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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改进大学生国防教育的思考 

成奕萱 ，李德才 ，贺幸平 
(1．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湖南 长沙 410072； 2．湖南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摘 要] 兵役法的新修改对高校大学生国防教育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准确把握兵役法修改对高校大学 

生国防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扎实推进大学生国防教育创新发展。要充分认识大学生服兵役的法律责任，通过有 

效的高校国防教育创造有利于大学生踊跃参军入伍的良好条件；要不断提高高校大学生国防教育的质量，切实 

为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高素质的兵员；要不断完善高校大学生国防教育的制度机制，真正把新修改的兵役法落 

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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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Thought on the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CHENG Yi—xuan，LI De—cai，HE Xing—ping 

(College of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National University of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2，China) 

Abstract：The newly revised military service law on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We should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demanded by the revised 

law for college students，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is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We must fully 

understand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military service，create good conditions conducive to them to 

enthusiastically join the army through effectiv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in university；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is education，and provide the army’ s modernization with hiish—quali~ sources of troops；and improve the system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and put the real newly revised Military Service Law into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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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教育是关乎国家安全、民族兴旺的基本教育。我 

国国防教育法明确规定：学校的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 

的基础，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十一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的决定》，国 

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50号主席令对新修改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兵役法》予以公布。兵役法的新修改对高校大学生国 

防教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高校要以落实新修兵役法为契 

机，不断推进大学生国防教育创新发展，为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一

、 充分认识大学生服兵役的法律责任，通过 

有效的高校国防教育创造有利于大学生踊跃参军入 

伍的良好条件 

新修改的兵役法具有这样几个突出的特点：一是适当 

调整征集范围，删去了关于正在全日制学校就学的学生可 

以缓征的规定，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征集年龄可以 

放宽至24周岁。二是增加吸引高文化素质青年入伍的内 

容。大学毕业生入伍后表现优秀的，可以直接提拔为军官。 

大学生入伍后，保留入学资格或者学籍，退出现役后2年 

内允许复学，复学后参加国防生选拔或者毕业后申请担任 

军官的，优先录取。三是将兵役登记时间从现行兵役法规 

定的每年9月30日提前到6月30日，以便与大学生毕业时 

间及普通高校招生的时间衔接起来。 这些规定，清晰地说 

明了大学生服兵役的权利和义务。 

在校大学生履行兵役义务 ，拓宽了新兵征集的范围， 

明确了大学生服兵役的法律责任。这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 

然要求，也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我国兵役法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职业、家庭 

出身、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都有义务依照本法的规定服 

兵役。”这里讲的不分 “教育程度”，自然也包括大学生。 

但长期以来，我国大学生除少量直接征召为军官或文职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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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外，绝大多数都没有履行服兵役义务。随着国家教育事 

业的发展，高校招生不断扩大规模，特别是一些民办大学 

也列入国家招生计划，这样能够进入大学学习的适龄青年 

越来越多，可供征集的高中毕业生则相对减少。在一些高 

考录取率较高的城市，可供部队征集的高中生已非常有限。 

新修改的兵役法规定大学生要履行服兵役义务，不仅拓宽 

了新兵征集的范围，而且将更多立志献身国防事业的有志 

青年纳入了征集对象，为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兵 

员。 

由于大学生群体将成为新兵征集的重要群体，因此， 

面向高校大学生的国防教育必须承担起这样一个重要的任 

务，就是通过扎实、有效的大学生国防教育创造有利于大 

学生踊跃参军入伍的良好条件，形成有利于引导大学生服 

兵役的舆论导向。通过初步的调查，现在大学生报名参军 

的数量与兵役法新修之前相比，呈明显下降趋势。这是一 

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胡主席指出：“要坚持全面办国防 

的方针，广泛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完善国防动员体制，加 

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 ，在全社会形成关心国防、热爱国防、 

建设国防、保卫 国防的生动局面。”L2 地方高校更应该如 

此。为此，高校大学生国防教育必须不断整合国防教育的 

资源，自觉纠正临时性、季节性的做法，不仅只注重新生 

入学阶段以军训为主的国防教育，而且必须把国防教育纳 

入大学生在校学习的全过程，把高校大学生国防教育与高 

校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起来，把高校大学生国防教育与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把高校国防教育课程学习与 

环境熏陶结合起来，积极推进大学生国防教育创新发展。 

二、不断提高大学生国防教育的质量，切实为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高素质的兵员 

国防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础，是增强民族凝聚 

力、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途径。大学生是优秀青年的代表， 

是巩固国防、抵御外敌入侵、捍卫祖国独立、维护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后备力量。高校国防教育对于公民国 

