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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面临的困境、问题与对策 

陈 波，王沙骋 
(中央财经大学 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北京 100083) 

[摘 要] 新时期进一步加强地方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工作面临着不少挑战、困境与问题。建议国家和教 

育行政主管部门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深入解决制约高校国防教育的一系列现实因素，切实推进高校国防教育 

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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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i culties and Problems in the Deferise Education in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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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new era brings about many challenges，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in the defens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he paper suggests that China and its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of education should ，with greater 

determination an d courage，eliminate the practical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and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eduem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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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提出，要 “重视国防教育”工作，这也是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防教育法》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文 

件精神的具体体现。这些年来，我国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 

和高等学校为国防教育的发展付出了艰辛努力，高校国防教 

育得到普遍开展，也逐渐向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一

、 普通高校国防教育面临的挑战、困境与问题 

随着普通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和国防教育的深入推进， 

高校国防教育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深层次挑战、困境与问题， 

亟待进一步破解，这突出表现在： 

(一)课程名称影响了高校和大学生对 《军事理论》 

课程的 “可接受度” 

《国防法》、《兵役法》、《国防教育法》以及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文件都明确高等学校要开展 “国防 

教育”，对大学生进行 “国防教育”也是世界各国高校的 

普遍做法。但在实际运行中，由于一些个别原因，我国却 

人为地把本应当的 《国防教育》课定为 《军事理论》课， 

这一名称严重地影响了高校和大学生对该课程的接受度： 

1、高校、大学生和家长一个普遍的感觉是作为地方大学， 

进行适当的 “国防教育”是必要的，但从专业发展看学生 

没必要专门学 “军事”，更没必要学 “军事理论”课。所 

以高校在调整教学计划、学生在进行学习规划时，该课程 

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不少学校减少了课时，与 “军事技能 

训练”合并作为临时讲座处理，甚至有的学校干脆砍掉了 

该课程。部分学生对到地方大学还要学 《军事理论》也颇 

有微词；2、现有的 《军事理论》课从内容上涵盖国防概 

况、军事思想、战略、军事高技术、信息化战争与新军事 

革命等军事学科门类中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战略学、军 

队指挥学、军制学、军事后勤学与军事装备学等五个军事 

学一级学科所涵盖的部分内容。产生的问题就是一方面要 

在36个课时下想尽量涵盖掉所有的 “军事理论”肯定不现 

实也没必要，使得该课程名称与学术界对 “军事理论” 的 

广义理解不一致。另一方面，在照顾了面后，该课与学术 

界对 “军事理论”的狭义理解也不一致，所以该课程名称 

事实上成了军队军事学科和地方普通高校均难以 “认同” 

的-rq课程，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3、该课程名称也影 

响了我国一再宣称的 “爱好和平”的民族形象。使国外部 

分媒体和一些不理解我国的国家以为我国普通高校每个大 

学生都学 《军事理论》，好像我国全民皆兵，随时准备打仗 

似的。再伴随国际上时不时泛起的 “中国威胁论”，好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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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 “的确”是个 “好战的民族”，不利于我国国际形 

象的改善和我国所提倡的 “和谐”理念。 

国防教育与军事理论事实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防 

包含军事，军事只是实现国防目的、任务的主要手段之一， 

处在被包含的地位。如过分照顾有关部门的利益，而不是 

按照高校国防教育的需求和客观规律来设置课程名称，仍 

简单沿用 《军事理论》的称谓，将偏离高校从事国防教育 

的初衷，制约高校国防教育的长远、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军事理论》课程内容设置不合理，《军事技能 

训练》形式单一，影响了高校国防教育的效果 

我国现阶段普通高校的军训分为 《军事理论》课程教 

学和 《军事技能训练》两个组成部分。2006修订后实行的 

《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将高校军事课程的教学目 

的设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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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综合素质的提高 
⋯ ⋯

”

