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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人民军队光荣传统与历史使命》课程教学 

培育军校学员核心价值观的思考 

刘凤健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4) 

[摘 要] 在培养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中，必须突出抓好理论灌输和行为引导。结合 《人民军队光 

荣传统与历史使命》课程 ，运用丰富的军史资料进行案例教学，以此来培养军队院校学员忠诚于党的政治信念、 

热爱人民的价值追求、报效国家的赤诚忠心、献身使命的 自觉意识和崇尚荣誉的高尚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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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stering M ilitary Cadet’s Core Value Through the Teaching of the Glorious 

Tradition and Historieal Mi ssion of the People’S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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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oretical indoctrination and behaviour guidanc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fostering the contemporary 

servicemen’s core value．To eIIslJre the PLA is loyal tO the Party，loves the people，serves the nation，devoted to its mission and 

maintains the worship of honour，this paper suggests applying IIlore of military historical stories while pl~mlng the cours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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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主席在 2008年底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强调指 

出，要围绕强化官兵精神支柱，大力培育 以 “忠诚于党， 

热爱人民，报效 国家，献身使命 ，崇尚荣誉”为内容的当 

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 

观，对于发扬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 良 

传统，忠诚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 ，促进官兵全 

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军队院校是我军干部生长 

的源头和人才培养的基地，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对学员进行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对于培养青年学员的核心价值观 

具有强根固本的作用。本文结合 《人 民军队光荣传统与历 

史使命》课程，运用丰富而形象的党史和军事资料，就如 

何有效地培育军校学员的核心价值观谈几点认识与思考。 

一

、 讲授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坚定学 

员忠诚于党的政治信念 

胡锦涛主席指出：“听党指挥，是党和人民对人民军队 

的最高政治要求，是人民解放军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目 

前在校学员大多为 20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后 出生 ，高中毕 

业后直接进军校，他们既没有改革开放前后的对 比，也没 

有军营生活的体验，要坚定他们忠诚 于党的政治信念，就 

必须在课堂讲授中运用丰富翔实历史知识教育学员，使广 

大学员深深懂得：在长期 的革命、建设和改革 中，我军之 

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 

的原因是有党的坚强领导，一切行动听从党的指挥，始终 

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 向，以党的意志 

为意志。我军的历史 ，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 ； 

我军的胜利，就是党绝对领导下取得的胜利；我军的辉煌 ， 

就是党绝对领导下铸造的辉煌。 

在听党指挥这一问题上，解决了 “是什么”、“为什么” 

之后，就要向学员灌输 “怎么办”，这就是当代革命军人核 

心价值观所指出的 “忠诚于党”。人民军队忠诚于党，不仅 

仅是因为这支军队是党所创立和在党的指挥下发展壮大的， 

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 

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 中 

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做党的忠诚战士，历来是革命军人的崇高追求和最大荣耀。 

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和建设历程中，一代又一代官兵紧紧凝 

聚在党的旗帜下 ，前赴后继，英勇奋斗 ，无论道路多么曲 

折 ，无论斗争形势多么复杂 ，都忠贞如一，毫不动摇。 

当代革命军人忠诚于党，就是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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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政策，自觉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 

致，就是要把这一信念落实到每个官兵学习工作的实践中， 

贯穿于成长进步的全过程。为此，首先必须接受党的教育， 

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想信念，为实现党的理想奋斗终身。其次必须执 

行党的指示，自觉站在党的原则立场上想问题，办事情， 

个人服从组织，局部服从全局。再次必须完成党赋予的各 

项任务 ，在平凡的工作学习岗位上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危难关头挺身而出，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二、讲授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锤炼学 

