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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防是国家的根本，国防意识是关系国家之本的精神动力，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

保障。大学生国防意识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在系统观念视域下重视国防意

识培育是大学生传承爱国主义精神的应有之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军事强国的现实需要。然而，不

少高校忽视大学生国防意识培育的系统整体性、协同性与开放性，导致国防意识培育理念不新、国防教

育专业程度不够、国防教育资源不足，国防意识培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为此，从系统观念出发，

在高校形成系统全面的国防意识培育理念、构建系统协调的国防意识培育机制、形成系统开放的国防意

识培育氛围以提高大学生的国防意识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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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defense is the foundation of a country, and national defense consciousness is the spiritual 
driving for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untry and the country, and is an important guar-
antee for maintaining the long-term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 and social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The strength of college students’ national defense consciousness greatly affects the pros-
perit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nation.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conscious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concept, is the necessary mea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inherit the spirit of patriotism, and it is the realistic need to build a modern 
socialist military power. However, many universities ignore the systematic integrity, coordination 
and openness of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national defense awareness, resulting in the 
lagging concept of the cultiv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awareness, the disconnection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system, the shortage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the cultiva-
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awareness into an unprecedented dilemma. Therefore, starting from the 
system concept, it is an urgent task to form a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concept of national 
defense consciousness cultiv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uild a systematic and coordinated 
mechanism of national defense consciousness cultivation, and form a systematic and open atmos-
phere of national defense consciousness cultiv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national 
defense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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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防意识是以祖国安危为特征的理性思维，[1]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抵御外侮，捍卫祖国的独立和主权，

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安全的主观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

防。要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大力量！”[2]。大学生作为

青年一代的优秀群体，在系统观念视域下重视其国防意识培育对强大国防起着关键作用。但当前高校国

防意识培育理念不新、专业程度不够及设施投入不足等使大学生国防意识培育举步维艰，这些问题的出

现反映了当前国防意识培育过程中系统观念的缺失。系统观念是运用系统理论的观点和方法来认识事物，

争取找到最优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是组织管理重大工程、重大事业不可或缺的方式方法。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将“系统观念”作为现代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方法论，首次完整明确地将“系统观念”写

入全国性代表大会的报告，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系统观念”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六个坚持”

之一，为高校大学生国防意识培育提供了思想方法和路线指引。因此，在系统观念视域下厘清大学生国

防意识培育的现状及实践路径，运用系统方法优化其培育路径，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2. 系统观念：大学生国防意识培育的内在逻辑 

国防意识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国防的巩固不仅以国防物质力量来衡量，还与人们对国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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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国防意识密不可分。如今，国防的巩固不仅以山溪险要与兵革之利来衡量，还与人们对国防的认识即

国防意识密不可分。如今，大学生是国防的后备力量，其国防意识是保障国家安全，维护民族独立，实

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生动力，系统观念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的必然要

求[3]。 

2.1. 系统观念是大学生国防意识培育的理论遵循 

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内容，是指导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的重要思维方式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根据新的实践需要，形成一系列新布局和

新方略，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

作方法([3], p. 11)。这里的系统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系统观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认为世界是

由各种事物、现象和过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结成的整体[4]，恩格斯指出整个自然界是各种物体相互联

系的总体。可见，系统是由彼此关联、互相制约、互相作用的各个部分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总体，系

统观念则是依据系统的结构特点，厘清系统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和作用脉络，以实现对系统属性和功

能的根本性认识[5]。另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整体观与系统论，从部落统领至中央集权、

从中医整体观到阴阳五行说，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在东方朴素系统哲学的指引下砥砺前行。基于此，中

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以系统观念为原则观整体、

谋全局、干实事。新时代的系统观念正是对党百年来系统思维的继承发展，是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

上的统筹运转。党中央统筹规划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协调有序推进，在多

重目标中追寻诸要素的动态平衡，从各个方面、多个层次积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军梦凝心铸魂。

因此，系统观念是百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理论遵循，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指导全民国防工

