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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国防意识现状及对策探析
陈　勇

（吉利学院，四川 成都 641423）

摘要：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面临的安全

风险与挑战更趋复杂，提升大学生的国防意识成为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与国防教育的重要内容。对当代大学生来说，存在着国防意

识不足，国防知识掌握不全面，参与国防实践活动积极性不高等

问题。因此，需要大学生、高校、家庭与政府共同努力，进一步

构建大学生国防意识养成的多元环境，为其日后投入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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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意识是一种自觉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的群体意识，是国

民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权利和义务的综合体现，主要表现在对

国防的认知、对祖国的情感以及保卫祖国的意志上。大学生作为

青年一代中的优秀群体，肩负着建设祖国的重任，是促进未来社

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我国

面临的安全风险和挑战日趋复杂、严峻，进一步提升高校大学生

的国防意识，激发其爱国热情和时代责任感，肩负起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重任，显得极为重要。

一、新时代背景下培养国防意识的重要性

现代化国防建设并不只是国家武装力量的强大与完善，更需

要全体国民国防意识的同步提升来为国防建设提供持续的精神动

力。从我国国防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国防意识的强弱极大程度

地影响着国家军事实力乃至国家综合实力的发展。战国时期，便

有齐国“寓兵于民，寓兵于政”的全民兵役制度，通过军事化管

理强化国民意识；后秦人尚武强克六国，修筑长城以抗北狄，长

城作为最坚固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彰显着国防建设与国防意识的

重要意义；明代以“塞王守边”为国防政策，派遣皇室宗嗣镇抚

边地、屯田勤兵，强化国民国防意识，共同抵御北地少数民族政

权的侵略；时至清初，面对国内割据势力、沙俄东进与收复台湾

等诸多国防问题，清政府着重加强武备，强化国防意识，以八旗

编制为主推行军政、民政合一，取得了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统

一准噶尔之战的胜利；而到了清代中后期，统治当局本着“防民

甚于防寇”思想，重内轻外，国防废弛，使得国家内忧不断，外

患频仍，以致于鸦片战争中无力抵抗外敌入侵，自此沦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由此可见，国防意识、国防政策和国防建设三位

一体，密不可分，而国防意识作为后两者的精神支撑，在国家强盛、

国防强大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当代大学生国防意识的养成，并非是浅层概念的简单涉猎，

而是要充分认识“知、情、意”三大核心要素的重要性，从国防

认知、国防情感与国防意志三个维度进行深刻的思想浸染。当下，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例如：国际主权问题与恐怖主义从未平息；近年来全球新冠疫情

暴发导致经济下滑与政治危机，并引发诸多国际争端。此外，今

年俄乌战争的爆发更是撕破了世界和平的面纱。在国际局势持续

动荡与世界格局深刻变化背景下，愈加凸显加强高校大学生国防

意识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高校大学生应当

在社会环境、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自我提升中不断强化国防

意识，树立起勇于担当、壮我国防、报效国家的坚定意志与信念。

二、新时代高校大学生国防意识现状

（一）了解国防精神，但国防意识较弱

国防精神是人类在长期的国防实践和斗争中演化的社会意识

成果，汇聚了国家情感、国家意志和民族品质，它以维护民族和

国家利益为标志，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军事武装力量为依托，

以历史文化为底蕴，是民族归属感的集中体现。经过多年来的国

防意识教育，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等国防精神在当代大学生

思想认知中有一定根基，大学生对国防知识、国际局势变化也有

一定程度的关注，但部分大学生对国防的认知仍较为肤浅和模糊，

将国防视为国家与军队的建设任务，与自身关系不大。在校园学

习中，认为军事理论课枯燥无聊，浪费时间；在社会常识中，将

国防与战争、间谍、情报等内容简单地画上等号，部分大学生的

国防观念甚至还停留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等战争

时期，忽视了现代化国防建设日新月异的发展与变化。近几十年，

我国一直处于和平稳定发展状态，安稳的生活让人们遗忘了面临

的安全风险与挑战，国防意识慢慢淡出社会公德范畴，居安思危、

防患未然、爱国崇军的意识不断弱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国防精神亟待重铸。

（二）了解国防常识，但新军事革命知识欠缺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不断发展，政治、军事、国际新闻等知识

