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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校国防生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陈 平，曾兴雯，赵韩强，赵东方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陕西 西安 71(D'／I) 

[摘 要] 依托普通高校为军队培养和造就大批军政兼优、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型军事人才，是 

军地双方开展人才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新事业和新工程。本文总结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过多年来探索形成的以 

育人为根本、以质量为生命、以特色求发展、培养具备综合素质的高层次电子信息类军事人才为目标的国防生 

“多元立体化”的培养模式，以期对地方院校进一步完善国防生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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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ee of Cultivating the Students for National Defense 

CHEN Ping，ZENG Xing-wen，ZHAO Han—qiang，ZHAO Dong-fang 

(X'u／／an Uni,,e,',Uy，Xi’17,71,710071，C／arm) 

Abstract：Cultivating the students for national defense by civilia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帆 iS a new entrprise and 

p ect．This paper summBiizl~ the Xidian Univrsity’s“multi—dimensional”elutivating model in older to provide~_~erene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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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是军队适应科技迅 

猛发展和新一轮世界革命形势，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新 

型军事人才的需要。2000年5月20日，国务院、中央军委 

颁布了 《关于建立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制度的 

决定》，拉开了依托普通高等学校培养国防生的序幕。我校 

作为最早开展国防生教育实践的高校之一。几年来，坚持 

积极探索、认真总结、全面提高的工作原则，按照着眼长 

远，科学规划，突出重点、注重质量、适度超前、稳步推 

进的基本思路，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和学校各级各部门的 

齐抓共管、密切协作，逐步摸索总结出一套国防生教育管 

理办法。形成了具有西电特色的以育人为根本 ，以质量为 

生命，以特色求发展，培养具备综合素质的高层次电子信 

息类军事人才为目标的国防生 “多元立体化”的培养模式， 

在培养国防人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

、 合理规划，科学定位国防生的培养 

目标 

国防生具有有普通大学生和未来军官的双重身份，国 

防生首先是大学生，而且是将要担负重要使命、执行国家 

意志的大学生，学校必须将其培养成为合格的毕业生；同 

时这部分人又是去向明确的大学生，因此，学校也必须按 

照部队的要求，努力把他们培养成为能够满足部队需要的 

大学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作为一所以信息与电子学科为主， 

工、理、管、文、经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国家 “211工程”重 

点建设高校之一，现隶属于教育部。学校于1931年诞生于 

江西瑞金，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手创建的 

第一所工程技术学校，在70多年的办学历史中，具有35年 

军事院校的办学历程，长期以来以服务于国防现代化、国 

家信息化和区域经济发展为己任。培养了一大批在我国电 

子信息产业和国防科技战线上工作的技术骨干和领军人物， 

在培养国防人才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雄厚的国防教育师 

资力量。 

在新时期，为了满足我国军事电子信息类人才培养的 

需求，我校自2001年起开始与空军联合培养电子信息类国 

防生，现有在读国防生 800余名，是全国签约高校在校国 

防生人数最多的高校之一。学校在培养的过程中遵循高等 

教育教学规律与满足军事人才培养特殊需求相统一，积极 

探索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结合国防生毕业后要从事的具 

体业务工作调整相关的教学计划。在学校和空军有关人员 

多次讨论交流后，确定了电子信息类国防生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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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培养 “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德才兼 

备、军政兼优”的新型军事人才。要求国防生 “掌握电子 

信息领域的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复合 

的知识结构和综合能力。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具有创新 

精神和创新能力，能够敏锐地发现问题、正确地分析问题 

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掌握一定的军事理论基础和军事基 

本技能，具备良好的军人气质和作风，熟悉军事领导科学 

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具备一定的组织指挥能力。树立热爱 

人民军队事业、献身国防的思想，具备 良好的军人思想品 

德修养和较强的法纪观念。” 