作协调有序进行。大学生国防意识培育作为全民国防教育工作中的一环，理应遵循系统观念。只有用普

遍联系、变化发展的观点想问题、办事情，才能掌握事物的运动发展规律进而推进大学生国防意识的培

育。 

2.2. 系统观念的原则是大学生国防意识培育的行动向导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来看，系统观念既是认识世界的本质论，也是改造世界的方法论，既是大学

生国防意识培育的理论遵循又是行动向导。系统观念主张用普遍联系、变化发展的方法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以此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对系统观念的全面掌握及大学生国防意识培育工作的进行需要遵循以

下原则：首先是整体性原则。整体性原则是系统观念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是系统哲学最基本的概念。

该原则明确整体对部分的统领，同时也重视各个要素的重要作用，整体与部分相互作用，缺一不可。大

学生国防意识培育中的各项要素同样需和其他要素保持紧密联系，在联系中完成相应的国防教育教学任

务，不可孤立、片面看待问题。整体性原则为统筹国防意识培育全局提供路径指引。其次是协同性原则。

由系统的整体性可知，系统的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各个要素之间优化结构和协调统一即为协同

性。大学生国防意识培育理应保持内部各要素即学生、教师、高校与国防理论、军事实践、世界形势同

向同行，保持合理的国防意识培育结构，这不仅能够保证高校国防课程的高效运转，而且能使大学生整

体国防意识与素养实现整体优化，培育高素质国防人才，助力新时代强军梦。最后是开放性原则。系统

具有不断地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性质和功能[6]。开放性体现为系统内部各要素与外部环境相适

应，以此达到有利于系统整体性发展的效果。在国防意识培育过程中面对国内外复杂局面，开放性原则

是结合国防形势与国防意识培育现实需要迈向新征程、新阶段的方法论遵循。基于以上，大学生国防意

识培育只有以系统观念为工作方法和行动向导，以系统观念的原则为依据把握大学生国防培育工作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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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关系、形成全面系统的教学协同体系、适应变化发展的国防发展局势，才能促进国防意识培育深入

开展，从而提高大学生国防意识水平。 

2.3. 系统观念为大学生成为强军新人指明战略方向 

在系统观念指导下开展国防意识培育工作对于明确新时代国防教育为谁培养人以及培养什么样的人

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为新时代大学生成长为强军新人指明了战略方向。一方面，系统观念下的大学生

国防意识培育工作为富国强军、民族复兴储备强军新人。系统论的主要任务就是以系统为对象，从整体

出发来研究系统整体和组成系统整体各要素的相互关系，从本质上说明其结构、功能、行为和动态，以

把握系统整体，达到最优目标[7]。高校是国防后备人才的保障基地，大学生是国防基础建设的后备队伍。

在系统思维指导下，高校应将思政元素与国家安全观融入军训实践和国防理论讲解，把握好国防教育、

思政育人、师生沟通与系统思维的内在耦合，提高大学生的国防意识和国防实践水平，以此来培育富国

强军、民族复兴的强军后备新人。另一方面，系统观念指引高校培育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与尚武精神

的国防人才。我国大学生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是新时代高素质人才最为密集的群

体之一，是高素质国防人才的重点培养对象。国防意识培育的主要内容属于军事学科体系的范畴，涉及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有助于培养高水平国防人才。国防意识是爱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爱国主义的精髓，在系统观念下推动大学生国防素养的全面发展有利于培育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国防

后备军。另外，国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能够使学生掌握必要的国防知识和技能，有利于建立具有尚武精

神、规模庞大的国防后备队，全面提升新时代大学生的国防意识、军事素养和爱国情怀，有助于培育朝

气蓬勃的新型国防和军事人才，在波澜壮阔的新时代中奏响强军赞歌。 

3. 系统观念下大学生国防意识培育的现实审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强军战略，国防与军事体

系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的伟大成就。然而，在赞叹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

清醒地认识到大学生国防意识培育仍存在滞后性问题，主要体现在国防意识培育的工作理念、教学专业

程度、教学资源配置缺乏系统性。 

3.1. 国防意识培育的工作理念不新 

国防意识培育理念是国防行动的先导，是国防系统思路、系统发展方向和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工作理念是否科学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系统工作的成效乃至成败，国防意识培育的理念对国防教育整体的

