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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97至 2009年的相关论文分析显示, 中国高校国防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防教

育基础理论、国防教育与学生素质培养、国防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国防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和

国防生培养等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研究视域不够开阔、理论分析缺乏

深度、研究方法过于单一等问题,今后应拓展研究范围,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微观领域的实

证研究, 以进一步提高中国高校国防教育研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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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1997 to 2009, the content o f nat ional defense educat ion ( NDE) research

in China s regular universit ies mainly focused on the basic theor y of NDE, the NDE and cul

t ivating students quality, the NDE teaching r eform and innovat ion, construction of the

NDE teachers team, and cult ivat ion of nat ional defense students. Although some research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 ed, there are st ill some shortcomings. T he horizon of research is

narrow , the analysis lacks theor et ical depth,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ar e too lim ited. In or

der to r aise the level o f NDE research, the research scope should be broadened, the basic

theo ret ical resear ch should be deepened, and micr o empirical research should be emphas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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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关于国防教育的研究, 始于 20 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因为我国从 1985 年开始, 在部分

高校和高级中学开展学生军训试点工作, 当时的研

究内容主要是配合军训的开展, 没有引起人们太大

86

2011 年 1 月

第 32 卷 第 1 期

高 等 教 育 研 究

Journal of H igher Education

Jan. , 2011

Vol. 32 No. 1

*收稿日期: 2010 12 18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科学 十一五 规划课题( FJN10 087)
作者简介:郑 宏( 1969- ) ,女, 江西弋阳人,厦门大学军事教研室助理教授, 教育学博士, 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和国防
教育理论研究。



的关注。1994年 5月, 原国家教委、总参谋部和总

政治部联合修订下发了 高等学校学生军事训练教

学大纲 。2001年 6月,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

公厅转发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 关于在普通

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开展学生军事训练工作的意

见 , 2002年 6月 19日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

又颁发了 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 。为贯彻

落实文件规定, 提高高校国防教育水平, 1997年、

2000年、2005年、2008 年分别召开了第一届、第二

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学术研讨

会,四届研讨会共收到论文 1753篇。1997年、2000

年、2006年和 2009年,分别出版了四本研讨会论文

集, 总共收录了 349篇优秀论文。鉴于目前国防教

育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全国迄今为止没有

专门的国防教育学术期刊,因此可以认为,这些论文

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研究十几年

来的成果和水平。本文力图对这四本论文集收录的

349篇论文进行梳理、概括与反思,以期促进普通高

校国防教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一、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研究

