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三大条令心得体会 解放军三大条令
(优质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经历一些事情后所得到的一种感悟和领悟。
通过记录心得体会，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借鉴他人的
经验，规划自己的未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下面我给
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三大条令心得体会篇一

为了维护和巩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正确实施奖惩，保
证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军队实际，
制定了三大条令。下文是小编收集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了维护和巩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正确实施奖
惩，保证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
化建设，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军
队实际，制定本条令。

第二条本条令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维护纪律、实施奖惩的基本
依据，适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和单位，以及参战、
支前的预备役人员。

第三条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的基本内容：

(一)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二)遵守国家的宪法、法律、法规;



(三)执行军队的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

(四)执行上级的命令和指示;

(五)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见附录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纪律要求每个军人必须做到：

(一)听从指挥，令行禁止;

(二)严守岗位，履行职责;

(三)尊干爱兵，团结友爱;

(四)军容严整，举止端正;

(五)提高警惕，保守秘密;

(六)爱护武器装备和公物;

(七)廉洁奉公，不谋私利;

(八)拥政爱民，保护群众利益;

(九)遵守社会公德，讲究文明礼貌;

(十)缴获归公，不虐待俘虏。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我军的队伍动作、队列队形和队列指挥，正
确实施队列训练，培养良好的军姿、严整的军容、协调一致
的动作、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以适应技术、战术训练和增强
战斗力的需要，制定本条令。



第二条 本条令适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文职干部、士兵
和参训的预备役人员。

本条令没有规定的有关内容，按照总部、军(兵)种颁发的有
关条令、条例和规章执行。

第三条 全军必须严格执行本条令的规定。各级首长和司令部
对贯彻执行本条令负有直接责任，必须严格要求，检查、监
督所属人员认真贯彻落实。

第二章 队列指挥和队列基本生活要求

第四条 队列指挥位置

指挥位置应便于指挥和通视全体。通常是：停止间，在队列
中央前;行进间，纵队时在左侧中央前，必要时在中央前，横
队、并队纵队时在左侧前或左侧，必要时在右侧前或右侧。
变换指挥位置通常用跑步(5步以内用齐步)，进到预定的位置
后，成立正姿势下达口令。纵队行进时，可在行进间下达口
令。

第五条 指挥员在队列指挥时必须：

(一)姿态端正，精神振作，动作准确;

(二)清点人数，检查着装，认真验枪;

(三)严格要求，认真维护队列纪律;

(四)正确选择指挥位置;

(五)口令要准确、清楚、洪亮。

第六条 军人在队列生活中必须：



(一)坚决执行命令，做到令行禁止;

(二)按规定的顺序列队，牢记自己的位置，姿态端正，精神
振作;

(三)集中精力听指挥员的口令，动作要迅速、准确、协调一
致;

(四)保持队列整齐、肃静、自觉遵守队列纪律;

(五)将学到的队列动作，自觉地用于训练、执勤和日常生活
中。

第三章 单个军人的队列动作

第七条 立正

立正是军人的基本姿势，是队列动作的基础。

口令：立正。

要领：两脚跟靠拢并齐，两脚尖向外分开约60度;两腿挺直;
小腹微收，自然挺胸;上体正直，微向前倾;两肩要平，稍向
后张;两臂自然下垂，手指并拢自然微屈，拇指尖贴于食指的
第二节，中指贴于裤缝;头要正，颈要直，口要闭，下颌微收，
两眼向前平视(见第1图)。

携枪(筒、炮)的要领：

(二)持班用机枪、狙击步枪(半自动步枪)时，右臂自然下垂，
左手将背带挑起、拉直，由右手拇指在内压住，余指并拢在
外将枪握住，同时左手放下，托底钣在右脚外侧全部着地，
托后踵同脚尖齐。

(三)持60迫击炮时，右手拇指在内，余指并拢在外握炮口，



座钣立在右脚外侧，钣缘同脚尖齐，标线向左。

第八条 跨立(即跨步站立)

跨立主要用于军体操，执勤和舰艇上站立等场合，可与立正
互换。

口令：跨立。

要领：左脚向左跨出约一脚之长，两腿自然伸直，上体保持
立正姿势，身体重心落于两脚之间。而手后背，左手握右手
腕，右手手指并扰自然弯屈，手心向后。

携枪时不背手。

第九条 稍息

口令：稍息。

要领：左脚顺脚尖方向伸出约全脚的三分之二，两腿自然伸
直，上体保持立正姿势身体重心大部分落于右脚。携枪(筒、
炮)时，携带的方法不变，其余动作同徒手。稍息过久，可自
行换脚。