员热爱人民的价值追求 

胡锦涛主席指出：“服务人民，是人民军队一切奋斗发 

展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 民解放军必须永远坚持的根本宗 

旨。”我军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 

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在革命战争年代， 

为了人民的解放、民族的独立 ，不惜流血牺牲；在和平建 

设时期，为了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富强，甘愿无私奉献， 

从而赢得了亿万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全力支持，形成了夺取 

胜利最深厚、最伟大的力量源泉。 

为了让青年学员深刻认识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是人民 

军队根本宗旨这一科学命题 ，我们在 《人民军队光荣传统 

与历史使命》课堂讲授中，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十送红 

军”的优美歌曲、抗 日战争时期 “戎冠秀”式的拥军模范、 

解放战争 “车轮滚滚”支援前线的著名事例 ，以及 “我是 
— 个兵，来 自老百姓”的优美歌词，“真正的铜墙铁壁⋯⋯ 

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的形象语言，“军队 

打胜仗，人民是靠山”的朴实哲理等，教育青年学员懂得 

人民群众是革命军队坚实的政治基础，是革命军队无穷的 

力量源泉，是革命军队强大的物质靠山，是革命军队深厚 

的智力支撑。 

向青年学员讲解人民解放军 8o多年来为人民利益奋斗 

牺牲的历史 ，目的是让他们深刻认识热爱人民是人民军队 

性质和宗 旨的必然要求，是革命军人最本源的价值追求。 

当前，军队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 ，没有战 

争年代的恶劣环境，缺少随时面临的生死考验，这对官兵 

坚持热爱人民的价值取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时期的 

“热爱人民”，就是要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重于一切，永葆人民子弟兵 

政治本色，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为人民 

无私奉献。不管社会怎么变、时代怎么变，我军的性质和 

宗旨不能变，服务人民的优良传统不能变，军民鱼水关系 

不能变。只有牢固树立热爱人民的核心价值观，并把它转 

化为政治信仰和行为准则，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受各 

种考验、获得力量源泉，在平凡的学习岗位上实现 自己最 

大的人生价值。 

三、讲授人民军队的根本职能，激发学 

员报效国家的赤胆忠心 

人民解放军担负着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和平劳动的根 

本职能。通过 《人民军队光荣传统与历史使命》课程教学， 

使青年学员认识到，军校学员作为人民军队的一分子，要 

继续发扬老一辈革命军人报效国家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进一步高扬爱国主义旗帜，树立强烈的民族自尊 

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把个人的理想抱负同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统一起来，做到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民 

族和人民的利益。在平凡的学习和生活中，从我做起、从 

现在做起、从本职工作做起，努力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 

之行，把自己培养锻造成理想信念坚定、军事素质优良、 

科技底蕴厚实、创新能力突出、身心素质过硬的高素质新 

型军事人才。一旦国家的主权、安全和统一受到挑战和侵 

犯，我们培养的每一个军校学员，都应该毅然决然，挺身 

而出，用热血和生命续写新一代革命军人精忠报国的胜利 

华章。 

四、讲授人民军队的根本任务，树立学 

员献身使命的自觉意识 

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主席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 

战略高度，科学判断时代发展的总趋势，深刻洞察我国发 

展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安全环境，精辟分析 国家发展和军 

队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把我军新世纪新阶段的根本任务 

科学地概括为 “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是对 

人民军队地位作用的新拓展、职能任务的新概括，体现了 

新世纪新阶段党对军队的新要求。 

通过 《人 民军队光荣传统与历史使命》课程的讲授， 

使青年学员深刻认识到，军队的根本任务是随着党的历史 

任务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军队因使命而存在，军人因履行 

使命而展现价值。新世纪新阶段人民军队的根本任务就是 

“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当代革命人献身使 

命 ，就是要履行革命军人神圣职责，爱军精武，爱岗敬业， 

不怕牺牲，英勇善战，坚决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世纪 

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这是当代革命军人献身使命的基本 

要求，也是履行使命、不辱使命的有效途径。为此，通过 

教学，使青年学员懂得，要 自觉地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 

识，锤炼爱军精武、爱岗敬业的优良品格，弘扬不怕牺牲、 

英勇善战的战斗精神，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 

化军事任务的素质能力 ，切实在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 

使命中展现革命军人的价值。 

五、讲授人民军队的根本要求，培育青 

年学员崇尚荣誉的高尚情操 

胡锦涛主席指出：“英勇善战，是人民军队的鲜明特 

征，是人民解放军履行职能使命的根本要求。”透过战火硝 

烟，人们不难发现，战争是血与火、生与死的较量，向来 

是既斗智又斗力，既比战略又比战术。中国人民解放军登 

上军事历史舞台后，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英勇 

奋战在革命斗争最前列。在敌我力量对 比悬殊的情况下， 

我军依靠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以元与伦比的英雄气 

概、超乎寻常的革命毅力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克服了 

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战胜了异常强大(下转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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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并作出科学的正确抉择?等等。 