， 这符合高校国防教育的目标。问题是在具体的课程 

内容设计上，该大纲把 《军事理论》课程的内容设计为中 

国国防、军事思想、国际战略环境、军事高技术、信息化 

战争等五大类，包括国防概述、国防法规、国防建设、国 

防动员、军事思想概述、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 

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论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关 

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战略环境概述、国际战略 

格局、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军事高技术概述、高技术在军 

事上的应用、高技术与新军事变革、信息化战争概述、信 

息化战争特征与发展趋势、信息化战争与国防建设等诸多 

内容，这即便是在军事教育中也是好几门课程才能进行完 

的内容，要在 36个学时内完成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直接导 

致 《大纲》这样要求，高校该怎样讲还是怎样讲。而且从 

内容上说，有的部分又过多过细，如高技术在军事上的应 

用部分，又分为精确制导技术、隐身伪装技术、侦察监视 

技术、电子对抗技术、航天技术、指挥控制技术 、新概念 

武器等诸多类别。对于大学生来说，更多地应通过课程学 

习了解国防情况，树立爱国主义意识。普通高校培养的不 

是专业的军事干部，所以如 “指挥控制技术”等似乎不应 

是在这样紧张的课时量中该安排的内容，部分内容即便要 

学，讲解的角度也要适应国防教育目标的要求，而不应按 

照培养军校学员的标准设置课程内容和组织教学。 

“军事技能训练”曾作为大学生军训的主要形式，起到 

了很好的效果。但受制于学生安全、野战部队难 以接受承 

训任务和部队派兵越来越难等一系列制约，绝大多数普通 

高校的 “军事技能训练”主要以队列训练为主，而战术 

(如单兵战术动作)、射击与军事地形学 (如现地使用地 

图)等方面越来越少涉及，野外拉练、生存等综合训练更 

是很少有地方高校和承训单位能组织进行。再加上部分军 

队派出训练干部和战士素质欠佳，与普通高校和大学生成 

长的要求尚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本应起到正面效果的军 

训却越来越出现诸如 “部队原来是这样啊?”、 “军训的最 

大收获就是再不要军训”、“军训使我懂得了 ‘不当兵’的 

选择是正确的”等诸如此类的负面收获，背离了学生军训 

的初衷E 。 

(三)高校国防教育师资严重不足、整体素质严重落后 

于其他基础课和专业课师资 。影响了国防教育课程建设的 

深层次发展 

高校 《军事理论》课程师资是 《军事理论》课程建设 

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加强高校国防教育课程建设，关 

键在师资。现在普通高校 《军事理论》课程教师原则上要 

求由学校自配专职教师和军队派遣军官共同承担。但相当 
一 部分高校这部分师资队伍建设并未列入学校师资队伍建 

设总体规划，以行政人员简单代替师资、临时聘请人员作 

为师资甚至完全依赖派遣军官的情况都十分严重。部分高 

校虽然自己配备了部分军事教师，但由于高校近年来整体 

师资队伍建设水平大幅度跃升，相当一部分高校此部分师 

资与其他师资在学历、科研能力等方面存在不少的差距， 

导致其职称、待遇等问题很难得到解决，这样又影响了该 

部分师资的可持续发展，久而久之，形成了该部分师资队 

伍建设的恶性循环。 

而作为承担部分地方高校 《军事理论》课程教学的派 

遣军官，因为从部队的角度看其承担的不是军队的主要工 

作，所以其地位边缘化。军队的派遣军官因为与其个人有 

关的职称、升迁等因素都由其所在部队考核进行，这也使 

相当一部分有能力、素质好、任教能力强、学历层次好的 

优秀军官不愿意从事普通高校的派遣教学，部队事实上也 

不会派出最优秀的军官作为从事高校军事理论的派遣军官。 

因此。部分军队派遣军官的知识水平、综合素质与现代大 

学教育和现代大学生的要求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矛盾。由于 

受师资队伍水平的限制，高校 国防教育学科与课程建设水 

平与其他学科和课程建设的层次和距离也越来越大 。 

(四)保障体制、机制不完善。高校进行军事课教学和 

军事技能训练的难度越来越大，部分高校有畏难情绪 

由于对高校 《军事理论》与 《军事技能训练》的管理 

涉及地方与军队多个管理部门，管理体制仍待进一步明晰 

职责与权能；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制度化的机制保障，不 

管是高校的 《军事理论》教学还是 《军事技能训练》只能 

每年和军队有关部门反复协调。军事技能训练在这方面的 