第十条 停止间转法

(一)向右(左)转

口令：向右(左)--转

要领：以右(左)脚跟为轴，右(左)脚跟和左(右)脚掌前部同
时用力，使身体和脚一致向右(左)转90度，体重落在右(左)
脚，左(右)脚取捷径迅速靠拢右(左)脚，成立正姿势。转动
和靠脚时，两腿挺直，上身保持立正姿势。



半面向左(左)转，按向右(左)转的要领转45度。

(二)向后转

口令：向后--转。

要领：按向右转的要领向后转180度。

(三)持枪(炮)转动时，除按徒手动作要领外，听到预令，将枪
(炮)稍提起(60迫击炮手，右手移握架头)，拇指贴于右胯，
使枪(炮)随身体平衡转向新方向，托底钣(座钣)轻轻着地，
成持枪(炮)立正姿势。

第十一条 行进

行进的基本步法分为齐步、正步和跑步，辅助步法分为便步、
踏步和移步。

(一)齐步

齐步是军人进行的常用步法。

口令：齐步--走。

要领：左脚向正前方迈出约75厘米着地，身体重心前移，右
脚照此法动作;上体正直，微向前倾;手指轻轻握拢，拇指贴
于食指第二节;两臂前后自然摆动，向前摆臂时，肘部弯屈，
小臂自然向里合，手心向内稍向下，拇指根部对正衣扣线，
并与最下方衣扣同高(着夏季作训服时，与第四衣扣同高;着
冬季作训服时，与第五衣扣同高;着水兵服时，与腰带同高)，
离身体约25厘米;向后摆臂时，手臂自然伸直，手腕前侧距裤
缝线约30厘米。行进速度每分钟116-122步。

(二)正步



正步主要用于分列式和其它礼节性场合。

口令：正步--走。

要领：左脚向正前方踢出(腿要绷直，脚尖下压，脚掌与地面
平行，离地面约25厘米)约75厘米，适当用力使全脚掌着地，
同时身体重心前移，右脚照此动作;上体正直，微向前倾;手
指轻轻握拢，拇指贴于食指第二节;向前摆臂时，肘部变屈，
小臂略成水平，手心向内稍向下，手腕下沿摆到高于最下方
衣扣约10厘米处(着夏季作训服时，约与第三衣扣同高;着水
兵服时，手腕上沿距领口角约15厘米)，离身体约10厘米;向
后摆臂时(左手心向右，右手心向左)，手腕前侧距裤缝线
约30厘米。行进速度每分钟110-116步。

(三)跑步

跑步主要用于快速行进。

口令：跑步--走。

要领：听到领令，两手迅速握拳(四指蜷握，拇指贴在食指第
一关节和中指第二节上)，提到腰际，约与腰带同高，拳心向
内，肘部稍向里合。听到动令，上体微向前倾，两腿微弯，
同时左脚利用右脚掌的蹬力跃出约85厘米，前脚掌先着地，
身体重心前移，右脚照此法动作;两臂前后自然摆动，向前摆
臂时，大臂略直，肘部贴于腰际，小臂略平，稍向里合，两
拳内侧各距衣扣线约5厘米;向后摆臂时，拳贴于腰际。行进
速度每分钟170-180步。

便步用于行军、操练后恢复体力及其它场合。

口令：便步--走。

要领：用适当的步速、步幅行进，两臂自然摆，上体保持良



好姿态。

(五)踏步

踏步用于调整步伐和整齐。

停止间口令：踏步--走。

行进间口令：踏步。

要领：两脚在原地上下起落(抬起时，脚尖自然下垂，离地面
约15厘米;落下时，前脚掌先着地)，上体保持正直，两臂按
齐步走或跑步摆臂的要领摆动。

踏步时，听到“前进”的口令，继续踏2步，再换齐步或跑步
行进。

(六)移步(5步以内)

