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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关系与国家安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熊志勇
,

刘宏煊

(海军工程 大学 高教所
,

湖北 武汉 43 00 33)

t摘 要飞 实施周边关系与国家安全教育
,

正确认识我国地缘环境及其国家安全的影响
,

陶冶爱国尚武

的思想情操
,

强化军人使命意识和战斗精神
,

是军校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

本文结合实施周边关系与国家安全

教育的理论探索和教学实践
,

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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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关系与国家安全
,

乃国家存亡之道
,

民族

兴衰之基
,

军人使命根本 ! 对当代军校大学生系统

地实施周边关系与国家安全教育
,

帮助学员全面了

解周边国家对华战略
,

正确认识我国地缘环境及其

国家安全的影响
,

准确理解和和执行党和国家的周

边战略 ; 帮助学员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

提

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陶冶爱国尚武的思

想情操
,

强化军人使命意识和战斗精神
,

无疑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

1 987 年秋
,

我校在全军院校中

率先系统开设 《周边关系与国家安全》专题讲座
。

经过 17 年坚持不懈的教学实践和精心探索
,

《周边

关系与国家安全》已经成为一门军队特色鲜明
、

人

文底蕴深厚
、

教学成果突出
、

社会反映良好的优质

课程
。

一
、

把握一条主线
,

突出两个基点

1
.

正确认识我 国地缘环境和 国家安全 战略
,

是担当军人使命的 内在要求
。

我军是中国共产党绝

对领导下 的武装力量
,

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

石
,

肩负着抵御外来侵略
,

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安

全统一
,

保卫人民和平劳动的神圣使命
。

军人执干

戈卫社樱
,

与国家主权安全统一有着极为密切的内

在联系
,

清醒认识我国安全形势与周边战略
,

增强

国家安全意识和国防意识
,

是自觉履行军人职责
,

勇于担当军人使命的重要前提
。

在当今世界主要大

国中
,

我国的地缘战略环境相对不利
。

一是与我国

毗邻接壤的国家众多
,

周边关系错综复杂
,

这些国

家历史文化各异
,

意识形态
、

政治制度
、

经济利益

和对华战略不一
,

周边关系处理相当棘手 ; 二是由

于历史的
、

政治的
、

经济的原因
,

我国与周边一些

国家还存在诸多领土
、

领海争端
,

这不仅严重干扰

周边关系
,

甚至引发边界冲突和边境战争 ; 三是随

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的演变和 中国的崛起
,

新问

题
、

新矛盾
、

新冲突层出不穷
。

少数国家出于意识

形态和 自身利益的需要
,

凭借经济
、

科技和军事优

势对我实施
“

西化
” 、 “

分化
”

和遏制政策
。

与复杂

的国际气候相联系
,

台湾岛内分裂主义势力 日益猖

撅
,

境内民族分裂势力
、

宗教极端势力
、

恐怖主义

势力有所抬头
。

尽管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
,

但

是天下并不太平
,

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
。

我国安全

环境面临的复杂局面和严峻态势
,

要求我们居安思

危
、

未雨绸缪
,

大力加强国家关系和国家安全教

育
,

正确认识我国外交与国防的大战略和总方针
,

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统一和发展利益摆在军人使命

的首要位置
,

随时做好应对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的

准备
,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

障
。

2
.

培养爱国尚武精神和 良好军人品质
,

是军

校教育的重大课题
。

突出
“

两个基点
” ,

即爱国主

义教育和军人意识培养
,

是军校教育的题中应有之

义
。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是以战争

和暴力体现自身价值的武装集团 ; 军队凝聚了一个

民族的精神和力量
,

也承载着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

运
。

爱祖国
,

为了国家的利益
、

尊严和荣誉不惜牺

牲自己的一切
,

是军人感情中最深刻最动魄的感

情
,

也是推动我军现代化建设和鼓舞我们战胜一切

敌人的强大精神动力
。

军队与国家休戚与共
,

军人

与尚武如影随形
,

军人的天职和使命决定了军人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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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要爱国尚武
,

尤其要加强战斗精神培养
。

身为军

人
,

理应具有阳刚之气
、

武德之魂
,

敢于战 斗
、

勇

于献身
。

缺乏爱国意识和战 斗精神的军人
,

纵有先

进的武器装备
,

也不可能赢得战争胜利
。

因此大力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尚武精神培养
,

锻造刚毅顽强

的军人品质
,

是军校教 育的重大课题
、

军校培养的

学员
,

既要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和知识结构
,

更要有

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晓勇善战的尚武精神
。

系统

学习和研究周边关系与国家安全的相关问题
,

不仅

可以汲取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的精华
,

而且能够低

砺军人爱国尚武的思想品格
,

激励 他们牢记职责
、

不辱使命
,

爱军习武
,

加强战斗精神培养
,

努力成

为共和国的坚强卫士
。

3
.

