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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国防教育话语体系建构的价值旨归与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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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防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承担着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和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目前我国高校国防教育工作存在课程体系

建设不足、未结合国际形势、忽视激发学生爱国热情等问题。为适应新时代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

本着在国家层面统筹两个大局，在高校层面实现立德树人，在个人层面根植于铸就千秋伟业的需要，

应通过引进和培养国防教育专门人才、丰富国防教育形式、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教育优势、通过网络

阵地进行国防教育等方式方法，进一步加强高校国防教育话语体系建设，以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国防教育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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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Discours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 Zhengjun, LIU Huan

（College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s a par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take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patriotism and morality. It is also the main channel 
and main position of our country’s socialist ideological educat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uch as insufficient curriculum system construction, failure to 
integrate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neglect to stimulate students’ patriotic passion.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i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the new era, in line with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the two overall situations at the national level, realize the morality and cultivation of people at the level of 
universities, and rooted at the personal level to create a great cause for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and 
train specialized talents in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nd enrich the form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learning 
from and absorbing the advantages of other disciplines, and conducting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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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will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discourse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alist defense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discourse system；value orientation；
realization path

从社会历史的发展看，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

会阶段，国防教育具有不同的时代内涵。江泽民

同志曾提出：“越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越要宣传

国防建设的意义，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增强人民

的国防观念。”[1]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

是时代的主题，但随着国际上政治力量间博弈的

变化，地区冲突加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

球，世界发展中的不稳定性因素不断增加。在这

种整体和平、局部动荡的国际政治经济大环境下，

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尤其是高校国防教育至关重要，

重视国防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加强国防教育的话

语体系建设成为新时代培养高校学生国防观念与

立德树人的重要手段。

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话，不论运用怎样的媒介

或载体，均称作话语。话语体系则是系统的理论、

思想、主张，是通过确切的概念和表达方式做出

的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主要是对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实践

经验的一系列话语表达和阐述。构建国防教育话

语体系是指建立一个符合我国高校国防教育规律

的系统的学科理论体系，通过学习历史上及其他

发达国家先进的国防教育形式，总结和吸收其国

防教育经验，并积极融入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的内容，巩固马克思主义国防观和习近

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等理论在高校国

防教育中的指导地位，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

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推动我国高校国防教

育学科发展。国防教育话语体系的构建能为高校

国防教育提供充足的思想依据，同时满足高校国

防教育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稳定国家安全的现

实需要；其还能成为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国防观

念的行动指南，增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软

实力，提高话语权。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进入新时代，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性质决

定了我国高校对大学生进行国防教育必须要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指引。因此，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构建国防教育的话语体系

是加强我国高校国防教育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没有高水平的话语体系，就难以形成系统的学科

体系，也无法体现国防教育这一学科的教学价值

和教育目的。

一 建构高校国防教育话语体系的价值

旨归

加强意识形态教育，是当前新形势下一项十分

紧迫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意识形态工作

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2]153 话语体系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意识形态话

语权的建立取决于人民群众的认同度，取决于社会

现实的吻合度，取决于经济基础的需要度 [3]。加强

国防教育话语体系建设，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具

有重要意义，也是高校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内在要求。

（一）着眼于统筹“两个大局”的需要

“两个大局”指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

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胸怀两个大局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正确把握

当前复杂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抓住机遇、应对挑

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具有十分重要的指

导意义。“两个大局”背景下，国际力量间的博

弈正发生很大的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的快速崛起，使得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中国也在世界发展的洪流中不断努力实现伟大复

兴的战略目标，并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企业所采取

的一系列“断供”和“制裁”措施，虽对我国的

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同时也

加深了我国对提高自身科技创新能力、讲好中国

故事重要性的认知。大学生是今后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加强对大学生的国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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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帮助他们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作出正确理解、

树立正确思维。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大变局的演变，国际环境

日趋复杂，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单边

主义、保护主义盛行；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经济发展前景向好，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仍然突出，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短板弱项。

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在“变”与“不变”