移步用于调整队列位置。

1.右(左)跨步

口令：右(左)跨×步--走。

要领：上体保持正直，每跨1步并脚1次，其步幅约与肩同宽，
跨到指定步数停止。

2.向前或后退

口令：向前×步--走。

后退×走--走。

要领：向前移步时，应按单数步要领进行(双数步变为单数



步)。向前1步时，用正步，不摆臂;向前3、5步时，按照齐步
走的要领进行。向后退时，从左脚开始，每退1步靠脚一次，
不摆臂，退到指定步数停止。

(七)持枪(炮)时，听到行进口令的预令，将枪(炮)提起(60迫
击炮手，左手移握提把)，使枪(炮)身略直，拇指贴于左胯，
使枪(炮)身稳固，其余要领同徒手。

第十二条 立定

口令：立--定。

要领：齐步和正步时，听到口令，左脚再向前大半步着地，
两腿挺直，右脚取捷径迅速靠拢左脚，成立正姿势。跑步时，
听到口令，再跑2步，然后左脚向前大半步(两拳收于腰际，
停止摆动)着地，右脚靠拢左脚，同时将手放下，成立正姿势。
踏步时，听到口令，左脚踏1步，右脚靠拢左脚，原地成立正
姿势(跑步的踏步，听到口令，继续踏2步，再按上述要领进
行)。

持枪(炮)立定时，在右脚靠拢左脚后，迅速将托底钣(座钣)
轻轻着地。其余要领同徒手。

第十三条 步法变换

步法变换，均从左脚开始。

齐步、正步互换，听到预令，即换正步或齐步行进。

齐步换跑步，听到预令，两手迅速握拳提到腰际，两臂前后
自然摆动;听到动令，即换跑步行进。

跑步换齐步，听到口令，继续跑2步，然后，换步行进。

第十四条 行进间转法



(一)齐步、跑步向右(左)转

口令：向右(左)转--走。

要领：左(右)脚向前半步(跑步时，继续跑2步，再向前半步)，
脚尖向右(左)约45度，身体向右(左)转90度时，左(右)脚不
转动，同时出右(左)脚按原步法向新方向行进。

半面向右(左)转走，按向右(左)转走的要领转45度。

(二)齐步、跑步向后转

口令：向后转--走。

要领：左脚向右前迈出约半步(跑步时，继续跑2步，再向前
半步)，脚尖向右约45度，以两脚的前脚掌为轴，向后转180
度，出左脚按原步法向新方向行进。

(三)转动时，保持行进时的节奏，两臂自然摆动，不得外张;
两腿自然挺直，上体保持正直。

第十五条 冲锋枪手、81式自动步枪手的握枪

(一)肩枪互换挂枪

1.肩枪换挂枪

口令：挂枪。

要领：右手移握护木(79式冲锋枪，握导气箍)，右臂前伸将
枪口转向前，左手掌心向下在右肩前握背带;两手协力将背带
从头上套过，落在左肩，使枪身在胸前约成45度(表尺中央部
位位于衣扣线);右手移握枪颈(折叠式冲锋枪，握复进机盖后
端)，左手放下(阅兵等时机左手可握护木)，成挂枪立正姿势。



2.挂枪换肩枪

口令：肩枪。

要领：右手移握护木，左手移握背带;两手协力将背带从头上
套过，落在右肩，枪口向下，枪身垂直;右手移握背带(拇指
由内顶住)，左手放下，成肩枪立正姿势。

(二)肩枪、背枪互换

1.肩枪换背枪

口令：背枪。

要领：左手在右肩前握背带，右手掌心向后移握准星座;两手
协力将枪上提，左手将背带从头上套过，落在左肩;两手放下，
成背枪立正姿势。

2.背枪换肩枪

口令：肩枪。

要领：右手掌心向后握准星座;左手在左肩前握背带;两手协
力将背带从头上套过，落在右肩;右手移握背带(拇指由内顶
住)，左手放下，成肩枪立正姿势。

(三)挂枪、背枪互换

1.挂枪换背枪

口令：背枪。

要领：右手握准星座，稍向上提，左手在左肩前握背带;两手
协力将枪转到背后，两手放下，成背枪立正姿势。



2.背枪换挂枪

口令：挂枪。

要领：右手掌心向前移握准星座，稍向上提，左手在右肋前
握背带;两手协力将枪转到胸前;右手移握枪颈(折叠式冲锋枪，
握复进机盖后端)，左手放下或握护木，成挂枪立正姿势。

