,

针对部队训练需求 , 可定期邀请军内外攀岩专家到

部队进行现场指导训练。

4.3　提高保障力度 , 拓展场地器材条件

充足完善的场地和器材是保障军事训练的基础

平台[ 3] , 针对我军攀岩场地器材实际 , 应进一步提

高其保障力度。场地方面:一是进一步拓展人工攀

岩场地建设 , 各单位要立足现有条件积极建立和改

造一批具备顶绳攀登 、先锋攀登和攀石等多功能训

练的人工攀岩场。二是聘请军内外攀登及户外专

家 , 结合部队实际加强野外自然岩壁攀登场地建

设 , 以提高官兵山地自然岩壁攀爬技巧与专项体

能。三是应在器材配发数量和质量上满足训练密度

和训练安全的需要。从性能上把关 , 为提高攀爬效

果 , 除从地方攀岩器材厂家购买补充外 , 还应投入

一定经费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攀岩器材的创新研制工

作。

4.4　注重科学研究 , 完善攀岩教材建设

总部应组织军内攀登专业人士加强攀岩组训方

法和实战应用研究 , 积极进行部队攀岩训练教材的

编写。编写教材时 , 应涵盖实战用途 、训练要求 、

动作要领 、 组训方法 、保护与帮助及考评标准等方

面 , 并使教材做到图文并茂 、 通俗易懂 , 便于部队

官兵领会掌握科学先进的组训方法和手段 。另外 ,

教材的编写还要体现军事性的特点 , 以提高实战性

训练效果。比如在野外自然岩壁训练科目设置上 ,

尽量体现经受陡坡 、 湍流 、峡谷等各种困难地形考

验 , 经历高度恐惧心理的磨练 , 有利于提高受训人

员对战场环境的适应能力等[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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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 t is very important to develop the rock-climbing training in the force , because the soldiers can promo te their climbing

skill effectively and streng then their mind and body quality.The paper uses methods of documental research , questionnaire inqui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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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hy sical training is not only the?important pattern of our military spo rts , but also the key part of military training.I n

o rder toadapt to the new situa tion , we should lead the military phy sical training to the actual combat , w hich is the project w e can not

igno re.I n thispaper some knowledge and consideration has been put forw ard to promo te and realize our military physical training to

the actual comba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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