发展起关键作用。系统观念强调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

能的有机体，基于此高校应使国防意识培育保持与其他课程、教育主客体的联系并体现整体性。然而长

期以来，许多高校的国防意识培育理念比较滞后甚至存在偏差，对国防意识培育工作整体性推动产生困

扰。一是高校未充分认识到大学生国防意识淡薄的严峻性。当前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的主题，但冷战思

维依然存在，部分地区冲突不止、热战不断，甚至威胁我国国防安全。然而，我国大学生因国家的强大

而萌生太平盛世之感、缺乏捕捉时政信息的意识和居安思危的前瞻性思维，难以统筹全局、认清复杂的

国际局势。在此情形下，高校未能整体兼顾及时调整国防意识培育工作理念，大学生国防意识状态始终

未得到明显改善。二是部分高校认为将有限的教学资源向国防意识培育倾斜将造成资源浪费，影响各学

院专业课程的有序进行，缺乏保证学生全面发展的系统思维。在这些滞后理念的指导下，国防意识培育

工作就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潭，成为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配角，无法同变化发展着的国际国内局势相联

系。大学生国防意识的培育始终处于报告上讲起来很重要、规划时看起来不重要、工作中做起来可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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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的境地[8]。三是高校将新生入学军训作为磨练意志的实践，却缺少对应国防理论的讲解。高校入学

军训作为最重要的国防实践，仅借军训的艰苦以磨砺学生的意志，易引发学生的抵触情绪，并且缺乏科

学有力的理论指导，难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形成国防意识，这间接导致部分大学生军训结束后将所

学到的国防军事要求抛诸脑后，军训的长效性目标难以实现。总体呈现出国防理念与当代国防培育的实

际需求结合不紧密，缺乏与时俱进的契合性，仅仅将各个要素和部分简单分割或堆积，未能服务于国防

教育整体，阻碍了大学生国防意识全面提升。 

3.2. 国防意识培育的专业程度不够 

高校是开展国防教育、培育国防意识的重要基地，教师是大学生国防意识的专业引领者、思想传授

人，高校理应坚持协同育人理念，保证国防意识培育工作有序展开。系统观念认为从事物的总体与全局

上、从要素的联系中探究事物的变化发展，发现规律、建立秩序，才能实现系统的整体优化。高校内部

应保持系统协调性推动国防意识培育工作，然而当前高校国防教育体系和国防教育教学却出现与国防意

识培育整体性脱节的现象。首先，高校国防意识培育存在大纲落实的滞后性。部分高校对国防意识培育

的重视程度不够，国防教育实际与国防教学大纲相脱离、国防课程专业教师配比严重不足、将国防意识

培育寄托于简单的入学军事训练等。这一切现象归根到底是由于部分高校对教学大纲解读不深入，甚至

脱离《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且缺乏符合本校国防意识培育的具体教学目标，致使国防意识

培育脱离实际、具有严重滞后性。其次，国防师资队伍选聘具有盲目性。由于高校缺乏系统的国防专任

教师选拔培育机制，国防教师在从事军事理论教学活动前研究领域各不相同，教学水平参差不齐，部分

专任教师自身的国防专业素养未能与全面发展的国防意识培育能力相适应。高校教师队伍内部系统出现

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导致本身国防意识不高的教师走上学术讲台，影响整体的国防教学专业化程度，使

国防意识培育工作难以走深走远。最后，国防意识培育模式呈现单一性。大多数高校国防意识培育的手

段仍然以军事理论知识灌输为主，教学模式较为表面且单一，未考虑到大学生整体的身心发展规律。长

此以往，学生疲于听讲，最终军事理论课程成为了学生眼中的“水课”，无法传授正确的国家安全理念，

更难以达到提高大学生国防意识的目的。总之，高校在国防意识培育大纲、专业课教师选聘以及国防意

识培育模式忽视系统性、专业性、多元性等，导致高校大学生国防意识淡薄。 

3.3. 国防意识培育的资源匹配不足 

系统向外部环境开放是系统内部得以向上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使得系统稳定存在的重要条件。从