第十六条 班用机枪手、狙击步枪手(半自动步枪手)的操枪

(一)托枪、枪放下

口令：托枪。

枪身要正，托后踵与衣扣线齐(狙击步枪，枪面与衣扣线平
行);右大臂轻贴右胁，小臂略平，成托枪立正姿势。

口令：枪放下。

要领：右手下压枪托，臂伸直，使枪离肩，同时左手按握护木
(狙击步枪、半自动步枪，接握表尺上方)，枪身垂直，枪面
向前(狙击步枪，枪面向左;半自动步枪，枪面向右);左手将
枪面转向右(狙击步枪，将枪面转向后;半自动步枪，将枪稍
向下移)，同时右手握调整器附近(狙击步枪、半自动步枪，
将枪稍向下移)，同时右手握调整器附近(狙击步枪、半自动
步枪，移握上背带环下方);左手放下的同时，右手将枪放下，
使托底钣轻轻着地，成持枪立正姿势。

(二)肩枪、枪放下

口令：肩枪。

要领：右手将枪提到右肩前，枪身垂直，离身体约25厘米，
枪面向右，上背带环与锁骨同高，大臂轻贴右胁，同时左手
握护木(狙击步枪、半自动步枪，握表尺上方)，右手移握背带



(拇指由内顶住)向左后拉平;用左手的推力和右手腕的旋转力
迅速将枪送上右肩，右大臂轻贴右胁，枪身垂直，左手放下，
成持枪立正姿势。

口令：枪放下。

要领：用右手腕的旋动力，迅速将枪转到右肩前，离身体
约25厘米，同时左手握护木(狙击步枪、半自动步枪，接握表
尺上方)，枪面稍向右后;右手握调整器附近(狙击步枪、半自
动步枪，移握上背带环下方)，枪身垂直，左手放下的同时，
右手将枪放下，使托底钣轻轻着地，成持枪立正姿势。

(三)背枪、枪放下

口令：背枪。

要领：右手将枪提到右胸前，左手将背带向左拉平;两手将枪
挂在颈上，右手移握下背带环;两手协力将枪转到背后，同时
右臂由枪和背带之间伸出，两手放下，成背枪立正姿势。

口令：枪放下。

要领：右手握下背带环，右手在左胸前握背带，两手协力将
枪转到身体前方，同时右臂由枪和背带之间脱出，右手移握
上背带环下方;两手将枪从颈上取下，左手放下的同时，右手
将枪放下，使托底钣轻轻着地，成持枪立正姿势。

(四)半自动步枪的托枪、端枪互换

1.托枪换端枪

口令：端枪。

要领：行进时，听到“端枪”的口令，继续向前3步，于左脚
着地时，右手下压枪托，使枪离肩，同时左手接握护木;右脚



再向前1步的同时，右手移握枪颈，并使枪面转向后;于左脚
着地时，两手将枪导向前，枪面向上，左手掌心转向右，枪
颈紧贴右胯，右肘与两肩成一线，枪刺尖约与眼同高，并在
右肩的正前方。

2.端枪换托枪

口令：托枪。

要领：听到“托枪”的口令，继续向前3步，于左脚着地时，
右手收至右胸前，右手向前下方推枪;右脚再向前1步，左手
将枪稍向上提，右手移握托底钣，同时枪面转向右，于左脚
着地时，将枪送上右肩，左手放下。

第十七条 40火箭筒手的操筒

(一)肩筒换托筒

口令：托筒。

要领：用右手腕的旋转力将筒转到右肩前，同时左手接握护
板，将筒上提，筒身垂直;右手打开肩托，五指并拢移握筒尾，
两手协力将筒送上右肩(肩托卡于肩上)，右大臂轻贴右胁，
小臂略平，筒身要正，握把向下，左手放下，成托筒立正姿
势。

(二)托筒换肩筒

口令：肩筒。

要领：右手下压筒尾，臂伸直，使筒离肩，同时左手接握护
板，筒身垂直，右手折回肩托，移握背带(拇指由内顶住)，
将背带向左后拉平;用左手的推力和右手腕的旋转力迅速将筒
送上右肩，右大臂轻贴右胁，筒身垂直，左手放下，成肩筒