的传播渠道不断拓展，当代大学生对国防知识的摄入途径明显增

多，许多学生通过对日常新闻、短视频内容的获取，对我国国防

的主要手段、武装力量的构成、国际军事热点等国防常识和热点

时事有一定地了解，但更加系统化、前沿化的新军事革命和现代

化武器装备知识则触及到了大部分学生的知识盲区，例如：信息

化战争、精确制导弹药、第 5 代战机、无人机、新概念武器等，

虽然在军事理论课教材中有一定介绍，但大部分学生往往不看，

或者一扫而过，不愿花费时间和精力深入学习，更谈不上对国防

专业知识的持续关注和跟踪。这表明，高校大学生对国防的认识

并不深刻，对国防知识的了解并不全面，尤其对国防高新技术知

识的学习远远不够。

（三）关心国防新闻，但网络信息辨别能力较低

对国家主权问题的热切关注是国防精神与爱国信念的高度映

射，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风貌的集中体现。以 2022 年 8 月美国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事件为例，8 月 2 日自佩洛西登上飞

台专机开始，各大新闻直播平台在线观看率直线飙升，众多高校

大学生对这一事关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的问题予以了持续关注，

微博、贴吧、论坛等网络信息平台甚至因讨论人数与频次过高、

服务器超载而暂停言论发布。近年来，随着我国互联网的飞速发

展，微博、微信、贴吧、论坛、各类视频网站与自媒体平台传播

的各类信息不仅容量大，而且内容庞杂。当代大学生对新事物的

接收能力较强，同时对外来文化持包容态度，但受客观成长阶段

与思维发展局限的影响，使大学生在浏览网络信息时更加关注自

身的直观体会与感受，对于思想腐蚀往往缺乏警惕，无法做到“取

其精华，去其糟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西方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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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国家日益将新媒体技术作为渗透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工具，

不断鼓吹资本主义思想，少数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也恶意发布有

害言论。如果国防意识不足，缺乏较高的警惕性或辨别能力，则

容易受到影响和误导。因此，在互联网信息泛滥的背景下，如何

提升大学生对网络信息的辨别能力，是值得高校、大学生、家庭

与社会共同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四）关注国防资讯，但参与国防实践活动自觉性较差

当前，高校大学生国防意识的养成以思想政治教育和国防理

论知识讲授为主，除却大学入学之初的军训外，大学生在社会生

活中参与的国防实践活动却极少。这表现在，高校大学生一方面

对国防知识的吸收和对国防资讯的关注度因多媒体的发展逐渐提

升，但另一方面，大学生参与国防社会实践活动较过去却没有明

显增强，甚至是停滞不前。据调查显示，在众多的社会实践选项中，

自觉选择观看军事题材影视剧、参加国防讲座、参观国防基地、

体验军旅生活的高校大学生占比较低，具有主动参军、服兵役意

愿的高校适龄大学生更是少之又少。这显示出，我国高校大学生

的国防意识养成仍停留在思想观念层面，并未与国防社会实践活

动实现有效连接，如何推进高校大学生积极参与国防社会实践活

动，是值得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探索的新问题。

三、新时代高校大学生国防意识提高的策略

（一）大学生自觉提升国防意识，主动获取国防讯息

国防意识作为思想政治层面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其在大学

生思想意识中的不断深入，需要大学生自身的主观性推动，即国

防意识的培养并非仅靠学校与老师对知识概念的单向传输，而是

更多地依靠大学生自身从社会信息与生活氛围中汲取，需要大学

生有意识地培养自身对于国防知识与社会新闻的探寻能力。首先，

在学校组织的军事理论课与思想政治课的学习中端正态度，课堂

上认真听讲，精神集中，课后利用网络拓展学习相关的国防知识；

其次，在日常生活中，浏览新闻时自觉养成关注国内外国防新闻、

军事热点的习惯；最后，利用多媒体信息平台，主动查询相关重

大军事问题或国防动态的音视频资料，并与身边的朋友、同学进

行讨论。通过上述行为，养成主动关注国防时事、军事动态和国

家安全的良好意识与习惯，以主观能动性推动自身的国防意识进

一步深化。

（二）高校依托国防教育，积极拓展国防“第二课堂”