二、科学计划，精心安排，构建科学合 

理的课程结构体系 

课程结构体系是教学内容按一定的程序组织起来的系 

统，是教学内容及其进程的总和。课程结构体系是培养 目 

标分解后的具体体现，是培养人才的主要载体。国防生培 

养的课程体系不是简单的把专业学习课程与军政训练相加， 

或者在两者之间做一个简单的取舍所能做得到的。而应是 

该专业学习课程和军政训练有机地结合。我校从遵循高等 

教育规律和适应军事人才培养特点的需要出发，努力建立 

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以保证国防生军人素质的养成，我校 

将国防生的专业课学习和军政训练课纳入到学校的教育管 

理体系之中，实行学分制管理。 

(一)在课程设置上 。根据军人的特殊要求。使大学教 

育与军人素质培养融为一体 ，相互促进 

所开设的课程必须与高等教育的知识储备要求相匹配， 

与国防生培养层次和素质要求相匹配。我们对国防生所设 

置的课程体系中，在满足电子信息类基本知识结构的同时， 

加大了专业课程的军事特色和军事应用技术含量，开设了 

网络安全与保密、雷达对抗原理、信息对抗新技术、网络 

对抗原理、通信对抗原理、信息战导论等专业课程，要求 

国防生在选课时尽可能地选修这些课程；另一方面，充分 

利用我校教师承担大量军队科研项目的优势，提出一些与 

此相关的毕业设计题目，供国防生选择，通过毕业设计的 

实施过程，使国防生尽早融入到与军事有关的科研项目中。 

(二)把军政训练课程纳入国防生培养方案。作为国防 

生的必修课程 

我校根据 《普通高等学校国防生军政培训计划》和 

《空军国防生军政培训计划》的相关内容，结合学校实际， 

制订了 《国防生军政教育培训课程教学实施计划》，将军政 

训练课程分为：政治素质、军事理论、管理能力、空军知 

识、军事技能等五大类2，4门必修课程，共26个学分，军政 

理论课的教学和考核主要利用双休 日完成，军事技能训练 

课利用暑假组织国防生到空军工程大学进行为期三周的集 

中培训。通过军政训练课程的实施逐步增强国防生 的军人 

意识和军事素质。 

三、探索国防生军政训练实践教学新 

模式 

军政训练课的实践教学，要解决国防生教育培养如何 

更加贴近部队需要，增强培养针对性的问题。军政训练课 

的实践教学要充分发挥军队和高校双方优势，携手共育， 

加强国防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把它纳入高校教育教学总体 

规划和部队教育训练计划，统筹安排，精心组织。 

国防生在普通高等学校学习，缺乏部队的氛围和带兵 

实习的机会 ，所学军政理论知识不能及时应用于实践，效 

果事倍功半，达不到 《普通高等教育国防生军政训练计划》 

的要求。为了给国防生的成长培养提供实践锻炼的机会， 

我校自2005年起开始，在全国高校中首次尝试由国防生担 

任新生军训教官，在高年级国防生中选拔一批国防生， 

2005、2OO6、2OO7、2008年分别有 100人、120人、128、133 

人，担任军训连长、排长、教官、参谋、干事等。所选拔 

的国防生军训教官，都是经过严格考核，具有坚定的思想 

政治觉悟、过硬的军事素质和优良的工作作风。在军训过 

程中，国防生表现出工作认真，大局观念强、军政素质好 

的特点，圆满完成了任务。同时，针对参加培训的国防生 

开设 《军队基层管理理论》和 《军队基层管理实践》两门 

课程 ，每门课程 3o学时 ，2学分，记入公共任选课学分， 

纳入到培养方案中。通过国防生担任新生军训教官的教学 

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现已在部分院校开始推广。 

这一行之有效的学生军政训练实践教学新模式，既解决了 

帮训部队借调难的矛盾 ，又为国防生提供了一次良好的带 

兵实习机会，锻炼了国防生的组织管理能力和军事素质综 

合能力。 

四、深抓国防生思想教育环节。构筑牢 

固的政治防线 

“打牢从军报国思想基础、坚定献身国防理想信念” 

是国防生培养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 

的任务。在实际工作中，紧紧把握坚定献身国防信念这条 

主线，通过集中性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阶段性教育 

与专题性教育相结合，引导国防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国防观 (简称 “一坚定、两结合、三树立”)。 

(一)针对国防生入伍动机多样化、追求个性的特点， 

狠抓坚定献身国防教育 

根据我校国防教育资源丰富的优势，不定期和老红军 

召开座谈会，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机会，宣扬党的国 

防政策，国家安全形势、英模事迹：宣扬 “国防生标兵”、 

“优秀国防生”先进典型事迹以及国防生开展的专题活动， 

营造一种良好的舆论氛围。给他们讲清楚部队性质特点、 

工作环境、发展现状和对人才的紧迫需求，使国防生明确 

自身发展和部队需要的关系，坚定献身国防的信心，自觉 

地将自身价值融入到部队建设之中，将自身优势更好地与 

部队需要紧密结合，为国防现代化建设贡献一切。 

(二)坚持集中性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结合 

集中性教育主渠道就是抓好军政理论课的教学，我校 

每学期安排8—10个周末，聘请西安政治学院和空军工程 

大学的教授集中授课，同时，不定期的邀请军队的先进典 

型、老干部讲传统、讲体会、讲人生，激发国防生报国热 

情，坚定报国之志。经常性教育工作贯穿到国防生的日常 

生活、学习、工作中，从小事做起、从小处着眼，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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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潜移默化地融入国防生的 日常学习生活中。坚持阶段 

