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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防教育主体是国防教育学科的基本研究范畴，也是国防教育实践需要明确

的根本问题。明确国防教育主体的内涵以及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正确发挥国防

教育主体作用，提高国防教育效率的基本要求。 

国防教育主体是包括政府、武装力量、社会团体、各政党、企事业组织以及

全体公民在内的广义的“国家”，具有国防和教育的双重属性。国防教育主体的

特征主要有：结构上的多层次性，领导角色的更替性，利益的多元性以及矛盾的

复杂性。国防教育主体的理论误区，一是国防教育的领导主体与实施主体不可兼

任；二是公民不可作为国防教育的主体；三是国防教育主体领导角色的更替会导

致无政府领导。实践中对国防教育主体的认识误区，一是对“国家”的概念模糊；

二是多数主体认为自身并非国防教育主体；三是对国防教育实施者之间的关系认

识不清；四是国防教育的开展对自身没有价值。 

产生理论认识误区的主要原因是对“国家”概念认识不清，持狭义主体观或

模糊主体观；或对权利的理解狭隘化。而实践中认识误区产生的原因则是对国防

教育的相关法律与理论认识模糊；国防教育与公民的日常工作及生活脱轨；国防

教育主体之间资源分布不均等。明晰国防教育主体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

是加强理论研究正确认识国防教育主体；二是实践中注重把握主体特征，发挥主

体作用。三是要完善国防教育相关法律，加快研究人才培养。 

 

    关键词：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主体；认识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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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bject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is among the basic researching 

category of national defense discipline, as well as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that needs 

to be clarified in national defense practice. To clarify the meaning of the subject of 

national defense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subjects, is the fundamental 

request for correct functioning of the subject and improving efficiency of national 

defense.  

The subject of national defense is the “nation” connotation in the broad sense, 

which includes government, armed forces, social organizations, political parties,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enterprises and all citizens and contains the dual natures 

of national defense and educ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ject of national 

defense include the multi-layers in structure, changeability of leading role, diversity 

of interests and complication in contradictions. The theoretical misconceptions in the 

subject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include, firstly the leading subject and practicing 

subject cannot be concurrent; secondly citizens should not be the subject of national 

defense; thirdly the change of leading role in the subject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will lead to anarchy. The practical misconceptions in the subject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include, firstly the “nation” concept is vague; secondly most subjects don’t 

see themselves as subjects; thirdly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implementers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is unclear; and fourthly implementers 

think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is worthless to themselves. 

The main reasons of theoretical misconceptions are the narrow or vague sense of 

subject caused by unclear knowledge and narrow understanding of rights. While the 

main reasons of practical misconceptions include the vague knowledge of relevant 

laws and theories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the digression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nd citizens ’daily lives and work and the resources disproportion between 

education subjects. To clarify the subject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should be 

started in strengthen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emphasizing on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ject in practice as well as affirming the value of the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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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mproving related laws and speeding up the talents training. 

Key words: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the subject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misconce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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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国防关系到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是整个国家的防务，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

体现。而国防教育作为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础工程，是“国家为了增强公民的国

防安全意识，提高公民整体的国防行为能力而实施的教育，不仅对国防建设意义

重大，而且也是国民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①
。国防教育的社会性、全民性和

长期性决定了它必须作为社会系统工程来建设，即“普及和加强国防教育是全体

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
②
。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要明确国防教育的实施者是谁，

即“国防教育主体”的问题。 

虽然国防教育学仍处于创生阶段，但是国防教育活动却是一项历史性的活

动。从建国之初的《共同纲领》（1949）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198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军官法》（199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199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2001）等文

件中可以看出，关于国防教育的相关法律文件根据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发展在逐步

细化。伴随着国防教育法律的逐步完善，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已经开展了几十年。

在相关研究中，研究者普遍认同将国家作为国防教育的主体。
③
同时，《国防教育

法》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

及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都要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组织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

开展落实国防教育。”
④
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对“国家”一词理解的偏差，人们对

国防教育主体的认识仍然存在着多种误区，尤其是对国防教育主体及其权利、义

务与责任存在的模糊认识，直接掣肘国防教育的顺利开展，影响国防教育的效果。 

国防教育作为影响国防安全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主体明确是其落实到位

的前提。不仅要明确认识到国防教育主体是什么，还要明确国防教育主体拥有什

                                                             
①

 吴温暖.国防教育学学科基本定义探析[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111. 
②

 国防教育法（2001 年 4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

过）第 1 章第 5 条. 
③

 张自勉.中国特色国防研究 30 年：国防教育篇[J].军事历史研究，2008(3). 
④

 国防教育法（2001 年 4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

过）第 1 章第 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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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教育主体认识误区辨析 

2 

么样的权利、应尽什么样的义务以及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明确国防教育主体不仅

是国防教育实践中的首要前提，而且还是国防教育理论研究以及国防教育学科建

设中的基本问题，更是全面落实贯彻国防教育相关法律要求的重要保障。但是，

当前在这一国防教育领域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上，我国理论界的研究还比较薄

弱，导致对国防教育主体出现一些模糊认识。理论的模糊必然制约着国防教育实

践的深入开展，因此，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以期从理论上厘清国防教育主体

的深刻内涵，以更好地指导国防教育实践。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所以本人的毕业

论文选择这个研究课题，并力争在理论上有所突破。 

 

第二节  研究意义及创新点 

一、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本研究首先明确了“国防教育主体”的广义国家内涵，并提出其是具有国防

属性和教育属性的双重属性主体，接着本研究厘清了国防教育主体具有结构上的

多层次性、领导角色的更替性、利益的多元性以及矛盾的复杂性等四大特征。这

些内容是国防教育学科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的结果不仅能够填补国防教育

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相关空白，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为国防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

建构和完善做一点有益的补充，因此，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实践意义 

本研究一方面具体分析了国防教育领导主体之间、领导主体与实施主体之

间、实施主体之间以及公民与组织之间在国防教育实施方面存在的矛盾点。另一

方面，对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关于国防教育主体存在的认识误区进行了辨析，揭示

了误区存在的原因，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和对策。这些研究成果有利于在指导

国防教育实践的过程中明晰各类教育主体的职责界限，从而做到责任分明，各负

其责，协调一致地抓好国防教育。因此，对指导国防教育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预期创新点 

第一，力争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本研究从多学科的角度出发，对国防教

育主体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利用问卷调查法进一步明确了实践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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