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37 -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教育发展研究 (2)2020,10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以中国梦引领高校军事理论教育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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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国际局势是和平与动荡相结合的状态，整体和平，局部动荡，国家的安全发展建立在军事基础之
上，因此，我国一直高度关注军事理论教育，积极发展军事事业，富国强兵。新时期，开展高校军事理
论教育是培养军事人才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全民族军事理论基础和意识的必然要求，也是助力中国梦
实现的必然要求。对此，本文介绍了以中国梦引领高校军事理论教育的重要性，结合目前高校军事理论
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以中国梦引领高校军事理论教育的有效实践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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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较多的问题。

第一，在军事理论教学中，课程的教学实践比重相

对不足，课程教学中更加侧重理论教学，而学生对于军

事理论的学习兴趣不高，加上缺乏有效的实践锻炼，对

于军事理论的学习和应用成效也不理想。

第二，课程教学方法落后，信息化教学不足。开展

军事理论教学，应该以具体的军事实践为基础，缺乏实

践教学，理论教学就是空谈。在军事理论教学中，教师

采取的相关课程教学方法比较落后，主要是采取大班制

的授课模式，教师主讲，对照课程教学内容一一讲解，

摆脱不了填鸭式和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局限，导致学生对

于课程学习缺乏兴趣，整体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实际上，

军事理论教学的相关线上资源、图片、视频、录像等资

料众多，教师完全可以借助信息化课程教学模式来改变

现阶段的课程教学模式，但是教师对于信息化教学的应

用不足，整体军事理论课程教学资源整合力度差，整体

教学成效不理想 [4]。

第三，专业教学师资力量不足。就目前高校的军事

理论课程教学来看，相关课程教师自身的教学能力也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课程的教学发展。而学校对于军事理

论课程教师开展的专业教学培养工作不足，没有认识到

军事理论课程实践教学中教师应该具备多方面的素养和

能力，导致教师长期处于较低的教学水平，课程教学质

量提升缓慢。

3  以中国梦引领的高校军事理论教育实践对策

3.1 积极开展军事理论实践活动，强化理论和实
践相结合
在开展高校的军事理论教育过程中，要坚持以中国

梦为指引，提升学生对于军事事业的热情和信念，为军

事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多高素质人才支持。所以，在开展

军事理论的教育中，要注重相关教学中的理论和实践相

结合，让学生能够及时将相关的军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提升学生对于军事理论的理解和应用，能够真正融会贯

通 [5]。

为了深入了解军事理论，完成学习任务，相关高校

要积极组织学生举行军事理论实践活动。如可以在节假

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也是中国梦

实现的根本动力。高校开展军事理论教育，是思政教育

的基本内容之一，通过军事教育渗透中国梦教育，实现

两者的有效融合，让更多的大学生积极的关注中国梦实

现，这对于教育和社会发展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 [1]。

1  以中国梦引领高校军事理论教育的重要意义

1.1 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爱国情怀
军事理论教育是国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有

效的军事理论教育，能够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怀，让大

学生坚定理想信念，自主的将学好文化知识，提升自身

素养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在军事理论教学中，以中国

梦为指引，能够将中国的军事历史作为素材，让学生了

解军事历史，学习革命精神、战斗精神，有利于培养他

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让更多的大学生激发爱国热

情，这对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1.2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参军信念
国家发展军事事业离不开广大中华儿女的参与，军

事现代化发展中，部队要提升整体军官的素养，大学生

是征兵的主要来源，也是提升整体军队素养的重要基础。

参军虽然不是硬性要求，但是是公民的义务和责任，而

要让更多的大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军队中，就需要有

一个坚定的信念来指引，而中国梦恰好是最理想的信念

指引 [2]。高校在军事理论教育中，通过有效的引导，让

学生看到国防建设的成就，增强他们对于部队的向往，

激发大学生参军入伍的积极性，从而不断提升发展新时

期的军事水平。

1.3 有利于大学生树立伟大理想信念
在大学生军事理论教育中引入中国梦，能够强化大

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让大学生感受到国家兴亡、匹夫有

责的责任和使命，明确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每一个中华

儿女的努力。通过将中国梦引入到大学生军事理论教育

中，能够让大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激励他们不断

完善和提升自我，为实现伟大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3]。

2  高校军事理论教育的现状和问题

就目前高校的军事理论教育工作现状来看，其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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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组织学生参观军事博物馆，讲解员引着同学们统一进