性教育与专题性教育相结合，国防生在培养的不同阶段有 

不同的特点和要求，针对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搞好专题性 

教育非常必要。入学阶段教育主要是使国防生尽快适应大 

学生活，明白国防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日常培养阶段教 

育主要是国防生打牢思想政治基础，具备扎实的军政素质 

和深厚的专业知识；毕业分配阶段教育主要是摸清国防生 

思想状况，强化纪律观念，讲清部队特点和优势，确保顺 

利毕业分配，使国防生到部队后缩短适应期。在平时，根 

据实际情况和具体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爱国奉献、革命 

英雄主义、正确的婚恋观等形式多样的专题教育，使教育 

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3、国防生作为在校大学生，未来的部队军官，必须具 

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敏锐的政治鉴别力和洞察力。我校在 

国防生培养过程中牢固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国防生的头 

脑，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国防观，不断地 

端正他们的认识和价值取向，培养学生热爱国防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 

五、加强制度建设，实现国防生培养工 

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一)健全机构。加强领导 

为了加强国防生的培养管理工作 ，我校成立了国防生 

培养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由学校党委书记任组长，分管教 

学工作的副校长和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任副组长，教务 

处、学工处、驻校选培办、有关学院等单位的领导为成员。 

形成了 “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即教务处牵头，负责专 

业培养方案和学籍管理工作，学工部门和各学院负责日常 

管理和思想教育工作，驻校选培办负责军政素质培养和国 

防思想教育工作。同时，学校国防教育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定期召开工作会议、布置任务、及时研究解决在工作中遇 

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确保国防生教育管理工作的顺利开 

展。 

(二)加强日常管理，培养国防生的优良作风 

定期召开工作例会，明确各级骨干职责，严格El常管 

理，规范内务秩序，坚持早操、体能训练、周点名 (班务 

会)、请销假、定期汇报思想等一些系列制度，特别是周日 

晚上的点名和班务会制度，不仅仅限于 “点名”，而是对学 

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阵地，同时，也是了解学生情况， 

发现问题，为同学们进行团体辅导的重要方式。通过严格 

制度落实，努力培养国防生的团队意识和纪律观念，培养 

国防生的军人意志和品质。 

(三)实施量化考核，完善评估机制 

为了引导国防生在素质、能力、知识诸方面协调发展， 

坚定国防生献身国防的思想基础，培养国防生努力学习、 

奋发向上的良好的军人意志品质，学校制订了 《国防生综 

合素质学年度考核评估实施办法》。按照量化测评与现实表 

现相结合，基本要求与特别表现测评相结合，个人总结、 

民主评议和组织评定相结合的原则，从国防生的思想政治 

素质、专业文化学习、军事基本技能、作风纪律意识、体 

能素质等五个模块进行综合素质考核评估。评估时采取模 

块量化和综合评定的方式进行，增强考核的科学性和规范 

性。考核结果作为国防生入党、报研资格、评选优秀国防 

生、毕业评定和分配派遣的依据。通过对国防生综合素质 

的考核，进一步激发了国防生的学习自觉性和自我管理意 

识。 

(四)建立严格完善的淘汰制度 

淘汰制度主要是对实施人才培养过程和结果进行质量 

控制，从而保证培养目标的实现。在国防生的培养过程中， 

建立严格完善的淘汰制度，对于学习成绩差、身体健康状 

况或因违反校规校纪受到学校记过、留校察看处分的国防 

生予以淘汰。我校 自2001年以来 ，共有 43人被淘汰，其中 

因学习困难淘汰18人，因身体原因淘汰19人，因其他原因 

淘汰6人。在国防生的培养过程中，保持一定 的淘汰率 ， 

对于激发国防生的忧患意识，提高教学质量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 

在八年来的国防生培养中，我校不断探索与实践，逐 

渐形成了具有西电特色的以育人为根本、以质量为生命 、 

以特色求发展、培养具备综合素质的高层次电子信息类军 

事人才为目标的国防生 “全方位立体化”的培养模式。西 

电培养的国防生以 “求真务实、爱岗敬业、实践能力强、 

敢于求新”、 “淘汰率低、无人主动违约、无人被退回，安 

心扎根军营”等特点，受到部队用人单位的普遍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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