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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现状及优化对策研究 
谈勇 

（吉利学院博雅学院  四川成都  641423） 

摘要：国家安全关乎到民族存亡和国家安危，是社会和平发展的根本。当代青年大学生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是民族复兴的希

望。新时代背景下国际形势日益复杂，所面临的国家安全威胁也更为严峻，这也决定了加强高校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必要性和紧

迫性。基于此，首先分析新时代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现状，并探讨优化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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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ational security is related to the survival of a nation and the safety of the country，and it is the 

basis for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society. Contemporary young college students are the main force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the hop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plex，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 faced are more severe，which also determines 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of strengthening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this，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and discusses 

the countermeasures to optimize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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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也是确保人民幸福和实现民

族复兴和中国梦目标的重要依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

之间具有一定文化差异，宗教因素影响复杂，一直以来受到较多的

国家安全威胁[1]。二零一八年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

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指出，需要充分认识到大中小学国家

安全教育的重要性，明确了解国家安全教育总体要求，始终坚持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树立起良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全面推进、深化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工作[2]。国家安全是定国安邦

之道，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高校大学生

需要主动承担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促

进地区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做好高校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事关

地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现状 

（一）国家安全教育力度不足，教育结构仍不健全 

高校是大学生 展学习活动和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也是大学

生树立正确三观以及道德品质的重要阵地。当前，许多高校在国家

安全教育课程设置方面还不完善，大多数高校仍主要是通过军事理

论课对大学生 展国防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3]。由于缺乏针对性、相

关性的课程安排，大学生难以接触到全面的国家安全教育知识，也

无法掌握有效抵御外部势力渗透和破坏行为的手段、方法。同时，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现阶段大多数高校缺乏 展国家安全教育的

专业教师，通常是由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讲解国家安全教育知识，但

是许多思政教师并未掌握充分的国家安全教育知识，并且自身国家

安全意识还有待增强。除此之外，在对国家安全教育课堂教学成果

的评价中，相关评价手段仍较为单一，无法全面、客观的了解到大

学生对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容的真实认知情况。 

（二）缺乏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校园文化氛围 

校园文化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产生教育作用。然而目前，

大部分高校并未重视校园文化在国家安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从实

际况来看，现阶段只有很少的高校在校园内 展以总体国家安全观

为主体的宣传活动，校园内也很少有国家安全教育相关的横幅标语

等。尽管一些高校定期组织大学生 展国家安全教育实践活动，但

通常也只流于表面形式，仍然局限于讲座、演讲、辩论等传统活动

形式[4]。当代青年大学生更加追求个性和自由，更加乐于接受趣味性、

娱乐性的实践教学活动，传统实践教学形式应难以满足当前需求。

许多高校均建设有自身的校史馆，但是校史馆中展示国家安全教育

的内容寥寥无几。因此高校可以合理的增加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进行

展示，并且及时更新展示内容，引导鼓励学生主动参观校史馆，在

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 

（三）复杂网络环境对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不利影响 

当代青年大学生是伴随着互联网发展而成长的群体，互联网已

成为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之一，改变了大学生

获取知识信息和人际交往习惯。尽管网络环境所具有的 放和自由

特征进一步拓展了大学生学习、生活空间，但在广阔的网络世界中

各种信息鱼龙混杂，充斥着大量的负面信息，一些大学生由于缺乏

良好的辨别能力，在无意之中泄露国家安全有关信息，甚至逾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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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底线作为违法行为[5]。同时，部分大学生因为缺乏足够的抵御外界

诱惑的能力，尤其是金钱方面的诱惑，网络中的境外敌对势力抓住

大学生这一特征进行利用，为大学生提供有报酬的交易服务，危害

国家安全。大多数高校大学生具有文明的上网习惯，能够自觉遵守

网络法律法规要求和道德约束。但是还有一些学生防范意识较差，

轻易的相信网络间谍的蛊惑，因此高校需要加强对大学生网络意识

形态的安全教育，使大学生树立良好的国家安全保护意识。 

二、新时代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优化对策 

（一）提高对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思想认知 

经济发展以及社会长治久安始终受到党和国家的热切关注，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也是高校 展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目标。高校承担

