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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军事理论课是家国情怀培育的载体和引擎。家国情怀融入军事理论课教学存在：军事理论课受学校

重视程度不一，师资力量参差不齐；大学生对待军事理论课学习态度功利化；家国情怀融入军事理论课

教学流于表面化、片面化等问题。通过重视课程建设，发挥课堂培育家国情怀的引擎作用；紧抓教师队

伍主力军，提升教师的家国情怀；依托课外活动重要窗口，形成家国情怀培育合力；重视课程教学效果

评估，实现家国情怀培育长效机制，切实有效地将家国情怀融入高校军事理论课教学，促进大学生个人

全面成长，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词 

家国情怀，家国意识，军事理论课，教学 

 
 

Reflections on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Feelings into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king Military Theory as an Example 

Li Chen 
Guangzhou Xinhua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Jul. 12th, 2022; accepted: Aug. 10th, 2022; published: Aug. 18th, 2022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8455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8455
http://www.hanspub.org


陈丽 
 

 

DOI: 10.12677/ass.2022.118455 3313 社会科学前沿 
 

 
 

Abstract 
The military theory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he carrier and engine of the cultivation of 
national feelings.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of military theory course: the impor-
tance of military theory course varies from school to school, the teachers are different, the stu-
dents’ attitude towards military theory course is utilitarian;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feelings 
into the teaching of military theory courses is superficial and one-sided. We should attach impor-
tance to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engine of cultivating national 
feelings in the classroom, grasp the main force of the teaching staff, promote the teachers’ national 
feelings, and form a joint force of cultivating national feelings by relying on the important window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evaluation of course teaching effect, 
realize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cultivating national feelings, effectively integrate national feel-
ings into the teaching of military theory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omote the all-round 
growth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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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部提出，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要紧紧围绕爱国主义、家国情怀等方面优化课程内容，提升高校立

德树人成效。家国情怀是个人对家、对国的深厚的认同感、责任感与担当意识的统一[1] [2]。作为国家未

来的建设者和主力军，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影响着大学生的个人全面成长，影响着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3]，
影响着社会、国家的发展建设。大学生家国情怀培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4]。军事理论课是高校爱国主

义教育、国防教育的重要课程，是大学生家国情怀培育的载体和引擎。 

2. 家国情怀融入高校军事理论课教学的意义 

2.1. 家国情怀培育有利于促进大学生的个人全面成长 

教育部指出，学生全面发展的核心素养包括“文化基础”、“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三个方面

的六大核心素养[5]。长期以来，“文化基础”是大学生个人成长、高校人才培养的重点，而其他方面，

尤其是“社会参与”是大学生个人成长、高校人才培养容易忽视的部分。“文化基础”与“社会参与”

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是一个整体，不可割裂。“文化基础”是大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工具，而“社

会参与”则决定了大学生“文化基础”的掌握、使用和提升的程度。家国情怀属于“社会参与”方面核

心素养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大学生个人成长、高校人才培养所需要的关键素养。在当今国际国内局

势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下，只有厚植家国情怀，建立对家、对国深厚的认同感、责任感与担当意识，大

学生才能成长为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合格的新生力量与未来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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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家国情怀培育有利于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军事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融入家国情怀培育，将国防、军事理论等知识与认同感、责任感、担当意识

等情感素养培育有机融合，能够打破“理论知识为中心”的传统教学观念，避免军事理论课陷入纯理论

知识输入的误区，提升军事理论课的温度、育人氛围与成效，推动军事理论课教学改革和课程思政建设。 
高校军事理论课教学中植入家国情怀培育，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增强大学生为社会进步、国家发展建

设的责任担当意识，引导大学生摒弃个人私利高于国家利益的错误观念，激发大学生把个人理想融入国

家建设的意识与自觉。在国家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运用军事理论课程教学培育大学生家国情

怀，能够引导大学生勇于担当时代赋予的责任与使命，引导大学生培养毕业后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就业的

