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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体育运动推动体育课改革和国防教育的实践
钟清云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海南海口 570216）

【摘 要】 国防体育是国防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国民体育的组成部分。基于素质教育背景，开展国防体育运
动成了高校国防教育的实施策略之一，但是就目前而言，高校国防教育的开展仍存在其弊端和局限性，
亟待改革以推动高校体育课改革和提升国防教育质量水平。本文旨在于通过分析当前高职院校国防体育
实施现状，讲述高职院校开展国防体育运动的重要意义，进而结合笔者个人工作经验及个人思考所得，
提出国防体育运动推动体育课改革和国防教育的实践策略，以供同行交流探讨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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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1912年，武昌文华大学创办
了中国童子军，随后，黄埔军校创立，而于抗日战争时

期，红军大学开展起国防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

国防建设需要，高校国防体育迅速发展。从本质上说，

国防教育的根本目的是锻炼高校学生身体素质，锻造其

民族精神和奋斗品格，为国家培养高素质国防人才奠定

良好基础。但是显然，当前高职院校在进行国防教育过

程中，国防观念并未全然被融入国防教学途径中，国防

教育强调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均未能内化为国防教育

理论和实践教学的内容，学生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心理

修养都无法达到国防教育目的要求。

1.3 高职院校国防教育体系有待完善
高职院校国防教育的推进及实施基于国防教育体系。

综合各地各高职院校现状来看，教育体系有待完善，主

要体现在：第一，教育机构不健全。目前，大的部分高

职院校都依据国防教育要求设立了人民武装部，但是其

中多数是有机构无人事；一些高职院校设立的是国防教

育教研室，但多挂名体育教研室之下；一些高职院校设

立了军事体育部，但是在教学方法上，依然采用传统的

军训和体育教学方式，可以说，是有名无实。第二，师

资力量不足。高职院校国防教育缺乏高素养的专业教师

已经成为阻碍高校国防教育开展和国防体育改革的重大

阻力之一，甚至于一些高职院校安排的是学生辅导员来

兼职负责国防教育工作。第三，国防教育课程教学不达

标。不论是军事训练还是军事理论，与《教学大纲》要

求均存在一定差距。另外，教学内容缺乏实时性，教学

方法传统，难以激发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的主观能动性。

2  试论高职开展国防体育运动的重要意义

由上可知，当前高职院校国防教育存在其不足，国防

体育活动作为现阶段我国高职院校开展国防教育实践课程

的重要方式之一，如何开展好国防体育活动，对提升国

防教育质量显然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因此，探讨高校开

展国防体育运动的重要意义，对于深入解析国防体育运

动推动体育课改革和国防教育的实践路径具有研究价值。

2.1 开展国防体育运动延展了国防教育内涵
在冷兵器时代，战争的胜负主要却决于士兵的身体

素质，还有将领的领兵才能，军事离不开体育。在如今

国防教育，是从国家发展和民族利益出发的，有意

识培养人民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素质教学与活动。在

体育教学中，从体育教学出发，赋予一定的国防教育内

容，拓展体育教学的内容，一方面满足国防教育的需求，

另一方面满足了学生的身心发展需求，这是极具战略意

义的。因此，从高职体育教学特点出发，有意识拓展体

育教学内容，将国防教育内容以及培养爱国情感等内容

适当融入其中，切实提升学生的国防观念，真正发挥体

育的国防教育功能，实现“寓军于民”，对提升整个国防

实力具有积极意义。

1  浅析当前高职院校国防体育的实施现状

青年人，不仅仅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更是祖国未

来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一代有希望、有担当，

国家才会有前途，民族就会有希望。习总书记曾说过：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面国防。加

强全民国防教育，高职院院校是重要的前沿教育阵地。

而国防体育将体育教学与国防教育结合起来，不仅为体

育改革开辟了新的道路，也为国防教育搭建了新的平台。

故而，从当前高职院校体育教学的需求出发，有针对性、

有目标的将国防体育活动融入国防体育教学，真正将培

养未来社会主义建设者而努力，对于高校培养复合型人

才具有积极意义。不过，就目前普通高职院校国防教育

实施效果来看，国防教育仍然存在一些弊端和局限性，

需要加以改革和逐步完善。现将存在的主要问题予以归

纳总结，兹述如下。

1.1 国防教育致力于理论输出，忽视实践教学
国防教育是长期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总结，包含理论

与实践成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现阶段，高职

院校虽将国防体育作为国防教育的重要内容，但是更多

情况下，依然倾向于将国防教育理论作为国防教育的重

中之重。可以说，国防教育这种致力于理论输出，实践

教学途径仅仅采取军训或体育课的教学方法，并不足以

满足当前素质教育改革大背景下学生们的需求。

1.2 国防观念并未全然融入国防教学途径中
我国高校国防体育性形成于清朝末年学堂的国防体

育，却也因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的

国防教育被烙印上“国耻教育”标签。随着孙中山推翻



- 117 -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教育发展研究 (2)2020,7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时代，国防实力的提升除了兵器的投入，还有便是士兵

