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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国防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具有价值内涵与实施路径的内在逻辑契合,国防教育是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构成,爱国主义教育是大学生国防教育的目标指向和主旨追求,是高校坚持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义,二者具有强烈的目标共性。高校基于共同的思想、能力、素质目标,着眼

强化引领、内容、载体、机制四个方面协同路径,高质量实现确立国防教育科学理念,提升国防教育教学

水平,增强国防教育推进实效,完善国防教育运行保障等运行目标,从而持续提升大学生国防教育的爱国

主义教育价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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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nd patriotism education have the internal logical fit of 

value conno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is the content composi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atriotism education is the goal direction and main purpose of 

college students'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nd the internal essenc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dhering to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build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They have strong goal commonality. Based on the 

common thought, ability and quality objectiv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he 

collaborative path of guidance, content, carrier and mechanism, achieve the operation objectives of establishing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improve the teaching level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enhance the promotion effectiveness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operation guarantee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so a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value function of patriotism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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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内容构成,爱国主义教育是大学生

国防教育的重要目标内容和主旨追求,

大学生国防教育是高校坚持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义,是培养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内在规定和必要举

措,内涵丰富,意义深远。 

1 大学生国防教育与爱国主义

教育的价值契合 

1.1价值主旨一致 

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是指一定的

教育主体,通过一定的教育内容、方法和

手段,对大学生施加有目的的爱国主义

思想影响,培养大学生爱国情感,增强大

学生爱国意识,引导大学生开展爱国行

动的实践活动。[1]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

爱国主义教育。国家领导人指出：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把爱国主义教育作

为永恒主题,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

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2]面对

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加强

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对于激励大学生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培养大学生胸怀远大志向,坚定服务人

民、回报社会的理想信念,培养艰苦奋斗

的精神和扎实奋斗的毅力,具有重大而

深远的意义。国防教育是为捍卫国家主

权、领土完整和安全,防御外来侵略、颠

覆威胁的建设与斗争,对民众传授与国

防有关的思想、知识、技能的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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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内容之

