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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当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状况及对策研究 
◆陈建鹏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湖北武汉  430040）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更多发展机遇，

但也使国家安全工作面临着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压力，其形势更加复杂。

而随着高等学府的不断发展，始终成为思想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展现，

而当代大学生作为高等院校中主要群体，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主力军以及国家安全的捍卫者，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大学生

若没有健全的国家安全意识，也容易受到不法分子利用。因此有关人员

应做好国家安全教育，培养学生安全意识与相关知识，使其真正能够背

负起守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义务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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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现状 
1.1 国家安全认识上的误区 
现阶段大部分大学生对在国家安全方面存在认识的局限性，

并不能清晰、全面认识到国家安全的具体内容，很多学生对于国
家安全的概念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传统意义上，如从影视作品或是
小说中所了解到的特务组织、间谍、情报组织、国防军事、领土、
领空、领海等等这类局部认识。其实国家安全不仅仅包括这些，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安全的内容也在不断丰富，更包含了主权安
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政治安全、信息安全以及生态安全等
关键环节。在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如果想要为国家安全奉献出自
己的一份力，那么首先需要全面认识国家安全的内涵，这样才能
将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效融合。 

1.2 了解国家安全知识的途径有限 
如今很多大学生对于国防知识的了解少之又少，就拿学生耳

熟能详的间谍战来说，前些年火热的大戏《伪装者》以及诸多的
抗日题材影视作品都多多少少的为学生了解间谍战提供信息，但
只是通过影视作品根本不能全面了解间谍战，只有少数学生对间
谍战有很深的了解。现阶段大学生了解国家安全的方式主要是通
过图书、报纸、刊物、网络、电视等；其中一部分学生认为高校
国家安全意识培养工作一般；大部分学生认为国家安全意识培养
的主要问题就是相关知识匮乏，这些都使学生不能将自己应承担
的责任与国家安全挂钩，或多或少的认为国家安全与自己无关，
离我很遥远，而这种想法是当然是错误的。 

1.3 思想麻痹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序开展，人民生活条件越

来越好，在加上多数大学生不用自己担心学费与生活费，多数都
由家里承担，所以生活在襁褓下的他们安全意识逐渐淡化，甚至
很多学生产生了“和平年代无间谍”等想法，而正是在这种思想
引导下，一些国家机密被泄露，带来了惨痛教育。 

2、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对策 
2.1 以课堂教学为载体 
课堂作为大学生接受知识的主要途径，对于学生的影响作用

毋庸置疑，因此我们必须要将国家安全教育加入到教学计划中，
并且保证课时数量，每周至少要安排一次国家安全教育课程。 

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应该结合最新的国际形势，找准切入
点，让学生深刻了解到国家安全意识的重要性，将党和国家的关
键任务、关键思想等融入其中的，并寻找大学生关心的热点话题，
帮助学生认识与树立新的时代特征与国内国际形式。在教学方式
的选择上，教师应一改传统的照本宣科，提升课堂趣味性，尊重
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可通过各种方式如小组讨论、情境还原等方
式让学生了解本地区的敌情动态和我国的安全环境，并提升知识
的全面性，从生态安全、信息安全以及文化安全等角度出发，更
新学生的国家安全观念。我国是一个拥有蓬勃生机社会主义发展

中国家，为了让国情教育能够走向更深层次，就需要根据大学生
的心里特点、价值观特点、人文素养、文化水平等特殊要求，增
加国情教育内容并使其具体化。要让学生深切感受到国家在人才
培养方面所做出的诸多努力与取得重大成效，让他们了解到自己
要为祖国的安全与稳定承担更多责任。 

2.2 组织实践活动 
多种多样的实践活动在培养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上有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课堂作为主要阵地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理论的讲
述，要想让学生更加深入的体会到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则应通过
实践活动，促进理论与实际的有效结合。让学生在有声有色的活
动中，获得最为真实的情感体验，在实践过程中培养安全意识与
爱国情感，进一步提升其道德修养，有助于正确世界观、价值观、
人生观的形成。 

2.3 营建良好文化氛围 
社会与高校应紧密配合，为学生营建一个关心国家政治与国

家安全的文化氛围，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让学生认识到国家
就在我们身边，国家安全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关心与保
护国家安全不仅是政治层面上的，更是文化层面上的，由于西方
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进行的破坏，因此
在国际上扩大交流、深入合作的同时，更应强化安全意识，始终
保持警惕，维护国家安全。要充分利用网络、电视、报纸等渠道，
营建良好文化氛围，为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提升创造环境。 

3、结束语 
在当今世界政治格局下，我国内忧外患不断，帝国主义也是

虎视眈眈，而高校作为高素质人才的培养阵地，必须采取有效措
施，做好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工作，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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