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 

 179

新舆情环境下加强高校国防教育的对策探索 
谭声隆 

（吉利学院博雅学院  四川成都  641423） 

摘要：近年来我国军队和国防改革步入关键阶段，尤其是党的二十大以来对国防教育和国防教育改革提出了全新要求，高校国

防教育是全面国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应该积极作为，利用好时代发展的优势和一切途径，深化国防教育的改革创新。新舆情

背景下，对高校国防教育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和挑战，直面高校国防教育存在的不足，探索新舆情环境下增强高校国防教育实效性的

对策，是当前高校教育工作的一项重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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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China's military and national defense reform has entered a critical stage，especially 

since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new requirements have been put forward for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nd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reform.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mprehensiv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and more importantly，we should take an active role in 

making good 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modern development and all ways to deepen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public opinion，it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a key issue for the current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face the shortcomings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explore 

countermeasure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new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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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国防教育是 展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对

于培养全方位发展人才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也成为了向军队输送高

素养后后备人才的重要渠道，除此之外也为国家安全以及社会保障

奠定重要基础[1]。伴随现阶段国际形势的快速发展和国家安全总体环

境的改变，加上全媒体时代的全面来临，导致当前舆情环境呈现出

了全新的特征，这也使得高校国防教育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鉴

于此，在全新的舆情环境下，如何结合当代青年大学生特点，探索

展国防教育的新模式，切实提升国防教育的实效性，是摆在当前

高校国防教育工作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新舆情环境下高校国防教育迎来的机遇和挑战 

（一）国际形势对新舆情发展的影响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始终处在快速变化趋势，各个

地区仍不时发生着小规模的冲突和斗争，国际环境不断严峻[2]。在此

背景下，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宗教极端分子、民族分裂势力等组织

也借助 放的互联网途径，不断引导舆情走向，试图对大学生思想

文化进行渗透，不断的对大学生群体进行洗脑，灌输不良的价值观

念。由于网络所具备的隐匿性特征，暗地 展舆情攻击，持续的通

过负面舆情，并利用大学生群体心智尚不成熟的特点，煽动学生群

体的不良情绪，对我国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危害。面对这些复杂的形

势和环境变化，高校大学生辩解是非的能力不足，因此在新舆情环

境下如何有效的 展国防教育，是高校国防教育的一大难点。 

（二）新舆情负面效应因素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青年大学生由于辨别是非能力不足，思维较为活跃，更容易出

现情绪上的波动，也常常借助各种网络途径来表达自身具有强烈主

观臆断的观点，在不知不觉中也成为负面舆情的传播者，其中一些

负面言论得到他人的共识，在学生群体中引起共鸣，导致舆情快速

扩散，甚至成为主导的舆情， 终产生不可挽留的后果[3]。由于网络

世界中充斥着大量的对党和国家产生诋毁的言论，许多大学生会因

此出现迷茫，出现对社会和国家的不满心理，导致爱国之心出现动

摇。加上新舆情所具备的快速传播、隐匿性较强的特征，难以进行

动态监控和实时引导，无法及时进行处置，导致高校国防教育及时

性面临极大的挑战。 

二、新舆情环境下加强高校国防教育的对策 

（一）强化对互联网及媒体监管力度，打造风清气正的国防教

育舆情环境 

一系列负能量以及负面舆情的传播，对高校国防教育带来一系

列的挑战，也对高校大学生价值观念和思想情感带来极大负面危害

[4]。因此，党和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大对互联网以及媒体的监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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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民舆情检测室的作用得以 大程度的发挥，在 短时间内处理