着为国家和社会输送高质量人才、创新科学技术以及传承发扬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任务，因此在高校大力 展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是

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和关键基础[6]。对于新时代高校而言，需要提

高对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思想认知，肩负起意识形态教育主阵地

的职责，重视国家安全教育工作实施，深入 展大学生群体的国家

安全教育，将其作为一项长期性、系统性、战略性的工程狠抓，切

实提升高校全体师生的国家安全意识，使其自觉维护国家利益，促

进各个民族团结，主动抵御一切分裂活动，增强民族凝聚了和向心

力，打造平安的校园环境，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推动地区社

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7]。 

（二）创新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内容与模式 

新时代背景下，当代青年大学生个性更加突出，对于课堂教学

形式和教学质量提出了个性化的要求，在国家安全教育中使用传统

单纯灌输式教学方法已难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成效。因此，高校需要

深入了解当代大学生的个性特点，积极运用各种大学生乐于接受的

方式 展国家安全教育[8]。例如，课前由学生根据主题收集资料，课

中组织学生分为多个小组进行讨论交流， 后由教师汇总，通过这

种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教学质量。同时，积极利用好第二

课堂的教育功能，定期 展以总体国家安全教育为主题的实践活动。

例如高校可以每间隔一段时间举办国家安全知识竞赛，引导学生拍

摄国家安全宣传短视频、组织学生参观国家安全教育基地、观看国

防纪录片等，利用多样化的实践教育形式，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吸

收消化国家安全教育内容[9]。 

（三）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在高校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中扮演关键角色，教师个人的

国家安全知识掌握状况直接关乎到 终教学质量，因此需要加大对

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力度。第一，高校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引进国家

安全教育专业化教师人才，不断扩大高校内部国家安全教育师资队

伍力量。第二，结合教育部要求建设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设立国

家安全教育相关课程，紧紧跟随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不断调整课程设

置，将 新《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国家情报法》等法律内

容融入到国家安全教育课程中[10]。第三，加强对全校教职工的总体

国家安全观教育专题培训，使学校所有教职工充分认识到国家安全

教育形势和动态，形成良好的国家安全意识。第四，鼓励教师走出

去，引导教师积极参与跨地区培训交流， 拓教师视野，积累教学

经验，促进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实效性的提升。 

（四）净化网络环境，增强网络安全意识 

网络的存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人们足不出门即可了解天

下大事和社会热点，随时享受到海量的信息资源，但另一方面由于

网络世界中充斥着各种类型的信息，许多学生缺乏辨别真善美、假

恶丑的能力，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毒害。据相关调查显示，当代大

学生群体中每天使用网络时间超过学习时间的比例占到 78%左右，

因此对于高校而言，积极净化网络环境，营造健康、积极向上的网

络氛围，树立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对于培养有理想、有担当的时

代新人具有重要意义。第一，高校需要提升对学生对网络信息的鉴

别能力，采取辩证的眼光看待事物，减少自身受到不良文化的侵袭。

第二，需要当地有关部门加强对于网络安全防火墙技术的 发力度，

强化对于网络空间的管控，净化网络环境，为大学生营造、健康积

极向上的网络世界。 

三、结语 

综上所述，高校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主阵地，也是 展国家安

全教育的重要场所。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方面是落实思想

政治教育的关键举措，另一方面也是增强大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途

径，对于树立大学生积极的三观，形成正确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提

高民族凝聚力和团结力，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

战略意义。因此需要高校提高对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思想认知，

积极创新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内容与模式，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建设，

不断健全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体系，提升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为

国家安全稳定铸就坚实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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