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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国防教育个案研究

—
对一所地方高校军事课教学现状的 问卷调查

梁仕新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党办

,

湖北 丹江 口 伞泛700

[摘 要」 本文通过对湖北某地方高校 2仪科 级 2 284 名学生的问卷调查
,

分析了目前地方军事课现状
,

探

究其原因
,

并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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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课是高等学校的一门必修课
,

目的是以国

防教育为主线
,

通过军事课教学
,

使大学生掌握基

本军事理论与军事技能
,

达到增强国防观念和国家

安全意识
,

强化爱国主义
、

集体主义观念
,

加强组

织纪律性
,

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

为中国人

民解放军训练后备兵员和培养预备役军官打下坚实

基础
。

近 20 多年来
,

地方高校军事课教学从试点

走向普及
,

正向法制化
、

规范化
、

科学化迈进
。

由

于种种原因
,

军事课教学在某些地方高校仍未能得

到应有重视
,

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
,

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到高校军事教育的发展
。

为深人了解地方高校

军事课教学的现状
,

笔者选择湖北某高校 为个案
,

在该校进行了一次较大范围的问卷调查
。

本文对这

次问卷的情况进行简要分析
,

并对改进当前高校军

事课教学提出建议
。

本次问卷对象是该校 2 0( 又级全体本专科学生
,

分布于中文
、

英语
、

政史
、

数学
、

计算机
、

物理
、

化学
、

艺术
、

体育等 n 个系 27 个专业
。

共发放问

卷 2 2 84 份
,

回收 2 2 84 份
,

回收率 100 %
。

问卷要

求学生在 50 分钟内独立填写
,

按考试的要求进行
,

有监考教师
。

以下是本次问卷中有关学生国防观念

和军事知识的基本情况
:

(一 ) 通过军事课教学
,

学生的国防观念和国

家安全意识普遍得到加强

据调查
,

军事课教学主要强化了大学生 的三种

意识
:

国无防不立的责任意识
,

忧患意识及义务意

识
,

基本达到预期的 目标
。

—
关于军事课教学 的意义

,

有 20 84 人 (占

91
.

24 % )认为
“

国家兴亡
,

匹夫有责
,

我们当代大

学生的责任更加重大
,

应严格按 《大纲》要求学好

军事课
” 。

一
关于军事课教学 的项 目

,

有 200 3 人 (占

87
.

70 % )认为应增加项 目
,

以适应现代战争需要
。

一
‘

, 关于 军 训 的 法 律依 据
,

有 7 53 人 (占

3 2
.

97 % ) 回 答 《国 防教 育 法 》
,

有 6 31 人 (占

2 7
.

6 3 % )回答 《兵役法》
,

有 170 人 (占 7
.

44 % )回

答 《国防法》
。

同时
,

学生能够认识到军训是法律赋予他们的

义务
,

是大学生履行兵役义务的重要形式 ; 有 395

人 (占 17
.

29 % )在建议中写到
:
军训很有必要

,

也

很有用
,

增强了国防意识
,

提高了学习 自觉性
,

增

强 了纪律性
,

磨练了意志
,

培养不怕苦不怕累的精

神
,

提高了思想
、

身体素质
,

希望学校重视军事

课
。

(二 ) 通过军事课教学
,

学生掌握 了一定的军

事基本知识

问卷有关军事基本知识分为两类
:

一类是与历

史有关的军事知识 (见表 l)
,

另一类是当代国防

基本知识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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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问问 题题 回答情况况

是是什么不平等条约导致香港割让给英国??? 有 2加7 人答
“

南京条约
” ,

占 87
.

87 %%%

北北宋抗辽主帅是谁? 南宋抗金主帅是谁??? 有 2(y7 8 人答
“

杨家将
” 、 “

岳飞
” ,

占卯
.

98 %%%

由由于哪个国家的操纵使外蒙古于 194 5 年成为独立国家??? 有 164 2 人答
“

苏联
” ,

占 71
.

89 %%%

日日本第一次侵略中国的战争是什么战争??? 有 1756 人答
: “

甲午战争
” ,

占 76
.

88 %%%

抗抗 日战争时期
,

最大的卖国贼是谁 ??? 有 17 74 人答
: “

汪精卫
” ,

占 77
.

67 %%%

中中央红军是从哪个省开始长征的 ??? 有 91 0 人答
: “

江西省
” ,

占 39
.

84 %%%

孔孔子
、

孙武分别出生在现在哪一个省 ??? 有 16 16 人答
: “

山东省
” ,

占70
.

56 %%%

现现存最早影响最大的军事理论著作是 ??? 有 2仪巧 人答
: “

《孙子兵法护
,

占 88
.

