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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们的军队是

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我们要加强全民国防教

育，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大力量！”

这为确立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国防意识提供了根本引领。

红色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

民群众共同创造并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

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而国防教育是新时期青年大学

生培养家国情怀，树立崇高理想，增强担当精神的的必修课。

作为高校，培养一批批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的优

秀青年投身军营，献身国防，是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本文从

高校国防教育现状入手，以红色文化为引领，以高校国防教育

为研究对象，分析探讨新时期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国防教育的

有效路径。

一、高校国防教育的现状及问题

2022年以来，笔者对湖南某高校国防教育情况进行了调查

统计，该校国防教育的内容分为大学新生军训与军事理论课程

教学两块，并就军事理论教师基本情况及军事理论课课堂满意

度（网络调查大一至大三学生共计139人）进行了调查统计与

数据分析，具体情况见以下列表：

表1 某高校军事理论教师基本情况统计表

2 军事理论课任课教师教学情况统计表

表3 军事理论课满意程度调查统计表

综合以上调查分析，结合笔者教学实践及查阅相关理论

文献，发现当前我国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存在的现状与问题是：

（一）专任教师不足，师资力量薄弱。

一是专任教师配制不足。通过调查某高校发现，该校军事

理论课教师总人数22人，其中由思政教师担任的专职教师人

数7人，专职教师人数只占军事理论课教师总人数的32%；二

是师资力量薄弱。从本文表1发现，某高校军事理论课教师总

人数22人，接受过军事教育培训（含军事专业训练）教师人

数4人，接受过军事教育培训（含军事专业训练）教师人数只

占军事理论课教师总人数的18%。通过笔者调查，发现我国普

通高校普遍存在军事理论课专任教师配制不足的情况。专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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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不足导致高校国防教育相较于其他必修课课程教育还存在

不小的差距。

（二）教育内容过窄、教学手段单一。

一是国防教育内容过窄，从笔者调查情况来看，普通高校

国防教育基本上依托新生军训与军事理论课程教学来完成。一

方面，大部分地方普通高校，新生军训通常只进行简单的队列

训练，很少涉及到军事技能训练与红色文化宣传教育。另一方

面，军事理论课程教学时，将红色文化融入课堂教学全过程的

育人体系尚未搭建；二是军事理论教学手段单一，从某高校的

军事理论课满意度问卷调查来看，随机问卷139人，认为军事

理论教学手段单一的人数42人，占比高达30.22%，认为军事

理论课堂存在满堂灌的人数为23人，占比16.55%，军事理论

课课堂整体满意度仅为81.30%。

（三）教学观念陈旧，实践教学缺乏。

一是教学观念陈旧。教师大多仍固守传统的教育观念，上

课时仍采用简单的说教方式，灌输式教育较为普遍，案例式、

启发式、研讨式、沉浸式的教学方式在大学生国防教育过程中

呈现得并不多。二是实践教学缺乏。研究发现，大部分高校没

有搭建起国防教育实践教学平台，国防教育往往依赖于大一新

生军训及军事理论教学两块，这两种方式只能达到最基本的国

防教育目的，然而军训时效性低，军事理论又过于理论，达不

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以及入心入脑的目的，而

实践教学是这两种教学方式的有益补充。调查发现，大部分高

校国防教育实践缺乏，有的高校虽然有国防教育实践，但不经

常、不系统仍是国防教育实践教学的短板。

导致部分军事理论授课教师积极性严重受挫，主动作为意识严

重下降

（四）学科发展瓶颈，教育标准不高。一是学科发展瓶颈，

目前，地方普通高校国防教育无可依托学科，相较于其他学科

发展，国防教育是地方高等教育教学的短板。二是国防教育标

准不高。主要表现在：一方面部分高校对军事理论在普通高校

设置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认为军事理论教学应该是军事院校

的教学任务，作为非军事院校的地方普通高校，开设军事理论

课没有必要，既使开设也应该做为选修内容进行教学，部分高

校一开始便从思想认识上弱化了军事理论作为普通高校必修课

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军事理论任课教师积极性不高，因高校

对军事理论课程重视的程度不够以及学科建设本身的边缘化，

。

三、红色文化融入国防教育的意义

（一）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家国情怀。红色文化是中华民

族用鲜血和生命积淀而成的宝贵财富，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追

求。国防教育是增强青年大学生的国防观念、国家安全意识的

主途径，高校将红色文化融入国防教育，并将两者充分结合，

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家国情怀。

（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国防素质。高校通过红色文

化理论进课堂，赴红色文化爱国教育基地参观见学，更能激发

青年大学生学习国防科技知识及军事技能训练的热情，使大学

生军事教育训练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有利于培养大批军队后备人才。红色文化融入国防