一。[3]大学生国防教育旨在通过加强军

事和国防教育,强化大学生加深对军事

国防知识和实践技能的了解掌握和基本

训练,深化青年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激

发爱国情感和实践主动,这与爱国主义

教育的价值追求高度一致。 

1.2特征逻辑相近 

从教育的内容、方式、效果等角度

看,大学生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具

有系列共性特征。一是思想性特征。国

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都是通过知识的

传授、历史的讲授、现实的展现、技能

的训练、素质的锻炼,强化学生在思想上

的认同和归属, 终产生思想共鸣,激发

行为动机。二是实践性特征。大学生国

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都与特定的社会

历史阶段紧密联系,在内容上都要求必

须突出时代特征,融入时代精神。实践活

动是国防和爱国主义思想、意识的基础

和体现,离开了实践活动,无论是爱国主

义教育还是国防教育,在过程、内容和实

效上都失去了依附的载体。三是针对性

特征。大学生是一个思想解放、思维活

跃、求新求异、求变求动、 少保守思

想、 多创新激情的高知识群体,对他们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需要保持

层次性和阶段性,坚持思想性、教育性与

知识性的有机统一。四是渐进性特征。

大学生爱国主义素质和国防意识的提高

需要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循序渐进的

过程。教育者在进行教育时必须具备和

强化内化意识,克服教育理论与实践、知

与行相脱节的现象,需要潜移默化,润物

无声。 

2 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与国防

教育的目标共性 

2.1共性思想目标 

大学生国防教育主要是通过一系列

的国防知识、国防形势、战争历史、军

事理论等方面教育和军事技能训练,让

当代青年大学生了解有关国防的基本常

识和基本理论,从而培养大学生热爱祖

国,热爱民族,热爱人民军队,关注国际

动态、国防安全形势的意识和精神；建

立正确的国防形势观、国防义务观、国

防光荣观和国防法纪观；树立爱国精神、

奉献精神、革命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大

学生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

但要有强烈的国防安全意识,而且要有

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这种内在精神

和思想意识的激发培养,既是国防教育

的目标要求,也是新时期大学生爱国主

义教育的价值追求。 

2.2共性的能力目标 

大学生国防教育不仅要培养大学生

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热爱中国人民,

对祖国前途的坚定信念,对祖国尊严和

人民利益的高度责任感,更要培养为祖

国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而奋斗的决心毅

力和实战本领。通过现代战争特点、战

时动员、武器装备、军事科技、军兵种

知识、人民防空、“三防”常识和战地救

护、军事体育、军事训练、战备演练、国

防社会调查等军事知识的学习和军事训

练的实践体验,使大学生了解世界和中

国军事、国防历史和形势,掌握一定的军

事理论常识,具备一定的军事技能,尤其

是良好的组织纪律性。这不仅能提高大

学生国防认知,增强大学生国防意识,强

化大学生国防情感,更重要的是培养大

学生的爱国情感,激发爱国报国的行动

自觉。爱国能力的培养是大学生国防教

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共同实践主旨。 

2.3共性素质目标 

大学生国防教育是一项持续的具有

特定内涵与外延的素质教育活动,既不

同于一般的形势政策教育,也不同于学

科专业教育,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符合时

代要求的教育内容。根据《普通高等学

校军事课教学大纲》规定,国防教育的内

容主要分为两部分,即军事理论学习和

军事技能训练。[4]当代青年大学生是未

来社会的栋梁,是青年中的佼佼者,肩负

着国家建设、社会发展、人民幸福的重

任,大学生的综合素质直接关系到党和

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

现。高校国防教育中的军事知识教育、军

事训练和实践体验活动,是培养教育大

学生坚定理想信念、锻炼实践能力、磨

炼坚韧意志、锤炼艰苦作风等综合素质

的重要途径,是培养大学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重要载体。 

3 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与国防

教育的路径协同 

3.1强化引领协同,确立国防教育科

学理念 

国防教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完整的

教育学科,内涵丰富,体系完整。高校肩负

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光荣

使命和神圣职责,要始终如一地坚持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一以贯之地坚持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高质量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年大学生。高校国防教

育要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

军事战略方针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弘扬

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作

为首要任务,把强化国防意识教育和军事

素养教育作为重点内容,紧紧围绕维护

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广泛深入地开展

国防教育,增强当代青年大学生国防观

念,振奋民族精神,提高大学生建设祖

国、保卫祖国的自觉意识和实践本领。 

3.2强化内容协同,提升国防教育教

学水平 

加强大学生国防教育不仅是一项重

要的道德规范教育,更是坚持一个重要

的政治原则,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其

授课内容主要是通过理论教育和军事实

践相结合,国防历史教育和 新国防动

态、国家安全形式教育相结合,积极对当

代青年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为祖国培养后备

兵员和预备役军官,为国家培养社会主

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高

校国防教育应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和强军目标根本要求,坚持用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要高

标准推动教学内容系统设计和优质教材

建设。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建立一支专业

化、专职化的军事理论课教师队伍,授课

教师不仅需要掌握丰富的国防教育相关

知识,学以致用,融会贯通,还需要具备

扎实的军事技能、军事训练技巧、坚强

的意志品格、专心致志的科学精神和无

私奉献的志愿品质以及涉及心理学、教

育学方面的知识和工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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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强化载体协同,增强国防教育推

进实效 

特色品牌国防教育活动、国防教育

主题网站、独特的国防教育基地等是高

校对大学生进行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高

校自身资源有限,尤其开展大学生国防

教育资源有限。为实现既定的大学生国

防教育目标,高校要积极通过创新教育

形式、拓展资源渠道等方式,丰富国防教

育实践载体。要充分利用网络时代资源

共享和虚拟仿真优势,利用多媒体平台,

丰富学校国防教育网络资源。要充分利

用地方国防教育资源,积极通过校地共

建国防教育基地等形式,强化校外实践

教育资源有效利用。要自主设计以国防

教育为主题的校园活动和学生工作项目,

持续长效发挥教育作用。要结合爱国主

义教育重要时间节点,搭建载体资源,激

发学生的国防意识与爱国之志。高校和

大学生国防教育工作者要有意识地对各

种载体资源进行系统整合,以新生军训、

军事文化、品牌活动等,营造国防教育氛

围,保证重点教育有特色,常规教育有创

新,理论教育有载体,实践教育有基地,

构建一个在程序上、结构上和内容上健

全完善、科学合理、循序渐进的高校国

防教育系统,进一步强化高校国防教育

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 

3.4强化机制协同,完善国防教育运

行保障 

教育部2020年1月召开的学校国防

教育和学生军训工作专题调研座谈会强

调：要认真梳理学校国防教育和学生军

训工作的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坚决破

除制约工作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

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提升治理能力

和水平。[5]高校国防教育是一项复杂艰

巨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组织实施难度

大、要求高、任务重,需要做好安全、保

卫、医疗、救护等一系列配套工作,需要

具备全面负责和规划大学生国防教育的

严密组织机构,全面系统保障大学生国

防教育正常开展。同时对于大学生国防

教育的规划、流程、操作方法,应该建立

相应的规章制度,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

有充分的资源保障,学生的军事实践活

动基地、硬件设施等方面配备齐全。在

基础设施和教学资源充分保证的前提下,

强化学生国防教育规范制度体系、运行

程序流程、执行监督机制、效果评价标

准等闭环运行机制建设,构建目标、过

程、效果、评价等静态内容和动态运行

有机统一、一体融合的体制机制。同时

建立学生国防教育数据库和档案,对在

校学生军事理论课和学生军训等接受国

防教育情况进行记录,载入档案,作为学

生升学、毕业和高校学生进行预备役军

官训练的重要依据。 

4 结束语 

大学生爱国主义素质和国防意识的

提高需要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循序

渐进过程,教育者在进行教育时必须具

备和强化内化意识,克服教育理论与实

践、知与行相脱节的现象,需要潜移默化,

润物无声,持续推进。因此,高校要将国

防教育贯穿大学生教育培养全过程,构

建多方协同发力、教育主体全员参与、

全面系统施策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形

成引领有力、内容科学、载体丰富、机

制规范的大学生国防教育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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