综合素质的提升，体育中的军事功能被逐渐弱化。在体

育教育中融合国防思维，增强学生对于“国防”二字内

涵的理解，将“爱国热情”融入每一个学生的血液中，

让广大学生有计划的学习和提升保护祖国领土完整、抵

御外来侵略等能力，为国防输入优秀的人才。诸如：学

校可以开展军事定向越野比赛，不仅有助于激发高职院

校学生参与兴趣，还能促使学生在科目实践中，直观地

了解过国防军事相关知识，提升国防教育实施效果。

2.2 开展国防体育运动利于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高职院校，承担着培养祖国建设者的重任。在很长

一段时间，所探讨的是如何提升课堂质量、如何提升职

业技能，而在其中恰恰忽视了学生的情感教育。高职院

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更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摇篮，

开展思想道德教育是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防教育活动在高校国防教育中的开展，不仅仅是提升

学生心理承受能力，更是为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做出了

小小的努力，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深入骨髓，有

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可以说，在高职院校开展国

防体育课程，将不同专业的学生统一于国家崛起的大框

架之下，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凝聚力、向心力，同时，

也为国家培养专门国防人才打下了坚实基础，可以说，

经国防体育运动锻炼和国防教育熏陶的高校高素质人才，

是高校为国家建立的国防建设储备人才库。

3  国防体育运动推动体育课改革和国防教育的实践
路径

高职院校作为高校，一直以来坚持“教育树人”，因

此，立足当下国防教育亟待完善时代背景，积极高效开

展有助于延展了国防教育内涵、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国

防体育运动，不仅能在体育课中融入国防思维和国防教

育模式，推动高校体育课改革，提升体育课质量，还能

推动国防教育稳步前行，于高校中营造良好的国家政治

军事氛围，为国家培养国防人才，可以说，国防体育运

动的有效实践是推动体育课改革和国防教育进步的有效

方式。而其实践路径，笔者结合工作经验和个人思考所

得，总结如下：

3.1 重视实践教学，采取多样教学开展方式
理论教学和单一化的体育教学并不能满足国防教育

要求。事实上，国防体育运动的开展方式也不仅仅是简

单的体育锻炼，既然在体育课程中纳入“国防”内涵，

应当就适当扩延国防体育教学方式，推荐在实际教学中

多采用与实战技能操作密切联系的特殊训练。诸如：军

事定向越野、军用枪射击、放空逃生等。

3.2 纠正教学观念，将国防理念融入体育课程
国防体育课程在实际实施中，并未能重视起学生心

理素养培养，即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等均缺乏塑造。因

此，在国防体育课程教学中，应当纠正“国防体育运动”

是“体育”的错误想法，要正确看待国防体育运动的实

施内涵。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做到：第一，高职院校应当

将国防体育作为学生日常课程以及学校的日常工作讨论

内容，逐步细化课程内容，完善课程教学模式；第二，

将国防体育的实施效果作为教师教学考核指标，规避教

学形式化和教条化；第三，于国防体育运动中，强调

“国防”含义，帮助学生树立正确国防观念。诸如，可以

在开展每一项国防体育运动前，同学生普及该项运动的

起源，以及其在战争中具有的战略性意义。

3.3 完善教育体系，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建设
完善国防教育体系及国防体育活动开展基础，需要

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第一，加强理论研究。让国防体

育课程走向高职院校课程体系之中，并不是简简单单的

开展相应的课程，而是建立在一定二理论基础之上。因

此，加强理论研究，是国防体育走向正规化、常态化的

基础。一是，国家积极组织国防教育的理论研究，为

国防体育课程指明方向。二是，本校的课程体系的研

究。每一个高校都有着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专业特

色，所开展的国防体育课程应该是有区别的，诸如体育

类院校和普通高校便会有明显区别。第二，将国防体育

纳入正式课程之中。将国防体育课程纳入正式课程之

中，可以让国防体育开展的系统化和目标话，切实实现

增强学生安全意识、强化爱国情感等目标。同时，纳入

正式课程，还应该和相应的专业特点相结合，所开展的

国防体育也不应该千篇一律，而是切实提升学生的综

合素质的。可以说，将国防体育纳入正式课程体育之

中，便是需要体育教师和思政课教师进行综合考量，从

课程的方向以及真正的需求出发，为国防体育课程的开

展创设基础。第三，提升教师团队素养。于高职院校的

国防教育中开展国防体育运动或课程，教师依然是保证

其开展质量的重要因素。故而，在高职院校开展国防体

育课程中，需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保证学生国防体育

课程质量。主要实施方法包含：一是，从当前师资队

伍出发，积极主动提升体育教师的专业素质，将其视

野逐渐延伸到国防体育层面，让国防和体育教学有机

结合起来。二是，积极主动引入一些高质量的国防体

育教师。比方说，和部队搭建平台，派遣军官，为学

生开展高质量的军事活动。三是，也可以将教师和学

生定期组织一些部队训练，切实提升军事教师的整体

素质。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将师资队伍建设切实纳入

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总体规划中，为国防体育课程开展 
选好教师。

4  结语

随着高职院校体育国防教育的开展，对传统体育教

学进行了补充，提升广大学生身体素质的同时，增加了

国家荣誉感、集体精神等积极情感。但是，高职院校中

的国防教育及其实践方式之一的国防体育运动在教学过

程中，仍存在其不足，笔者基于其不足，探讨了三条实

践路径，以期能够为高职院校国防体育运动的开展提供

参考价值，从而为推动体育课改革、提升国防教育质量

添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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