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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我国中小学国防教育的开展路径研究 
刘友发 

（湖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国防教育是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建设和巩固国防、培育学生国防意识、增强学生国防观念的重要举措。

当前我国中小学的国防教育仍然是学校教育的薄弱环节。基于此，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中小学国防教育发展现状、

存在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转变教育理念，提高中小学国防教育的地位；健全管理体制，加强师资力量的投入；丰富学习内容，

创新教育形式激发学习热情；多部门联动，共同促进国防教育的发展等新时代中小学开展国防教育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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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教育是为捍卫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和安全，防御外来侵

略、颠覆和威胁，对全民传授与国防有关的思想、知识、技能的社

会活动。国防教育在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精神、心理品质培养、作

风纪律养成、身体素质锻炼等方面，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中小

学国防教育不仅是学校国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全民国防教

育的基础和开端。中小学阶段是学生形成“三观”的重要阶段，更

是提高爱国意识的关键时期，中小学国防教育直接关系到整个全民

国防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全民国防教育应从娃娃抓起，从

中小学生抓起，从小培养国防意识,增强国防信念，为全民国防教育

打好基础。 

1 中小学进行国防教育的重要意义 

百余年前，国家百废待兴，前途晦暗，梁启超激情满怀地写下

了《少年中国说》，发出“少年强则国强”的时代呐喊；李大钊在

《青春》一文中慷慨寄语中国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

国家”“青春之民族”。百余年后的今天，每每读及这些充满激情与

希望的文字，仍然令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1]新时代需要什么样

的少年？前人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中小学生是祖国的花朵，是

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后备力量。中小学阶段

是每个学生认知社会，塑造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重要阶段，是对

其进行国防教育的最佳时期，对其提高国防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历

史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过去历史还是在今天，国防建设都是关系

国家安危的首要问题。虽然目前我国处于和平发展时期，但是国际

形势十分严峻，危机四伏，暗流涌动。现在绝大部分青少年出生在

和平稳定的年代，加上各种文化的输入，很容易在生活中迷失自己，

造成思想麻痹，和平思想淡化了国防意识。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如

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国防意识淡化，那么这个国家注定是要被

侵略，这个民族注定是要灭亡，青少年必须提高国防意识，承担起

保卫祖国的重任。因此，提高中小学生的国防意识具有长久深远的

意义。 

2 中小学国防教育的开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国防教育，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我国

国防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就目前而言，我国中小学生国防意识

较强，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国防教育的重要性，但只是略知一二，

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中小学生的国防教育。从目前来看，我国的中小

学国防教育以及训练的总体形势依然比较严峻，存在许多问题，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中小学生的国防教育未真正受到重视 

部分中小学领导和教师没有认识到国防教育的重要性，而且对

国防教育的认识模糊不清。还一直沉浸在传统“应试教育”的教学

模式中，认为只要提高学校的升学率和教学质量，就完成了教学任

务指标，开展国防教育课会挤占大量的教学时间且花费大量的精

力，如遇上级领导检查，则临时组织人员开个讲座，办个主题活动，

这种临时性的国防教育效果甚微，没有从战略高度和深度去认识和

理解国防教育的重要性。 

2.2 教育保障机制不健全师资力量薄弱 

管理机构的不健全，科学合理的教育管理机制是开展教学活动

的重要前提，学校缺乏管理机构和管理机制，那么在国防教育的组

织领导，课程设置和教学等各个环节就很难有效的开展，对于国家

的一些国防教育政策和方针很难得到落实，国防教育的目标很难达

成。国防教育活动开展不起来，中小学生国防观念和国防意识逐渐

淡化。由于目前我国没有在中小学设立专门的国防教育课程，没有

统一的国防教材可供使用，没有配备专门的任课老师，国防教育工

作由其他任课老师完成，这些老师没有经过系统的国防知识教育培

训，缺乏专业的国防及军事技能方面的知识，如必要上国防教育课，

都是临时通过网络收集一些资料，图片，视频等进行自我加工后作

为上课内容，设施简陋，教材空缺，导致教学内容零碎化，没有形

成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缺乏权威性和科学性，教学效果不太理想。 

2.3 国防教育形式单一内容简化效率低 

通过《小学、初中国防教育纲要（试行）》国防教育文件来看，

在针对中小学生这一特殊群体，文件的主要内容是以了解、认识和

情感培养并掌握一定的军事技能为主，要求将国防教育活动列入日

常的教育活动中，课上与课外相结合。据了解，不少中小学都会在

开学之初开展学生军训工作，完成相应的国防教育任务。但是，其

军训形式依然是按照传统的“晒太阳、站军姿、整内务、走队列”

流程走过场，这种形式单一，刻板毫无创新的军训活动让中小学生

无形中产生怠倦心理，甚至产生排斥心理，有些学生为了逃避这种

无聊的军训，谎称身体生病。国防教育的形式不单单是以军训活动

为限定，军训活动也不是以基本的基础队列动作为限定，单调，枯

燥的训练过程只会磨灭中小学生对国防意识和军事教育的好奇心

和热情，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其次，学校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时

通常都是以集体讲座的形式组织，利用简短的时间便把整个学期的

国防教育任务和工作完成，这不符合国防教育文件的要求，其质量

和效率可想而知。国防教育应该是一种贯穿式的持续性的一个过

程，应该是贯穿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中小学生

的国防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 

3 新时代中小学开展国防教育的新路径 

3.1 转变教育理念，提高中小学国防教育的地位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中小学各级领导和老师在思想上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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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小学国防教育对学生素质教育和全民国防教育起到重大作用

