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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河北省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教学活动研究 
王永利  李彦亮 

（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  河北省石家庄市  050061）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安全面临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多变，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高层次人才主体

的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强弱，对一国是否安全至关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在大学生安全教育教学活动方面予以重视，加

强其在高校教学教育活动中的融入，以此有效提升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鉴于此，本文将以河北省石家庄

财经职业学院为例，针对安全教育教学活动在课堂及校园中的开展作以探究，以供同行业者交流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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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安

全问题，国内学者在国家安全教育模式、国家安全教育体系构建以

及国家安全教育与学科融合等方面都有相关课题研究。当前，高校

国家安全教育现状与新时代的要求及面向现代化的高等教育发展

仍不匹配，难以真正实现国家安全教育入脑入心。为此，需加强高

校国家安全教育教学活动的相关研究，以便促进国家安全教育事业

蓬勃发展。 

1.新时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活动的类型 

在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基础上开展大学生安全教育实践活动。从

当前高校设置的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中看出，很多安全教育活动的

开展形式都是以理论教学为主。但要知道，这种教学方式略显枯燥

与乏味，不仅不能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安全意识，还会使学生的学

习压力加大。而大学安全教育活动，就是在这一现状基础上形成的

教学活动。 

新时代大学生安全教育教学活动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其

一，理论实践活动，也就是说任课老师根据教材内容组织各种教学

活动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在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中，

往往会有很多复杂、抽象的理论知识涉及其中[1]。为了让学生对这

部分知识点予以充分理解和掌握，老师可在教学过程中设计一些趣

味活动环节，如辩论赛、趣味问答等，以便在调动学生课堂主动性

的同时，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其二，趣味实践活动。具体来说，

就是在课堂教学中，可穿插一些趣味实践活动。当然，需要注意的

是，趣味实践活动不仅要突出趣味性，还要蕴含一定的教育性。只

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全身心投入到课堂学习之中，获得较快的成长

和进步。其三，主题节日安全教育活动。这类活动，旨在充分利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颁布

实施和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开展系列特色专

题教育活动，从而实现安全教育的根本目标。 

2.新时代河北省大学国家安全教育教学活动实践举措 

2.1 完善高校国家安全教育总体布局 

从理论教育层面来看，河北省多数高校专项课程设置过于单

薄，教学内容也略显单一，难于满足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方面的需

求。为使这一现状得到良好改善，就必须建立严格的国家安全教育

课程规范。在具体实施上：首先，高校应设立国家安全教育必修课，

并配备相应的专职教师。同时，还应注重教学老师的考核，并对原

有的考核方式予以创新，推行他人评估和自我评估相结合的方式[2]。

另外，需对国家安全课程教学方式及教学内容予以改进和优化，以

便满足大学生的多样化心理需求。其次，在“形势与政策”“军事

理论”“大学生安全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等课程中，应对国家安

全教育授课时间予以明确，结合实地参观、理论讲座等形式在碎片

化、分散化的教学过程中形成合力，从而使培育大学生国家安全观

的目标得以真正实现。最后，创新授课方式。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

除了修订教学方案、进行传统正面灌输之外，还应采用视听同行、

讲练结合等方式，来调动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其能够充满热情

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之中。 

2.2 强化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组织保障 

基于协同的教师教学发展机制，简单来说，就是要在教师教学

发展过程中，实行人力资源的协同、组织资源的协同、教师自我行

为方式的协同以及知识资源的协同等。各高校应积极进行国家安全

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的筹建以及国家最新政策的解读，并与本校实际

情况结合起来，来系统规划和统一部署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活动，

从而实现组织资源协同。在人力资源方面，领导小组应对国家安全

教育队伍结构进行优化，对每位教师的职责予以明确，并对任教老

师展开定期专题培训，帮助其获得专业素养的提升，以便打造出高

质量教育团队。作为国家安全教师，政治立场应坚定，并在原有国

家安全知识结构上进行拓展，以此来促进国家安全知识资源的协同
[3]。另外，任课老师还应具备较强的思维分析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以自身人格魅力来感染学生，以此来形成自我行为方式协同，

从而构建出更加规范化、系统化的新时代高校国家安全教育体系。 

2.3 结合隐性教育塑造全方位立体教育模式 

在国家安全教育活动的开展方面，高校应对校园文化环境予以

充分利用，采用渗透式教育方法，并结合当下流行的新媒体手段，

构建一套以课堂教学为主、“两微一端”（具体指微信、微博及移动

客户端）等新媒体手段为辅、相关宣传教育活动为补充的国家安全

教育教学活动体系。一方面，应加快“两微一端”的建设进程，国

家安全信息需及时更新，注重原创性，结合具体案例，将国家安全

内涵以漫画、微电影、直播等多种方式呈现在大学生面前，使其接

受教育和熏陶。另一方面，对学生的思想动态应及时掌握，并加以

正确引导。同时，网络监管方面也需要加强，通过循循善诱等隐性

手段来不断增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使其能够自觉维护国家的安

全及利益。 

3.结束语： 

总的来说，高校国家安全教育活动的践行，对于大学生国家安

全意识的增强，综合安全素质和安全防范能力的提高以及高校教学

水平的提升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作为高校及教学老师，应

予以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的举措全力落实下去，以免大学生国家

安全教育流于形式，确保其能取得实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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