的辩证统一中必须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的主动

作为，不是被动应对，是我们的长期战略，不是

权宜之计 [4]。“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作用、

融合交回，构成了一个事关中国向何处去、世界

向何处去的更具总体性、全局性的总趋势。正是

这种交回，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最为宏伟的时代背景，赋予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独特而深刻的时代内涵。

高校国防教育面临教育环境和教育力量对比的变

化、教育途径和手段的变革，因此在国防教育中，

我们必须不断增强统筹两个大局的能力，统筹思

想观念、舆论导向、育人资源和工作部署。

在国际形势风云丕变、新冠肺炎疫情难以把握

的背景下，世界经济普遍遭遇了严重的创伤，而

我国却能在历史关键时期充分发挥自身制度优势

应对危机。以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为中心的抗疫行

动和一系列复工复产的经济复苏措施赢得了我国

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赞叹和拥护，也让一些西方

国家对我们的行动表示钦佩，这无疑体现了我国

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与此同时，西方一些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抗疫行动中的不力表现也已

通过触目惊心的数字直观地展现了出来。即使面

对这种内部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这些西方国家

仍企图对我国经济、政治等方面实施制裁，指责

我国“限制自由”“侵犯人权”，试图通过诋毁

我国抗疫政策的方式转移其国内矛盾，逃避其因

无视本国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应当承担的责任。

中西方之间的制度差异在此显现无遗。将“抗疫”

取得的阶段性胜利融入高校国防教育话语体系，

可以帮助大学生清楚认识我国当前对外交往上所

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以及国际话语权仍然不足的

现实，增强高校学生居安思危的国防意识，站在“两

个大局”的历史背景下，把握两个一百年的奋斗

目标，围绕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在新形势下增强

制度自信。

（二）立足于实现“立德树人”的需要

“立德树人”是高校的立身之本，也是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的中心环节。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要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中共十九

大报告再次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

育大会上强调，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

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

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立德树人，

就是要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能

够服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民族

复兴同向同行、立志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

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应始终坚持在国防教育、

军事课程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中与“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同向同行 [5]。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

沿阵地，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堪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的奋斗者 [6]。加强高校国

防教育话语体系建设有利于高校实现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同时也是高校营造良好校园文化的需要。

在高校国防教育中应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大学生精神底色，

注重大学生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品质和爱国主义的

养成，树立优良的学风和校风。在高校国防教育

中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既符合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的要求，又有利于增

强国防教育的话语权。

在当前世界的两大文明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体现，东方社会主义文明

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 [7]，中西方在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存在较大的差异。西方

发达国家通过各种和平演变手段对我国进行意识

形态领域的渗透，宣扬其“普世价值”，干涉我

国的内政、外交、国防。这种企图推翻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将我国纳入

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险恶用心一刻也没有停止，

不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虎狼之心，也显

示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艰巨。我国广大青

少年特别是大学生，正处在思维活跃、热情冲动、

对新鲜事物好奇而又难以辩证地看待问题的阶段，

极易被敌对势力所利用。如果任凭错误思潮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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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蔓延，势必会腐蚀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观，导致

其作出错误判断，从而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因此，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主动出击，加强宣传思

想工作，引导学生教育学生，坚决批判错误思潮，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我国高校国防教育和

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国防教育的本质是意

识形态的教育，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来

指导我国高校的国防教育，从而保证“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实现。

（三）根植于铸就“千秋伟业”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中国梦”，拨动人

心弦、激动人心灵、振奋人心劲，在亿万中国人

心头泛起了广泛的共鸣，成了中国社会的最强音。

“中国梦”既唤醒了人们最深沉的历史记忆，同

时也照亮了人们奋斗进取的现实愿景。青年兴则

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新时代我国高校学生

除了学习专业所需的知识外，还应当加强社会主

义理想信念的培养。这种理想信念是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指引的，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方

向，做到“四个自信”。高校国防教育作为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一部分，加强国防教育的话