立正姿势。

第十八条 60迫击炮手的操炮

口令：扛炮。

要领：上体前屈，左腿微弯，左手使提把向上，掌心向前，
虎口向正握提把下方炮身，两手协力将炮送上右肩(标线向
左)，左手放下，右大臂轻贴右胁，成扛炮立正姿势。

口令：炮放下。

要领：左手握把下方炮身，上体前屈，左腿微弯，两手协力
将炮放在右脚外侧，成持炮立正姿势。

第十九条 脱帽、戴帽

(一)脱帽。

口令：脱帽。

要领：双手捏帽檐或帽前端两侧，将帽取下，置于左小臂，
帽徽向前，掌心向上，四指扶帽檐或帽前端中央处，小臂略
成水平。

(二)戴帽。

口令：戴帽。

要领：双手捏帽檐或帽前端两侧，将帽迅速戴正。

(三)携枪(筒、炮)时，用左手脱、戴帽。

第二十条 坐下、蹲下、起立



(一)坐下。

口令：坐下。

枪靠右肩--坐下。

要领：左小腿在右小腿后交叉，迅速坐下，两手自然放在两
膝上，上体保持正直。

携枪(筒)坐下时，枪(筒)靠右肩(枪面向右、筒面向左)，右
手自然扶贴护木(折叠式冲锋枪，移扶复进机盖后端;40火箭
筒，握护板)，左手放在左膝上。肩冲锋枪、81式自动步
枪(40火箭筒)坐下时，听到预令，将枪(筒)取下，右手移握
护木，使枪背带从肩上滑下;肩折叠式冲锋枪时，右手移握散
热孔，将枪口转向左前，左手虎口向右握弹匣，右手打开枪
托后，移握散热孔;肩40火箭筒时，用右手腕的旋转力，迅速
将筒转到右肩前，同时左手接握护板，右手移握护板。携60
迫击炮坐下时，可先架炮。

背背包时，听到“放背包”的口令，两手握背包带，取下背
包，转体向右，右手将背包横放在脚后，背包口向左，按口
令坐在背包上。

携枪(筒)放背包时，先置枪(架枪、筒)或两腿夹枪，然后放
背包。

(二)蹲下

口令：蹲下。

要领：右脚后退半步，臀部坐在右脚跟上(膝盖不着地)，两
手自然放在两膝上，上体保持正直。蹲下过久，可自行换脚。

持枪时，右手移握护木(冲锋枪和81式自动步枪、40火箭



筒、60迫击炮的携带方法不变)，左手自然放在左膝上。

(三)起立

口令：起立。

要领：全身协力迅速起立，成立正姿势或成持枪(炮)、肩
枪(筒)立正姿势。

60迫击炮架炮、班用机枪和40火箭架筒时，起立后取炮、枪、
筒。

第四章 分队、部队的队列动作

第二十一条 班的队形

班的基本队形，分为横队和纵队。需要时，班可成二列横队
或二路纵队。队列人员之间的间隔(两肘之间)约10厘米，距离
(前一名脚跟至后一名脚尖)约75厘米。

(一)步兵班的队形(图均从略，下同)

步兵班通常按班长、机枪射手、机枪副射手、步枪手或冲锋
枪手、火箭筒射手、火箭筒副射手、副班长的顺序列队，必
要时也可按身高列队。

(二)60迫击炮的队形

(三)重机枪班的队形

(四)12.7高射机枪班的队形

(五)82迫击炮班的队形

(六)82无座力炮班的队形



第二十二条 排的队形

排的基本队形，分为横队和纵队。

(一)步兵排的队形

排横队，由各班的班横队依次向后排列组成。

排纵队，由各班的班纵队依次向右并列组成。

(二)排长的列队位置

横列时，在第一列基准兵右侧;纵队时，在队列中央前。

第二十三条 连的队形

连的基本队形，分为横队、纵队和并列纵队。

(一)步兵连的队形

连横队，由各排的排横队依次向左并列组成。

连纵队，由各排的排纵队依次向后排列组成。

连并列纵队，由各排的排纵队依次向左并列组成。

连部和炊事班或连部、炊事班和60迫击炮班分别以二列(路)
或三列(路)