自觉意识，下基层、进乡村，为乡村振兴输入活力，提供助力。 

3. 家国情怀融入高校军事理论课教学的可行性分析 

3.1. 高校军事理论课教学为家国情怀提供培育载体，家国情怀为军事理论课教学提供生命力 

家国情怀培育不等同于简单地向学生灌输道德法则，不能传统的呆板说教、思想宣讲，也不是枯燥

地罗列中华传统文化成果、中国革命历史事件、中国改革开放事件等，而是要通过“四史”典型事件和

先进历史人物故事，引导学生进入中国革命、改革开放的历史情境当中，让学生体会民族英雄深厚的家

国情怀；而是要通过法律知识教育，让大学生自觉遵纪守法，恪守公德，严守私德；要通过深挖国家传

统文化精髓，引导大学生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度认可、认同，并进行创新性传承和发展。军事理论课教学

不是简单地教授军事、国防相关知识技能，而是要用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引导大学生拧紧“三观”

的总开关，提升政治认同，坚定政治立场，涵养深厚的爱国自觉、国防自觉，激发大学生的使命与担当。

军事理论课教学植入家国情怀培育，可以充分发挥课堂的引擎作用，运用课堂作为培育载体，通过教学

实现大学生正确价值取向引领，另一方面，家国情怀的植入，能够增加军事理论课课堂的温度，让课堂

变得鲜活、感人，让师生情感达到共鸣、共情，提升课程的教学效果与育人成效。 

3.2. 高校军事理论课内容蕴含丰富的家国情怀元素 

高校军事理论课内容涉及国防历史、军事思想、国际关系、军事高技术、国际法等多个方面，但无

论是其中哪一方面的课程内容，都蕴藏着家国意识等家国情怀元素。比如，“中国国防历史”，万里长

城既是中国古代的军事工程，也是中国人保家卫国、抵御外敌的民族精神的象征；又如，“军事高技术”，

我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两弹一星”的重要开拓者林俊德等英雄事迹，既讲述了中国军事

高技术的发展历史，更是家国意识形象有力的培育资源。 

3.3. 学生对于军事理论课授课内容加入中国文化元素持肯定态度 

笔者以笔者所在高校 2 个不同专业教学班为试点，进行了家国情怀融入军事理论课教学尝试。结课

后，不少学生表示，在“中国国防史”章节授课中加入《孙子兵法》、万里长城的内容，能够帮助同学

们更好地掌握中国国防史课程内容，同时让同学们感受到了中国智慧，增强了同学们对国家文化的自信。

对于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章节授课中加入三大解放战役及其他革命战争故事的内容，学生表示，此举

能够帮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课程内容，同时加深了同学们对中国革命文化的了解，让同

学们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民族精神。根据课堂学生的参与度与反应来看，绝大部分学生对

于授课内容加入中国文化元素持肯定态度，学生认为此举既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又能感受

中国智慧，增强文化自信、家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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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国情怀融入高校军事理论课教学的现状 

4.1. 军事理论课受学校重视程度不一，师资力量参差不齐 

高校军事理论课是一门综合性课程，教学内容涉及的学科门类很多，既涉及军事学、工学，也涉及

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等学科。由于非军事、国防类高校没有开设军事学、国防相关专业，军事理论课

教学管理单位在各高校情况并不统一，归属不明晰。对于军事理论课教学管理部门，有的高校安排在武

装部，有的高校安排在学生处，有的高校安排在保卫处，有的高校安排在公共基础课教学部门，仅有少

数高校把军事理论课归类思政课归属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管理单位不统一、不明晰，教师队伍也不稳

定。不少高校由辅导员兼职军事理论课教师，有的高校由保卫、武装部门人员兼课，几乎没有高校能够

按照思政课教师配备比例要求来配备专职军事理论课教师。另外，军事理论课教学时数在不同高校也不

尽相同。尽管 2019 年教育部对于高校军事理论教学时数有明确要求为 36 学时，能够完全满足 36 学时军

事理论课课堂学时的高校并不多，甚至有的高校在新生军训期间穿插几次军事、国防类讲座来完成军事

理论的教学任务。高校对军事理论课关注与重视的不足，师资力量的参差不齐，严重影响了军事理论课

的教学与育人实效。 

4.2. 大学生对待军事理论课学习态度功利化 

教育部明确规定，军事理论课纳入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列入学校教学计划，是大学生必修的课程之