防安全意识和国防后备军的培养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 

此受到了各国的普遍重视。一个国家的强盛，靠的是强大 

的国防作后盾 ；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强大，需要高素质兵员 

作保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军队现代化 

建设的加快推进，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出现了一些新的情 

况和问题，亟须大量高素质兵员，以满足军队现代化建设 

的紧迫需要。新修改的兵役法不仅增加了吸引高文化素质 

青年入伍的内容，而且从着眼提高士官队伍专业和文化素 

质，有效利用国民教育资源角度出发，提出了走开从地方 

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和具有专业技能的公 

民中直接招收士官的路子，要求直招士官将成为士官的重 

要来源渠道。大学生履行兵役义务，适应了军队知识密集、 

技术密集的需要，优化了部队兵员的文化结构，对加快科 

技强军步伐、走精兵强军之路有重要意义，也对高校大学 

生国防教育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军队现代化的发展，一大批新型武器装备部队，不仅 

需要高素质的军官，更需要文化素质较高的士兵操纵和维 

护。“全面履行我军历史使命，迫切需要全军官兵良好的综 

合素质能力作支撑。” 这样的发展趋势，必然要求高校大 

学生国防教育必须具有相应的质量水平。发达国家为使大 

学生能够顺利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都非常重视提高大学 

生国防教育的质量，搞好学校 国防教育与部队训练的有机 

衔接。美国国会于 1958年8月23日制定颁布了 《国防教 

育法》，还专门针对青壮年特别高校大学生制定了 《普遍军 

训与兵役法》，要求高校大学生必须参加军训，履行兵役义 

务。为提高高校大学生国防教育的质量，美国已经形成了 
一 套完善的制度。在全国350所高等院校和650多所高级 

中学均设有后备役军官训练团，由国防部统一领导。据统 

计，美国现役部队中有 30％的将军和40％的校、尉级军官 

来自后备役训练团毕业的大学生o L4 J由此可见，美国大学生 

国防教育在军队建设中所发挥的突出作用。 

随着新修兵役法的实施，大学生国防教育的效果如何， 

将直接关系到国防现代化建设及国防人才储备的数量和质 

量。不断提高高校大学生国防教育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一是要围绕高校军事课的改革大力推进高校大学生 

国防教育创新。紧密结合当今 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紧 

密结合信息化条件下军事发展的新趋势，紧密结合高校大 

学生的新特点，有针对性地推进高校军事课改革，增加具 

有现实教育意义和实用性强的学习内容，使大学生能够掌 

握基本军事理论与军事技能，不断提高综合素质，为成为 
一 名合格的现役军人打下坚实基础。二是要以大学生征兵 

工作为切入点不断增强高校 国防教育的针对性。利用舆论 

宣传、教育引导、树立典型、完善制度等措施，切实把大 

学生的征兵工作与高校大学生国防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把 

大学生成长成才的不懈努力与奉献社会的精神追求结合起 

来，不断激发高校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报 国之志。三是要 

通过灵活多样、生动活泼的军 民共建活动夯实高校大学生 

国防教育的基础。高校大学生 国防教育是一个庞大的系统 

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需要部队的大力支持。因 

此 ，高校大学生国防教育不能封闭于学校之内，必须走出 

校园、走向社会、走 向军营，通过与部队、军事院校等单 

位结对子，以及请老战士、先进模范来学校作报告等形式， 

积极拓展高校大学生国防教育的空间，切实提高高校大学 

生国防教育的质量。 

三、不断完善高校大学生国防教育的制度机 

制。真正把新修改的兵役法落到实处 

各级组织特别是高校在贯彻落实新修改的兵役法过程 

中，肩负着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对高校来说 ，就是要不 

断完善高校大学生国防教育的制度机制，真正把新修改的 

兵役法落实好、贯彻好。 

首先，要积极作为，确立国防教育是 “首要职责”的 

理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对国防建设要有清晰的认 

识，真正把高校大学生国防教育摆好位，不能说起来重要， 

做起来次要，切实将其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为适应新修 

兵役法的要求，做好高校大学生国防教育工作，高校必须 

认真贯彻 《国防教育法》的有关规定，坚持主动作为，通 

过责、权、利三者的有机结合，引起各个方面对高校大学 

生国防教育工作的关注，加大对高校大学生国防教育的投 

入。国防教育是国家行为，国家对国防教育经费来源有明 

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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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将国防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障国防 

