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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内容应尽快进入大学生军事理论课程
王　涛 1，2　张卫鹏 3　张久献 1　肖雯娟 1　王康 1

（1. 西北民族大学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甘肃兰州 730030；

2. 四川大学电子信息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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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生军事理论课程是大学学习期间的一门必修

课程，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因此开设大学生军事理论

课程有及其重要的作用，但进入 21 世纪以来，尤其近几年来，

国土防御的边界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以前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御

敌于国土之外”。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在未来。因此原有的大

学生军事理论课程内容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的教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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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让防控内容尽快进入大学生军事理论课程的迫切性和

意义

（一）公共卫生事件对我国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人民生

命健康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当下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

不良信息、虚假的信息也在传播，当大量信息蜂拥而来，民众

不能准确做出判断。新时代下产生的诸多 人们很快能知道其

强度和范围，不会影响其他地区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但是

传染病的传播摸不着、看不见，打破了地区界限，甚至打破了

国界，容易引起民众的恐慌，企业蔓延悲观情绪，增加社会的

不稳定因素。

（二）让公共卫生事件防控进入大学生军事理论课程的紧

迫性

公共卫生事件的主要传播途径是经过空气、飞沫等介质传

播，这些均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要素，因此人类对这种病毒

完全没有抵抗力，所以疾病就迅速的在人类之间传播。因此，

很迫切的需要将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纳入大学生军事理论课

程，让学生了解相关事情提高警惕性，掌握公共卫生事件防控

的知识。

（三）增强前瞻理念，提高战略思维

当前，风起云涌的世界新军事变革推动战争形态高速发展，

对战略思维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断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才

能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因此针

对此次的新公共卫生事件，我们要认真思考，总结教训，必须

增强前瞻理念，提高战略思维，把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纳入大

学生军事理论课程。从国土防御、从国家安全、去思考公共卫

生事件的防控，让公共卫生事件防控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提高当代大学生的警惕意识和应急反应能力，以期达到军事理

论课程教学的目的，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二、让公共卫生事件防控进入大学生军事理论课程亟待解

决的问题

基于此，必须修改现有的大学生军事理论课程教材，优化

大学生军事理论课程的教学内容，重新审视公共卫生事件防控

在国土防御、国防建设和国防教育中的组成和内容。

当代大学生对于国防了解全部来源于影视作品、文学作品

和历史资料，几十年的和平时期和我国国防的国之重器，让他

们普遍认为国防他们还很遥远。

所以，必须提高大学生国防的思维意识，时刻筑牢国土防

御、国家安全这道防线，深刻理解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在国防安

全中的重要地位。

三、将防控纳入大学生军事理论课程的实施方案

（一）组织军队和地方专家重新编写大学生军事理论教材

针对现有大学生军事理论教材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教学的现

状，组织军队、防疫、卫生、高校等专家重新进行论证，梳理

现有教材的不足和存在的问题，编写新的教材。

（二）优化课程实施机构

 学校应该成立军事理论课程教学的教研室，军队、地方

防疫部门、卫生部门给予指导。学校多部门共同参与，在制度

上保证教研室的日常教学工作，将传染病防控的教学提升到国

家安全和国防安全上来。为传染病防控提供教学资源和人力资

源，积极联系防疫部门、卫生部门、军事单位为公共卫生事件

防控提供教学支持和教学人员培训。

（三）充实师资力量

学校应该从多方面考虑师资力量，建设一支专兼结合的军

事理论课程教学的教师队伍。有医学、生物科学等专业背景的

教师在经过培训后作为专业的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的教学人员，

同时从地方防疫部门、卫生部门和军事单位聘请专家作为兼职

的教学人员，以此来充实教学队伍，保证教学任务的顺利开展。

（四）丰富教学形式

随着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和高校学生生源的不断变化，以

往传统的教学形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的大学生，尤其在公共卫

生事件防控这个专业性和操作性很强的教学内容上。因此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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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适应这个变化，不仅要教授其在遇到传染病时的个人防护，

而且要提高其参与意识、集体意识、国家意识。大学生是国家

未来的建设者，通过丰富的教学形式，提高他们将来遇到公共

卫生事件，同时能积极参与到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之中。

（五）以公共卫生事件为教育素材，让教育深入人心

此次防控公共卫生事件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素材，也给了我

们深刻的启示。要将其作进行深刻分析，同时总结非典和此次

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的经验和教训，群防群控、隔离、物资紧急

调配、地毯式排查、大数据研判、公共卫生事件预警等。要将

传染病防控教育多维化，让教育深入人心。

（六）注重大学生民族危机意识的培养

 加强大学生国家意识、责任意识、国防安全、科技安全

和经济安全、基因安全等方面的教育。大学生的民族危机意识

教育是国防教育中的一个系统工程和重要组成部分，遵循高等

教育的基本规律，结合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围绕教育主题强化

主导作用。

四、结语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取得了决定性

的胜利。此次公共卫生事件给我国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

发展已经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同时也为国防建设、国土防御带

来了新的思考。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希望通过将传染

病疫情防控纳入大学生军事理论课程，让学生掌握防控知识，

提高其应对能力和国防意识，时刻准备着在国家需要的时刻贡

献出自己的力量，为祖国的未来和发展、为我国的国家安全、

国防安全和国土防御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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