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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国防教育的多维度宣传模式探究
宋 伟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佛山 528500）

摘要：探索研究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国防教育的多维度宣传模

式，对于扩大高校国防教育的影响力和辐射面具有推动意义。互

联网的普及为高校国防教育开拓了新思路，丰富高校国防教育的

立体宣传手段、从不同维度思考高校国防教育的宣传工作，是适

应互联网时代发展的需要，能够帮助高校国防教育增加对青年学

生的吸引力，增强时代感和感召力，具有较强的时代性与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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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20》显示，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

模达 13.19 亿，占据全球网民总规模的 32.17%，数字经济规模达

35.8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 36.2%。互联网已经成为青年学生获

取资讯和增长学识的重要渠道，高校运用互联网开展国防教育宣

传，建立国防教育网络前沿阵地，有利于增强高校国防教育的时

代感和感召力，把国防教育融入到青年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中去，

增加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强化大学生的现代化国防观念，营造

热爱祖国、崇尚军队的校园文化氛围。

一、国防教育在新时代宣传领域的挑战与困境

互联网给国防教育带来了新的思路，也映衬了目前高校国防

教育在宣传领域所遇到的部分困境。高校国防教育宣传手段不能

跟上互联网的发展速度，线上线下结合的国防教育宣传模式尚未

建设，对国防教育宣传的认识还有待提高。

（一）重视教育不重视宣传

当前，高校国防教育重视课程建设不重视国防教育的宣传和

推广，高校国防教育往往仅停留在课堂上。高校对于国防教育的

宣传，往往仅是被动执行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没有把握好宣传

的作用，尚未形成快捷、高效的宣传教育体系。主动宣传较少、

宣传方式单一化、校园文化活动较少涉及国防教育领域、国防主

题教育活动覆盖面不足、校园国防教育的氛围不够，现代国防观

念在青年学生中树立程度较弱。

（二）重视线下推广不重视线上宣传

当前的高校国防教育更加重视在线下开展相关教育活动，不

重视互联网这一重要平台，网络宣传缺失，网络宣传阵地尚未占领，

这与当代青年的学习、生活习惯不符。

校园的国防教育主题活动宣传包装较少，较少能吸引青年学

生主动参与。对于主流媒体和自媒体的没有充分利用，宣传方式

与时代脱轨，在青年学生当中的影响力不足。

（三）重视传统教育不重视信息化手段

目前的高校国防教育教学当中，教育模式僵化、信息化手段

应用不足的情况普遍存在，采取的多为灌输式教学、填鸭式教学，

教育内容较为陈旧，缺乏时代感和新颖性。

教育方法单一，信息化手段应用不足，互动性、参与度、信

息化程度均较低，不能唤起青年学生的共鸣。不能把握互联网时

代时间碎片化、学习自由化的特点，在线课程和网络课程远落后

于其他学科体系。

二、互联网对于国防教育宣传的积极意义

互联网因其信息交换的时域性、互动性、个性化、成本低、

受众广、效率高、资源丰富等特点，与高校大学生固有的内在特

点和需求相吻合，成为青年学生生活、学习、交流、娱乐的重要

载体。从互联网的特性和青年学生的行为习惯来分析，互联网对

于国防教育具有推动宣传的积极意义。

（一）互联网有利于改进高校国防教育宣传的手段

互联网领域囊括甚广，高校国防教育可以充分利用门户网站、

短视频、即时通讯、互动论坛、问答平台、视频直播等，通过互

联网发挥渠道和技术的创新优势，改变国防教育传统的宣传模式，

增加国防教育的宣传手段。采用青年学生日常接收外界信息的主

要渠道，精准的向青年学生推送喜闻乐见的内容，可以以最少的

成本实现最大程度的关联互通。

（二）互联网有利于增强高校国防教育宣传的辐射面

互联网可以跨越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将国防教育的宣传内容

输送到青年学生的终端，确保国防教育宣传信息能够及时、精准

地传递给个人，并且可以实现全天候获取信息。

同时，宣传内容不再局限于特定框架范围，而是可以通过大

数据分析进行海量延伸，凭借主流媒体和自媒体多平台的辐射，

可以做到高校国防教育在宣传上的全覆盖。

（三）互联网有利于扩大高校国防教育宣传的影响力

互联网带来了便捷的互动性，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减少了阻碍。

高校国防教育的开展不再是片面的说教和宣传，而是通过各方的互

动和社会网络的形成，构建了一个庞大复杂的国防教育信息传播网

络，可以全面、持续的在青年学生当中产生影响力，把青年学生的

生活、学习、娱乐、社交等与高校国防教育紧密地联系到一起。

三、互联网背景下的高校国防教育多维度宣传模式构建

（一）线上线下相结合，拓展国防教育宣传的宽度

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提出：持续推进国防教育“互联网 +”

创新模式，探索推开运用互联网开展国防教育的方法路子。高校

国防教育多维度宣传模式的构建，需要在原有的国防教育宣传的

基础上引入互联网思维，依托互联网引入高校国防教育宣传的新

模式，树立“互联网 + 国防教育”的宣传思想，突破原有的宣传

框架，丰富高校国防教育的立体宣传手段，运用线上线下互联互

通的方式进行国防教育的宣传工作。

探索运用新媒体工具结合高校教育工作进行国防宣传，构建

线上国防教育宣传平台，在传播渠道与传播内容上进行创新，依

托门户网站、视频网站、军事网站、国防教育微信公众号等自媒

体开展网络国防教育，运用网络直播、短视频、公众号、在线互

动等新媒体、新方式进行国防宣传，使国防教育的宣传工作从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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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落地，重视线下国防教育宣传的同时发挥线上阵地的重要作