组成相应的队形，位于本连队尾。

(二)连指挥员的列队位置

横队、并列纵队时，位于一排长右侧，前列为连长、副连长，
后列为政治指导员(当编有副政治指导员时，为政治指导员、



副政治指导员);纵队时，位于一排长前，前列为连长、政治
指导员，后列中央为副连长(当编有副政治指导员时，后列为
副连长、副政治指导员)。

第二十四条 营的队形

营的基本队形，分为横队、纵队和并列纵队。

(一)步兵营的队形

营横队，由各连的并列纵队依次向左并列组成。

营纵队，由各连的连纵队依次向后排列组成。

营部将汽车分队和其余单位官兵，分别编为三列(路)队形，
按编制序列列队。

营属机枪连、炮兵连，参照步兵连的基本队形，按编制序列
列队。

(二)营指挥员的列队位置

横队、并列纵队时，位于营部右侧，前列为营长、副营长，
后列为政治教导员(当编有副政治教导员的，为政治教导员、
副政治教导员);纵队时，位于营部前，前列为营长、政治教
导员，后列中央为副营长(当编有副政治教导员时，后列为副
营长、副政治教导员)。

第二十五条 团的队形

团的基本队形，分为营横队的团横队、营并列纵队和团纵队。

(一)步兵团的队形

营横队的团横队，由各营横队依次向左并列组成。



营并列纵队的团横队，由各营的营并列纵队依次向左并列组
成。

团纵队，由各营的营纵队依次向后排列组成。

团机关按司、政、后的序列，根据团队形性质，司令部编为
三列(路)，政治处和后勤处各编为二列(路)队形列队。

团属炮兵营、连和直属各连，应采用同步兵营、连相应的队
形，按编制序列列队;团后勤分队，以建制为基础，根据团队
形性质，按三列(路)队形进行编组，位于本团队尾。

(二)团指挥员的列队位置

各种队形中，团指挥员成二路。横队时，位于团机关右侧，
右路为团长、副团长(当编有副政治委员时，为团长、副团长、
参谋长)、左路为政治委员、参谋长(当编有副政治委员时，
为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纵队时，位于团机关前，左路为
团长、副团长(当编有副政治委员时，为团长、副团长、参谋
长)，右路为政治委员，参谋长(当编有副政治委员时，为政
治委员、副政治委员)。

(三)军旗位置

掌旗员和护旗兵一列，横队时，在团指挥员右侧;纵队时，在
团指挥员前。

第二十六条 军(兵)种分队、部队的队形

军(兵)种的团及其以下分队的队形，应根据编制装备，参照
步兵团、营、连、排、班的队形列队;各分队之时的间隔、距
离，根据本章有关队形的数据调整。

第二十七条 指挥员列队位置的变换



连(营、团)长出列指挥后，其列队位置，应由副连(副营、副
团)长替补。

队列内指挥员列队位置的变换方法：

横队、并列纵队时，政治指导员(政治教导员)左跨1步，与副连
(副营)长对正，副团长向前1步，参谋长右跨1步。

纵队时，政治指导员(政治教导员)后退1步，副连(副营)长右
跨半步，副团长向前1步。参谋长左跨半步。

第二十八条 集合、离散

(一)集合

集合，是使单个军人、分队、部队按规范队形聚集起来的一
种队列动作。

集合时，指挥员应先发出预告或信号，如“全连(或×排)注
意”，然后，站在预定队形的中央前，面向预定队形成立正
姿势，下达“成××队--集合”的口令。所属人员听到预告
或信号，原地面向指挥员成立正姿势;听到口令，跑步到指定
位置面向指挥员集合(在指挥员后侧的人员，应从指挥员右侧
绕过)，自行对正、看齐，成立正姿势。

1.班集合

口令：成班横队(二列横队)--集合。

要领：基准兵迅速到班长左前方适当位置，成立正姿势;其他
士兵以基准兵为准，依次向左排列，自行看齐。

成班二列横队时，单数士兵在前，双数士兵在后。

口令：成班纵队(二路纵队)--集合。



要领：基准兵迅速到班长前方适当位置，成立正姿势;其他士
兵以基准兵为准，依次向后排列，自行对正。

成班二路纵队时，单数士兵在左，双数士兵在右。

2.排集合

口令：成排横队--集合。

要领：基准班在指挥员前方适当位置，成班横队迅速站好;其
他班成班横队，以基准班为准，依次向后排列，自行对正、
看齐。

口令：成排纵队--集合。

要领：基准班在指挥员右前方适当位置，成班纵队迅速站好;
其他班成班纵队，以基准班为准，依次向右排列，自行对正、
看齐。

3.连集合

口令：成连横队--集合。

要领：队列内的连指挥员或基准排，在指挥员左前方适当位
置，成横队迅速站好;各排和连部成横队，以连指挥员或基准
排为准，依次向左排列，自行对正、看齐。

三大条令心得体会篇二

军训是一年级学生在大学的第一个重要经历，不仅是锻炼身
体，也是磨练意志的过程。军训三大条令——听从命令、服
从管理、团结协作，是军训期间不可或缺的教育。在这个过
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这三大条令的重要性，并学到了许多
宝贵的经验。



