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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民办高校大学生军事训练工作的创新与思考
——以广州新华学院为例

谢  亮
（广州新华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0）

大学生军训工作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特殊教育形式。《中
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等法律
文件明确规定，军训是大学生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是他们的
大学生教育中的必修课。同时，军训可以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
治觉悟和综合素质，为大学生们普及军事知识，培养他们的纪
律性；从军事训练角度培养他们成长成才。但鉴于目前社会发
展和政策情况，其实我们的大学生军训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政策体系不完善、训练内容单一、中学到大学的训练不衔
接等。中国进入新时代，如何改善大学生军训工作，提高大学
生参训积极性，是高校现实难题。本文通过对高校军训工作进
行简单剖析、提出解决建议，为高校在新时代下开展军训工作
提供参考。

1、中外大学生军训情况

纵观全世界，各国均对大学生军事训练有着不同的要求和
训练形式，旨在训练中能够提高大学生的竞争力，培养适应国
际复杂局势和高科技战争要求的后备力量，从而使自己的国家
屹立于世界军事强国行列。

1.1  国外大学生军训形式
高校开展军事训练什么时候开始，这要源于拿破仑在巴

黎理工学校开创了军事训练科目，因为开设这门课程效果显
著，世界各国相继模仿学习这个军事训练形式，由此产生将军
事训练纳入教育内容。目前，突出的国家有美、英、俄、法、
德、印度、越南、波兰、叙利亚、以色列等国。其基本的教育
模式是由军队负责的平时课程教学加集训的专门军事团体，但
由于高校学生军训受各自国家政策、意识形态、目标要求、
经济实力等因素的影响，在其具体实施上仍有一定的区别。
如 : 美国虽不强制要求军训，但各大学都设有预备军官训练团
（ReserveOfficers'TrainingCorps， 简 称 ROTC）， 采 用 的
是由军队军事学部负责的贯穿大一到大四的校内两时段教学加
基地集训的“军官训练团”的模式；印度采用的是军种对口施
教的每周六节课教学加两次野营的“学兵团”的教育模式 [1]；
朝鲜每年也会组织学生和民兵进行军训，他们的少年民兵组织
叫红色青年近卫队，由 14 到 16 岁的男女学生组成，年训练时
间为 450 小时，而朝鲜大学生军训一般少则半月多则一月，军
训科目包括：队列练习、喊口号、匍匐前进、拉歌、半夜拉练等；
有些高校将战地救护、轻武器射击、军事地形学、电脑兵棋推
演等也纳入教学科目；当然也有政府部门与教育部门联合组织
的，比如以色列、叙利亚等国，由政府部门主导，学校具体实
施的形式。

1.2  我国民办高校大学生军训模式
1985 年，我国大学生开始军训试点，经过部队、政府部门

和学校几年的共同努力，我国学生军训工作有了显著成绩，这
无疑从军事训练的特殊角度对学生进行了有效教育，促进了高
校人才培养和提升了培养的质量，同时，也为我国今后军训工

对比中外大学生军训模式，通过对国内大学生军训工作（以广州新华学院为例）展开调研，分析主要问题，进而进行创新

与思考，提出建设性意见，为大学生军事训练工作提供创新思路与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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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摸索出了一条可行之路。
1. 在各地开设军事训练基地，政府、基地和学校三方联合

组织开训。学生真正能体验到部队生活，“军味”浓，这个主
要分布在中小学当中，高校较少。

2. 承训部队直接委派教官到学校开展军训，在学校现有资
源下开展，这是目前全国大多数高校所采取的形式。

3. 高校自训，利用退伍复员学生资源，通过一系列的专业
培训，组成本校军训教官队伍，这种形式“军味”较差，目前
比较少有。

4. 高校与部队联合进行共训，通过部队部分优秀教官，对
高校部分优秀学生教员进行合格培训，从而组成以部队教官为
主，学校学员教官为辅的训练教官团。

2、民办高校大学生军训目前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中山大学新华学院（2021 年 2 月更名为广州新华学
院）2019 级学生进行了军训追踪调研（2019 级学生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至 30 日军训 14 天）。采用随机取样的方式进行了
网络问卷调查 , 调查内容包括军训期间内容的安排、军训强度、
军训是否要改进等。本次调查，共下发了 1000 份问卷，回收
1000 份，回收率达到 100%。统计数据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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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军训具有一定预期效果，起到了
教育作用 , 但我们也看到，大学生们希望军训可以有更强烈的
“军味”，想有更大强度和新颖形式。经过分析，目前大学生
军训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2.1  军训内容重于形式
军训作为大学生接受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因目前军

训内容重于形式，大学生未能完全履行兵役义务。军训作为培
养国防后备力量的举措，但却未被列入国家和军队的预备役训
练管理体系 [2]。

2.2  民办高校大学生军训经费保障不足
由于民办高校资金来源有限，未能严格按照上级有关政府

部门的要求，投入生均 150-200 元的军训经费（公办高校有国
家教育经费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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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军训内容不统一
各个高校训练情况不统一，基本上都是条令条例教育与训