抓好周边关系与 国家妥全教育
,

是军校教

育工作者的历 史责任
。

周边关系与国家安全教育是

一种以我国地缘环境和国家安全战略为主要内容的

教育活动
,

它集历史文化
、

民族精神
、

领土主权和

周边战略于一体
,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现

实意义
。

实施此项教育
,

能够帮助广大军校学员形

成正确的地缘政治与周边战略理念
,

树立 国家领土

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坚定信念和为维护国家安全统

一不惜牺牲一切的坚强决心
。

19 87 年秋
,

我校率

先开设 《周边关系与国家安全》专题讲座
,

当即在

校内外引起热烈反响
。

在听众的热情鼓励下
,

任课

教员一方面充实专题内容
,

扩大讲座范围
,

另一方

面着手编写课程教材
,

探索教学规律
,

制定教学大

纲
,

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

使周边关系与

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思想
、

教学 内容
、

教学风格 日

趋成熟
。

19 98 年 9 月
,

学 校正式将 《周边 关系与

国家安全》列为重点选修课程
。

2伪 1 年 5 月
,

课

程教材 《中国睦邻史
—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正

式出版
。

至此
,

《周边关系与国家安全》课程教学

完全步人正轨
。

二
、

推进三大创新
,

打造精品课程

1
.

创新教学理念
,

树立精 品课程意识
:

一是

抓住领土疆域这个 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
,

把爱国主

义教育建立在我国地缘战略环境的历史变迁与现实

矛盾之上
,

运用详实丰富的历史文献和鞭辟人里的

理性分析
,

唤起学员对祖 国壮丽山河的挚爱和血浓

于水的民族情感
,

使爱国主义精神得到进一步升

华 ; 二是抓住爱国尚武这个军人安身立命的基本要

素
,

把爱国主义教育建立在共和国卫士的历史责任

与时代要求之上
,

使
“

国家兴亡
,

匹夫有责
”

的使

命感得到进一步强化 ; 三是抓住国家安全统一这个

国家战略的基本要素
,

把爱国主义教育建立在对外

交与军事战略方针的正确理解之上
,

使学员的思想

境界和思维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

在 《周边关系与

国家安全》的教学实践中
,

我们始终坚持教学理念

的创新
,

用创新教学理念指导和规范教学活动
,

通

过深人浅出的理论解析和知识灌输
,

让学员接受和

掌握课程 内容
,

并内化为正确的政治立场
、

观点方

法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为打造精品课程奠定了坚实

基础
-

2
,

创新教材 内容
,

编写一流课程教材
。

教材

是课程建设与教学实施的基础和依据
,

教材水平与

教学质量密切相关
,

打造精品课程必须以一流的课

程教材为支撑
。,

《周边关系与国家安全》的课程教

材 (中国睦邻史
—

中国与周边 国家关系》是新中

国第一部系统阐述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著作
,

在

学术上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

原外交学院院长
,

中

国驻欧洲共同体使团团长
,

驻 比利时
、

卢森堡大使

刘 山同志对本书给予了很高评价
,

他认为
,

《中国

睦邻史
—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
‘

气势恢弘
,

文

体通俗
,

文字简练
,

语言生动
,

史料准确
,

裁减得

当
,

做到 了政治性
、

理论性
、

资料性
、

可读性的统

一
。

是高等院校进行国防教育的极好教材
,

同时也

是一般外事工作人员的必备工具书
” 。

3
.

创新教学方 法
,

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

一是

采取专题教学
,

以
“

专
”

达
“

精
” 。

针对 《国家关

系与国家安全》教育涉及面广
、

内容繁多
、

政策性

强和军校学员渴望了解事实真相的特点
,

我们以专

题的形式精讲重点和热点问题
,

着力建构科学的思

维方式
,

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
。

二是实施综合教

育
,

强化育人功能
,

促进思想升华
。

运用课堂教育

与基地教育
、

课内教育与课外教育相结合的方法
,

形成育人合力
,

促进理论知识向思想观念的转化
。

积极采用现代教育技术
,

改进教学手段
,

增强教学

效果
。

三是改革考核方式
,

注重思想内化
,

追求素

质提升
。

《周边关系与国家安全》是一 门强基固本

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课程
,

不宜搞死记

硬背
,

也不能简单地以分数高低来衡量学习成绩和

思想认识水平
。

在课程教学与人才培养过程中
,

“

知
”

是前提
, “

信
”

是关键
, “

行
”

是根本
,

应当

注重思想内化
,

追求素质提升
,

科学考核学 习效

果
,

以考核促进知
、

信
、

行的统一
。

三
、

致力四个提升
,

培养合格人才

1
.