一。高校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开设了军事理论课程，但是，不少高校军事理论课堂上大学生的“抬头率”

很低，不少学生或玩电子产品，或做其他学科的作业，或复习英语备考英语等级考试。而在专业课程课

堂上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参与度明显高于在军事理论课堂。对于军事理论课程，不少大学生认为，课程

很有意义，但同学们对课程没有兴趣，故而在课堂的参与度较低。对于同学们军事理论课课程学习热情

不高的原因，有同学认为课程对他们未来就业的帮助不大，也有同学认为课程的内容枯燥或脱离大学生

生活。而对于专业课程，大学生认为课程关乎自己未来就业，因此对专业课程的学习格外用心，在专业

课程课堂的学习热情和参与度也就较其他课堂高了。由此可见，学生对课程学习热情不高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大学生对课程学习态度功利化，以“课程对未来就业有无直接关联

或帮助”来决定自己对课程的学习态度，认为军事理论课“对未来就业无直接关联或帮助”，即对课程

丧失学习热情。除此之外，大学生对课程的认识、课程内容的安排设置、教师的授课方式等方面都对学

生的课程学习热情有一定的影响。 

4.3. 家国情怀融入课程教学流于表面化、片面化 

目前，开设家国情怀配套课程的高校凤毛麟角，家国情怀的内容通常只散落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军事理论课等课程当中，而且所占的课时非常少，很多只是讲讲与课程内容

相关的孝亲敬老、修身齐家的中华传统美德，或是中国建筑、文学、艺术等经典传统文化，又或是中国

古代、近现代不同历史时期涌现出的为保家卫国抛头颅洒热血的民族英雄的事迹等等。对于 00 后大学生

来说，这些离他们的平时生活很远，很难引起他们的共鸣与共情。因此，往往讲台上老师们激情飞扬，

讲得口若悬河、如痴如醉，讲台下同学们面无表情，听得昏昏欲睡，心思飞到九霄云外，家国情怀内容

入眼难入脑，入耳难入心，难以走进大学生的心里。家国情怀融入课程教学的表面化、片面化，容易让

大学生走进狭隘爱国主义误区，误以为抵制外国产品、仇视外国人等同于爱国。对于身处文化多元化、

价值多元化时代的大学生来说，家国情怀培育不仅重要、必要，而且要全面、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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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家国情怀融入高校军事理论课教学的有效路径 

5.1. 重视课程建设，发挥课堂培育家国情怀的引擎作用  

1) 重视军事理论课课程建设，推进教学规范化。 
我国国防教育法、兵役法等均明确规定，大学生应履行接受国防教育的义务。高校军事理论课所发

挥的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作用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教育部于 2017 年对高校开设军事理论课课

程提出了明确的要求，2019 年教育部进一步颁布高校军事理论课教学大纲，从军事理论课的课程定位、

教学目标、要求、内容，到师资、教材建设、教学保障、教学考核等进行了全面规定，同时严禁高校以

任何理由和方式缩减、占用军事理论课教学时数[6]。高校应建立健全军事理论课课程保障机制，从制度

上保障军事理论课的重要地位。设置独立的军事理论课教学机构，改变军事理论课挂靠在其他教学部门

的情况，从组织机构建设上加强军事理论课教学的规范化，重视军事理论课的课程设置和师资配备。高

校应系统梳理并严格贯彻、坚定落实国家对大学生国防教育、教育部对高校军事理论课课程建设的规定

和要求，切实保障军事理论课的教学质量。 
2) 深入挖掘军事理论课蕴含的家国情怀资源，结合时政和大学生实际，融入课程整体教学设计，避

免家国情怀培育片面化、表面化。 
军事理论课蕴含丰富的家国情怀元素和资源，深入挖掘这些元素和资源，并将其与课程内容结合起

来，使其成为课程内容的一部分，融入课程整体教学设计当中，而不是将家国情怀元素与课程内容简单

地拼凑。比如，讲授“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章节，可以《孙子兵法》为切入点，通过作者的生平故事、