教育所需的经费。”因此，高校应积极向政府有关部门沟 

通、协调，充分发挥政府对于高校国防建设的主导作用， 

进一步促进高校国防教育的发展，从而达到为国家培养优 

秀国防后备人才的目的。 

其次，明确高校大学生国防教育组织机构在学校内部 

的隶属关系。需要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国家教育部 

国防教育办公室以下的各级地方机构中，高校国防教育的 

提法已出现淡化的倾向，学校国防教育要求的重点仅仅局 

限于 “学生军训”，有的甚至把高校国防教育工作就直接以 

“学生军训工作”来命名，这样的名称容易让人望文生义， 

认为高校国防教育仅仅就是对大学生进行军事训练，造成 

了目前许多高校将国防教育功能简单化、局限化、季节化， 

致使大部分的高校对国防教育积极性不高，将其作为政府 

分派的强制性的额外任务来完成，在实施过程中流于形式， 

简单应付，在人力物力精力上不舍得投入，没有达到高校 

国防教育的理想效果。因此，要确保高校大学生国防教育 

的质量，就必须在学校内部建立一个权责明确、隶属清晰 

的组织机构，克服高校国防教育兼职化、业余化和简单化 

的倾向，为有效开展高校大学生国防教育提供稳定的组织 

保障。 

第三，加强对大学生国防教育过程和内容的有效监控。 

(上接第 26页) 

较理想的混合教学模式，应是导师制辅导课、讲授课、演 

示课及研讨课等的有机结合 (见图一)。讲授课不仅按教学 

大纲要求为学生系统提供了学科专业的基础知识，而且如 

果讲授课上老师提出的问题、疑惑或文本在导师辅导课上 

再度提出来进行讨论，并应用于每周所要求的论文准备中， 

对开启思维、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也是很有用的。理想状 

态下，学生如果能主动把导师辅导课安排的题 目与其它授 

课方式所讲的内容相结合，融会贯通进自己的知识体系， 

那么效果将会更好。 

导师指导 

提高素质 

培养能力 

开发智力 

传承知识 

课堂讲授 

图一 

(三)增加教学过程中的反馈交流以真正实现 “教学 

相长” 

个性化教育的主体是学生，强调尊重学生、相信学生， 

创造各种条件和机会，让学生主动参与，在参与中充分发 

展个性。现行教学方式中，师生之间缺乏交流与反馈，教 

学方法陈旧，“填鸭”式、“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仍占主 

流，学生一直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教学过程中重理论轻 

实践，重分数轻能力，重智商轻情商，从而培养了一大批 

“君子动 口不动手 ”和高分低能的学生 。红衣主教纽曼 

建立健全大学生国防教育管理规章制度，通过制度规范大 

学生国防教育的内容与过程。通过高校自身设置的军事教 

研室或组织实施单位对大学生国防教育进行全程质量监控， 

确保每个教学环节按照国家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 

制订的 《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实施。目前，高 

校国防教育在军事技能训练方面还有欠缺，大部分高校开 

展的军事技能训练仅仅停留在队列操练和轻武器射击的训 

练层次，其他技术战术训练开展的极少。军事训练要从实 

战要求出发进行训练，不断培养学生的意志和毅力，提高 

基本军事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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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7)这个当之无愧的刻苦学生曾写道：“我是带着思想 

活跃的大脑来到这所大学的，除了努力读书之外我没有其 

它念头。但是当我入学后 ，令人无法想象的是，我从导师 

那里获得的帮助和指导简直是微乎其微的。” 英国学生满 

意度调查也显示：学生最想得到 “反馈”，与专业老师能有 

所接触。 但 “反馈”在现行高等教育的教学实践中或许 

是最重要却又最受忽视的方面，除了大众化高等教育条件 

下，学生人数增加的客观原因外，没有选择适当的教学方 

法以增加师生接触机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本科生导师制 

为师生双方互动提供了平台，每位导师每次只带 1—2名学 

生，学生面对教师的机会大大增加 ，教师指导和启发学生 

的机会也随之增加，师生之间可以较方便、及时地就学习 

和生活中遇到的现实问题进行对话 和交流，创设了一种 

“教”、“学”互动的宽松的育人环境，使学生进一步明确 

学习的目的性，激发专业兴趣、拓宽知识面，同时也可以 

激发教师不断地提高自身素质，促进了教学工作，使教书 

育人真正落到了实处。-2 而讲授课、研讨课由于人数过多， 

教师与学生见面机会少，师生之间缺乏相互了解，不具备 

进行反馈交流的客观现实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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