时，那么国防教育活动才能在各个中小学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

按要求高质量的开展和落实。在对中小学国防教育的定位上，应该

站在战略的高度和深度去看，转变传统的应试教育理念，教育主管

部门和学校领导应该将国防教育作为中小学素质教育必不可少的

教育环节之一，将国防教育作为教育的重点，改变国防教育在中小

学不受重视的现状，提高中小学国防教育的地位。 

3.2 健全管理体制，加强师资力量的投入 

想要做好一件事那么肯定需要一个好的规章制度作为保障，教

育部门要严格按照《国防教育法》的要求建章立制，建立专门的国

防教育制度，设立相关部门，这些部门专门负责国防教育文件的传

达和国防教育的教材编写，统筹安排各学校国防教育活动，专门负

责中小阶段学校国防教育的指导工作并对国防教育过程进行监督

和评价。教育部门应将中小学国防教育作为一个硬性指标，要求各

中小学校必须开设国防教育的专业课程，课程的教授必须合理的安

排在每个学期，安排在每周的教学任务之中，课的内容包括爱国情

怀的培养和基本的军事理论和技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授课体系，才

能确保课的完整性和长效性。于此同时，在国防教育课程的不同阶

段，设立不同的考核机制，将学生的国防教育课程考核成绩作为学

生的学业成绩的一部分，也作为学校考核的一部分。其次，要改变

没有国防教育老师和教育师资不专业的现状，各中小学应该设立专

职的教师岗位，有计划的对国防教育骨干进行针对性的培训，提升

教师的国防理论知识和基础的军事技能水平，教师应当不断创新教

学方法，善于研究，发现问题。同时，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加大国防

教育的经费投入，学校应该合理的安排教育经费，加强国防教育硬

件设施的建设，设立国防教育阵地，浓厚国防教育学习的氛围。 

3.3 丰富学习内容，创新教育形式激发学习热情 

中小学应当进行相应的课程改革，将国防教育纳入到立德树人

的教育任务中去，不断革新国防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在内容上，必

须紧跟时代发展步伐，要充分体现当前国情和时代特征，围绕爱国

主义为核心，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引导学生树立国家统一观

念。根据国防教育的特点和要求，重点要抓好维护国家安全、国家

利益等方面的教育，使学生在思想、知识、技能、纪律、体质等方

面都得到全面发展，增强国防教育的感染力、影响力和渗透力，使

国防教育的内容和活动丰富多彩，彰显活力，充满活力。在形式上，

学校和老师都要积极地探索，勇于创新，如在课上，可以结合学科

进行渗透，课堂教学是进行国防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将国防教育

与课堂进行有机结合，在课堂教授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对学生进行

潜移默化的国防教育，在中小学的课程中，蕴含着丰富的国防教育

素材内容，不同的课程可以分为不同的教学内容，如在体育课的教

学中教师可以结合军事游戏和军事体育，让学生了解我国部队解放

军训练内容并且掌握一定的军事常识和技能，培养学生刚强勇毅的

意志品质和崇军尚武的精神。在音乐课的教学中教师可以教授一些

红歌，红歌不仅歌词美，而且一首红歌就是一段历史，红歌代表的

是主旋律，可以引导学生将红色基因根植于内心，继承革命优良传

统，缅怀先烈，崇尚英雄。在地理教学中,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介

绍我国的大好河山以及海洋领土，让学生了解我国漫长的边界,辽阔

的海洋,秀美的山川,对我国的版图完整有大概的了解。在课外，理

论要与实践相结合，可以拓展相应的的国防实践活动，将国防教育

寓于课外实践活动是对在各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是巩固国防教

育成果的重要渠道。准确的把握时机，开展团队活动，如，在清明

节时期组织学生祭扫烈士陵墓，缅怀革命烈士，在国庆节时可以组

织学生举办歌唱祖国文艺活动，利用寒暑假举办少年军校组织军事

训练营等。在平时的团队活动中可以组织读书朗诵、演讲比赛、手

工竞赛、绘画比赛等。通过这些主题鲜明的教育活动，向学生进行

热爱党、热爱人民军队、热爱社会义祖国的教育。 

3.4 多部门联动，共同促进国防教育的发展 

国防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任务更是全社会的任务，需要全社会

的力量共同完成。部队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国家国防的中坚力量，教

育部门和学校要认识到军民共建的重要性，要积极的与驻地部队和

人武部门搞好共建，请部队人员到学校进行指导和教学或利用特殊

日期深入到军营深入学习参观，让学生了解部队的生活制度，日常

养成，体验军旅生活，提高学生对人民军队的认同感，提高学生在

和平年代的国防意识。其次，地方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教育的开展，

修建历史场馆，同时把具有爱国主义教育性质的单位或者历史名人

故居作为学生的国防教育基地，定期组织学生参观学习，时刻提醒

学生不忘历史，提高学生的爱国意识，增强学生国防观念。中小学

生是未来国防建设的主力军和接班人，孩子的成长需要学校的培育

更需要家庭的付出，家长的行为就是孩子榜样，家长在关心孩子的

文化时，更需要注重孩子思想的培育，家长需要以身作则，关心国

家大事，崇尚英雄，正确引导孩子，让孩子从小树立家国情怀，培

养爱国意识。 

4 结语 

国防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素质

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中小学生是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是最富

有朝气，最怀有希望，最具有可塑性，正处在能量储备，认知社会，

塑造人格的关键时期。国防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种培育形式，成

为中小学生成长的刚需，在增强其爱国主义精神，心理品质，身体

素质，行为养成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学校，社会，家

庭都要意识到国防教育的重要性，要共同努力营造有利于促进和推

动中小学国防教育的浓厚氛围，通过多方面力量不断开创中小学国

防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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