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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国防背景下高校国防教育实现路径研究 
谭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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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国防教育体系中高校国防教育占据着重要地位，是培养当代青年大学生国防观念、形成爱国主义情怀以及提高

综合素养的有效途径，对于全面国防建设目标的实现有着重大现实意义。全民国防背景下，高校更应该提升对于大学生国防教育的

认知程度，直面现阶段国防教育存在的问题，探索符合学校实情和学生需求的国防教育模式，在学生教育管理中始终贯穿国防教育，

从而促进教育实效性的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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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current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system in China，which is an effective way to cultivate the national defense concept of 

contemporary young college students，form patriotism and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quality，and has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comprehensive national defense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defense for all，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enhance their awareness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face the problems in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t this stage，explore a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model that meets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school and the needs of students，and always run through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in student education management，so as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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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了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在其中第七章对国防教育给出

了明确定义，指出了国防教育的战略定位和重要性，国家对人民实

施国防教育，目的在于让所有公民树立国防观念，形成忧患意识，

了解掌握国防知识及其相关技能，强化爱国主义情怀，自觉承担国

防义务，而其中高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关键部分[1]。由此可

以看到的是，高校国防教育是当前国防教育的重要基础，对于深入

推进全民国防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高校对当代青年大学生开展

国防教育，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国防意识，培养学生志在报国的爱

国精神，激发大学生献身国防的拥军行为，从而为国家发展建设储

备更多的后备力量[2]。全民国防背景下，如何有效提升国防教育的实

效性，成为高校教育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当前高校国防教育存在的不足之处 

（一）学校重视程度不足 

伴随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在此环境

下大多数国人认为我国国防处于安全的状态，并没有形成相应的忧

患意识和居安思危的观念。这也导致许多高校并未正确认识到国防

教育的重要性和价值，在高校整体发展以及人才培养过程中都未将

国防教育摆在突出位置[3]。同时，因为相关法律法规缺乏良好的刚性，

高校并未深入理解政策内涵，导致在国防教育工作落实过程中存在

明显形式主义等现象。高校在规=规划、建设以及发展教育事业时，

更多地将国防教育摆在靠后的位置。一些高校虽然在校内设立了相

应的军事教研室，但内部组织架构不健全，有名无实，无法有效调

动整合资源，也不能起到相应的作用。除此之外，许多高校在国防

教育方面的专项资金投入较少，教学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无法满足

全部教学习需求。更有甚至一些高校为了保证学生文化发展或者就

业，大量缩减国防教育时间。 

（二）学生国防意识薄弱 

当代青年大学生出生在和平时代，在全家的呵护关怀下成长，

从小生活就比较安逸舒适，有着较强的自我意识和个性，很少具备

良好的大局观。同时，许多大学生认为国防建设、保家卫国属于军

人的职责，国防教育和自身没有太大的关系，加上自己没有参军入

伍的意愿，国防意识薄弱[4]。这也导致高校在开展军事理论课或者军

事训练的过程中，大学生参与国防教育的积极性不足。虽然一些男

生对于军事武器有着强烈的兴趣，但是国防知识掌握并不多，对相

关国防建设情况、国家安全政策、外部环境变化等只有肤浅的认知。 

（三）国防教育模式滞后 

现阶段，高校国防教育的主要内容普遍是军事理论课程、军事

技能训练以及日常国防教育这几部分组成。各个高校之间在军事技

能训练的开展质量上也有着明显差异，一些高校会在当地军训基地

中接受部队军人的协助进行军事训练，而一些高校只能在校内接受

国防生的军事训练指导[5]。同时，目前许多高校在国防教育开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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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还缺乏必要的创新，军事训练时更注重提高学生体能，让学生养