66 %%%

什什么起义导致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 ??? 有 1胆9 人答
: “

武昌起义
” ,

占45
.

05 %%%

表 2

问问 题题 回答情况况

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军事机关是??? 1 774 人答
: “

中央军事委员会
” ,

占77
.

67 %%%

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于
:::

只有 7 05 人答
: “

192 7
.

8
.

1
” ,

占 50
.

87 %%%

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设置了哪七大军区 ??? 完全正确的仅有 167 人
,

占 7
.

31 %%%

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四总部是
:::

有 卯3 人回答正确
,

占43
.

48 %%%

中中央军委领导下的最高学府是
:::

仅有 576 人答
: “

国防大学
” ,

占 25
.

22 %%%

国国防教育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是
:::

仅有 494 人答
: “

国务院
” ,

占 21
.

63 %%%

国国际恐怖活动对我国哪个地区危害最大??? 有 11 02 人答
“

新疆
” ,

必 1人答
“

西藏
” ,

132 人答
“

东南南

沿沿沿海
””

你你认为当今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国家是哪一个??? 有 1952 人答
“

美国
” ,

228 人答
‘

旧 本
””

22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

与中国有军事冲突的陆上接壤国家家 答案完全正确的没有
,

有 103 1 人答
“

越南
” ,

858 人答答
有有

::: “

苏联
” ,

225 人答
“

印度
””

中中国古代国防史是从何时开始的 ??? 答对 83 5 人
,

占 36
.

56 %
,

答错 142 2 人
,

占 62
.

26 %%%

根据答卷情况可看出
,

学生对与历史联系紧密

的知识点掌握的较好
,

正确率超过 50 %
。

但对 国

防知识掌握的不够
。

很多同学对我国的国防建设
、

武装力量
、

周边安全等知之甚少
。

尽管学生的国防观念和军事知识只是学生军事

素质的一部分
,

但能从一定侧面反映军事课教学的

效果
。

从上述调查数据看出
,

该校军事课教学取得

了一定成效
,

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

离 《普通高等

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

据笔者

调查
,

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以下方面
:

—
重技能训练

,

轻理论教学
。

据了解
,

该校

军训工作开展了近 20 年
,

技能训练比较规范
,

科

目
、

时间都坚持得不错
,

但理论教学才刚刚起步
,

仅靠几次讲座和电视
、

电影难以满足学生们的需

求
,

教材内容主要靠学生 自学
,

所以学生强烈要求

重视 军事理论课
。

这次 问卷 中
,

有 7 71 人 (占

33
.

76 % )在建议中写到
:

学校技能训练搞的不错
,

但理论课讲的太少
,

希望有专门的老师讲授
,

多请

军事专家
、

外校教授来校讲座
,

最好每周能开 2 节

军事课
。

—
师资队伍参差不 齐

,

专业教师奇缺
。

军事

课教师队伍包括技能训练教官和理论课教师队伍
,

目前大多实行的是教官由部队派遣
,

教师由学校安

排
。

而该校地处偏远
,

当地驻军较少
,

更没有军事

院校
,

部队派遣教官能力有限
,

教官队伍主要靠军

分区
、

武装部选拔优秀的退伍军人组成
,

这样水平

难免参差不齐
,

这从学生对教官的评价中可见一

斑
。

调查 中关于对教官的评价
,

有 1353 人 (占

59
.

24 % )评
“

优
” ,

6 72 人 (占 29
.

42 % )评
“

良
” ,

2 0 8 人(占 9
.

1 1% )评
“

一般
” ,

18 人(占 0
.

7 9% )评
“

差
” 。

而该校军事理论课教师主要由学校兼职教师

组成
,

几乎没有专业教师
,

外请
、

外聘也因条件限

制存在较多的困难
,

这严重影响军事课教学质量
。

—
教学内容不够科学合理

,

降低了学生劝军

事课的兴趣
。

调查显示
,

有 16 80 人(占73
.

55 % )在

中学参加过军训
,

随着学生军训的普及
,

这一比例

将会逐年升高
。

中学的军训内容主要是
“

队列
” ,

到了大学还是
“

队列
” ,

学生们感到单调
、

枯燥
、

厌学
。

调查显示
:
学生最喜欢的军训项 目是

“

实弹

射击
”

(13 1 1 人
,

占 5 7
.

科% )
,

而喜欢
“

正步走
”

只有 34 6 人
,

仅占 巧
.

巧 %
。

—
教学方法单一

,

影响教学效果 因各种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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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条件限制
,

该校军事理论课教学 目前采用的是集

中讲座和 自学相结合的方式
,

从调查结果来看效果

不是很好
。

尽 管对军 事课教材 有 12 80 人 (占

5 6
.