第一段：听从命令

听从命令是军训中最重要的一条令，为了养成良好的听从命
令的习惯，我们训练了许多次分队列队、集会、迅速转换姿
态等训练，在听从教官的命令时要集中注意力、快速反应。
训练中，我意识到在生活中听从指挥、遵守纪律至关重要。
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或问题时，往往会自作主张，忘记
了团队的力量。而在军训中，我深刻地理解到，当我们听从
教官的指挥并配合时，我们的团队能够迅速转化、快速行动，
大大提高了我们达成目标的效率。

第二段：服从管理

服从管理是军训的一项重要教育，教官严格把控着我们的生
活作息、饮食规范和行为规则，同时也要求我们尊重教官和
队友。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一个人的行为与社会公德的
培养是分不开的。社会需要一种有序的机制与规范，而服从
管理则是这个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管教的规范，我们
的生活就会陷入混乱，也不可能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环境。因
此，服从管理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一件事情。

第三段：团结协作

团结协作是军训三大条令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它能够帮助我
们搭建一个合作的平台，同时也增强了我们之间的信任和默
契。在集体行动中，团结协作是关键因素，遇到困难时我们
要互相帮助，共同克服。教官不止一次地说过：“团结协作
是我们行动的根本，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团结
协作不仅仅存在于军训中，而是贯穿一生的重要品质，只有
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第四段：教育的重要性

从军训三条令中我意识到，教育对一个人的起点至关重要。



身处大学，我们必须及时学习、掌握知识，积极参加各种讲
座、社团、志愿者活动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可以提
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增强自己的领导力和团队意识。教育是
我们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的重要保障，它能够教会我们很
多技能、知识和道德观念，帮助我们成长为人才。

第五段：总结

每一次军训都是一次锻炼、机会、教育和成长的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我体会到听从命令、服从管理和团结协作三大条
令的重要性。而且，通过这个经历，我还意识到了教育对于
一个人的重要性。我相信，只要我们在今后的生活中坚持这
三大条令，积极的参加各种教育和活动，我们一定会成为更
好的自己。

三大条令心得体会篇三

军训是高校中独特的教育方式，其宗旨在于培养学生的纪律
意识、团队合作精神以及爱国主义情感。其中，军训三大条
令作为军训的重要标志之一，居于核心地位。在我的某次军
训中，通过三大条令的教育，我深感自我意识的强化、情感
归属的增强以及团队凝聚力的提升。

第二段：第一大条令——服从命令

“服从命令，不做违反纪律的事情，不讲粗话脏话，不想家
乡，不骂教官。”这是军训中的第一大条令。从服从命令这
一点出发，我领悟到了人生中最基本的道理——面对领导，
应积极配合。在军训中，我们遵从命令，严格按照规章制度
进行，不抱怨，不顽固，不劳民伤财，准时到岗到职，这种
态度同样适用于人生的任何一个角色。我们必须要尊重权威、
遵循规则，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第三段：第二大条令——团结互助



“团结互助，没有敌人，只有战友。有困难找战友，把困难
留给自己；发现战友有缺点，先帮他改正。”这是第二大条
令。在这个礼仪严明、组织严密的大家庭中，我们要与战友
携手并进，相互帮助，实现共同的目标。我发现，在一个团
结友爱的环境中，困难变得微不足道，遇到问题的时候，选
择与其他同学一起解决，相互扶持，同进退，一起战斗可以
大大提高工作效率，让我们对工作产生全新的体验。

第四段：第三大条令——不放弃

“不放弃，没有退路，只有缩小前进的空间，向困难说不，
向苦痛说不。”这是第三大条令。在训练的过程中，跑步、
爬山、草原越野等多种体能训练都是对我们的身体和意志的
双重考验。而这句军训口号的意义就在于要让我们明白，任
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放弃。不管是训练还是生活，只要我们坚
守信念，不放弃，没有什么是不能克服的。更重要的是，经
历所有的辛苦与挫折后，我们逐渐明白了什么是“困难”，
什么是“坚持”，什么是“成功”。