难度尤其大。由于野战部 队越来越难 以接收地方大学驻队 

军训，大多数地方高校又缺乏相应的训练场地和保障条件， 

导致军事技能训练越来越难以落实。而且在缺乏良好机制 

和责、权划分的情况下，本应是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却单纯变成了高校作为单纯的 “需求方”，似乎是高校自己 

的事。高校每年都需不断地到军队进行反复的联系、协调 ， 

交易成本过大，严重挫伤高校在这方面的工作积极性 J。 

从高校内部看，因为大多数学校的军事理论教研室与 

武装部合署办公 ，基本属于行政管理 ，很难进入学校主流 

的教学保障系统 ，课程教学、评价与建设经费等也比较随 

意，缺乏制度性的保障，影响课程建设的长远发展。 

近些年来，随各高校陆续进行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计 

划的进一步修订等，《军事理论》课程建设和普通高校国防 

教育的边缘化有向越来越严重发展的趋势。有相当一部分 

高校在教学计划修订中，首要考虑的就是压缩 《军事理论》 

课程的学时甚至取消军训。 

二、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对策 

针对我国高校国防教育中存在的上述不足和矛盾，结 

合我们近年来的教学实践，以及对全国高校国防教育情况 

的调研，特提出如下对策： 

(一)努力通过高层次协调。积极探索适应现代大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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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高校国防教育内容和形式 

在普通高等学校进行国防教育是国家一项具有战略意 

义的重大决策，充分体现了人才培养与国防后备力量建设 

的有机统一。但高校国防教育涉及军地多个部门，其有关 

政策、制度乃至教学大纲是由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 

部等几家单位联合制定的。针对高校反映强烈的部门因素， 

特别是有关军方部门过于考虑自身情况所导致的课程不规 

范等一系列影响高校国防教育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必须尽 

量通过国家层面就有关高校国防教育事宜的高层次协调， 

确定和解决一些有碍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引导有关部门摆 

脱部门利益考量，切实站在国家发展、人才培养和国防后 

备力量建设的高度，站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 

的高度，站在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的角度，充分认识高校开展国防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直面高校国防教育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切实摆正国防 

教育在学校整体教育和课程建设中的地位，切实加强组织 

领导，切实解决高校国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二)进一步规范课程名称，为国防教育的长远发展谋 

篇布局 

为了高校国防教育的长远发展 ，建议将现行的高校的 

《军事理论》课程名称改为 《国防教育》课程。这样的修 

改，一是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以及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文件要求相一致；二是能更好的体 

现该课程的国防性与国防教育性。《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 

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不仅明确提出要 “规范国防教育”， 

而且明确规定了国防教育的根本 目的在于 “提高学生的国 

家安全意识”这个教育 目标，而非简单地学习 “军事理 

论”，这一改动有利于凸显这一目标；三是有利于更好地体 

现我国的国际形象。我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国防是 

“国家为防备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卫国家的主 

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所进行的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 

