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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

浅谈高校国防教育军事课程施教心得
——从 2019 年新大纲实施以来谈起

刘文慧 1　孙颖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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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9年8月开始施行《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

两年多时间我校的国防军事学科建设有了显著的改善和提高，教

材修订新鲜高效；课程内容设置科学合理，紧贴时局；更可喜的

是教师队伍飞速壮大，参与度前所未有的提高。但学生的学习状

态变化不大，不少学生对国防教育和军事课程丝毫不感兴趣，纪

律松懈，理论知识极其贫乏，国防观念和军事思维难有提高。所以，

作为国防军事课程的教师，我们任重道远，唯有多方探索，坚持

不懈，才能达到培养大学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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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印发《普通

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大纲》从课程定位，课程目标，

课程要求，课程内容，教师发展，教材建设，教学方法，课程考

核，教学保障，督导评价等十个方面明确了标准（包括细则），

为军事课程在高校的快速推广和积极发展提供了科学有利的政策、

全面深入的保障。

《大纲》于 2019 年 8 月起在全国施行（原 2006 年修订的《大纲》

废止），所以学校在 2019 年春夏学季组织转业干部为主的教师队

伍开始进行课堂授课，授课时间为大一新生的一个学期， 18 学时

（包含考试时间），计 2.0 学分。而因为之前我校学生一直学习《智

慧树网》的《军事理论 - 综合版》课程，此网课也依据《大纲》

从 2019 年 6 月做了改版升级，从国防大学、北京大学、海军指挥

学院、 陆军指挥学院等邀请多位知名专家、教授对课程各方面进

行了优化、完善，授课时间也是一个学期，36 学时；并邀请航天

英雄杨利伟及著名军事专家尹卓、朱成虎、徐光裕、姚有志、薛

国安等多位将军，进行了跨校直播互动教学（称为“见面课”），

每学期安排四次见面课，每次时长两个小时。每学期进行网上期

末考试。线上课程也计 2.0 学分。这样线上课面授课同时进行，

密切配合共同推进我校学生国防教育军事理论课程。

至今五个学期的教学经历走过来，发现这两年来我校国防教

育军事理论课程建设发展突飞猛进。2019 年秋冬学季我校面授课

教材选用的是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的《高校军事课教程》（刘鹏 

吴都强 主编），而 2020 年秋冬学季教材二次印刷，作为教师我

们经过粗略比较，发现大部分重点章节（国防概念，国家安全，

现代战争和信息化装备）做了大量的修改充实，平均改动幅度在

三分之一以上，尤其是国家安全和信息化装备这两章，新版教材

直接填充了很多最新鲜最前沿的信息和内容，作为教师我们深受

鼓舞。众所周知，真正意义上的国产航母（自主研发自行制造）——

山东舰，是在 2019 年 12 月 17 日正式交付海军使用，本来教师们

以为教材最多补充上这个信息，却没想到直接更新了三分之一的

内容！而作为财经类高校，我们更能体会到科目教材更新效率高

的意义：就是体现出了课程地位得到提高，课程内容符合形势，

学习者人数急剧增加，都会对教师的授课能力和教学水平提出更

高的要求，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必然会得到稳步地提高，从而带动

学科发展良性循环。

2019-2020 和 2020-2021 学年相比较，见面课的设置也是越

来越紧贴时局。见面课是一个小时的报告，一个小时与大学生的

互动，这个学期随着将军们激情澎湃、坦率犀利的情绪烘托，同

学们的提问也是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投入，问的敢问，答的敢答，

确实做到了国防教育军事课程该有的环境和兴趣，课程效果自然

明显提高。

最显著的改变是在教师队伍。2019 年我校春夏学季选拔教

师时，仅在转业军人范围内选拔，主要原因是绝大多数任课教师

（包括党政部门教工）对国防军事课程不感兴趣，再加上课程建

设刚刚开始、软硬件都很不完善等客观原因，所以只有军转干部

担任教师，2019-2020 学年，平均每学期只有 7 位教师，需要承

担三四千人的课时量，师生比接近 1：500，其完成教学任务的艰

难程度可想而知。到了 2020-2021 学年，任课教师人数进一步下

降，只有 5 位，师生比超过 1：500。而到了 2021 年春夏学季末，

在选拔秋冬学季教师时，辅导员纷纷报名，参与积极性特别高，

占辅导员队伍比例的 90% 以上，关键是对比 2020-2021 学年，学

校对国防军事学科的教师政策并没有改变，软硬件配备也几乎相

同，结果教师数量接近三十人，每位辅导员差不多可以正常承担

自己负责新生班级的课时。从新大纲实施以来 4 个学期，两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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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有这么大的进步，辅导员作为思政教师的储备力量，对国防军

事课程从乏人问津到趋之若鹜，说明国防教育军事课程的确在飞

跃式的发展。有了喜欢国防军事课的教师，就会有更多喜欢这门

课的学生，对于这门课程的建设和推广，带来了无穷的信心。

《大纲》对课程定位非常明确，军事课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的必修课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和总

体国家安全观，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强军目标根本要求，着

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提升学生国防意识和军事

素养为重点，为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和建设国防后备力量服务。

对此，本人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国防教育军事课程

改革，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提高这一课程的育人方法：

一、创新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兴趣

虽然高校国防教育军事课程的理论知识点非常多，但这些理

论知识均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因此高校教师应当与学生之间

积极互动交流，改变以往的课堂教学方式，不断创新自己教学方式，

全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带领学生进入

军事基地进行参观，了解国防军事文化的魅力，切身体会军事演

习活动，提高教学质量。

二、围绕历史内容，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处于危机中的中华民族带来了

曙光。历史发展充分地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可以带领中国人

民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在党的带领下，经历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和四年的解放战争，

我们终将压在我们身上的“三座大山”全部推翻。在这一部分的

教学中，通过西方列强的入侵，学生深刻体会到落后就要挨打，

认识到民族复兴的必要性，进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同时，

在了解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历程，让学生全面认识到中华民族是

一个多么优秀的民族，进而增强学生的民族使命感。

三、搭建军事社团，延伸育人效能

搭建高校军事社团，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和深化

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途径。加强高校军事社团建设，也

是增强高校学生凝聚力的重要载体，社团活动的开展有利于提高

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爱国情怀，因此，在新时期下高校搭建军事社团，

能够延伸高校育人的效能。

近年来，高校的国防教育军事课程教学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

其中教学材料均是最新的，在课程设置方面也是紧跟时代发展的

脚步。因此，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全面认识了解历史

内容，提高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培养高校学生的家国情怀，建

立正确的官方观念和军事思维。

作为高校国防军事课的教师，我们只有多方探索，着眼长远，

力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融入国防政策、国家安全、军

事思想等内容的教学之中，帮助大学生了解国家安全形势、世界

地缘政治斗争和军事发展大势，培养大学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的家国情怀，以收“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之功效。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高校国防教育军事课程教育是全民

国防教育的基础，也是为了增强我国国防军事建设，开展国防军

事教育在高校教育中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作用，提高学生的军事

素养，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重要使命。在新时期下，

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高校的国防军事教育工作的开

展。高校的国防教育军事课程教学开展至今，军事理论课程建设

进展迅速。因此，作为财经类高校，我们要充分认识国防教育的

意义，并通过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来促进国防军事课程教育的发

展，使其的教育优势得以最大化的发挥，增强学生的民族责任感，

全面提高学生的军事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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