语体系建设有利于帮助大学生了解我国的社会性

质、国际地位。众所周知，落后就要挨打，贫穷

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

发出中国声音、读懂中国模式，从而解决我国当

前所面临的迫在眉睫的国际话语权缺失问题。加

强国防教育话语体系建设，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

远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并将个人理想

的实现融入到社会理想的实现当中去，积极投身

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抵御西方腐朽思想的

侵蚀。这既是现实需要，又是培养新时代大学生

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

灵敏的晴雨表，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

荣属于青年。”[8] 新时代我国高校大学生的成长

成才应该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大学生既

要有时代赋予的责任与担当精神，又要有光荣的

国家使命感和自豪感。讲好中国故事的责任也在

青年一代。在高校国防教育中加强话语体系建设

有利于我国的广大高校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也能帮助我

国高校大学生认清国家发展的新形势，做出正确

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并肩负起传播时代价值、

传播中国声音的责任。因此，高校国防教育话语

体系的建构是培养具有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的新

时代大学生的必然要求。

高校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主阵地，

除了教育学生担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外，学校领

导和老师更要始终冲锋在意识形态主战场的前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

和领导责任，加强对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

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不断提高

领导宣传思想工作能力和水平。”[2]156 现实中，有

一部分党政领导干部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视不够，

没有形成彻底的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思想上产

生了滑坡，这是高校应极力避免、及时纠正的。

高校的党政领导干部理应起到先锋模范的带头作

用，自觉担负起意识形态领域的主体责任，这样

才能与师生一道，在教与学中共同筑牢意识形态

领域的防线，抵御错误思潮，增强国防教育的意

识形态性。

二 当前高校国防教育话语体系的缺失

现状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我国当前哲学社会科学

所面临的问题时指出：“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

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

不完善；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学风方面

问题还比较突出。”[9] 国防教育之所以难以得到

广大高校和学生的重视，关键就在于，其没有形

成一个完备的学科体系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同时

缺乏话语体系作为支撑。我国许多高校在国防教

育的过程中，普遍存在不重视话语体系建设的现

状，导致高校的国防教育体系建设不完善，国防

教育学科发展滞后。

（一）没有建设完善的课程体系

当前我国许多高校的军事理论课在师资配置

和课程设置上都存在着严峻的问题。军事理论课

是我国高校进行国防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

道，主渠道一旦出了问题，会影响到大学生对待

国防教育的态度和基本认知，难以达到教学的目

标和效果。加强国防教育的话语体系建设，重点

是培养具备专业基础知识、具有崇高的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信仰的国防教育专业教师。当下，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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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高校并没有配备专门的军事理论教研室，具备

深厚理论基础的教师数量也不多，从而导致学生

的军事理论教育需求得不到满足。国防教育教师

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也容易陷入到变革与不变的两

难境地中。变革怕难以将晦涩的理论表达得透彻

清晰，不变又怕缺乏吸引力，使学生产生排斥心

理。这样就无法将国防教育的理论进行系统梳理，

并与我国当前的国家政策和国际环境结合起来，

以致偏离了军事理论课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

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进而忽视爱国主义教育

和社会主义教育。

军事理论课由于其内容本身具备的语境上的

严肃性、话语上的规范性等特点，使得该课程难

以迎合新时代高校学生的“口味”，无法得到学

生广泛的青睐，这自然使得国防教育的效果遭到

一定程度的削弱。军事理论课是一门偏向实践性

的学科，但大部分军事理论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往往只是简单地通过传统口头讲授和幻灯片演示

的方式来对学生进行教学，缺少风趣幽默的风格

以及学生喜闻乐见讲课方式。面对客观条件的限

制，教师难以带领学生深入实际、走访调查；学

生在听课时只会感觉到形式和内容的无聊，同时

觉得“国防”离自己过于遥远；考核方式简单也

造成了学生对待这门课程的不重视。因此必须加

强主渠道建设，突出课程的体系性，开发新的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抓好国防教育课程建设和教

师队伍建设。

（二）没有深度结合严峻的国际形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建构应立足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实践，意在揭示和传播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创新理论、发展理念、政治抱