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活动”，而军事则 

是 “直接有关武装斗争的理论与实践的统称”，改 《军事 

理论》为 《国防教育》，能更好的诠释我国的国防教育战 

略和国际形象。通过这一改动后，高校的国防教育由原来 

的 “高校军训”分为 “军事理论”课和 “军事技能训练”， 

规范为高校国防教育由 “国防教育”课程和 “军训 (对应 

现在的军事技能训练)”两部分组成。 

(三)以教育行政部门和普通高校为主导，科学论证高 

校国防教育的内容。以更大的力度加强国防教育课程建设 

教育行政部门是地方高校的直接管理者，地方高校是 

国防教育课程建设的具体实施者，也直接面对学生，掌握 

学生的需求和素质要求，因此应坚决摆脱其他干扰，坚持 

发展是硬道理，坚持推进高校国防教育内容、体系与教学 

方式等一系列课程建设。一是教学内容现代化。目前，国 

防教育面对的是全民的、全方位的、立体的、开放的现代 

化的大国防教育。国防教育已经超出了纯军事的范围，需 

要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技术、民防、精神、心理 

等诸方面增强公民的现代国防意识，要据此科学论证高校 

国防教育课程的内容设置，努力既培养学生的国防知识， 

也满足学生的需求；二是符合国际战略形势变化与国家安 

全的需要。是否符合国际战略形势变化与国家安全的需要 

是新时期高校国防教育课程建设的主要标准。我国周边安 

全环境不确定因素将长期存在，民族分裂主义活动对我国 

安全构成现实威胁。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经从传统的军事 

安全扩展到非传统安全，新时期的国防教育应当适应这一 

变化；三是要科学设置课程内容层次，与中小学国防教育 

内容搞好衔接。 

(四)充分重视高校国防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以更大的 

力度推进师资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高校从事国防教育的师资队伍是国防教育教学的具体 

组织者和实施者，国防教育教师队伍素质的高低，直接影 

响军事课教学的质量。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军事部门要采 

取有效措施 ，切实加强军事队伍建设。一是高等学校要将 

国防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切实纳入本单位人才培养、引进和 

师资队伍建设总体规划，落实编制，采取在职培训、送学 

深造等方式，不断提高国防教育教师的学历层次和任教能 

力；二是要切实重视国防教育教师的教学、科研工作和职 

称评定，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采取特别措施确保 

优秀的国防教育师资能保留下来 ，能有好的发展前景；三 

是要下大力依托条件较好、基础较好、也有积极性的若干 

地方高校独立或与军队院校联合长期建立高校 国防教育师 

资培养基地，分期、分批对高校国防教育师资进行大面积 

培训、轮训，使他们确实具备这方面的才能；四是要特别 

通过合适的机制、体制督促参与高校教学的军事派遣军官 

切实加强素质。要督促检查军队有关部门尽快落实编制， 

配齐配强派遣军官，加强派遣军官的培养和考核，着眼派 

遣军官队伍的长远发展，努力建设一支人员稳定、结构合 

理、素质较高、能力较强的派遣军官队伍。五是要进一步 

加强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类学科建设，由于该课程具有教育 

和思想政治双重属性，可以有针对性地依托有关发展较好 

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等有关点设置 国防教育博士、硕士 

研究生教育依托点，切实提升骨干军事课教师的学历学位。 

(五)切实解决军事技能训练中存在的问题，推进高校 

的积极性 

针对现有高校学生难以进入军队军训，军训费用过高 

等问题，可由军队双方密切协同，做好下列工作：一是遴 

选若干所军训部队，协调高校与部队建立长期军训关系， 

制度化高校的军训和部队对军训的保障；二是采取多种军 

训形式，如参观见学、考察等，了解我军装备发展和国防 

实力增大，督促部队要提供这方面的切实配合；三是采取 

多种方法，如随着科技进步所涌现出的模拟教学、案例分 

析教学和研究性教学等方法，补充军训中的不足。 

[参考文献] 

[1] 王道成，刘丽杰，梁丽辉．略论军事理论发展之规律[J]．军事 

经济学院学报，2007，13(4)：17—18． 

[2] 陈波．普通高等学校军事理论教程[M]．北京：解放军出版 

社，2009：1—5． 

[3] 陈波，王沙骋．地方高校国防教育教学模式新探[J]．国防， 

2011(3)：62-63． 

[4] 陈波，王沙骋．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研究 

[J]．中国军事教育，2010，22(2)：60—62． 

(责任编辑：范玉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