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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651 科目名称：军事学基础

一、考试要求

准确把握习近平强军思想精髓要义，熟悉军队政治工作、军事思想与军事

历史、作战训练、教育管理等基本理论知识，掌握识图用图、作战计算、作战

标图、运筹分析、公文写作等指挥管理基本技能，能围绕军事斗争准备和部队

建设发展的相关领域，结合工作实际，分析和研究解决现实问题，做到观点正

确、鲜明，阐述合乎逻辑，层次清晰，有论有据，文字通顺，军语使用准确。

二、考试内容

（一）理论知识

共九个单元，涵盖习近平强军思想、军队政治工作、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

作战与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军兵种知识与运用、外（台）军知识、军事训练、

部队管理和军事教育等诸多领域知识与理论内容。

1.习近平强军思想：重点掌握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和精神

实质，系统把握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科学体系，深刻认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

方位、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正确把握

军队建设发展战略指导、贯彻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建军方略、坚定自觉地抓备

战谋打赢、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深入推进依法治军、全面加强军队党的建

设、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军事辩证法等重大战略思想、重大理论观点、重

大决策部署。

2.军队政治工作：重点掌握军队政治工作的本质特征、地位作用、时代主题、

理论体系、组织制度、发展历程和优良传统等基本理论，熟知我军政治工作相

关法规制度，熟练掌握基层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及主要方法，具备从事部队政

治工作的基本能力。

3.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理解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掌握毛泽东军

Administrator
建议改为：军队政治工作、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作战训练、教育管理。与下面的内容顺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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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思想、我军军史和战史的主要内容，了解外国军事思想的主要观点、世界大

战史与战后局部战争史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熟悉中外著名战争战役的进程及

影响，具备一定的战例分析研究能力。

4.作战与非战争军事行动：掌握联合作战与合同作战基本理论，理解作战指

挥基本程序、主要内容和方法，熟悉作战保障、后勤保障和装备保障主要内容

与方法，了解非战争军事行动主要样式和任务特点。

5.军兵种知识与运用：掌握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武

装警察部队在我国武装力量结构和未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使命任务，熟悉各

军兵种力量构成、体制编制、主要装备和运用原则。

6.外（台）军知识：掌握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越南、菲律宾和台湾

地区军事力量基本情况，熟悉其军事战略主要内容和作战理论主要观点。

7.军事训练：熟知军事训练基本思想、基本形式、主要内容、组训方法和训

练法规，了解训练监察的主要内容与方法手段，重点掌握部队实战化训练的本

质内涵、标准要求和组织方法，能够分析解决军事训练中的现实问题。

8.部队管理：了解部队管理基本理论，熟悉部队管理基本法规，掌握部队基

层管理的主要内容及其基本程序、方法和要求，具备解决部队基层管理相关问

题的基本能力。

9.军事教育：了解军事教育、军队院校教育、军队院校教学及其相关概念的

内涵特点、历史发展及原则要求等知识，明确“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

体系的具体内容及相互关系，掌握军事职业教育的内涵本质、战略意义、指导

原则及其发展条件。

（二）指挥技能

主要包括识图用图、作战标图、作战计算、军事运筹分析、军事公文写作

和逻辑推理等六个单元内容。

1.识图用图：了解军用地形图分类、用途及使用的基本知识，掌握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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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图、航空图、遥感影像的基本识读技能，会依据地形图分析作战区域地形特

点及对作战的影响。

2.作战标图：熟悉军队常用标号，掌握军事要图的种类及标绘的主要内容、

基本要求和方法步骤，能够依据想定材料标绘作战要图。

3.作战计算：掌握作战计算的有关知识，熟悉战役战术相关标准数据，能进

行交战双方作战能力、作战时间、战场容量、力量投送、作战效果、作战保障

和作战消耗等内容计算。

4.军事运筹分析：掌握统筹图的绘制、时间参数计算、关键路线的确定与工

期控制；线性规划概念及其数学模型建立和图解法；对策问题的基本思想和有

鞍点矩阵对策的解法；决策问题的概念、要素、步骤及非确定型决策、风险型

决策和序列决策方法；兰彻斯特方程的基本思想及其第一、第二线性律、平方

律模型的结果等运筹分析方法，并能够应用上述理论与方法分析解决相关军事

问题。

5.军事公文写作：了解军事公文的种类及其用途和写作规范与要求，学会常

用公文写作的基本方法和技巧，能根据要求拟制相关文书。

6.逻辑推理：掌握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概念与语词的关系，集合概念和非集

合概念，概念间外延关系；掌握限制和概括、定义和划分等基本的逻辑方法。

掌握命题的基本知识，了解直言命题、联言命题、选言命题、假言命题的逻辑

特征及运用；掌握三段论的推理规则及运用，了解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的基本

方法；能够运用相关知识分析解决常见的推理错误；掌握论证的基本形式，能

够分析解决论证中常见的逻辑错误。掌握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逻辑基本

规律的要求；能够运用逻辑推理的基本规律和技能分析解决简单的逻辑问题。

（三）能力素质

1.战（案）例研究能力：运用所掌握的作战、训练、管理和政治工作等基本

理论知识，对古今中外典型战例和部队训练、管理、政治工作案例的进行分析



第 4 页 共 4 页

研究，总结经验教训，结合实际提出对策建议。此单元主要以材料分析题形式

进行考核。

2.综合应用能力：准确理解工作目标，在对大量事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

能够发现事物内在的矛盾关系，认识和掌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及时做出正

确的判断和选择，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办法，撰写相关的计划方案、研究报

告或学术文章。

三、考试形式

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 3小时，总分 150分。

题型包括：单项选择题（共 30分）、多项选择题（共 20分）、技能测试题

（共 30分）、战（案）例研究题（共 20分）、综合运用题（共 50分）。

四、参考书目

1．《<军事共同基础>考试大纲及考试指南》，全国军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编写组.国防大学出版社，20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