我国经历了近代百年抗争史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洗礼，

在全国各地留下了大量战争遗迹和英雄烈士纪念场所。高校应该

将国防理论教育与国防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积极拓展国防“第

二课堂”。首先，高校可在国防意识教育过程中，组织学生开展

实地参观与纪念活动，如：参观历史博物馆、战争纪念馆以及祭

拜烈士等，以增强大学生对国防建设重要性的切实感悟；其次，

高校应重视军事课程教育与国防意识培养方式的多元性，如：举

行国防知识讲座、开展爱国强军教育征文、举行红歌会、组织观

赏军事题材电影等活动；再次，积极开展征兵宣传，大力支持在

校大学生参军入伍、报效国家；最后，高校应在校园内创设国防

教育氛围，利用五四青年节、建军节、党的生日以及一二九运动

纪念日等特殊日子，通过海报张贴、悬挂横幅、校园广播、社团

户外演出等形式开展国防教育宣传，潜移默化地深化大学生的爱

国精神与国防意识。此外，高校还可以联系当地的国防教育基地，

举行以体验军旅生活为主题的冬令营、夏令营等活动，让大学生

近距离接触军旅生活，接受更为专业的军事知识教育与国防意识

熏陶。通过上述举措，进一步激发高校大学生投身国防建设的激

情与斗志，为未来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储备人才。 

（三）政府构建社会环境，努力提供更多国防实践机会

培养高校大学生的国防意识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形成与强化除了依靠大学生自身的主动性与学校

开展国防教育之外，还需要社会环境与社会力量的大力支持。政

府部门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的服务职能，加强对国防实践基地、军

事博物馆等国防教育设施的规划建设与文化宣传，鼓励社会资金

参与国防教育基地、军事博物馆、战争纪念馆等国防教育场馆的

建设，同时提高国防教育场馆对外义务开放的频次，为大学生的

国防实践活动提供更多机会。此外，政府文化部门也应充分关注

红色节日或纪念日，联合电视媒体、网络媒体、部分文化企业以

及各大院校，通过扩大社会宣传、推动校企合作等方式，营造国

防知识交流与国防意识培养的良好社会文化氛围，促使高校大学

生在社会生活中深入理解和接触国防知识与国防精神，从而推动

高校大学生国防意识的有效提升。

（四）注重家庭国防意识引导，发挥家长榜样作用

大学生国防意识的增强，也离不开家教家风对其潜移默化的

思想引导。一方面，家长需要同步提升自身的国防意识与国防知

识储备，为大学生子女创设接触和接收国防知识的良好氛围，例如：

家长在家中通过电视新闻等主流媒体了解当前我国的国防现状和

国家安全形势，带领或鼓励子女一同关注国防新闻及相关国家安

全政策，不断让子女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持续增强国防意识与爱

国信念。另一方面，家长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对子女思想的关注，

对一些不正确的言论或倾向进行及时引导和纠正。首先，在家庭

教育中，家长要在爱国情怀和国防意识方面以引导为主，注意激

发其自主参与国防实践的兴趣，并创造有利条件让子女亲身体验，

鼓励其实现从军梦想；其次，要关注子女上网的动向，对网上不

正确的思想政治或国防言论，要及时指出其问题所在，避免子女

受到不良网络信息侵蚀；最后，家庭可以订阅一些国防或军事杂志，

扩大子女的国防知识阅读面，培养良好的阅读氛围和爱国崇军意

识。

四、结语

总之，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加强高校大学生

的国防意识教育意义重大。克服不利因素和困难，引导大学生自

觉树立爱国崇军、国家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国防意识，努力做

新时代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任务任重而道远，

需要大学生自身、高校、家庭以及政府各界的共同努力，持续构

建国防知识学习与国防意识培养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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