孙子兵法的主要内容、著名观点、对军事理论的贡献、在国内外的影响等，让大学生掌握我国古代军事

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让大学生感受到这些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当时人民对战争、

对国防的认知凝练和经验总结，里面蕴藏着治国安邦、保家卫国的道理，从而提升大学生对家国情怀的

理解。 
深入挖掘军事理论课蕴含的家国情怀元素和资源，要注意结合时政和大学生实际[7]。大部分大学生

对高校军事理论课持肯定态度，不少大学生对于国内外安全形势、国际热点问题都非常关注。家国情怀

元素融入军事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要有机结合国内外安全形势、国际热点、国内社会热点问题，使课程

教学紧跟时代步伐。比如，讲授“国防动员”章节，结合 2020 年疫情发生后，我国从武装力量、经济、

交通运输等各个领域进行动员，全民抗击疫情的情况，让大学生掌握国防动员的内涵、主要内容及意义，

同时，也让大学生感受到中国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及制度的优势，感受到中国人民团结一心，为了国家

利益服从、甚至牺牲个人的精神。 
注重家国情怀价值观引导寓于知识传授中，发挥家国情怀的精神价值。家国情怀培育不能简单地讲

“中国故事”，而要让大学生与“中国故事”产生共情和共鸣，传承历史印记。大学生身处文化多元化、

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家国情怀培育不仅要让大学生铭记国家历史和文化，更要增强大学生对国家、民族

的认同感、归属感，引导大学生培养传承国家历史和文化的自觉，增强大学生与国家命运共兴衰的责任

和使命。 
3) 注重课堂启发性教育，增加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家国情怀培育融入军事理论课教学要根据 00 后大学生思维活跃、喜爱新奇等个性特点，选择适合大

学生个性特点的教学方式。课程教学中植入家国情怀培育容易陷入“讲大道理”、空洞说教的误区，让

学生觉得“课程很无聊”。因此，教师要避免填鸭式呆板说教，注重启发性教育，增加学生的课堂参与

度，提升学生的课堂热情与兴趣。“讲历史故事”、“讲道理”容易让师生产生距离感，让学生觉得课

堂内容离自己很遥远，运用沉浸式教学法可以减弱距离感。比如，以“三大战役”为例讲授“毛泽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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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思想”时，教师播放能够呈现当时历史背景的图片、影像资料等，比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教师单纯

的讲授更有说服力，也更能让学生与历史人物、历史故事、历史精神产生深度共情与共鸣。运用讨论式

教学法，根据课程内容提出启发式问题，师生共同参与讨论。比如，笔者在讲授“公民的国防义务”时，

以大学生为境外提供我国军事目标及附近街道照片为例，请学生谈谈对事件的看法。很多学生表示，一

直认为自己出生在和平年代，战争离自己很遥远，却不知这些损害国家利益的案件可能就发生在自己身

边，国防秘密事关着国家的安危，作为国家公民，大学生要严守国防方面的国家秘密，履行公民的国防

义务。灵活运用适合学生且易受学生喜爱的多种教学方式，让家国情怀既入学生眼、入学生耳，更入学

生脑、入学生心。 

5.2. 紧抓教师队伍主力军，提升教师的家国情怀 

教师是落实家国情怀融入军事理论课教学的责任主体与实施主体。育人者先受教育。教师要以德施

教，以情育人，与学生产生共情、共鸣，就要把教书育人与自我修养有机结合起来。厚植家国情怀，具

备育人的责任心，教师才会自觉地将育人融入课程教学过程当中。提升军事理论课教师家国情怀素养，

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教师要夯实理论功底，强化自身家国情怀培育。教师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广阔的知识视野，充分发挥理论知识的价值属性，以深厚的理论功底吸引学生；教师还要有广阔的历史

