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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is not applied in-depth, long-term and effectively in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s. The main 
reason is this type of colleges and students are the insuf�cient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to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course, which 
leads to no corresponding courses system in these colleges.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ses in-depth the scienti�c connotation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paradigm, and put forward three paradigms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courses in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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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中国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防教育未能深入、长期有效的开展，其原因主要是这类型高校以及学生对国防教育课程的重要
性认识不足，导致没有相应的系统的课程体系。为此，本文通过深入分析国防教育范式的科学内涵及现状，提出应用型本科
院校国防教育课程的四个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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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国防教育仍是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战略问

题，高校是国家开展国防教育重要的阵地，但由于各种原因，

高校国防教育存在不如人意的地方，本文着重围绕应用型本

科高校国防教育的课程范式展开分析。

2 国防教育课程范式的科学内涵

范式最早由美国哲学家库恩提出，是科学方法论的一个

重要概念，它为人们提供一种把握研究对象的概念框架，21

世纪初中国教育界展开了如火如荼的课程范式研究，对研究

国防教育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防教育范式是对国防教育规律性认识的结果，国防教

育工作者在从事教育活动过程中，都有一定的教育思想和价

值观念，或者在借鉴他人成功的教育经验的同时，形成了固

定的教学模式。这些规范、模式、经验、思维方式等通常都

称为国防教育范式。

3 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防教育范式的现状

十几年来，中国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国防教育几乎没有发

展，并处于两难尴尬的地位，课程本身的重要性与学生认同

感不足存在很大矛盾，从而制约了高校国防教育的实效性。

3.1 高校国防教育内容被忽略，学生的真实情感被忽

视 [1]

90 后的大学生具有鲜明的个性，他们追求自我、张扬个

性，渴望自我价值的实现，而高校国防教育内容穿插在思想

政治理论教材里，再有，政治课本身就不受学生欢迎，在应

用型高校又不被重视，只有短短一个章节的国防教育内容就

被老师和学生彻底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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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对学生的国防教育中或者在社会责任感教育中往

往忽视学生真实的情感体验，而一味关注对学生的认知教育

和理论教育，这样说教式的灌输让学生认为理论与现实存在

巨大冲突，从而产生了逆反心理。他们认为爱国主义与自己

没有关系，国家忧患是杞人忧天，因此，如何合理解答中国

社会转型期遇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是每一个思政课教师

和国防教育工作者最先面对的挑战。

3.2 应用型本科院校对国防教育的认识存在偏差 [2]

第一，应用型本科院校对学生成才的定位是满足社会发

展需要、满足企业需求，而国防教育是符合社会主义国家要

求的，必须给予学生大量的国防知识，因而忽视了学生的主

体性和自我价值。

第二，应用型本科院校认为国防教育纯粹就是国家的要

求，与培养人才毫无关系，为了满足国家的需要被动地应付

国防教育，因此，把灌输当作纯粹唯一的方法来开展国防教育。

第三，应用型本科院校近乎有些功利主义的教育价值取

向。功利主义的特点就是只重文凭，忽视水平；只要结果，

不要过程；只重眼前，不顾长远；只重成才，不重成人。而

国防教育只是德育教育、素质教育的补充。在这样的价值观

影响下，思想政治教育和国防教育基本达不到本身的目的。

3.3 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对国防教育的认识存在误区

第一，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生存在一个普遍的认知：政

治课最没用。因而对政治课教师（国防教育内容只穿插在政

治教材里）带有明显的排斥态度。应用型本科院校对政治教

育（包含国防教育）的不重视也给学生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他们也认为国防教育与大学生“无关”、对本人的成才“无用”。

第二，90 后的大学生也受传统应试观的影响，觉得这样

的学习本身就是为了考试，只要不挂科就行，兴趣缺缺。

第三，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学生们只关心和考虑个

人的前途和事业，很少去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命运。甚

至对和平时期搞国防教育嗤之以鼻。

第四，当前社会上对国家认同感存在着否定、怀疑和漠

视等消极思想，直接弱化了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致使他们

对国防教育的内容也产生了不屑情绪。

3.4 高校国防教育几乎没有实践教学环节，大学生缺

乏有效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机会

大学生政治活动的范围有限，满 18 岁的大学生有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但他们又不了解具体情况，难以理解自己的选

举角色，容易发表一些过激言论成为典型的愤青。有些大学

生对政治抱有满腔热情，对政治腐败、丑闻、政府不作为等

事件更是深恶痛绝。但又无法得到政治课教师正面有效的指

导和帮助。因此，大学生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

民族精神等正确的价值观有意识地排斥，国防教育也就成了

无质无文的空壳子。

4 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防教育课程范式的思考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培养目标是造就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

开展国防教育就成为实现这一目标很有必要的一个环节。但

从中国广东省来看，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防教育还是很少的一

块儿，甚至是空白。笔者一直努力探索国防教育课程范式研究，

致力于与其他课程有效融合。

4.1 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防教育课程范式一 [3]

4.1.1 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相结合

应用型本科院校应该把国防教育正式列入学校的教学计

划，可以必修课、选修课或者专题讲座等显性课程形式开展；

同时还应将国防教育依附于其他课程的教学中，以间接、内

隐的方式使学生在无意中获得各种持久的体验和观念。

4.1.2 军事技能训练与国防理论教育相结合

中国广东省大多数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防教育的主要内容

包括新生入学时的军训和政治理论教材里的国防教育理论知

识两个方面，但这两个方面的教学内容并不对称也没有衔接

之处。军训在入学的前两周进行，而国防理论知识穿插在政

治理论课里进行，有些时候被有意无意的忽略。要想真正达

到国防教育的目的，一定要将军事技能训练与国防理论教育

结合起来。

4.1.3 校内教学和校外教学结合

中国广东省绝大多数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国防教育一般都

是在校内完成，学校军训和课堂到目前为止仍是大学生进行

国防教育的主阵地，但要实现国防教育教学的立体化，就需

要开拓校外教学环节，可以组织学生参观具有国防教育功能

的场所，开展学生与部队的联谊活动，也可以观摩军事演习等，

这些校外教学活动不仅能够强化学生爱国主义，还能够增强

学生的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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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防教育课程范式二 [4]