的主要内容

四届全国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学术研讨会虽然每

届都有侧重的主题, 但总的比较宽泛,收录论文基本

按照 国防教育基础理论 、国防教育与学生素质培

养 、国防教育教学改革与国防教育创新 、师资队

伍建设和国防生培养 等方面进行编辑,基本反映了

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研究的主要内容。

1.国防教育基础理论研究

近 1/ 4的论文研究国防教育的基础理论问题,

主要集中在高校国防教育的地位、作用;学校国防教

育的理论基础; 国防教育的课程建设和学科建设几

个方面。如李国元提出: 国防教育是高等学校爱国

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

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内在要求,

必须提高国防教育质量, 健全各种法规,确立和巩固

国防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 1] 其论点具有一定

代表性。吴温暖教授提出 学校国防教育是教育基

本规律的客观要求 ,分别从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和

内部关系规律论述学校国防教育的重要性。[ 2] 有研

究者认为学校国防教育有教育学和军事学两大理论

基础。
[ 3]
国防教育的课程建设主要是研究如何规范

高校的军事课教学, 课程内容体系设置等;学科建设

的探讨从第一届研讨会就开始了, 当时的关注点是

军事学科建设 , 如清华大学的杨邵愈、厦门大学的

吴温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武登春、赵奇胜等都对

高校军事学科建设的重要性、设置原则、属性和地位

进行了探讨。[ 4]随着高校国防教育实践的发展和认

识的深入,大家开始意识到国防教育不仅仅是军事

教学,而是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广阔的国防教育, 因

此到第四届研讨会时, 厦门大学的研究者开始提出

国防教育学科的创生问题,论述了国防教育学学科

创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如何从学科主体、理论

研究和外部建制等方面创生国防教育学 [ 5] , 并且从

教育理论和国防教育实践两个方面论证国防教育学

科应该隶属教育学的范畴 [ 6]。应该说,这是普通高

校国防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 从根本上扭转了

以前把高校国防教育仅局限于军训和军事教学的片

面观点,也从某种程度上使大家进一步明确了高校

国防教育的意义, 这一点目前也得到了教育主管部

门和专家的广泛认可。

2. 国防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研究

这方面论文占 26% ,是大家密切关注的研究对

象。研究者分别对高校国防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

过程、教学原则、教学方法、教学质量管理进行了宏

观和微观的探讨。如 浅谈军事课程教学的目标及

方式、方法 (第一届)、试论军事思想课的教学特

点 (第一届)、多媒体技术在军事理论教学中的应

用 (第一届)、对军事理论课考试的探讨 (第一

届)、试论高校军事课教学过程的内涵 (第二届)、

谈军事理论课教学应加强半军事化管理 (第一

届)、军事理论课授课质量评价探讨 (第三届)等。

还有研究者具体分析某一具体内容的教学方式, 如

关于 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 的教学探讨 (第二

届)、浅谈 军事地形学 教学 (第一届 )等。到

2008年第四届研讨会时,许多研究者开始关注高校

网络国防教育问题,如 对国防教育网络化的探析 、

普通高校军事课网络课程建设的探索与研究 等。

这些研究,指出了高校军事课教学内容和教学管理

的特殊性,同时也有高校教学改革普遍性问题, 如多

媒体教学、启发式教学等。值得肯定的是,前三届关

于教学改革的论文基本上是定性研究, 第四届研讨

会出现了 4篇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 如 黑龙江

省高校军事理论课开设情况的调查研究 、基于

WEB的高校军事理论课课程教学系统的研究 等,

这些研究对规范和完善高校国防教育教学实践起到

了理论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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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防教育与学生素质培养研究

这方面论文占 18%,集中探讨高校国防教育与

素质教育的关系;国防教育与大学生民族精神、国防

意识和国防能力的培养; 高校国防教育在全面实施

素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研究者指出: 高

校国防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对象一致、总体目标一致,

而且高校国防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手段; [ 7]

胡敬军、杨玉伦指出: 国防教育包含思想政治、道德

品行教育的重要内容; 国防教育有利于拓宽学生的

知识面,对提高智力素质是一个重要补充;国防教育

对增强大学生的自身素质很有益处,包括身体素质

和心理素质。[ 8] 有些论文则集中阐述国防教育的德

育功能,国防教育对大学生民族精神、国防意识、国

防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作用。总的来说, 大家都

认为高校国防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

大学生素质培养具有重要作用,但遗憾的是, 这方面

论文都停留在抽象理论探讨, 少有实证研究展示国

防教育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4.师资队伍建设和国防生培养研究

这方面论文差不多占 15%。第一、二届的师资

研究主要是罗列当时军事课教师队伍建设的现状,

提出了一些对策。高校国防教育师资队伍总体学历

水平不高,年龄偏大, 缺乏专业性是不争的事实, 关

键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第三届和第四届论文更多

的是关注高校师资队伍培养问题, 如军地合作、加强

培训等,到第四届研讨会时,研究开始触及师资队伍

建设的根本前提,即国防教育教师的专业性从何而

来? 没有国防教育学的学科依托,国防教育教师的

专业素养在哪里造就? 国防教育教师的终身学习如

何实现? 有研究者提出, 要在普通高等学校设置国

防教育专业,以促进国防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因为以

往解决学校国防教育教师的途径,主要是通过部队

转业复员军人或留校学生进行再培养, 这已不能满

足开展高校国防教育的需要, 设置国防教育专业是

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的客观需要, 是全国国防教育师

资队伍建设的迫切需要, 全民国防教育管理人才长

期稳定的需求量也呼唤国防教育专业的出现。[ 9] 更

有研究者明确指出: 我国尚未建立专门的国防教育

师资队伍的培养体系, 究其根本在于没有建立起完

整的高校国防教育的学科体系。[ 10]

2000年 5月 30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颁发

了 关于建立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制度

的决定 , 因此从第二届研讨会开始,有少量论文研

究军队干部即国防生的培养问题,主要是论证依托

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的意义,具体在国防生

培养中遇到哪些问题, 原因是什么, 如何应对,还都

缺乏深入的研究。

二、我国高校国防教育研究成果

的回顾与反思

对四届高校国防教育研究论文的回顾显示,高

校国防教育研究作为一个相对不成熟的研究领域,

已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第一届收到论文 277

篇,第二届 286篇,第三届 473篇,第四届 717篇;参

与国防教育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成果越来越丰富;

同时参与国防教育研究的学者层次也越来越高, 不

少博士投入此研究领域,有许多教授、副教授为此领

域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高校国防教育研究的

范围越来越广,除前述的四大主题,高校国防教育研

究开始涉及国防教育的历史、国外国防教育思想与

实践等;国防教育研究深度也在不断推进: 第一届、

第二届研讨会时, 研究的多是军事课教学的重要性,

如何具体开展军训、如何上好军事理论课;随着实践

的发展,研究越来越深入,开始研究国防教育一些深

层次、本质问题, 如高校国防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

系、高校国防教育功能、高校国防教育理论体系等;