教育，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强军目标根本要求的重要途

径，更加有利于提高国防教育质量和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军队后

备人才，是实现强军人才储备的又一重要来源[2]。

四、红色文化融入国防教育的路径

（一）加大教师配比，增强师资队伍。国防教育作为思政

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专业性不亚

于任何一门哲学社会科学，一方面要从制度上配齐军事理论专

职教师队伍，加大专任教师配比。办好军事理论课的关键在教

师，军事理论课由信仰坚定、学识渊博、理论功底深厚的专任

教师来讲，国防教育才能让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1]。另一

方面加强军事理论教师培训力度。采取集中培训、外派专任教

师赴军事院校学习等方式，定期对军事理论任课教师进行相应

的专业培训，在培训过程中将红色文化教育一并纳入培训内

容。通过加大军事理论任教教师配比，以及定期对军事理论任

课教师进行集中培训，培养出一大批“又红又专”的军事理论

师资队伍，从而不断提高高校国防教育水平。

（二）引入红色文化，增强教学效果。将红色文化引入高

校军事理论与技能训练课堂。一是将红色文化引入大学生军训

全过程中，多讲红色故事，多唱革命红歌。如在军姿训练过程

中讲严守纪律的烈火英雄邱少云的故事，在日常养成训练时讲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南泥湾”精神等等，通过讲好红

色故事，高唱革命红歌来培养大学生的家国情怀。二是将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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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融入军事理论课全过程中。如在讲中国国防历史时，不仅

要将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讲好，也要将建党以来

开展的艰苦卓绝的革命红色文化讲好，通过融入红色文化教

育，加深青年学生爱国报国的坚强决心[1]。

（三）加强实践教学，坚定理想信念。开展革命传统主题

教育、爱国情感教育与理想信念教育。一是开展革命传统主题

教育。把红色文化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定为高校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活动的主阵地；二是积极开展爱国情感教

育。以高校大学生为主体，利用“五·四”、“七·一”、“八·

一”、“九·一八”等重大纪念日以及“九·一五”国防教育

日，组织高校大学生到当地红色文化爱国教育基地开展参观见

学，通过入团、入党宣誓、重温入党誓词等一系列活动，提高

大学生的国防意识，培养青年的家国情怀。三是开展理想信念

教育。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红色文化教育资源，开展关于理想

信念教育“第二课堂”浸入式教学，使得国防教育更加深入，

更能增强大学生的国防意识[3]。

(四）理论实践结合，创新方式方法。国防教育应坚持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在讲好理论课的同时，在实践中积极

拓宽新的方式方法。一方面在思政课堂实践中，以学生为主

体，开展红色经典进课堂活动。一是通过讲好红色故事、传唱

红色歌曲、诵读红色家书等一系列的活动，使大学生在沉浸式

教学中接受红色文化教育；二是定期邀请革命老英雄作专题报

告。通过听战斗英雄讲亲身经历，讲血与火的故事，更能真切

的感受到信仰的力量，从而更能坚定大学生青年树立起崇高的

理想信念。另一方面，发挥红色教育爱国主义基地的作用。通

过实地教学的方式，将抽象的国防教育变成直观的认识，使空

洞的教学变得“看得见，摸得着”。

(五）紧跟时代步伐，探索创新模式。当代青年善于从新

媒体、新技术中获取知识，高校国防教育只有紧跟时代步伐，

紧贴青少年兴趣特点，将国防教育内容嵌入到互动性、趣味性

强的网络产品里，充分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将国防教育工作传

统优势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才能增强国防教育的时代感和吸

引力，国防教育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4]。

五、结语

新时期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国防教育，是新时代加强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力抓手，高校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主阵地之一，积极开展红色文化入课堂，通过理论教

学，有利于培养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

观。而走进红色文化爱国教育基地，通过实践教学，让大学生

近距离的感受信仰的力量、革命的激情、舍身取义的悲壮等精

神的力量，更能坚定青年大学生“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的理想信念，更加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家国情怀，提高学生的

综合国防素质，也更加有利于培养大批军队后备人才。

参考文献

[1]习近平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求

是.2020（17）：4-13

[2]教育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 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军事

课教学大纲的通知（教体艺[2019]1号） [EP/OL].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公报，2019（Z1）：55-60

[3]范朝辉 国防教育与红色文化旅游融合推进路径的几点思

考[N]. 秦皇岛日报. 2019-11-18 (006)

[4]张凤坡 让国防教育更有感染力[N].人民日报.2018-09-16

[5]王嘉雨 雷颖颐 红色基因传承融入高校国防教育的路径研

究[J].高教学刊,2020(05):65-67

[6]褚振江 筑牢新时代的现代国防意识[N]. 学习时报 .2017-

12-06 (A6版)

048


	°ö˜¢r⁄�“eØ!ý2Y²—ï—¢"
	N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