练、安全教育、拳术训练等内容，很少有高校可以开展射击与
战术训练、备战基础与应用训练，例如：野外生存、核生化防
护等这些内容民高高校难以开展。

2.4  高校军训内容重复率大
目前很多高校训练内容在学生中学时代就已经训练过，也

许有些中学是在基地训练的，训练内容与强度比在大学校内还
要强，这样学生就会缺乏动力，训练效果会比预想差。

2.5  承训部队教官素质参差不齐
目前承训基地多种多样，高校学生人数多，需求大，现役

军人承训现实存在困难，但退役军人素质参差不齐，承训部队
市场鱼龙混杂，标准不一。

2.6  军训教育成果难以巩固
军训工作毋庸置疑可以让学生在政治思想、组织纪律、生

活作风上得到一定得进步和提升 , 但结束后不强化军训成果，
军训作用就会消失殆尽。

3、民办高校大学生军训工作的创新

大学生受信息化影响，思想活跃，在新时代下掌握着越来
越多的信息，也激发着他们的求知欲。因此，组织大学生军事
训练，结合新时代对大学生的要求，按照《军事课》教学大纲
赋予的新任务，不断创新训练方式方法，促进大学生的素质提
高和全面成长，有效增强国防意识。

3.1  思想政治教育为主
军事训练工作要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注重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
策教育，着重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培养革命英雄主义和
集体团队精神，加强组织纪律性和增强国防观念。对学生进行
军队建设、历史回顾与现状评析，让学生理解在 21 世纪的国
际形势下，在中国特色国情中，中国军队所承担的使命和任务，
激发爱国爱军热情。

3.2  优化军事技能训练内容
高校的军事技能训练包括条令条例教育与训练、轻武器射

击、备战基础、军事地形学和综合训练等内容，为了使大学生
基本了解军事基础知识和基本战术技能，了解基本战斗类型和
基本战斗样式，掌握我军先进战术思想和基本战术原则，研究
现代信息化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我们要紧跟国际形
势和军事理论的发展变化，立足世界新军事变革前沿，增加现
代信息作战样式等内容，如电子战、网络战、指挥控制战、计
算机空间战等等，争取在训练中融入世界热点问题和最新军事

知识信息。有条件的高校可组织大学生到驻地部队、军队院校
观摩学习，增强感性认识。还可以利用校园网络，设立军训站点，
建立大学生发表军事言论、研究军事思想、探索军事领域的平
台 [3]。

3.3  军事理论教育形式多样化
高校的军事理论包括中国国防、军事思想、世界军事、军

事高技术、高技术战争等内容。在军事理论教学中，我们可以
以面授为主，多媒体教学为辅；为了采用新技术新手段给学生
尽可能展现军事图片和视频内容，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我们
应该提前备课收集材料，学习多媒体操作，将现代教学新技术
应用自如，使得整个教学具有吸引性和互动性，让大学生们主
动参与主动学习，提升教学效果，让军事理论课变得更加生动
活泼。

3.4  对口专业战术训练
要充分发挥院校自身专业优势，利用本校已有专业进行对

口训练，比如有护理专业的学校可教授战地救护的内容，并颁
发证书。

3.5  充分发挥退役复学学生的作用
针对军训教育成果难以巩固的问题，要充分发挥退役复学

学生的积极作用，成立国防爱好者协会、国旗护卫队、国防教
育社团等组织，积极开展有关国防教育的活动，在全校营造浓
厚的国防教育氛围，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

3.6  辅导员长期兼任指导员
大学辅导员作为思想引领、行为指导的重要角色，有着不

可忽视的作用，在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期间，辅导员可以影响
大学生们在思想道德素质、爱国激情、工作作风和集体荣誉感
方面得到提升。辅导员从军训开始担任指导员就要一直长期担
任下去，并抓好辅导员队伍，时刻教育大学生将自己定位于一
个军人的角色，在思想政治上高要求自己，通过军事技能和组
织纪律训练体验军人生活，从整个军事训练中认识到军人的使
命和任务，学习到军人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领悟到军人的
光彩和荣耀。

大学生军事训练有利于大学生身心素质的全面提高，还有
利于在校园内形成积极向上、文明健康的育人氛围，有助于学
校提升学生精神面貌、强化校风学风建设、促进学生团结。军
事训练有如此重要作用，那我们就得从实际出发，不断分析总
结，根据新时代要求和国防教育新任务，做到精心策划，科学
运作，发展创新。军训工作的创新与研究，正是新时代下的产
物，也是时代使然，开展好军训训练工作，能为国家安全和社
会稳定提供坚实保障。在各高校从事武装军训工作的同志们，
大家都结合自己实际工作提出改进军训工作的想法和建议，那
么，我国大学生军训工作会有创新发展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指日
可待，此文正是希望能为民办高校大学生军训工作提供一些参
考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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