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 

 63

 

浅谈高校新形势下的国防教育 
赵  林 

（重庆理工大学  重庆  400054） 

摘要：高校大学生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的重要阵地，是全民教育的重要环节，更是大学生在校必修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学生国防教育对于国防安全和思想政治教育以及爱国教育有着重要意义，高校国防教育课程的开展将全面提升当代大学生的整体
素质，为国家培养高学历、有技术的后备军主力，对于国家的长期发展和长远利益至关重要，现实形势要求高校要做好大学生的国
防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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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泛是指国家为防备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恐

怖分子等，保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所进行的
军事活动，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科技、外交、教育、
文化等方面的活动。国防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稳定的必要
条件。国防教育，就是指为开展国防对全体公民进行的具有特
定目的和内容的普及性教育活动。国防教育是国防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服务于国防开展的一种国家行为。高校国防教育
要以保卫国家安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发当代大学生爱国
主义热情为重点，要始终贯穿于大学生教育的全过程，要通过
大学生军事技能训练和军事理论教育为抓手，面向大学生开展
和普及国防教育。国防教育应遵循习近平强军思想和重要论述，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此提升大学生
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为重点，为培养和建设国防后备力量服务。 

一、新形势下高校开展国防教育的背景 
历史背景。我国历经多年被侵略的历史战争，几经风雨发

展至今天的民主、富强的国度，我国毗邻的国家 20 多个，其中
有海上相邻的国家有日本、韩国、朝鲜等 8 个之多，以陆地相
邻的多达 14 个。我国周边相邻国家环境复杂，排在俄罗斯之后
位居世界第三，周边国家又是大国集中的区域，相对来说周边
国家也是军事强国，保卫国家安全形势严峻。 

现实背景。新形势下的国家安全环境，各国之间常有利益
冲突，经济斗争常有摩擦，一点的舆论都有可能导致战争的打
响。再就是教育部和中央军委从战略角度出发，对国家各教育
机关、各军兵种、高校下发《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
的教育要求，在这种形势下高校开展国防教育显得额外重要，
作为高校和新时代的接班人都有义务担当国防安全的本职使
命。 

二、现阶段高校开展国防教育的意义 
（一） 增强国防观念 
大学生国防教育的灵魂就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主要干线

就是依托爱国来增强国防观念和意识。现阶段多数高校都是通
过大学生军事技能训练和国防教育理论来开展军事课，在接受
军事技能训练的同时灌输国防观念，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对
国防的观念都是和模糊的，当进入高校后国防观念得以提升，
掌握到国防教育的真正含义。 

在国防教育的教学中，对现阶段的新形势进行分析和思考，
让大学生的视野更开阔，思维更敏捷，通过国防教育基地的参
观教育和实践，也促使大学生对国防教育有了新的认识，对国
家安全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提升，逐步形成成熟的爱国
思维。高校要深刻认识到国防教育的意义，对当代年轻人的启
迪和影响，要着眼新形势下国际环境的复杂性进行思考，推动
高校国防教育向理性、良性发展，要避免部分大学生被外来恶
势力所鼓动利用。 

（二） 丰富知识结构 

高校教育知识结构虽然丰富，但是并不代表大学生掌握到
全面的知识，国防教育是大学新生相对缺乏的知识范畴，是一
个空白，开展军事课弥补了知识的空缺。高校按照新大纲开展
军事课程教育，军事课是大学生在校期间的一门必修课，军事
课从综合性和普及性面向学生进行传授，通过军事课的开展让
学生接受国防教育知识，树立正确的国防观念，丰富在校大学
生除专业课之外的教育知识结构，从多个方面提升大学生综合
素质。因此，高校国防教育对丰富大学生知识结构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现阶段高校国防教育方式多样化，通过参观国防教育基地、
烈士陵园、纪念馆、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等，以实际的观感丰富
爱国教育，加强国家安全观念和意识。课堂教育以国防教育专
家的大课堂为主，讲授和巩固国防教育知识点。现在是一个多
媒体时代，大学生可以通过学校的网络教学平台自学的形式，
充实自己的国防知识量，还有参加教育系统举行的爱国演讲、
观看爱国主义教育片等方式，对大学生进行国防教育知识灌输，
从而极大的激发了大学生学习国防教育知识的热情。 

