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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强军梦”背景下对于高校大学生入伍的思考与实践
王惠君

（天津理工大学，天津 300384）

摘要：“强军梦”背景下，优化部队兵员结构、加强军地协

同育人、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

根本要求。本文基于“强军梦”背景，论述了加强“00 后”大学

生参军入伍的重要性，并从多个角度分析了目前影响大学生入伍

难的主要原因，探究了加强新时代高校大学生“参军入伍、筑梦

军营”的可行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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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1 年起，征召在校大学生入伍工作开始在部分全日制高

等学校进行试点，并于 2004 年全面展开。

2011 年 10 月 29 日，全国人大第十一届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兵役法》，规定大学生由“缓征”

变为“应征”。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南开大学新入伍大学生，“希

望他们珍惜身穿戎装的机会，把热血挥洒在实现强军梦的伟大实

践之中，在军队这个大舞台上施展才华，在军营这个大熔炉里淬

炼成钢，书写绚烂、无悔的青春篇章”。

2020 年起，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将义务兵征集由一年

一次征兵一次退役，调整为一年两次征兵两次退役。

在新时代强军梦背景下，参军入伍已经成为“00 后”大学生

保家卫国的主流模式，既是适应新时期国防建设、优化兵员结构、

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根本要求，也是畅通新时期“高校生源”和“军

队兵员”通道，形成高校与部队协同育人的必然结果。

一、“强军梦”背景下大学生入伍的重要性

（一）对于国家而言，高素质兵源是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途

径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就必要

进一步深化国防与军队改革。广泛地征集高素质、高学历、高觉悟、

有专业特长的大学生入伍，是最快速、最有效改善部队士兵学历

普遍偏低兵员结构的根本方法，这不仅是加强新时期国防建设的

需要，也是提高现代化部队战斗力的需要，更是新时代的客观要求。

（二）对于高校而言，军地协同育人是三全育人的重要体现

目前高校大学生均是“00 后”，他们的成长环境均比较优越，

几乎是独生子女，往往是家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等

亲人的掌上明珠，从小到大在顺境与万般呵护中长大。

这样一来，他们是室温里的花朵，没有经历过风雨坎坷，但

是现实社会不仅仅要求大学生具有知识储备，而且需要具备一定

的团队协作能力、吃苦耐劳能力、抗挫折能力以及良好的身体素质。

所以，如果让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大学生走进部队，进行为

期两年的体能训练和军事化的管理，然后再回到高校完成学业，

这将恰好弥补了高校不能给予他们的可贵品质。同时，这是打通“高

校大学生”与“部队生力军”通道顺畅的有力措施，也是高校“军

地协同育人”的最好诠释。

（三）对于个人而言，部队经历是“00”大学生稀缺的耀眼

光环

对一部分退役大学生调研发现，他们在部队服役至少两年后，

人生阅历丰富了很多，成长根基夯实了很多，综合素质提高了很多。

复学后，思想觉悟较高，能够勇挑重担，积极发挥骨干作用，

珍惜再学习机会，所以他们毕业后都能找到一份比较理想的工作，

有通过士兵计划升学考研的、有将服役经历视为基层工作经历同

等条件下优先被公务员系统和事业单位录用或者聘用的等等，几

乎都拥有了较高质量的就业岗位。

二、影响大学生入伍难的主要原因

（一）当代大学生国防教育意识普遍淡薄

目前，由于我国长时间地处于和平稳定发展时期，使得当代

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参军报国服兵役的意识逐渐

淡化，居安思危的想法在他们的心中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

另外，在全球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也

发生了很大变化，相对于总经理、公务员等职业，军人已经不是

他们最向往的职业之一。

所以，这使得当代大学生国防意识比较淡薄，加大了征兵工

作的难度，进而影响国防与部队的现代化建设。

（二）部队和高校之间缺乏联动培养模式

入伍大学生从学校到部队，个人角色从学生转变为士兵，在

心理与身体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不适应，需要高校辅导员与部队

教导员做好过渡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

但是，目前来看只要大学生一进入部队，便与学校失去了联系，

缺少有效地通。其次，在入伍服役期间，入伍大学生基本是体能

训练，几乎没有专业知识的运用或者是继续学习专业知识的制度。

再者，由于部队的严格要求，入伍大学生在服役期间对于高

校的生活几乎是一无所知，当然学校对于学生在部队的思想、学习、

生活情况也是没有对应的渠道获取。这就使得，学生的培养出现

了两年的断线，不能够很好地成长成才。

（三）“00 后”大学生身体素质普遍较低

首先，互联网时代，“00 后”大学生都是网络“原住民”，

几乎都是低头族”，这使得他们视力下降、身体虚弱。

其次，从小在全家人的爱护与关心中成长，家庭经济条件较好，

没有经历过磨难，缺乏较为强烈的锻炼意识，对个人的身体素质

不够重视。

最后，在初高中的课程安排中，虽然有体育课，但是平时学

习压力大，时间紧张，休息时间较少，这就导致了实际上体育课

只是学生们自由活动或者放松休息的时间，没有科学、系统、有

效地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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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个原因，很大程度上致使当代大学生身体素质较差，