提升思想境界
,

使学员对周边关 系与国家

安全有了清醒认识
。

《周边关系与国家安全》最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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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教育意义和最显著的教学效果
,

是帮助学员确

立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

激发了爱国热情
,

开

阔了视野
,

提升了思想境界
,

对我国周边战略有了

清醒的认识
。

学员孙桂才在学习心得中写道
: “

作

为一个华夏子孙
,

作为一名海军准军官
,

应该关注

祖国
、

热爱祖国
、

建设祖 国
、

保卫祖国
,

因为只有

祖国强大
,

人民才站得踏实稳当
,

军事强
,

外交才

有后盾
、

有脊梁
。

拿破伦说过
: ‘

一个文明人的最

高美德是爱国
。 ’

这是我心底对选修这门课程最突

出的感受
。 ”

学员聂冬认为
:
《周边关系与国家安

全》课程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
,

以深厚的知识为根

基
,

让我们抓住了众多问题的重点与实质
,

对中国

的周边环境有了详细了解
,

对我国外交战略有了充

分理解
。

通过学习
,

大家看到了中国追求和平
、

倡

导共同繁荣的诚意
,

更看到了伟大祖国的周边并不

太平
。

这无论在知识上还是思想上都是一次飞跃
。

感触尤其深刻的
,

是这门课所进行的爱国主义教

育
,

它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净化
,

思想认识产生飞

跃
,

爱国之情倍增
,

责任意识更重
。

我们一定要用

所学到的科学理论和立场观点去把握好自己的人生

之路
,

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
,

为国旗争光
,

为军旗添彩
。

不少学员表示
:
《周边

关系与国家安全》教学把爱国主义教育建立在对外

交与军事战略方针的正确理解之上
,

使爱国主义热

情与理性的思维实现了有机结合
,

听这样的课
,

觉

得很过瘾
,

它发人深省
、

催人奋进
,

的确是军校学

员修身励志的上佳课程
。

2
.

提升军人素质
,

夯实了学员献身国防的思

想基础
。

《周边关系与国家安全》教育的主要 目的
,

是培树尚武爱国精神
、

强化领土主权意识和军人使

命意识
。

通过学习
,

广大学员的使命意识进一步增

强
,

军人素质明显提升
。

他们认为
,

教学活动把爱

国主义教育建立在军校学员的历史责任与时代要求

之上
,

使学员献身国防的思想基础进一步得到巩

固
。

课程体现了浓厚的军味
、

兵味
,

为陶冶思想情

操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和良好的学习氛围
,

它在教给

我们正确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的同时
,

也砒砺了我

们的意志和品质
,

强化了军人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

感
。

由于我们在教学工作中始终把握正确的教学理

念
,

坚持教学方法创新
,

注重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

针对性和感召力
,

使学员的思想认识产生了新 的飞

跃
,

把受到的教益和学到的知识转化为强大的精神

动力
。

1998 年以来
,

学员撰写的学习 心 得体会

28 的余篇
,

相关论文 23 00 余篇
,

这些饱含爱国激

情
、

富有理性思考的心得体会和论文
,

既展示 了我

校学员 良好的精神风貌和人文素质
,

也反映了本课

程教学的积极效果
。

3
.

提升教育品位
,

拓展 了课程教学的育人功

能
。

《周边关系与国家安全》不仅是一门进行国家

安全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

强化军人使命意识和尚

武战斗精神培养的极好课程
,

而且也是一门文化底

蕴深厚的人文教育课程
。

因此
,

我们在实施教学的

过程中
,

着眼人文素质培养
,

有意识地加大人文教

育的力度
,

拓展学员的知识面
,

有效地提升了课程

教学的育人品味和育人功能
。

很多学员反映
:
《周

边关系与国家安全》与军校教育的宗 旨十分吻合
,

它所涉及的理论和知识是军事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

重要内容
。

作为军人
,

这门课不仅应该成为必修
,

甚至应该一修再修
。

只有以古鉴今
、

益智明理
,

才

能提高自身素质 ; 只有提高自身素质
,

才能担负起

历史赋予的使命
。

《周边关系与国家安全》不仅在

我校有很高的知名度
,

而且在武汉地区的高校当中

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

听众普遍反映
:

《周边关系与

国家安全》专题报告
,

寓意深刻
、

发人深省
,

具有

振聋发馈的教学效果
。

它使我们走出个人
、

家庭的

小圈子
,

在更高
、

更新的层次上把握了爱国主义的

丰富内涵
,

更加全面地理解了
“

祖国利益高于一

切
” 、 “

国家安全统一重于一切
”

的深刻意蕴
。

4
.

提升学术水平
,

促进 了教学与科研的协调

发展
。

《周边关系与国家安全》之所以能够取得良

好的教学效果
,

与我们注重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
,

以科研促教学
,

以教学带科研的课程建设思想密不

可分
。

17 年来
,

5 位任课教员累计发表该领域的学

术论文 20 余篇
,

出版学术专著 3 部
,

其中获全军

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l项
,

海军
、

武汉地

区军校协作中心以及湖北省各种奖励 ro 余项
。

正

是因为有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为支撑
,

教学质量不断

得到提升 ; 而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

亦使我校成为该

学术领域名副其实的前沿基地
。

(责任编辑
: 阳仁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