负及治国理政方略等 [10]。因此，在高校国防教育

方面，根植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和中国的具体

国情，积极展望世界发展形势，既是我国高校国

防教育的需要，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

体系的需要。就目前的情况看，我国许多高校在

国防教育上没有将当前国际形势与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教育结合起来，没有将我国的具体国情和西

方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现状融入到实际教

育当中去，国防教育的现实性亟待加强。

意识形态与时代主题、政党、社会制度有着密

切的关系 [11]。国防教育要与思想政治教育、国内

外政治形势相结合，提高学生的关注度。加强世情、

国情和军情教育，使学生掌握科学的形势分析方

法，帮助其准确判断国际形势，确保在复杂多变

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正确立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想信念 [12]。当前我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急

剧而深刻复杂的变化。西方国家把我国发展壮大

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对我国

进行思想文化渗透，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

空前复杂的情况。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西方

国家的政府面对失控的疫情，对中国不断甩锅，

极尽污蔑之能事。另外，西方国家除了在我国南

海惹是生非，意图阻止两岸统一外，还拿新疆棉

花做文章。

面对西方国家试图颠覆我国社会制度和意识

形态的一系列做法，我们要始终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尽责，而加强国防教育话语体系建设是高校

进行国防教育的重中之重。许多高校在国防教育

过程中没有结合生动典型案例，导致学生难以深

入理解中西方意识形态对立产生的根源。我们要

明白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及其自身国防教育

体系的存在有关乎其利益的必然价值，但必须坚

决认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国防教育和国防

建设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本质，划清界限，辩证

对待西方国家的国防教育观念及意识形态渗透。

国际形势严峻复杂，国内社会意识更加多样多元

多变，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巨大风险。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形成统一思想、

统一意志、统一方向和目标，化解主流意识形态

面临的巨大风险，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

共同思想基础。

（三）没有充分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推动中国

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

神支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

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培养四有新人的基本要

求。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包含国防理论学习、国防

知识学习、国防技能学习与国防精神学习，其诸

多内容与爱国主义教育、民族精神教育有着融通

之处 [5]。许多高校在进行国防教育时，没有将国

防教育的基本方法与爱国主义相结合，有很多本

可以用来激发学生爱国主义的节日和活动都流于

形式，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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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理论课的课堂效率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

效果。学生对待军事理论课的学习态度和学习兴

趣取决于课堂的形式、内容和教师的讲课方法，

我们必须让学生明白这门课程存在的意义。目前

我国高校大学生从小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

在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灌输和教化中，每个学生

心里都有一杆秤，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在面对重大国际安全问题和风险挑战等大是大非

时，这种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能将学生的心凝结

成一股绳，创造出巨大的力量。这股力量的来源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它是一种联系

所有学生的纽带，能够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爱国热情，是话语体系的重要体现。

在谈到香港青年对国家的认同时，全国政协

常委陈冯富珍在会议发言中提到：“香港年轻人

变得越来越激进，根源在学校，关键在教育，特

别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缺失。”[13] 由此可见，注重

以爱国主义教育为引领的普通高校国防教育，是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国防教育的重中之重，