4.2.1 国防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课紧密结合

目前，中国广东省绝大多数应用型本科院校并没有单独

的国防教育课程教学计划，而只是贯穿在政治课里进行，这

样给国防教育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提供了一个前提，

方便思想导向和政策导向相结合，有利于把国防教育课程渗

透到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理论体系的建设中去。政治课教师或

者国防教育工作者要善于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有组织、有

计划的上国防课，并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结合形势开展时事

讲座。紧紧跟踪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和充实教学

内容，增强理论教学的趣味性和现实性。

4.2.2 国防教育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主要是使学生正确的认识自我，增

强调控自我、承受挫折、适应环境的能力；培养学生健全的

人格和良好的品质；增强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并能通过对

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增强国防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

主动性。

4.2.3 国防教育与大学体育相结合

中国广东省各应用型本科院校一般开设两个学年的体育

课，但体育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相对单一，可以把军

事技能训练融合到体育课教学中，使其成为国防教育的另一

阵地，同时也可以丰富体育课的教学内容，如军事体操、野

外生存等。

4.3 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防教育课程范式三 [5]

4.3.1 国防教育理论知识模块

首先，针对目前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存在的重技能轻理论

的现象，在高校实施国防教育的过程中，要适当增设国防教

育理论课程，可以采用学分制，便于学生任何时间选修任何

国防教育课程，有利于提高国防教育课程选课率。

其次，根据国防教育的特点，国防教育课程应贯穿到整

个大学教育过程中，除在第一学期集中军训时完成主要军事

技能和基本军事理论学习外，其他各学期都可以结合专业特

点开设国防教育课程。

再次，丰富选修课的内容，如战争心理学、军事领导科学、

国际战略环境等。

将国防教育规整到高校德育教育体系，以爱国主义为主

线，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将其纳入大学生必修课程计划。

4.3.2 国防教育技能训练模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规定，要将课堂教

学和军事训练相结合，对学生进行国防教育，通常训练时间

要求不得少于 14 天。国防教育技能训练的目的是提高大学生

的身体素质和国防技术素质，加强组织纪律性和集体主义精

神，增强户外生存和战斗技能，其内容包括解放军条令条例

教育、轻武器射击、基本的军事训练、战备演练等综合训练

内容。[6]

4.3.3 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防教育课程目标定位 [7]

中国通常是根据国家的培养目标，确定课程内容和结构

类型。从历年来中国对国防教育目标的表述可以看出，中国

高校国防教育始终围绕提高大学生的国防观念，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训练后备兵员和培养预备役军官打下坚实基础而开展

国防教育，因而中国高校国防教育课程目标应该定位在“培

养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大学生的国防观念、国防知识和

国防技能”，以学科建设为基础，确定国防教育课程。

4.4 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防教育课程范式四

“互联网 +”环境下应用型高校国防教育课，要充分应

用互联网技术平台，构建“互联网 +”环境下的课程体系，

真正体现该课程的实效性，线上线下相结合，深刻挖掘教育

大数据资源。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高校形势与政策应用型本科院

校开展国防教育提供了新的条件，利用云端做认知平台，共

享国防教育资源，为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创设个性化的环境，

让更多的大学生朋友参与到课程建设和教学中来。 

5 结语

在当今国际大环境中，国家的安全与民族的团结，必定

会影响到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发展，而经济的发展不仅会影

响到国防建设，也是国防建设的保障。国防，就是国家的防务，

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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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以及与军事有关

的政治、经济、科技、外交、教育等方面的活动。国防不单

指双方在战场上进行的军事斗争，它需要全民共同的参与，

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力量来进行。

大学生是社会发展、国家建设的重要群体，对其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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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教育势在必行。

尤其是应用型本科院校更好更有效地开展国防教育，不

仅可以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更能让

他们充分理解“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的道理，从而发

自内心，自觉地体会国防教育的重要性。真正掌握一定的军

事技能和军事理论知识，为他们今后投入社会主义国家的建

设事业打下良好基础。树立一种自觉奉献，不图索取的集体

主义的优良品质，从而担负起当代大学生历史责任，明确人

民赋予的历史使命。

高校的国防教育不仅是思政课教师的任务，它需要全体

教育工作者的帮助，更需要学校官方的支持，为国防事业的

开展创造有力的条件，把高校的国防教育延伸到全社会的国

防教育当中去。根据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要，不断创新

国防教育理念，开拓国防教育阵地，建构国防教育新模式，

使应用型本科院的国防教育课程更加完整化、合理化、系统化，

使国防教育真正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开展国防教育是国家国防建设中的一

个重要途径，其目的在于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包括提

高学生的国家主权意识、国家利益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这

也要求增强高校思政课教师包括国防教育教师的学科意识，

促进国防教育课程建设与学科建设协调发展。长期以来，应

用型本科院校以及教育工作者对国防教育学科建设的必要性

认识不充分，甚至忽略这部分内容，直接导致对国防教育这

一课程重要性认识不足。部分教师认为学科建设就是课程设

置与课程建设，甚至认为这些都应该是学校管理部门的事。

总的来说，思政课教师以及国防教育教师要改变现有的

教育理念、拓展教学内容、创新教育方式；应用型本科院校

要加强国防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教学与科研水

平，为高校国防教育的规范化发展提供稳固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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