第五段：总结

在军训中，三大条令充分体现了纪律、协作、毅力这些基本
道德品质，也是在学生们人格形成中的重要角色。通过遵守
三大条令，我们在军训中逐渐成为了更加自信，更有责任心，
更有爱心，更有思考力和服务意识的人。即使军训结束，我
们也可以将这些品质带到自己的生活中去。因此，在这一次
军训之中，我深刻认识到了三大条令的作用，在今后的生活
中也会一直坚持，争取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三大条令心得体会篇四

贯彻落实《准则》和《条例》，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
是"一把手"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敢于担当、勇于负责，以
严和实的精神把党纪党规执行好、落实好。



一是坚持履责担责。党委要切实担负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
任，把学习贯彻《准则》和《条例》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来抓，广泛宣传教育，推动贯彻执行，引导党员干部自觉遵
守、严格自律，时刻把党纪党规牢记在心中、体现在行动上。
党委主要负责人要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切实把贯彻落实工作抓实
抓好抓到位。

二是坚持严抓严管。坚持把严的标准和要求融入到干部的日
常教育监督管理之中，在"全面"和"从严"中推动落实，在坚
持和深化中形成习惯。要坚持铁律管干部、铁腕抓作风，从
严从实，认真较真，对顶风违纪、贪污腐化的从严查处，对
不作为、乱作为、缓作为的从严问责，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
发展环境。要进一步扎紧织密制度的"笼子"，着力完善和落
实"三个一律"、"一线工作法"等，以公开透明的制度规范权
力运行，以有为有位的导向激励干事创业，努力打造忠诚干
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三是坚持自警自律。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时刻保持政
治上的清醒坚定和行动上的高度自觉，深入践行"三严三实"，
始终做到自警自律，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要带头严
格遵守《准则》和《条例》，时时处处事事高标准、严要求，
自觉接受监督，坚决守住底线。特别是要按照《准则》和
《条例》明确的八个方面要求、六个方面纪律，从点点滴滴
做起，从小事小节做起，把住欲望关，净化朋友圈，管好身
边人，涵养高品位，真正使党纪党规内化于心、力践于行。

三大条令心得体会篇五

进入大学校门后，我们迎来了迎来了新的生活。作为大学新
生，军训是一项我们必须经历的挑战。在这段时期内，我们
不仅要锻炼身体，还需要学习纪律和秩序。三大条令教育在
军训期间非常重要，它告诉我们在行动中应该如何严守纪律
和遵守规则。在此，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三大条令教育



心得和体会。

第二段：第一条令——严格要求

严格要求是在军训时最重要的三大条令教育之一。在军训期
间，我们每个人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受到教官的训练和辅导，
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标准和要求。
这种严格的要求不仅是对我们的锻炼，也是对我们精神上的
锻炼。只有严格要求自己，才能更好地听从指挥和遵循规则，
也使自己更加自律、坚强。

第三段：第二条令——严密组织

在军训过程中，严密组织是非常重要的三大条令教育之一。
在军事训练中，组织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都必须清楚地知
道自己的职责和任务。必须保持队列整齐，维护纪律秩序并
遵循规则。通过遵循严密的组织，我们可以使军事训练的效
果更高，也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在平时的学习和生活中，养
成良好的习惯和过硬的自制力。

第四段：第三条令——严谨对待

严谨对待是在军训中非常重要的三大条令教育之一。军事训
练中，我们必须严格遵守规则和标准。无论是锻炼动作还是
军容军姿，我们都必须要有韧性和耐力。更重要的是，在严
格要求和严密组织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处理好人际关系。无
论是遵守规则还是与队友相处，在军训过程中，都需要我们
保持严谨和精神状态充沛，才能训练出更强的自己。

第五段：总结

在三大条令教育的指导下，我们在军训中不断成长。通过锻
炼身体，我们更明白了团结、协作和配合的重要性。通过严
格要求、严密组织和严谨对待三大条令的具体体现，我们也



不断意识到自律、自制和纪律的重要性。这让我们更加习惯
于遵循规则和秩序，培养了我们成为更加自律、自主和自强
的人。军训虽然艰苦，但却是我们成长的必经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