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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国防教育与大学生综合素养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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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强军思想是大学生国防教育的理论指南和资源宝库。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国防教育可以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

防能力，为国防贡献有文化、有素质、有战斗力的后备力量。加强新时代国防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学生身体素养、心理素养

及公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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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形势日益复杂多变，不稳定因素持续存在。

为了适应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方针的需要，应对

日趋复杂的、动荡不安的世界军事形势，以及近年来局部战

争持续存在的现实和进一步贯彻习近平强思想和新时代立

德树人的发展战略，增强国防后备力量成为当今国防的当务

之急。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国防教育，有利于全面提高大学生

的身体素养、心理素养和公民素养等综合素质，从而增强新

时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忧患意识。

1、 新时代国防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身体素养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国防教育通过队列训练、跑

步等一系列的军事技术训练，会大大增强新时代大学生的身

体体质。世界各国都通过大学生进行国防教育来增强他们的

体质。亚洲的日本从小就对学生进行体能训练，强身健体和

进行自我防卫的教育。号称战斗民族的邻国俄罗斯也是十分

重视国防教育，教育部给规定学校学生安排军事体育训练时

间占教学总安排时间近 20%左右。美国也把与军事有关的

体育训练划归到美国的国防教育中去，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全

美大学生的身体强健水平。

改革开放 40多年，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大大

提高，生活富裕了很多，食品丰富，大部分中国家庭的生

活条件比以往有了大幅度改善。据调查数据统计，近些年，

我国大学生的身体健康水平明显呈下降态势，主要源于生活

好，营养过剩，再加上自觉进行体育锻炼和参加社会活动比

较少，长期缺乏锻炼。久而久之，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就下滑

了很多。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国防教育，可以有效地弥补体质

差的问题。对大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尤其是大一新生实施军

训，每天通过站军姿、齐步走、跑步走、正步走、苦练擒敌

拳及简单的战术训练等军事科目，可以在短时间内大大增强

大学生的体质，强健他们的体魄，为后期学校安排的体育

训练教育课，提供了很好的体能基础。国防军事体育活动，

是技能技巧、体能与趣味性相结合的一种充满激烈的竞技活

动。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组织一些越野的项目，这些有挑战

性的项目更能增加新时代大学生的集体主义的荣誉感和相

互团结的竞争意识，这样会大大地提高新时代大学生体育锻

炼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 新时代国防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心理素养

新时代大学生要进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前提是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心理。一个人要在事业上有所成

就，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即主要指的是心理素养方面），

两者缺一不可。两者比例为：三比七，后者的作用占比更大，

可见一个人心理素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过硬的心理素养更

能大概率地造就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的成功。根据调查统

计，当前我国的高校大学生有不少同学患上了或轻或重的心

理问题。

全面提高新时代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已经是迫在眉睫，

国防教育正好与之无缝对接，可以促进大学生心理素养的提

高。国防教育的军事训练科目，其强度也十分之大，很多都

是按军人的标准来严格训练的，这样更能使新时代大学生通

过刻苦训练增强自己吃苦耐劳的精神、百折不挠的坚强意

志，以及更好地提高大学生良好的心理素养。全民皆兵的瑞

典，国家就规定，他们国家的防御是经济防御、国防、民防

以及心理素质防御四位一体的全方位防御。瑞典的心理防御

委员会就是担负其本国的国防教育职能；其目的就是掌握全

体国民对国防持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态度，再向国家政府建议

向国民实施心理防御的部署工作，进而向学校和各单位进行

相关心理防御的一些活动 [1]。俄罗斯对本国的学生从小就进

行国防教育，进行军事技能训练；还有创建少年军校，其宗

旨就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过硬的心理素质，为应对未来激烈的

竞争增加法码。

3、 新时代国防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公民素养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个国家公民素养水平的

高低反映了这个国家综合文化素质的高低，反映这个民族文

化凝聚力的高低，同时也反映这个国家的经济生产力水平的

高低。国家或民族文化是维系和推动国家发展的动力。新时

代大学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重要的国家后备主力

军；是先进科技生产力的开拓者和创造者；是国家国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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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建设的中流砥柱；是中华五千年优秀文化的继承者和

传播者。新时代高校教育不仅要给予大学生知识，而且还要

提高他们的公民素养，让新时代的接班人主动为国家服务，

将所学知识应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去。当今

全世界有不少国家都非常重视本国国民的公民素养，特别更

加重视学生公民素质的培养。如推祟浪漫主义的西方发达国

家法国很早就对学生就进行了公民素养的教育，18世纪 90

年代，法国政府就规定了学校要给学生进行素质教育，让学

生务必知道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以及让学生必须遵守道德

行为规范和相关法律法规，违反法律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

每个国家进行公民素养的教育，其重要的核心内容无

非就是培养公民的国防观念意识。永久中立国瑞士国土面积

才 40000多平方千米，人口不到 900万 [2]。偏偏这么一个小

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却躲过了当时世界军事最强的德国

军人的进攻，就是受益于瑞士全民皆兵的战斗精神。其实质

还是要归因于瑞士政府十分重视对全体公民国防意识的培

养，注重军事训练和国防意识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培养了一

大批团结互助、训练过硬、有战斗力、有素养的瑞士公民队

伍。意大利十分看重本国公民的国防教育，规定了所有大学

二年级的学生要先完成服兵役这门必修课的学分，退役回来

接着完成未完成的学业。

当今，我国的大学生的国防观念意识普遍都比较淡薄，

已经远远不适应世界新形势下复杂的新局面。如今，中美关

系十分紧张，战争随时都会爆发，中东地区战争和民族冲突

不断。习近平强国思想为我国高校国防教育指引了一条明确

的发展路线，我国的学校尤其是高校要充分意识到当今世界

复杂的形势，对中小学生和新时代大学生要进一步加强国防

教育的横向深度和纵向深度。同时意识到加强国防教育的力

度是巩固我国国防御的战略方针举措，打赢信息化、现代化

新形势下人民战争胜利的紧急要求。通过国防教育增强新时

代大学生的国家和民族情怀，从而更进一步提高新时代大学

生的公民素养。对高校大学生进行国防军事教育其实质就是

为了强化新时代大学生的国家安全和国防观念。在大学生军

事教程中有八大板块，其中国防、国家安全、军事思想、现

代战争、信息化装备五大板块对军事理论的教学，共安排了

30多个课时。让新时代大学生系统地了解国防的重要内函，

了解中国国防法规，特别是《中国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

华人工共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以

及《反分裂国家法》[3]，通过学习法规，增强法制观念，清

楚地知道大学生必须履行国防义务和应该享受相应的国防

权利。通过队列训练、射击与战术训练、防卫技能与战时防

护训练其它三大板块的军事技能训练，可以增强新时代大学

生的保家卫国潜在的实战能力和意志力。潜移默化地提高新

时代大学生履行国防义务的主观能动性。成为一名有理想、

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有国防觉悟、综合素质高的新时

代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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