也是抵御敌对意识形态渗透的有力手段。通过结

合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

史的学习教育凝聚学生爱国热情，把爱国主义同

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统一起来，激发并推动

学生对军事理论课的学习热情，培养国防意识，

理解国家安全所蕴含的真正含义。坚持灌输原则，

贯彻国防教育与日常教育、校园文化相结合，依

托各种校园载体，发挥高校多方资源优势，营造

浓厚的国防教育氛围，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

三 建构高校国防教育话语体系的路径

如何让说出的话有人听、有人信，写出的话有

人读、有人看，自觉接受并认可这些信息是当前

我国高校国防教育必须重视的问题。我们要在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前提下，讲好中

国故事、把中国的事情做好，结合高校的实际情况，

采取全方位、多角度的形式，充分发挥显性教育

与隐性教育在国防教育中的作用，加强我国高校

国防教育的话语体系建构。

（一）引进和培养国防教育专门人才

国防军事教育人才的培养是当前我国高校加

强国防教育基础、筑牢根基的关键性任务。新时

代以来，普通高校开始不断探索新的后备师资培

养模式，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做好国防教育专

业研究生的培养。做好国防教育研究生的培养工

作符合当前我国国防教育发展及构建话语体系的

需要。吉首大学在 2014 年设立了国防军事教育学

硕士点，现首批毕业生已进入院校从事相关工作；

中央财经大学设立了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中

北大学、吉首大学、黑龙江大学等设立了国防教

育学院，都是有效的校内教学与学术平台 [5]。研

究生培养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连贯培

养，在培养完成达到毕业标准后我们还必须重视

毕业生就业工作，避免国防教育人才流向其他岗

位，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实践证明，该专业大

部分毕业生很受用人单位尤其是广大高校青睐，

毕业生收到大量“橄榄枝”，这一现象无疑反映

了社会的现实需求和国家政策的落实到位。

“教书育人”始终是教育界亘古不变的话题，

其强调的就是既要“教好书”也要“育好人”。

随着时代发展变化，教育者的工作重心也逐渐产

生变化，重视道德品质方面的“育人”工作被摆

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因此，对于国防教育这一

重视意识形态教育的学科，教师的政治素养和道

德水平更应严格把关。首先，除了注重国防教育

师资人才的前期培养环节外，还应当加强国防教

育在岗教师队伍的建设和培养，优化教师队伍，

做到“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在教师队

伍的招聘环节把好关，引进高素质的优秀国防教

育人才，扩充教师队伍；其次要积极邀请其他高

校或军队的国防教育专家、学者来校访问交流，

传授经验，扩大影响力；还可以加强与周边其他

军事院校或军事部队的联系，安排优秀教师深入

军事院校和部队学习交流，增强自身专业素质和

教学水平。同时，也要在教师思想品德的方面把

好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下培

养的国防教育人才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培养，使其在政治上坚决拥护党的领导，注重道

德修养的建设，做到专业基础知识与立德树人同

向而行。

（二）创新和丰富国防教育活动形式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下，加强高校

国防教育的意识形态性，重点是要加强高校军事

理论课的课堂创新，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

军事理论课作为高校对学生进行国防教育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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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一种直接手段，需要格外重

