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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教体艺〔2019〕1号),军事理论课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的必修课程。我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强军

兴军史,军事理论课蕴含着丰富的红色基因。讲好军事理论课,用其蕴含的红色基因影响人、感召人、凝

聚人,用生动丰富的红色故事打动人、说服人,引导广大学子爱党爱国爱军,自觉将个人发展与祖国的命

运同频共振,提高献身国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做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关键词] 军事理论课；红色基因；课程思政；高校思政 

中图分类号：G621  文献标识码：A 

 

1 深挖蕴含的红色基因具有重

要意义 

1.1《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

纲》提出的时代背景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取得了巨

大的成就,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

位大大提高,但同西方军事强国相比,

军事力量仍十分薄弱。国外敌对势力,

极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等

错误言论,妄图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

导、改变我军的性质宗旨,达到分化弱

化中国的目的,因此,加强国防教育刻

不容缓。 

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我们的

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

防。要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军政军民

团结,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大力

量”。2019年1月,教育部与中央军委国防

动员部联合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军事

课教学大纲》,将军事课定为普通高等学

校学生的必修课程,这是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提高当代大

学生综合国防素质,引导大学生自觉传

承红色基因,做共产主义的合格建设者

和可靠接班人。 

1.2深挖其中蕴含的红色基因是

《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的明

确要求 

《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

明确指出,军事课的课程目标是：普通高

等学校通过军事课教学,让学生了解掌

握军事基础知识和基本军事技能,增强

国防观念、国家安全意识和忧患危机意

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提高学生综合国防素质。深挖军事理论

课蕴含的红色基因,符合《大纲》目标要

求。军事理论课教学,就是要紧紧围绕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现有条件,找准切

入点和契合点,在教育内容上下功夫,用

其蕴含的红色基因影响人、感召人、凝

聚人。 

1.3深挖军事理论课蕴含的红色基

因是课程本身的内在要求 

“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的生命线,

要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

设的首位”。军事理论课是大学生国防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讲好本课程,必须要

有正确的政治立场。要以党的创新理论

为指导,时刻与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相统

一。深挖军事课蕴含的红色基因,才能保

证教学内容更生动、更具体,政治方向更

明确,才能使军事课入脑入心,为强国强

军凝聚起磅礴力量。 

1.4深挖军事理论课的红色基因是

课程思政的必然需求 

2019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

中指出：“深度挖掘高校各学科门类专业

课程……等所有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

育资源,解决好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相互

配合的问题”。深挖本课程蕴含的红色基

因,并与其他思政类课程同向同行,形成

协同效应,是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

创新之举。有助于大学生对党史军史有

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更加珍惜国家来

之不易的发展成就,进一步提高政治认

同、家国情怀、道德修养,自觉传承红色

基因。 

2 军事理论课蕴含着丰富的红

色基因 

2.1红色基因的内涵 

“要发扬红色资源优势,深入进行

党史军史和优良传统教育,把红色基因

一代代传下去。”2014年,他在新疆、福

建、南京等地视察时再次指出：“要把红

色基因融入官兵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自此,“红色基因”一词开始流

传。目前,关于红色基因的内涵,学界并

未达成共识。根据百度词条中的解释,

红色基因是一种革命精神的传承。红色,

象征光明,凝聚力量和引领未来。瑞金、

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无一例外

因为“红色”而书写了历史。“红色基因”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内核,是中华民

族的精神纽带。依据林高标[1]的观点,

主要包含三部分：一是体现党的性质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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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和政治本色的部分。这是红色基因中

基础的成分,主要包括对党忠诚、信

念坚定、为人民服务等。二是体现党的

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的部分。这是红色

基因中 关键的成分,主要包括永葆艰

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执行高度自觉的铁

的纪律、始终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持

续改革创新的革命精神等。三是体现党

的科学理论和哲学思想的部分。这是红

色基因中 本质的成分,主要包括党的

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和工作

方法等。 

2.2军队发展史蕴含着丰富的红色

基因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

人民军队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在党的

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以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为宗旨,以实现党的历史使命为己

任,经历了无数血与火的考验。在长期的

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实践中,诞生了

“长征精神”“苏区精神”“井冈山精神”

“延安精神”“雷锋精神”“抗洪精神”

等。红色就是军队的底色,红色基因与军

队有天然的联系。 

2.3军事理论课课程设置上蕴含着

丰富的红色基因 

军事理论课教学时数36学时,包括

中国国防、国家安全、军事思想、现代

战争、信息化装备共5个方面。中国国防、

国家安全与国防动员等相关课程,蕴含

着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开展国防建设的那

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我国近代、现代军

事思想,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

主义的指引下,结合中国发展实际,凝聚

集体智慧的结晶,具有科学性和哲学性,

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真理,为国家建设发

挥过巨大作用,这也是我们要继承和发

扬的红色基因[2]。 

3 运用军事理论课蕴含的红色

基因开展思政工作的方法 

3.1课堂上用好红色故事 

中国国防、国防安全等课程蕴含着

党治国理政和国防建设方面的知识,在

教育内容上与党史、军史、国防建设、

专业特点相结合,穿插一些红色故事和

英雄事迹。例如：土木专业可增加基建

工程兵部队的事迹,提升对学生本专业

的认同感,进一步增强为实现民族复兴

而艰苦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军事思

想要在中国近代史的背景下讲,要结合

马克思主义,讲清军事思想蕴含的科学

性和哲学性。通过授课再现历代共产党

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及

为祖国和人民勇于献身的家国情怀和高

尚品格,引导大学生向革命先辈学习,做

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现代战争、信息化

战争等课程,要通过国内外战例的对比,

体现党领导的先进性,使大学生认识到

安定是福、动乱是祸,只有坚持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才能确保军队能打仗打胜仗,

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3]。 

3.2积极营造和弘扬红色文化 

在充分发挥课堂教育的同时,利用

校园广播、微信公众号、网站、宣传栏、

电视、报刊等多种媒体宣传红色文化。

结合“八一”建军节、九一八事变纪念

日、一二·九运动纪念日、纪念红军长

征胜利、抗日战争胜利日、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全民国防教育日等

纪念日,开展国防教育活动,通过主题演

讲活动、辩论赛、参观图片展等形式,

巩固课堂教学效果。 

3.3在社会实践中传承红色基因 

结合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大

学生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走访参战

老兵,参观纪念馆、纪念地、领袖故居、

烈士陵园、革命和历史遗迹等,以及参观

科技馆、兵器馆、军史馆等[4-7],加深对

课堂知识的理解,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

自觉传承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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