以% )评
“

优
” ,

724 人 (占 3 1
.

7 0 % )评
“

良
” ,

19 6人 (占 8
.

5 8 % )评
“

一般
” ,

9 人 (占 0
.

3 9 % )评
“

差
” ,

但多数学生除了与中学历史结合紧密的内容

掌握的好一点外
,

对教材是没有认真去学的
,

很多

知识学生没什么印象
。

军事课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

理论和技能课穿插进

行
,

劳逸结合效果更好 ; 有 2 05 人 (占 8
.

98 % )建

议
:

希望军事课多看国防题材影片
、

电视片
、

参观

国防教育基地
,

最好到部队去感受真正 的军人生

活
,

学习新武器知识
。

在对军事理论课教学方法选

择上
:
有 16 7 人 (占 7

.

31 % )选择
“

分班课堂讲授
” ,

有 3 18 (占 13
.

9 2 % )选择
“

集中讲座式
” ,

有 107 6

人 (占 47
.

11 % )选择
“

多媒体教学
” ,

有 51 人 (占

2
.

23 % )选择
“

自学
” ,

有 654 人 (占 28
.

63 % )选择
“

以上 四种相结合
” 。

可见
,

学生对教学方法还是有

自己的要求
,

我们应该对他们的要求充分加以重

视
。

特别在教学 中
,

要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

并

把现代多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有机整合起来
,

以增

强军事课教学的实效性
。

—
严格考核环节

,

巩固军事课教学成果
。

军

事课虽为必修课
,

但考核多采取的是考查形式
,

由

于在校生众多
,

很 多项 目难 以逐 一考核
,

工作量

大
,

投资大
,

时间长
,

在规定时间内难以完成全面

考核
,

这样考核不严
,

就难以巩固教学成果
。

调查

显示有 51
.

45 % 的学生认为大学 军事课应在第一学

期完成
,

这样今后的学生 日常管理是大有好处
,

但

有很多学生军训一结束就大松一 口气
,

宿舍内务一

团糟
,

没有一点军训的迹象
,

且一年更 比一年差
。

笔者认为军事课考核应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
,

严格

成绩管理
,

同时要把考核贯穿到学生 日常管理 中

去
,

坚持标准
,

做好记载
,

对达不到要求的学生和

下一届学生一起参加补训
。二

此外
,

可利用每年评出

优秀的学生教官对不达标学生进行帮训
,

以确保全

体学生达到 《大纲》要求的教学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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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调查的情况
,

结合国内外高校国防教

育的经验
,

笔者提出以下改进地方高校军事课教学

的建议
:

—
寻找最佳着力点

,

运 用 多种形式开展国防

教育
。

地方高校 国防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
,

不仅仅

是军训和上一点军事理论课
,

而是要把国防教育渗

透到高校教育
、

教学和学生的生活中
。

新生军训
、

校园文化建设
、 “

两课
”

教学
、

征集新兵都是开展

国防教育的最佳着力点
。

—
加大培养力度

,

打造一支高质量的国防教

育师资队伍 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和有关军事单位根

据各地各校的招生规模有计划地选拔
、

培训
、

储备

一支相对稳定的教官队伍 ; 委托相关高校开办国防

教育专业
,

培养足够的军事课师资
;
制 定相关政

策
,

吸引一大批有志于国防教育事业的人士充实到

这支队伍中来
。

—
调整教学内容

,

提高军事课教学的科 学性

和针对性 要注重搞好和中学教学内容的衔接
,

科

学整合内容
,

紧紧围绕教学 目标
,

提高学生对军事

课的兴趣 一是技能训练课目要调整重点
,

结合学

生专业特点开展对 口训练
,

增加生存和自救技术训

练
,

开展军事体育和现代武器装备了解使用训练项

目
。

二是理论教学内容要抓住重点突出特点
。

重点

是我国国防
、

军事思想
、

高技术战争等内容
,

并在

内容上突出技术性
、

时效性和丰富性
,

尽可能多讲

一些现代军事科技知识
,

与 国内外形势紧密结合
.

与热点紧密结合
,

不能仅局限于教材 三是强化国

防意识
: 要结合近代史教育

,

强化国无防不立的责

任意识
;
结合国防形势教育

,

强化学生对国防的忧

患意识
;
结合国防法规 教育

,

强化学生 的 义务意

识
。

—
改进 教学方 法

,

增强 军事课教 学的 买 效

性
:

在这次问卷中
,

有 2 54 人 ( 占 11
.

12 % )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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