舆情危机，精准过滤负面舆情。同时，持续加强法治以及道德教育，

积极引导互联网及媒体关注和传播社会正能量，大力宣传正面舆情，

逐渐营造出良好的国防教育舆情环境[5]。除此之外，对信息发布以传

播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健全完善，及时处置和严惩发布影响国家安

定和社会团结的舆情传播人员，促使人们形成自觉构建风清气正舆

情环境的意识。 

（二）优化高校舆情引导机制，探索国防教育新渠道 

高校需要对现有舆情引导机制进行优化完善，动态高效的监测

校园内舆情发展。第一，需要不断强化对于舆情追踪的技术能力，

对于使用校园网的用户实行实名登记制度，监管网络使用行为，及

时屏蔽对国防教育造成负面影响的舆情。第二，加强对于舆情发布

平台的监管力度，每间隔一段时间收集、整合、分析校园论坛、微

信群、QQ 群中的舆情信息，准确把握整体的舆情走向，及时发现其

中的负面舆情，早期采取有效的处理措施，将舆情危机遏制在萌芽

状态[6]。第三，对于突发事件需要具备良好的应急处理能力，针对学

生存在的疑惑需要及时给予正确的解答，稳定学生群体情绪变化，

构建起和学生平等、尊重的沟通途径，耐心做好学生的答疑工作，

并在潜移默化中为学生普及国防教育知识，用言行为学生做好榜样

示范，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树立为祖国做贡献的决心。 

除此之外，高校需要 大化利用新舆情的特征，积极探索国防

教育的新渠道。新时代的大学生具有更加活跃的思维和强烈的好奇

心、探索欲，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更强，更加渴望通过网络途

径获取新知识。并且当代青年大学生更加注重自身的权利和自由，

对于各种权威敢于挑战，也更勇于的发出自己声音[7]。和传统课堂教

学中教师单纯说教相比，当代大学生积极关注 新的热点内容和焦

点事件，更主动的表达自身观点、想法。因此在 展国防教育的过

程中，高校教师需要适当的摒弃以往国防教育滞后、老旧的内容，

根据当前舆情走向，了解学生群体关心的舆情内容，邀请国防教育

专家来校举行专题讲座，根据国防教育重点理论知识点，为学生进

行仔细的讲解，提高国防教育课程的互动性，通过互动加深学生对

于国防教育理论知识的理解。根据目前互联网存在的负面舆情、虚

假报道、错误时事评论等，教师在国防教育的过程中也应该及时为

学生澄清事实，帮助大学生提高对外界不良信息的抵御能力，促使

学生能够对事件进行正确、客观的评价，引导学生树立起较好的舆

情素养[8]。同时，教师在国防教育过程中还需要及时发现学生对政策

以及形势发展的模糊认知，为学生传导积极向上的信息，促使学生

树立起正确的政治觉悟，养成良好的社会责任感。除此之外，教师

需要善于利用焦点事件，在重要节日或者重大历史节点纪念活动，

比如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国庆日、国家公祭日、红军长征胜利等，

合理的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引导学生 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

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爱国情怀。 

（三）增强大学生学习自觉性，提高社会实践能力 

青年大学生是高校国防教育的主要对象，所以在国防教育的过

程中也需要 大化体现学生的主体能动性，关注大学生在新舆情环

境下的主体地位，突出大学生在国防教育环境中的主体性[9]。当代青

年大学生需要自身充分认识到自我学习的意义，主动树立起积极向

上的舆情素养。大学生要自觉学习国家历史，以史为鉴，养成历史

的眼光，通过历史发展进程形成一定的忧患意识。关注中华民族传

统优秀文化中的思想精髓，感悟民族精神的深刻内涵，从中华民族

文化发展中树立良好的思想品德。对世界发展具有正确的认知，了

解现实，随时关注世界时事变化，从国内外的形势变化中养成责任

意识。主动的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升个人综合能力和专

业素养，更好的报效祖国。正所谓“实践出真知”，当代青年大学生

不仅需要积极提升自身的理论知识水平，还要注重参与社会实践活

动中，通过亲身聆听、亲眼所见、亲身体验，不断增强实践能力，

在实践中培养对外界不良信息的鉴别和抵御能力。落实大学生参军

动员，引导更多大学生“携笔从戎、参军入伍”，在军营中实现个人

抱负，在部队中接受国防教育，拓展人生阅历，培养坚韧的品格、

高尚的意志和爱国之情，树立为国奉献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的舆情环境之下，高校国防教育面临着极大的

挑战，与此同时也为国防教育提供了新的机遇。因此，高校在国防

教育中需要善于利用舆情的作用，做好对互联网和媒体的监管，健

全高校内舆情引导机制，营造出良好的舆情环境，积极探索出新舆

情下的国防教育新途径，促使大学生树立主动学习的意识，强化大

学生实践能力，从而不断提升高校国防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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