开始探讨国防教育,不仅仅是军事课教学;开始探索

国防教育的学科建设, 而不仅仅是国防教育课程建

设;有些研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当然, 这几届论文也反映了高校国防教育研究

存在的一些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1)研究视域不够开阔。大部分研究是从教育

学角度进行的,这本无可厚非,毕竟高校国防教育归

根结底是一种教育现象,但是,高校国防教育是国家

国防事业的一部分, 它所涉及的内容与军事学密切

相关,而且古今中外,无论是国防教育实践还是国防

教育思想、政策都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内容。但是,

349篇论文中, 涉及比较国防教育研究的论文只有 9

篇,涉及国防教育历史研究的只有 5篇,显然还有很

多值得关注的高校国防教育的研究领域没有触及。

( 2)理论分析缺乏深度。大部分论文泛泛而谈,

真正深入研究的较少。表现在: 选题宏观多,微观研

究少;罗列现象多,分析本质少; 提出问题多,分析原

因少,解决问题的更少。有些研究仅是宣传政策或

法规,谈不上理论分析;有些研究处于没有前进的重

复状态,比如国防教育与学生素质教育,每届研讨会

都有大量论文研究这一主题,连标题、内容都大同小

异,多年来没有太多新意也没有实质性进展;国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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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也停留在政策解读和意义阐述以及具体做法

上,缺乏更深入的探讨。

( 3)研究方法过于单一。大部分论文都是抽象

的理论分析,或是泛泛的经验之谈, 主观设想的多,

缺乏深入的调查实证研究。349 篇论文中, 真正以

实证研究为主的论文只有第三届的 军事理论课教

师队伍构成分析与对策研究 一文,通过问卷调查了

江苏省高校军事理论课教师, 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

议;还有第四届关于教学改革的 4篇论文,其他几篇

论文少量涉及一些调查数据, 不是严格意义的实证

研究,有些数据都很陈旧。就是说,实证研究论文数

占所有论文的不到 2%。这使得大多数论文因为没

有现实支撑,而缺乏可信度和说服力。

那么,为什么中国高校国防教育研究会存在这

样一些问题,有哪些主客观条件制约了中国高校国

防教育研究的顺利开展呢?

原因之一, 管理体系不够明晰,高校内部编制混

乱。教育部体卫艺教司为高校国防教育工作的直管

部门,驻地军事机关协助和支持高校开展国防教育,

目前虽然大多数高校都在落实 兵役法 、国防教育

法 以及 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 等有关文

件精神,但高校内部编制却五花八门,有些高校把国

防教育当作党务教育活动来对待,有些高校设置专

门的武装部和军事教研室进行国防教育, 有的高校

归属保卫处、学生处,还有高校请外面的军事教员授

课。管理体制不清、机构编制混乱,客观上造成领导

不重视,研究人员积极性不高,调查实证研究难以进

行,高校国防教育研究无法顺利开展的局面。

原因之二, 没有学科依托, 研究缺乏专业化条

件。尽管高校国防教育的实践和研究已进行了 20

多年,众多研究者开展了大量研究,但国防教育学的

学科地位始终没有确立, 至今,广大研究者处于没有

学科支撑的状态, 他们很难申请到课题。2007年,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与教育部体育卫