成团结合作意识和严明纪律性，缺少对国防教育内容的宣传，并不

注重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爱国精神。 

二、全民国防背景下高校国防教育实现路径 

（一）强化高校组织领导，增加资金投入 

现阶段，高校仍然是开展高校国防教育的主体，高校对国防教

育的重视程度以及投入程度直接影响着国防教育的实际成效。因此，

高校在开展国防教育的过程中需要始终以党委作为领导，明确各方

责任主体，各学院党委书记承担第一责任人的职责，每间隔一段时

间在学院党政联席会上公开汇报国防教育开展情况[6]。针对国防教育

开展期间存在的政策支持不足和缺乏资源保障等问题，高校需要加

强和当地相关部门以及军训基地的联系合作，确保学生能够接收到

专业军事知识和军事技能。同时高校应该设立国防教育专项经费，

制定详细的奖惩机制，确保国防教育真正意义落到实处。比通过合

理的奖励制度吸引更多学生参与到国防教育中来，提升教育成效。

比如在校内设立国防教育类奖学金，针对在军事理论课、军事训练、

及相关国防教育活动中表现优异的学生给予适当的奖励，激发学生

参军报国的意识，发挥在大学生群体的榜样示范效应[7]。除此之外，

高校应积极鼓励学生成立校内国防类社团，由校内专职军事理论教

师或者辅导员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指导，吸引更多学生参与其中，培

养对于国防教育的热情。加强和其他高校或者部队的互动，定期开

展军事知识竞赛或者军事技能交流活动，不断增强学生军事知识和

军事技能，为国家国防建设培养更多的储备力量。高校每年对于积

极组织和参与到国防教育活动的指导教师提供合理奖励，不断引导

更多教师投身到大学生国防教育，实现国防教育持续稳定的发展。 

（二）依托于互联网平台，开展多样化国防教育 

高校在开展大学生国防教育的过程中，需要善于利用和发挥网

络媒体平台的优势，积极组织线上国防教育活动。当代青年大学生

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较强，主动通过网络渠道获取自身所需知识，

大量时间和精力也都与互联网接触。因此，高校需要抓住大学生这

一特征，利用网络教学这一阵地，增加国防教育对大学生的吸引力。

高校可在建军节、国庆节等特殊节点或者重大活动之时，营造出良

好的舆情环境，在大学生群体中形成爱国拥军的良好氛围。深入调

查了解大学生群体的喜好和关注点，紧紧围绕大学生兴趣，打造出

满足血神实际需求线上国防教育板块和精品内容，激发大学生参与

国防教育的积极性[8]。教师应准确把握好课堂以及校园的主渠道作

用，积极开展多样化的国防教育活动。比如在军事理论课教学过程

中，组织学生针对全球最新局势进行辩论活动，手工制作武器模型

并进行展示评比，吸引更多学生参与到国防教育课堂教学中，逐步

掌握更多的国防知识和技能。高校定期开展军歌合唱、定向越野等

文化体育活动，持续调动学生参与国防教育的兴趣，增加学生群体

对国防教育的关注度[9]。 

（三）提高社会参与度，扩大国防教育阵地 

高校在开展国防教育的过程中，应注重对现有教育渠道的进一

步拓展，组织大学生走出校园，深入当地红色文化景区、革命遗址、

博物馆等地开展国防教育实践活动。为大学生展示革命遗物、讲解

军史党史、观看真实兵器等，使学生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感

受，更加深刻的感悟到人民军队的光辉历史和现代化国防力量，在

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激发学生参军报国的决心[10]。同

时，高校带领学生来到国防军工企业进行参观，并和一线技术人员

进行交流互动，引导学生树立投身国防建设的观念。此外，高校可

以定期邀请国防教育相关社会群体进入校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

动，吸引学生参与到国防教育活动中，培养对国防教育的兴趣。并

利好当地部队的资源，邀请军事领域专家学者或者退伍老兵举行各

种专题讲座，让学生体验到军人的风采，了解到军队现代化建设的

最新成果。邀请相关国防人员或者军人进入校园和学生共同参与国

防活动，加强军民联系，和学生群体建立良好关系，增进学生对军

人的好感。组织学生观摩部队训练和演习活动，不断强化对于军队

的认知，提高对国防的热爱之情，让学生树立报效祖国的思想认知。 

三、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高校国防教育整体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

实际开展过程中依然面临着学校重视程度不足、学生国防意识薄弱、

教育模式滞后等问题。因此，需要高校从现实情况出发，重新梳理

工作思路，加强国防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持续创新国防教育模式，

有效培养大学生的国防意识，掌握国防知识和技能，主动肩负起新

形势下赋予大学生群体的历史使命，从而实现国家稳定平安及社会

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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