同时，要结合部门法的内容分析法律的任务、目的、价值 

追求、最终 目标，法律与文明、理性、自由、平等、人权、 

正义的关系等等。教学中要着重培养学员法律至上观念。 

强调法律在社会规范中具有最高权威，所有的社会规范都 

必须符合法律的精神。【3 法律至上能够既维护中央和国家统 

一 领导的权威，又能够使每个公民享受法治社会的权利和 

自由，从而最大限度调动个人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 

(二)从法律条文教育上升为法律意识教育 

法律意识教育离不开法律条文教育，否则法律意识教 

育就成了无本之末。但是，法律教育应该是法律意识教育， 

核心是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规范、引 

导和保障功能，主要是通过权利义务机制实现的。军校学 

员只有拥有正确的法律观念，在法律框架内正确行使权利、 

履行义务，才能够强化自己的职责意识和使命感。再者， 

法律规定不是一成不变 的，它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面对成千上万的法律法规 ，就连专门的法学家也难以全面 

知晓和理解 ，更何况是非法律专业的学员呢?因此 ，教学 

中一定要及时把一些反映现代法治精神的新理论、新思想、 

新观点充实到教学 内容中，把学员培养成为具有现代法治 

观念和科学精神的现代军人。 《法律基础》作为法制教育 

课 ，立足解决学员法律意识问题，也符合我军开设该课 的 

初衷和 “两课”的总体要求。 

(三)增强 《法律基础》课教学的时代感、针对性和说 

(上接第50页)和残暴 的敌人，最终取得了夺取全国政权 

的胜利，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 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无 尚 

荣耀。 

通过 《人民军队光荣传统与历史使命》课程讲授，让 

青年学员深刻认识到英勇善战是人民军队履行职能使命的 

根本要求，人民解放军在辉煌的历程中创造了无尚的荣誉。 

新世纪新阶段 ，作为当代革命军人一分子，要发扬人民军 

队的优良传统和革命 精神，无论在课堂内还是在课堂外， 

无论是学校内还是在学校外，都要 自觉珍惜和维护 国家、 

军队、军人的荣誉 ，在 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处于危机 

的紧要关头，甚至不惜用鲜血和生命 来捍卫军人的荣誉； 

都要 自觉学习和努力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知荣明耻、 

见贤思齐、崇尚英雄、追求崇高的浓厚氛围；都要发扬集 

体主义精神，在比学赶帮超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 

化素质、军事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德智军体美全面 

服 力 

守法精神的形成源于法律精神的内化。法律精神的内 

化 ，是社会主体对法律制度文化和法律精神文化的体验、 

感受、认同和接纳，并进而产生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内驱 

力的全过程。实现这一过程，需要通过学习、体验、影响 

等方式，使精神文化最终被个体吸收和内化。当今大学生 

思维敏锐，视野宽阔，尤其是对 国内外的热点问题产生浓 

厚的兴趣。因此 ，《法律基础》课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创 

新教学模式，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贴近军队、贴近生活、 

贴近学员，准确把握法的时代精神，紧跟时代步伐 ，紧紧 

围绕社会生活和军队建设 中的现实问题 ，解决学员思想中 

的疑问和困惑，突出该课程的针对性、实效性和感染力 ， 

增进教学效果。同时充分发挥法律制度灌输、引导、评价、 

激励功能，增强广大学员 自觉遵纪守法的意识，预防军人 

违反职责行为的发生，以法律制度的震慑、强制功能，教 

育学员正确履行义务，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学员不断校正价 

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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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创一流 ；都要弘扬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为维护国家安 

全、主权和统一，能够义无反顾、奔赴战场，坚守气节、 

严守纪律，冲锋 陷阵、流血牺牲 ，用火热的青春，续写人 

民军队的新辉煌，创造当代军人的新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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