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双管齐下做到宣传更平实、教育更接地气，

升华传统意义上的国防教育宣传模式，拓展国防教育宣传的宽度。

（二）课内课外相结合，累积国防教育宣传的厚度

高校国防教育应该开齐开足开好国防教育相关课程，在做好

课堂教学的基础上，发展课外国防教育实践活动，做到课内与课

外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高校国防教育课程要适应新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互联网时代

的技术革新和观念进步主动调整国防教育课程建设。

在课程内容上，要充分利用视频、动画、图片、信息化教学

手段等新媒体元素丰富课堂教学，并及时吸纳社会热点、时事要

点和学生的关注点，增强国防教育课堂的趣味性、互动性。

在课程形式上，还要充分利用当前社会时间碎片化、学习自

由化的特点，开发国防教育的线上课程，为学生主动学习、自主

学习提供便利性。

高校在课堂以外也应当充分利用好互联网资源和线下资源，

丰富国防教育校园文化活动，开展主题演讲、比赛交流、红色旅游、

知识竞赛、主题班会、榜样引领、国防教育成果展、军事素质拓展、

野外生存、退伍大学生士兵宣讲等国防教育主题活动，加强国防

教育，增强国防观念，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

国防成为青年学生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在学好课程的同时，

强化课外实践，课内课外相结合，累积国防教育宣传的厚度。

（三）主流媒体与自媒体相结合，延伸国防教育宣传的长度

新时代青年学生是伴随互联网成长的一代，互联网对他们的

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人际交往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报纸、电视、

杂志等正在逐渐远离当代青年学生，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

平台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新时代高校国防教育宣传当中，应当从大学生的日常行为

方式和关注点出发，与时俱进，迎合青年学生的特点，开发包括

主流媒体和自媒体在内的新媒体平台的国防教育宣传内容。

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民网、央视网、新华网、共产党员网、

学习强国等网站和手机 App 也成为了网络主流媒体，腾讯、新浪、

搜狐、今日头条等门户网站也积极向社会传递正能量，主流媒体应

当肩负起国防教育宣传的重任，扩大国防教育宣传的网络覆盖面。

在主流媒体配合国防教育宣传的同时，还要探索国防教育自

媒体矩阵平台的建设，在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短视频、知乎

问答、直播平台等自媒体平台建设国防教育官方账号或推广国防

教育相关内容，从正统的“硬广告”发展为润物细无声的“软推广”，

拉近新媒体平台用户与官方发布的距离，国防教育内容更容易在

潜移默化中被青年学生吸纳接收。

在高校国防教育的宣传中，大胆利用新媒体的传播特性，创

新传播方式，将主流媒体与自媒体相结合，能够延伸国防教育宣

传的长度，强化国防观念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力。

（四）理论教育与行为教育相结合，提升国防教育宣传的高

度

《全民国防教育大纲》规定：“高等学校应当对学生进行全

面系统的国防教育，增强学生的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强化

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激发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

英雄主义精神，掌握基本的国防知识与技能，全面提高国防素养。”

这对高校国防教育的目的提出了明确要求。高校的国防教育

要做好国防教育相关理论的教育，着重传授国防理论、国防知识、

国防历史、国防法规、国防形势等国防教育主要内容，帮助青年

学生树立现代国防观念，同时还应当把目光从国防教育相关理论

的输送聚焦于促进学生有效行动，把青年学生在接受国防教育过

程中激发出来的现代国防观念转化为聚焦强军、汇聚力量、保家

卫国的实际行动。

理论教育是基础，行为教育时升华；学习知识和技巧是途径，

养成意识和行为是目的。在掌握国防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着眼于

青年学生的行为提升，将理论教育与行为教育有机结合，提升国

防教育宣传的高度，强化青年学生的国家意识、国防意识、国土

意识、国策意识和国民意识，往心灵里注入精神、往骨子里注入

文化、往脑海里注入知识、往肌体里注入活力、往意识里注入责任，

汇聚起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磅礴力量。

（五）普遍要求和分类指导相结合，挖掘国防教育宣传的深

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全民国防教育大纲》《普

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等系列法律和文件均对高校开展国

防教育提出了普遍要求。

高校在完成《军事理论》和《军事训练》必修课程的基本要求外，

还应当开设开发国防教育相关选修课，在青年学生中开展普遍适

用、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

同时，还要利用好重大革命纪念日、国防教育日、征兵、主

题教育活动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集中性的国防教育活动，扩大

国防教育宣传的覆盖面，形成常态化的国防教育宣传工作。

在做好普遍要求外，高校还要针对党员、团员、退伍大学生

士兵、适龄青年、青年学生等不同群体展开分类指导，有组织、

有计划地开展国防教育，做到普遍要求和分类指导相结合，全面

覆盖与重点推进相结合，挖掘国防教育宣传的深度。

四、结语

互联网的普及为高校国防教育开拓了新思路，探索互联网背

景下的高校国防教育多维度宣传模式有着重要的意义。高校国防

教育的宣传要适配当前教育环境，做到线上线下相结合、课内课

外相结合、主流媒体与自媒体相结合、理论教育与行为教育相结合、

普遍要求和分类指导相结合，丰富高校国防教育的立体宣传手段，

增加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增强高校国防教育的时代感和感召力，

持续营造热爱祖国、崇尚军队的校园文化氛围，引导青年学生立

志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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