入博物馆，并向同学们介绍相关军事博物馆的发展史，

历史遗迹以及地区有名的历史人物。在这一过程中，激

发学生的兴趣，培养他们对于军事事业的热情，体会革

命精神。在参观中认真地学习，受益良多。通过相关的

军事理论实践活动的积极组织开展，能够让大学生深入

了解相关地区的军事发展史，同时也了解军事理论的课

程内容，提高同学们的文化素养，增进同学们对区域军

事发展的认识。除此之外，活动周期间还可以开展政治

理论、国防知识、形势政策等学习教育活动。

通过组织多样化的军事理论教育实践活动，其主要

目的是强化、磨炼大学生的意志，通过“传、帮、带”

打下坚实的基础。还可以组织大学生开展阶段性的军训

实践，让大学生在军训中彰显“不怕难、不怕苦”的军

人本色，发扬退役不退组，退伍不褪色的精神，通过有

效的军事训练，开展国防教育，磨炼意志，加强爱国主

义教育，让大学生在军事实践参与中，增强国防意识，

提高军事技能，营造爱党、爱国、爱军和积极献身国防

的浓厚氛围。

3.2 构建线上线下的实践课程教学体系，促进课
程信息化发展
当前，教育信息化已经成为教育发展的基本模式之

一，在这一背景下，相关高校开展军事理论教学，也需

要积极转变思想观念和方式方法 [6]。基于中国梦的伟大

发展目标，相关高校在开展军事理论教学中，要充分

融合现阶段的先进课程教学模式，积极构建军事理论的

线上线下课程教学模式。在军事理论教学中，尝试采用

“现场教学 +网络同步直播”方式进行。军事理论课是普
通高等学校学生的必修课程，由“军事理论”和“军事

技能”两部分组成。“军事理论”课程实践教学还可以采

用“模块化标准”“线上 +线下混合式”和“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进行教学。通过军事课教学，让学生了解掌握

军事基础知识和基本军事技能，增强国防观念，传承红

色基因，提高学生综合国防素质。

对此，要求全体老师要精准把握课程目标理念。培

养大学生保家卫国的信念，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选

择上要拨响学生保家卫国的“情”弦、触动保家卫国的

灵魂。在军事理论教学中，要注重团队合作。要求所有

教师发挥团队作战的优势，分工合作，各有侧重，每一

个老师都成为某一个教学内容模块上的专家。要做好军

事理论课程的教学创新工作，构建完善的课程理论教学

体系，还要进一步精研教材 [7]。从服务教学目标出发，

合理选择教学内容，吃透内容精髓，围绕学生，深入浅

出，把书本内容转化为学生喜闻乐见容易接受的语言。

通过加强在线课程建设。将军事理论实践课程教学与学

院的在线课程建设相结合，在在线教学的基础上，总结

经验，做好在线课程建设，树立开好这门课程的决心和

必胜的信心。

3.3 开展优质师资队伍培养，提升课程教学质量
要提升高校军事理论课程教学质量，为实现中国梦

培养更多的优秀专业人才，相关军事理论课程教师的能

力和素养也至关重要。为贯彻落实教育部、中央军委国

防动员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建设标准》通

知的精神，根据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转发《普通高等学校

军事课教学大纲》的通知要求，相关高校要制定完善自

身的《军事程建设方案》，重视相关课程教师培训，进一

步提高军事理论课的教学能力和水平。要从“怎样上好

军事理论课”“国家安全”等课程开展军事理论课程师资

培养。

为全面提高大学生军事理论课教育教学质量，加强

军事理论课师资队伍建设，更好地推动我校国防教育和

研究的开展，根据军事理论课教学大纲内容，重点对中

国国防、军事思想、国际战略环境、军事高技术、信息

化战争等内容，开展师资教育。要确保相关培训内容充

实，形式活泼，实战性强、针对性强，这样才能够确保

军事理论课程教师今后在实践教学中高质量地做好军事

理论课授课，目标更加明确，奠定军事理论课程教学质

量基础。

4  结语

军事教育对于培养新时期的高校大学生具有重要意

义，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要求。在高校大学生军事理

论教学中，强化以中国梦为指引的教学模式应用，做好

两者的相互渗透，是新时期高校大学生军事理论教育的

基本要求。相关高校要结合目前军事理论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积极探索军事理论实践教学对策，为实现伟大中

国梦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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