生与艺术教育司才开始合作实施第一期 全国教育

科学规划学校体育、卫生、艺术和国防教育研究专项

课题 ,时隔三年, 2010 年才有第二期专项课题申

报,两次国防教育类课题加起来不到 20项。国防教

育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也没有专业杂志发表, 而 今

天,决定职业学术的内在状态的是,科学已进入一个

前所未闻的专业化阶段,并且未来也将是这样。事

情不仅在外表上,而且恰恰实际上是:只有在严格的

专业化条件下, 一个人才能有可靠的意识,在科学领

域中做出某种真正完美的贡献。[ 11] 没有国防教育

学学科依托的研究,研究者很难在专业化道路上更

进一步。

原因之三,研究者水平良莠不齐,缺乏科学研究

训练。如果说前两个原因是客观原因的话,那么中

国高校国防教育的研究长期以来没有重大突破也有

研究者自身的原因。目前从事国防教育研究的人,

除一些国防教育教师, 还有一些党政干部,这些人学

历层次相对不高, 学科背景不一,大多数没有受过专

业的科学研究训练, 所以在研究选题、研究方法, 甚

至论文写作规范上都存在欠缺, 有些研究者连论文

摘要和关键词都不知道怎么写。由于缺乏经费和课

题的支持,他们无法做深入的调查,导致一些研究缺

乏事实依据和科学性。

三、今后高校国防教育研究

的努力方向

虽然以往十几年高校国防教育研究取得了一些

成果,但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为推动

中国高校国防教育实践, 把国防教育研究工作推向

深入,除教育领导部门给予重视和给予必要的支持

外,广大高校国防教育研究者还需要进行艰苦的探

索和努力,高校国防教育研究可谓任重道远。如何

进一步深入探讨高校国防教育的作用、规律和建设

路径,笔者仅从三方面谈谈总体的思考。

1. 进一步拓展高校国防教育的研究范围。已有

研究基本上是就高校国防教育教学而展开的,局限

在课程、军训、教学、师资、学生等方面,实际上, 高校

国防教育理论和实践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内容, 如

中国(包括外国)各历史时期的国防教育实践情况如

何,有些什么经验和教训。中国一些著名教育家的

国防教育思想也很值得研究,以往研究多是他们的

教育学或高等教育学思想,其实他们的思想中也有

国防教育内容,但很少进行挖掘, 如梁启超、蔡元培

等,包括第一个提出 国防教育 概念的孙中山, 都有

大量关于国防教育的论述。研究国外国防教育也不

能只是罗列他们的措施, 而是要研究措施背后的国

防教育理念和国防教育政策。我国从 2003年开始,

厦门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

东南大学和中南大学六所高校在全国范围内招收高

校在职教师攻读国防教育专业硕士学位, 但到目前

为止,关于高校如何开展国防教育研究生培养的研

究还基本上是空白。应该说,高校国防教育研究领

域还大有可开发的空间。

2. 深化高校国防教育基础理论研究。以往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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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触及了一些高校国防教育的基础研究, 如国防教

育学的学科创生、学科归属,高校国防教育的课程性

质等等,但还有很多基本理论问题需要探讨, 如国防

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如何构建? 它的学科独特性究竟

在哪里? 国防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2010年颁布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010 -

2020)把 重视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国防教育、可持

续发展教育 列为战略主题,那么安全教育、生命教

育与国防教育有没有内在关系? 能否将安全教育和

生命教育的有关内容纳入高校国防教育, 进一步丰

富高校国防教育的内涵? 这些都需要理论工作者思

考和探索。以往国防教育的研究主要局限在教育学

领域,但国防教育是一个教育问题,又是国家国防事

业的一部分,相对于其他教育领域而言,国防教育有

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单凭教育学是不可能获得对国

防教育的透彻理解的, 所以应提倡对高校国防教育

进行跨学科研究,更多地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

心理学、哲学、管理学、军事学的角度来进行深入整

合研究,寻求更多的理论支撑。

3.加强高校国防教育微观领域的实证研究。高

校国防教育本身是实践性很强的教育活动, 以往的

研究虽然对教学改革、学生素质培养、师资建设这些

实践针对性强的问题非常关注, 但多数停留于文献

分析和理念探讨,注重有关意义、必要性、重要性、可

能性等宏观论题,忽视了微观的实证研究。 这样的

论文在科学性上是不可靠的, 应该尽可能有充分的

调查材料、统计数字作为依据,最好有一些实验或试

验的记录,而不只是依靠浮光掠影的观察,做想当然

的推断。[ 12] 比如国防教育对学生的素质到底产生

了什么影响,是不是可以有些对比实验? 国防生培

养有什么困难? 国防生到部队后适应情况如何? 高

校国防教育师资现状如何? 有没有高校成功的师资

建设经验? 这些都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创立国防教

育学的确具有必要性,也具备了一定的可能性,但正

如潘懋元先生指出的: 建立一门新的学科, 不是一

件简单容易的事,也不能仅凭主观的设想。 要

进行一系列的科学实验工作, 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

和高度的理论概括,才能建立起比较成熟的理论体

系 [ 13] 。

回顾十几年来中国高校国防教育研究的概况,

我们深切体会到,高校国防教育实践需要国防教育

理论研究,国防教育研究不仅推动了高校国防教育

改革,也促进了国防教育理论自身的发展。2010年

6月,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国防教育研究分会正式成

立,这对广大高校国防教育研究者来说是一个好消

息,我们应该利用这个平台进行更广泛的学术交流,

尽早创办专门的国防教育研究杂志, 及时展现高校

国防教育研究的成果, 我们也期盼更多有识之士加

入国防教育的研究队伍, 共同提高高校国防教育的

研究水平,促进高校国防教育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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