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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国防教育内容的拓展与形式的创新
!

廖大干
（东南大学! 军事教研室，江苏 南京! "#$$%&）

摘! 要：高校国防教育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增强大学生的国防安全意识对于

促进大学生综合整体素质的提高，对于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等具有很重要的作

用。高校国防教育和安全教育应有机结合，并注意在教育内容的拓展和经验形式的创新上进

行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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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开展国防教育的重要意义

高校国防教育，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

容之一，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

防教育在整个高等学校的教育体系中，属于基本

素质教育的范畴，不仅具有“增强全民国防观念，

提高全民国防意识”的重要功能，而且对于促进

学生综合素质、整体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

用。在校大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

人，不但要有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本领，而且要有

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强烈的国防安全意识，而这

种精神和意识的培养，既是国防教育的必然要求，

也是国家赋予新时期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任务。

面对新形势，高校国防和安全教育工作必须

要研究新问题，采取新对策，推动我国高校国防教

育的开展。国防和安全教育作为一门课程，也属

于大学生基本素质教育的范畴，怎样把国防教育

和安全教育结合在一起，拓展教育内容，创新教育

形式，达到教育和培养的目的，这对于高校实施大

学生素质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二、高校大学生国防教育的主要内容

当前，高校的国防教育内容主要是：（#）国防

观念教育。使大学生认识军队的作用，热爱人民

解放军，并建立正确的国防形势观、国防义务观、

国防光荣观和国防法纪观；（"）国防精神教育。

使大学生树立爱国精神、奉献精神、革命英雄主义

和牺牲精神；（-）国防知识教育。使大学生了解

现代军事知识、现代武器知识和现代防护知识；

（(）实施军事技能训练。使大学生具备一定的军

事技能，并形成良好的组织纪律性；（,）实施军事

理论教学。使大学生掌握一定的军事理论常识，

了解世界和中国军事历史和形势。（&）开展形式

多样的国防宣传教育活动。这些教育活动内容其

目的都是增强大学生国防观念，提高大学生国防

意识，促进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强化高校综合育

人功能。

三、大学生国防教育内容的拓展

对大学生进行国防教育应走多结合综合教育

的方法，即充分利用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把思

想政治教育、国防教育、安全教育、法制教育有机

结合在一起，为全面实施对大学生素质教育拓展

空间，从而起到特殊教育的良好效果。

#、采取双向拓展、有机结合的教学方式

（#）所谓双向拓展，就是建设性地在法学课

中规定（或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

《兵役法》、《国家反分裂法》、《 消防法》、《 爱国主

义教育实施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条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二""六年第三期

! 收稿日期："$$& + $, + #&
! 作者简介：廖大干（#%&) + ），男，江苏建湖人，盐城工学院助理研究员，东南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学。