视但又不能将这门课程作为高校国防教育的唯一

载体，趣味性是衡量国防教育以及这门课程能否

有效吸引学生的关键因素。例如，湖南永州一小

学教师将体育课“改造”成了军事课，让学生们

练习匍匐、卧倒等动作，既促进了学生们对军事

知识的启蒙，宣传了国防理念，还达到了锻炼身

体、磨炼意志的作用。如此，才能发扬军事理论

课的创新思维，在保证军事理论课主体地位不动

摇的同时，丰富国防教育的形式。

在校园活动中，要充分发挥国防教育的指导作

用。高校大一新生在入学时所接受的军事训练课

程是大学生国防教育的第一课，也是大学生们学

习生涯的第一课，这足以体现其重要性。与以往

中学时代的军训不同，大学的军事训练课具备专

业性强、周期长等特点，一般高校普遍通过两周

模拟军营生活的方式，采取全天候训练、严格作

息、奖惩同担等形式培养学生们的意志品格、团

队作风和担当精神，并将国防观念和爱国精神渗

透到日常的严格训练与休息、唱军歌活动中。因此，

保证军事训练的严格执行是高校做好学生意识形

态教育第一课、打牢学生思想根基、接受国防教

育启蒙的关键保证。在校园中创建以国防军事为

主题的学生社团，组织理论性强的国防教育学术

知识讲座以及军事理论课教师授课比赛；军事理

论课可以邀请部队军官着军装上课，营造浓烈的

课堂氛围；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带领学生参观红

色革命景区，在实践中感受革命文化的熏陶，领

会国防教育的现实意义；还可以由退伍大学生士

兵通过讲述军营美好生活和未来发展前景等方式，

鼓励同学们积极参军、报效国家；学校可以根据

当地人防办的统一部署拉响校园防空警报，培养

学生的忧患意识和紧急疏散能力；抓住建军节、

国庆节等反映中国革命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重

大节日进行“国旗下的讲话”“演讲比赛”等活动，

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还可以在

高校运动会中增加军事体育类的竞赛项目，丰富

比赛的多样性、趣味性，使学生在竞争的激烈氛

围中强化国防意识，树立国防观念。

（三）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教育优势

加强高校国防教育话语体系的构建，可以借鉴

其他学科的教育教学方法，运用到军事理论课及

日常的国防教育中。任何学科都能利用其专业性

的特征与国防教育学科相结合，采取学生听得懂

并且感兴趣的方式授课，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与国

防教育及军事理论课紧密结合的课程，要重点发

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

中的指挥作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

灌输到学生的思想和行动中必须通过思想政治理

论课这一主要方式，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承担着

铸魂育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

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任务。军事理论课与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结合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课的主

渠道作用，占领国防教育话语权的制高点，构建

国防教育话语体系。

同时，还应该把握好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类课

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向，传播国防思想、注

入国防元素。习近平总书记说：“以我国实际为

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

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

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

优势。”[9] 不论是国防教育，还是其他哲学社会

科学类的课程，都应该坚持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为导向，即使是自然科学的课程教学也应当贯彻

渗透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注重加强国防教育和

爱国主义教育，努力做到多学科交叉、融合。面

对数量众多的社会科学类和自然科学类专业，高

校可以结合不同专业的性质和特色展开富有针对

性的教育，如通过历史的视角讲述近代中国所遭

受的惨痛屈辱及其背后原因，以机械制造与工业

的视角来阐释武器装备的落后对国防安全所带来

的不利影响，以互联网与软件的视角讲述现代国

际间的国防竞争实际上是科技的竞争等。“课程

思政”作为新时代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的新途径、新办法，其原理同样可以为国防教育

提供丰富借鉴。采取“课程国防”的形式，能很

好地发挥其他学科课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

体系中的影响作用和渗透作用，丰富和发展国防

教育的内容。

（四）占领和守护国防教育网络阵地

在 2018 年 8 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

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用网治网水

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

增量。”[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作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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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外交往宣传的有力的话语武器，要充分利

用其优势占领互联网的阵地，避免西方资本主义

意识形态对我们的渗透。新世纪以来，网络资源

的丰富程度和吸引力大大超过了普通的课堂，教

师的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互联网信息传播

具有时效性强、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等特点，

我们不能放任其消解我们对国防教育的话语控制

权，我们应当将其打造成我国高校进行国防教育

的载体和平台。高校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

媒体发布国防教育新闻、信息，吸纳“粉丝”，

利用其辐射作用扩大国防教育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我们还可以构建国防教育网络共享沟通平台，引

导学生们积极交流，开发国防教育的网络课程和

军事趣味游戏。

舆论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能在潜移默化中对

教育者实现灌输和渗透，把握好舆论的正确导向，

能在不知不觉中培养学生和社会公民的爱国主义

精神和国防意识，引起一种价值观的共鸣。“做

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15] 因

此我们要坚决把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作为当前我

国高校进行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互联网时代下

网络信息纷繁复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善于利用

其在传播媒介上的垄断和优势地位不断打压我国

互联网的宣传阵地。随着我国 5G 技术的兴起和

成熟，网络治理水平不断增强，西方国家的网络

话语权得到一定程度削弱，因此抓住发展机遇利

用网络资源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全民国

防意识是当前互联网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我们

在利用互联网进行国防教育的宣传工作时一定要

警惕网络上的不良因子，坚决铲除外部反动势力

和内部分裂势力利用网络平台对我国国防教育安

全的渗透和威胁，我们要依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话语体系下的各种有效途径广泛传播我国的国

防教育内容，努力实现我国国防教育话语体系的

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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