（三） 培育军事人才 
《孙子兵法》中有这么一段描述“兵者，国之大事，生死

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由此可见兵对一个国家安全
的重要性，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应顺应现代军事要求，走高科
技强军强国之路。为祖国奔赴祖国疆场，抵御侵略，使大学生
的认识和战略高度达到优秀军人的要求，没有现代化高学历的
国防人才，就没有强大的现代化国防，他们素质的高低决定了
国防能力的强弱，为打赢未来高技术战争奠定了坚实稳固的基
础。 

大学生在经历军事技能训练、军事理论教育以及大学生入
伍期间的宣传教育后，对国防安全理论有了自己的见解，充满
了到部队守土卫国的向往和憧憬。大学生接受国防教育入伍后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了解国防的理论、枪械操作、战术指
挥等知识，除了文化高容易受到部队的重点培养外，接受国防
教育是能否胜任优秀军事人才的先天条件，大学生应征入伍就
是在给国防建设输送优质的兵员，提升了军人的整体素质，适
应当代科技化、信息化战争的需求。 

三、高校国防教育工作的现状与不足 
（一） 高校开展国防教育政策执行力度的现状与不

足 
1.高校国防教育机构不健全 
我国高校国防教育的开展和普及尚不到位，首要因素是高

校落实全民国防教育的机构不健全，现阶段高校在开展国防教
育的机构是在形式上的设立，国防教育摆不上位置，导致国防
教育机构不健全，很多高校都是在校武装部或者学生处设立合
署办公机构，不是独立的高校国防教育机构，客观原因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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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现状，这种现象在全国高校普遍存在。 

2.国防教育专业教师人员缺乏 
国防教育的组织实施靠地方武装部门和教育系统是远远不

够的，在现阶段国防教育没有落地实施的情况下，专业老师和
辅导员队伍不愿从事国防教育教学，因为在职称认定和优秀学
科评选中很少涉及国防教育课程。没有成熟的考核考评机制和
畅通的晋升渠道，导致高校国防教育专任教师人员极度缺乏，
没有教师资格证的人员不能从事军事教学，没有专业研究的教
师就很难培养出守疆爱国的新世纪接班人。 

3.国防教育专项经费投入不够 
一个知名高校的发展在于人才培养和资源经费的投入保

障，过去的国防教育要求老师要吃苦耐劳，讲奉献精神，但是
在实施绩效工资这个大环境下有几个能够做到，军事教研室的
老师也是生活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的一员，要建设强有力的师资
队伍，同时也要加大教学运行经费投入，一方面改善教学环境
条件，另一方面提高从业教师的师资待遇，不断提高教学付出
所需要的物质条件，从而吸引教师、稳定教学师资资源。 

（二） 国防教育教学形式多样内容不统一 
1.教学形式多样 
现阶段开展国防教育教学的形式虽呈现多样化但不系统，

绝大多数高效都是聘请部队院校教师和地方国防教育基地的行
政人员进行授课，普遍以大课堂或者是讲座、网络慕课的形式
开展表面上的必修课教学，多数高校没有纳入教学计划、教学
手段单一，教材版式不一，没有统一的教材怎么培养出一致的
爱国理念。 

2.教学内容不统一 
在国防教育教学时间不能保证的环境下，高校国防教育教

学内容繁杂没有形成系统性，国防教育主要包括 10 多个方面的
知识，但是有些高校注重理论和精神方面的教育，也有高校注
重国防知识和技能方面的，甚至有些高校只注重流于形式上的
教育。教学方法的交流和研究少了，导致教学内容随意性，形
成不了系统的学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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