视野，坚定的政治信仰，正确的政治立场，才能对传统家国情怀元素进行价值挖掘和现代阐释，才能用

深沉的家国情怀感染学生。第二，强化教师家国情怀专题培训。从课程育人理念设计、课程育人内容编

排、课程育人手段方式等方面对军事理论课教师进行系统指导与培训，以强化军事理论课教师开展家国

情怀培育的自觉意识与能力。第三，开展教师集体备课，实现资源共享，提升教师整体教学水平。通过

集体备课，教师之间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分享教学过程中的经验，反馈教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在教

师互动中充实教案，完善教法，凝聚军事理论课教师团队智慧，实现资源与智慧共享的目的，提高教师

教学水平。通过强化教师自身学习、加强教师培训、开展集体备课等途径，提升教师家国情怀素养，让

教师能够自觉深化对军事理论课程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培育功能的认识，从而能够深入挖掘军事理论课程

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元素，并将其有效融入课程教学中。 

5.3. 依托课外活动重要窗口，形成家国情怀培育合力 

开展课后教学实践活动，发挥实践育人的功能，形成课内课外家国情怀培育合力。第一，充分发挥

学校广播台、展示栏、网站、公众号等线上线下融媒体的影响力，多种形式宣传引导大学生涵养家国情

怀意识。第二，举办征文、海报设计、宣传画、红歌比赛、经典著作读书会等活动，提高大学生家国情

怀意识，同时提高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引导大学生传承文化精神。第三，通过兴趣小组、专题调研等形

式，引导大学生走出校园，走进社区、农村、企业等，开展社会调查研究，了解国情、社情、民情，培

养学生忧国忧民，民生为先、国家为重的意识和责任担当。第四，开展校内外志愿服务活动，引导大学

生通过服务社会培养全面认识自身价值，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与觉悟，引导大学生把个人的理想追

求与建设国家、服务社会融合在一起。 

5.4. 重视课程教学效果评估，实现家国情怀培育长效机制 

完善有效的军事理论课课程督导机制，建立健全督导评教、学生评教、教师自评三位一体教学评价

体系，重视课程教学效果评估。高校军事理论课课程教学评价多采用督导、学生评教的方式。督导评教

大多通过一名教学督导随机随堂听教师一节课后，对教师教学效果做出评价。仅通过一节课的教学实施

过程做出教学效果评价，加之督导的教学、研究领域大多非军事学、国防教育等方向，评教结果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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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考价值，但不够全面。通过采取专业领域督导与非专业领域督导相结合的方式，督导抽取待考核教

师 2~3 节课进行随堂听课评教，可以增强督导评教结果的客观性。学生评教大多通过全校教学信息系统

采用统一教学评价量表由学生对任课教师教学效果进行匿名评价。学生评教大多集中在一个时间段，由

每一位学生对所有任课教师进行评教。不少学生对待评教并不认真严谨，甚至为了尽快完成评教任务，

并不细看量表而随意点击评价，这样的学生评教结果不够客观，也很难体现军事理论课教师的特点。通

过采取教学信息系统评教与教师问卷评教相结合的方式，在教学信息系统统一量表评教的基础上，由军

事理论课教师自制课程教学评教问卷，在最后一次课发放给学生进行匿名评教，可以增强学生评教结果

的客观性。此外，教师在每一次课结束、每一学期课程结束时，对自我教学实施过程进行及时回顾与自

评，总结自己的教学经验，分析自己教学课件、课堂组织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以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水

平与能力。 

6. 结语 

00 后大学生出生在和平年代，成长在国家强起来、富起来的时代，对国家有较强的认可度与自豪感，

但同时大学生的忧患意识、国防意识薄弱，追求自我意识与个人利益，家国情怀意识不容乐观。通过加

强军事理论课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依托课外活动、完善课程评价等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将家国情怀融入军事理论课教学，加强大学生对家、对国的责任、担当意识，引导大学生自觉把个人利

益与国家利益相连，积极为建设国家、发展社会贡献新时代大学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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