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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增强大学生的国防意识,是国家赋予新时期高等教育的重要任

务。本文从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国防教育的意义入手,分析云南省开展国防教育的现状、问题,并针对建立国防教育特色学校

提出了改进措施。 

[关键词] 国防教育；现状；问题；特色学校 

开展对国防教育教师的培训工作,配合部队作战与训练

体制改革,组织好新一轮大学生军训与国防教育社会建设实

践,全面完成年度学生军训任务。继续做好国防教育特色学

校的建设工作,通过建设特色学校,引导学校加强国防教育,

全面提升学校国防教育工作水平。 

1 项目研究的主要内容 

尽管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我国高校国防教育工作取

得了诸如“基本组织架构、师资队伍、教材建设、必修课课

时及学分要求”等一系列“制度、队伍和基础条件建设”成

果,但用“平战结合、寓兵于民和未雨绸缪”的高标准衡量,

尤其将我国高校学生国防教育与世界上此类工作更为出色

的国家相比,我国高校学生国防教育“内容与方法、体制与

机制、军地协调配合、保障举措”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多实

际问题。从加强工作针对性的角度出发,这也恰好给学校国

防教育的相关部门和广大同事提供着“理论和实践创新”的

工作机会。 据此,在分析和研究国内外学校国防教育成就和

问题基础上,结合我国现阶段高校国防教育“条件、状态、

效果和课程建设”情况,就我国高校学生国防教育特色学校

“体制机制、条件建设、内容方法、保障工作、考核检验标

准和法规建设”等事项做可行性研究。 

2 项目的科学依据 

我国长期处在和平发展的环境里,看不到战火硝烟,逐

步放松了警惕,滋长了和平麻痹思想,出现了“抓了经济,忘

了国防,进了市场,丢了武装”的现象。青年学生作为祖国的

未来、民族的希望,在校期间的国防教育是他们成长过程中

必不可少的重要一课,能否抓好这项工作,能否在从思想上

认真对待,能否在从行动中大力支持,唯有扎实打牢基础,注

重效果,才能够培养出更多人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使我国的国防事业更加坚固长久。 

3 项目的意义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国防历来是关系国家安危的

一件大事,是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是民富国强

的重要标志。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爱国、尚武、习武的光荣

传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国忧”乃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今天,全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使命是“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

利而奋斗”,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布局中占有

重要地位。 

4 研究方法 

利用学校教育和教学工作的主渠道,结合各科教学和课

外活动,采取集中教育与分散教育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

的主要对象是高校大学生。 

5 云南省国防教育现状 

5.1 当前云南省的国防教育工作紧迫感和责任感并行。 

着眼战略全局,进一步增强抓好国防教育的责任感和紧

迫感。国防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础,事关国家安全和

人民幸福。我们一定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清加强

国防教育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做好国防教育的思想自觉

性。一要从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高度来深化对国防教育

的认识。历史反复证明,落后就要挨打,国富军弱也要挨打。

中国梦是强国梦,也是强军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

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统一、建设

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我国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

国防和强大军队。这就要求我们切实加大全民国防教育力度,

充分认清强国梦、强军梦支撑强国梦的深刻道理,牢固树立

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理念,积极营造全社会关心

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浓厚氛围。 

5.2 思想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足,对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和综合素质提高缺少深层次的理解与把握。 

现在的的学生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但又缺乏坚定的政治

方向,理想信念和道德观念趋向多元化,学习能力和实践能

力的发展脱节,追求个性,但心理素质较差,情感丰富,渴望

友谊,但人际关系淡漠。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由于社会条

件的复杂性,使得一部分人对政治原则缺乏深刻的认识,对

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解不够明确、坚定,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

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危害性认识不足,

不清楚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近现代国际国内特

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不能把爱国热情建立在高度的政

治觉悟和理性思维的基础上。没有上升到实现强军梦、中国

梦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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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我行我素的抓应试教育、抓升学率 

这直接导致学生的视力差、身体垮,美育素养弱,心智不

健全,抗挫折、抗压能力不强,爱国意识淡薄,由此引发的一

系列的社会问题逐渐凸显。因此,必须毫不松懈抓好国防教

育工作。 

6 国防教育特色学校的建立 

6.1 加强军民融合提升国防教育的水平 

在高校建立民兵应急连,参与我省民兵基地化训练,提

高学生军事素质和军事理论水平,激发爱国、爱党、爱军热

情。使国防教育建设更加深入到学生生活与学习中,与大学

生联系更加密切。 

与预备役部队合作,建立预备役技术分队,实现学校相

关技术进军营与国防教育进学校的大融合。培育优秀士兵,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新鲜血液,为加强国防教育建设添砖

加瓦。 

6.2 构建国防教育理论课课程评价体系 

教育部将军事理论课程的性质界定为：军事课是普通高

等学校本、专科学生的一门必修课,要求军事理论教学时数

为 36 学时。调查数据显示,云南省各高校的理论教学几乎没

有按照《普通高校军事课教学大纲》执行。在调查的 43 所

高校中,只有 4 所开设了军事理论课,并且由于教师缺乏,都

是利用智慧树开设。有 15 所学校均未开设军事理论课,其余

学校都是在军训期间以讲座的方式代替上课。所以构建军事

理论课课程评价体系势在必行。 

6.3 组织丰富多彩的国防教育特色活动 

举办“红色书写,将“红色”流传”国防知识竞赛；开

展“祭扫烈士陵园”扫墓活动,缅怀先烈,重塑英雄形象,点

燃教学生长爱国主义热情；举办“不忘跟党初心 牢记青春

使命”七一建党活动；举办“军民情.鱼水情”军民一家八

一座谈会,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巩固和发展军政军

民团结的大好局面,不断提升丰富双拥工作内涵,进一步巩

固和发展双拥创建成果；开展“我和国旗有个约会”摄影展,

提升学生对国旗的崇敬之情；开展“爱我国防”演讲比赛等

一系列活动,提高全民国防意识。 

6.4 创新思维,教学革新 

广泛运用多媒体手段,建立多媒体资料库,运用视频动

画技术,插播影视资料,配以解说词,做到图文并茂、声像连

贯,使军事理论课变得更加生动直观。 

6.5 强化军训、成果巩固 

结合学校开展庆祝建党、建军和建国等重大节日活动,

组织学生进行军训成果汇报,国旗护卫队展演；结合开展先

进班级和先进宿舍评比等活动,让军训中的检查工作贯穿学

校日常管理的各个方面,引导学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 

6.6 加强征兵动员宣传工作 

为妥善解决“当兵冷、征兵难”问题,我省于 2016 年先

后制定下发了《云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武装工作管理办法》(云

教体{2016}3 号)和《关于对大学生参军入伍实施奖励的实

施办法》(云财政法{2016}9 号),协调省委编办为公办高校

核增一名内设机构副处级领导职数,对在校大学生参军入伍

的本科生奖励 4000 元,专科生奖励 3000 元。为隆重纪念中

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在第三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在昆明成功举办了在昆高等学校军事技能大赛,

这次活动共有 43 所高校的近 8000 多名学生参加,有效地推

动了我省学校国防教育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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