往往在入伍体检环节不通过，或者在役前训练阶段半途而废。

（四）入伍大学生在部队的发展平台不大

目前大学生参军入伍大多在大一刚入学时，这时候他们既不

是党员也是不是入党积极分子，但从部队反映的情况来看，部队

现在提干的政策主要倾斜于党员或者入党积极分子，同时服役时

间也有入伍一年半以上的要求，而大学生只有两年的义务兵服役

时间，这就导致了大学生士兵在部队提干的希望很渺茫。

与此同时，在部队里大学生士兵考取军校的名额较少，以上

因素综合影响到了大学生参军入伍的积极性和热情。

三、“强军梦”背景下加强高校大学生入伍的路径探究

（一）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国防意识

当代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的榜样新青年，在国家和平发展时期，

需要结合所学专业实际，树立“国无防不立”“国是千万家，家

是最小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国防意识，让“橄榄绿”“孔

雀蓝”再塑魅力，在大学生制定职业生涯规划时，将个人的奋斗

目标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通过调查，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做起：

第一，国防责任意识从小抓起。从中小学开始到大学，均设

置国防教育课，科学系统地学习国防知识，树立根深蒂固的国防

观念。

第二，依托大学公共基础课，多角度开展国防教育。大学期

间，依托新生军训教育、军事理论、职业生涯规划、马克思主义

理论以及选修课，多角度激发学生对国防知识的兴趣，可以邀请

部队单位的楷模、教授、官兵，走进校园举办贴近实际、贴近基层、

贴近军队的国防学术讲座。

第三，结合理工科军民融合项目，做深入浅出的学术报告。

邀请具有理工科军民融合项目的教授，结合项目本身与国防建设

的关系，面向本科生做科普性的学术报告，让大学生明白自己所

学专业对国防建设的重要性，以及到部队从理论到实践的意义，

激发大学生参军入伍的斗志。

（二）深化军地育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第一，部队与高校建立“一生一档”。在走兵之前，部队教

导员与高校辅导员做好学生的一一对接工作，确保入伍学生较快、

较好地完成从学生到士兵的角色转化，尽快地适应部队的学习与

生活。同时，在入伍服役期间，一起做好入伍学生的思想导向者、

学业解惑员、生活引路人，共同培育入伍学生的成长成才。

第二，部队调配军营资源，创新征兵宣传路径。部队积极与

高校建立长期的国防教育活动，整合军营资源，深化军营与高校

之间的交流协作。设立“军营开放日”，让有意愿参军入伍的高

校大学生进入营地，参观军事基地和先进的武器装备，近距离体

验部队生活，使大学生能够真正意识到部队更加需要具有专业素

养的士兵。同时，高校设立“教官接待日”，邀请部队教官来高

校进行专题讲座、军事技能训练展示等，进一步塑造部队实际生

活的魅力，使得大学生对军营有更深刻的了解和向往。

第三，服役榜样展英姿，同窗学子深感怀。组织服役大学生

开展每月一次的专题演讲“当兵的那些事”，将军营的点滴生活

分享给在校园里的同窗同学，讲述沙场里的成长故事，诉说豆腐

块背后的秘密。同时，学校的同学也可将校园里的精彩青春展现

于他们，使得校园与军营之间的桥梁通畅无阻，这样服役学生退

伍后可以更好地融入校园生活，校园的学生也对军营多了更加切

实的了解和向往。

（三）加强以体育人体系，夯实教育之根基

面对“数媒土著”的 00 后大学生，从他们的学习方式到生活

方式，无不体现出他们是“移动互联网的一代”，这也导致了他

们的身体素质大大下降。

下面从三个阶段提出措施：

第一，在孩子上幼儿园和小学时，家长应该引导孩子加强身

体素质锻炼的意识，适当的给予一些锻炼的机会。

第二，在初高中阶段，进一步提高体育课的质量，进行科学、

系统、有效地锻炼，将体育课作为期末考试的必考科目，严格把

关考试关口。

第三，在大学阶段，学校营造“生生运动”的氛围，进一步

提升学校体育锻炼场地的使用时间及设备的维护，使得同学们便

于运动，乐于运动。

（四）拓宽服役大学生在部队的发展空间

目前来说，虽然服役大学生在部队享有优先提干、优先报考

军事院校等权利，但是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政策层面，没有到执行

层面，而且提干、报考军事院校的名额非常有限以及条件比较苛刻，

造成许多入伍大学生想在部队一直成长的希望非常渺茫。

下面从两个方面提出措施：

第一，适当增加大学生士兵直接提干的名额。入伍大学生服

役两年后，综合素质得到了全面提高，已经具备了直接提干的基

本要求，应该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适当地增加名额，将入伍大

学生作为选拔基层指挥官的重要来源。

第二，军事院校加大对入伍大学生的招生计划。目前参军入

伍的大学生有一半以上都是大一的学生，他们在高考时就有报考

军队院校的梦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所以，他们到了普通大学后，仍然坚持梦想，投入军营，而

且他们身体素质、政治审查，已经一一通过。对于这类入伍大学生，

军队院校应该加大招生计划，给予他们更多的名额，这样既为军

队院校选择了合格的优秀学子，又可以成就入伍大学生的人生梦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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