万方数据



例》及地方性的法规等教育学习内容。这样既保

证了法制教育的主线，又进一步丰富和拓宽了法

制教育的内容，把国防教育和法制安全教育有机

地融合在法制教育之中，不但加深了大学生对国

家法律、法令、法规的了解，而且使大学生法制教

育更加系统、全面、规范化，既保证了大学生法制

教育的效果，又深化了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内容，使

法制教育和国防教育互为补充，从而克服了传统

国防教育只注重军训和军事理论教学，忽视了对

国防相关法律学习的一头重一头轻的现象，对全

面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提高大学生国防法

制意识，使其做到学法、知法、懂法、守法，将会起

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所谓双向拓展，就是建设性地在军事理

论教学中增加安全知识内容的教学。如在军事思

想教学和时政教学过程中，应当结合当前的国际

国内形势，就中日关系、台海形势等，有重点地进

行讲解剖析。贴紧当前政治、军事形势，使政治、

军事形势教育与国防教学融为一体。如在进行中

国周边国防安全的教学过程中，应重点突出和强

调反恐怖、反极端分子破坏的重要性和严峻性，应

当向大学生介绍怎样防恐怖，怎样应付公共突发

事件等，让大学生既学习了国防知识又受到国防

教育，又促进了大学生对安全防范知识的学习和

了解。

!、在时间上优先安排和加大国防教育课时

在教学时间上，要保证国防教育教学的质量

和效果，把军事理论教学课时最低标准提高 " 课

时。或在现规定的教学课时中，安排一定的教学

课时内容。目前，我国高校军事课程规定，技能训

练不少于 #" 天，理论教学不少于 !" 课时。从我

省部分高校安排的安全知识课时来看，一般为 #$
个课时。笔者认为：（#）在现有的法学课时中，安

排不少于 " 课时国防法律、法规、法令内容；（!）

在现有的军事理论教学中，安排不少于 " 课时安

全知识内容；（%）在现有的军事技能训练中，安排

不少于 ! 个课时的安全知识内容。这样把法制教

育、国防教育、军事技能训练、军事理论教学、安全

教育等有机地融合在一个大课堂里，必将收到良

好的教学和教育效果。

四、高校国防教育形式的创新

#、坚持以课堂教学为抓手

德育工作者和军事教员，要认识国防教育对

于大学生成长的重要性，这是加强国防教育的前

提。高校的德育工作者、法学教师、军事教员应加

强自身的思想建设，应走在国防教育的前列，言传

身教，树立崇高的责任感。高校德育工作者、法学

教师、军事教员应充分利用相关的教学内容，时刻

不忘加强国防教育。例如：利用计算机课程可向

学生讲解全球军事高科技化的有关内容。可向大

学生介绍计算机“ 病毒”和“ 黑客”的情况。生化

课可向学生讲解军事知识，如两伊战争中生化武

器在战争中的运用，给两国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的

灾难。而法学课担负着加强国防教育的主要任

务，其教材内容很多和国防教育内容密切相关，教

师可进行详尽阐述，帮助学生强化国防意识。

!、强化军事技能训练

我国的大学生，肩负着建设国家的重任，参加

军训是大学生义不容辞的责任。

（#）军事技能训练是大学生国防教育的重要

环节。

在高校实施军事技能训练，是一种以实际训

练为主的教学方法，它通过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如

解放军条令条例教育与训练、轻武器射击、战术、

军事地形学和综合训练等内容，使大学生的认识

向高层次发展，把技能变为技巧。现有大纲规定

的教学内容已充分体现了动作技能与心智技能训

练的融合，不仅达到了增强学生组织纪律观念、培

养顽强拼搏和集体主义精神，养成良好的军事素

质的目的，而且也是通过 !—% 周时间对学生进行

集中强化素质训练的有效手段。由于军事技能训

练的实施对象、实施时间、实施方法和实施手段在

很大程度上带有非常明显的不同于其它课程的特

点，应明确训练的方法和目的，检查训练的效果，

不能仅仅只停留在教会大学生立正、向左向右转

的应付式军训上。实施大学生军训，内容应丰富

多彩，除基本军事技能训练外，还要开展一些现代

军事防护知识的教育与训练，同时也可开展模范

人物学习会，让大学生明确军队的作用，培养大学

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奉献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全

面实现军训的目的，以寻找一种最佳的方式，实现

军事技能训练在整个高校国防教育体系中的重要

育人作用。

（!）整合共享大学生军训基地资源。

由于各地区、各高校的情况差别很大，采取的

军训方法不同，利用的军训资源情况各不相同，所

以，应该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科学地分析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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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高校的客观情况和部队实际情况，制定适应本

校特点，有利于发挥本校优势的训练模式。笔者

认为，整合一个地区的军训基地，不重复投入，优

化组合，扩大规模，建设成一个或多个功能齐全、

服务规范、安全保障的新型的军训基地，以适应本

地区高校大学生军训需要。科学、规范、合理地安

排一个地区的高校进入整合后军训基地进行训

练，充分利用军训基地资源，使资源得到共享，节

约了人力、物力、财力，同时也提高了军训基地的

利用率，使军训基地得到应有的提高和保障。

!、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

走出去：高校通过组织“国防夏令营”、“大学

生社会实践”，开展“拥军优属”、参观革命传统教

育基地，组织红色旅游采风，参观烈士陵园、革命

遗址和有国防教育功能的博物馆、纪念馆、科技

馆、文化馆等，增强吸引力，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

爱国热情和学习热情，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的国防

观念。请进来：要结合形势教育的要求，请部队首

长、老红军、有丰富革命战斗经验的老同志到学校

做报告。要积极创造条件和部队结成军校共建友

好协作关系，经常开展共建活动。通过举办国防

教育影视周、知识竞赛、文艺演出、国防法规咨询、

军事日等活动，充分利用本地区的国防教育资源

和条件，灵活机动地开展国防教育活动，扩大国防

教育的覆盖面，拓宽国防教育多渠道。

"、建立复合型专兼职师资队伍

国防教育内容的拓展与形式的创新，不但对

法学师资队伍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对国防教

育师资队伍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面对新的形势

和发展，面对新的挑战，面对新的国防教育任务，

原来那种只是单一教学、一门课程和知识的教师

显然不适应新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高校国防教

育工作者，在掌握一至两门主课时，必须同时掌握

多门和国防教育相关的知识，包括对安全知识的

掌握，学以致用，融会贯通，不断提高自己，完善自

己，丰富自己，自加压力，积极主动地学好、上好国

防教育课。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高校

必须提高对国防教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国防

教育作为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全面推进大学

生素质教育、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重要任务来认真加以落实，用科学发展观统

领高校国防教育，以实际行动践行“ 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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