唯物史观的层次分析，社会意识决定于社会存在，国防意识能否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防教育资源

的投入。国防教育系统的协调有机运行需要与外界环境实现能量交换，保持国防教学系统的开放性与资

源的先进性。然而，目前不少高校缺乏国防意识培育的基础设施，一方面表现为军训的物力、财力不足

而难以支撑国防教育教学工作的深入开展。近年来我国广泛开展高考综合试验改革，高校招生数量不断

增加，规模不断扩大，这意味着国防意识培育将面向更大的教学群体。然而军训的保障需求不断提高与

高校基础设施落后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相当一部分高缺乏专业的军训场地，将军训场地设在学校的体

育场，导致军训活动无法正常展开难以进行常规的项目训练。另一方面，大部分高校国防意识培育工作

未能与寓教于乐的多元化国防活动相结合。国防意识培育工作仅局限于国防基础项目训练和课堂灌输式

教学，未能与高校系统外部其他要素相结合，缺乏国防训练实战演练、国防主题园参观活动等沉浸式感

受国防氛围的活动。同时，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外来思想和西方文化充斥着网络信息空间，大学生

又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极易受多元西方外来文化的干扰，有关部门却对互联

网平台的管制不够严密，社会国防安全氛围相对淡薄，高校国防教育的系统开放共享面临各方挑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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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证国防意识培育工作的有序进行。 

4. 系统观念下大学生国防意识培育的路径建构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高校要坚持系统观念，注重统筹谋划、协同发力，努力强化

系统全面的国防意识培育理念、构建系统协调的国防意识培育机制和形成系统开放的国防意识培育氛围，

真正在系统观念下为培育国防后备人才探索出路。 

4.1. 强化系统全面的国防意识培育理念 

系统的各要素需同内部其他要素保持密切联系，在互动中完成必备的各项任务，形成系统全面的整

体。这要求高校在国防教育工作中坚持系统的整体性，对国防教育各要素进行解构，理清各要素发展的

脉络，正确处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转变片面的国防教育理念，以实现国防意识培育的整体功能优化。

首先，改变浅薄化的国防认知水平。习近平在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等外交场合多次提到世界的“变

乱交织”以及大国间的责任担当。基于此，高校应积极关注国防时政，认识国防的严峻形势，并通过调

查、走访等形式了解真实的大学生国防意识水平，把握好国防意识培育的全局，从教育教学工作的各要

素出发做好国防意识培育工作，保证国事天下事入耳入心，逐步提高大学生国防意识水平。其次，转变

片面化的课时分配理念。国防教育是高校教育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要将资源按照其课时比例进行合

理分配，要严格按纲施教、施训和考核，严禁以任何理由和方式调减、占用教学、训练内容和时数[9]。
同时，转变“唯成绩论”的观念，以大学生国防意识和国防素养的提升促进大学生科学文化素养与实践

能力的全面发展。最后，更新一元化的军训培育结构。学生军训是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战略举措。

军训作为提升学生国防意识与军事技能的必要途径，高校应充分认识大学生在军训方面的优缺点并把握

其思维特点，将定向越野、野外生存、军用枪射击、防空逃生及紧急救援等实用性训练作为军训的主要

科目，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保证国防意识培育的长效性。同时，要普及全国国家安全日、总体国家安全

观等国防基础常识，使学生对军训的认识提高到国家安全与国防建设全局上，要协调好各种矛盾的关系，

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新时代军训与强军梦战略目标的紧密结合。 

4.2. 构建系统协调的国防意识培育机制 

协同思维是坚持系统观念的基础，国防意识培育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协同选聘育人主体、整

合各方国防资源形成目标一致的“协同效应”，才能处理好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大学生国防意

识的协同培育便需要协同国防教育的各个部分，形成系统的国防意识培育体制、专业的课程教师引导和

全面的课程结构设置。正如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

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制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观念束

缚和体制机制弊端，全面提高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10]首先，高校应系统谋划国防专

业课教师的选聘机制，破除专任教师选拔的盲目性。高校要提高国防专任教师的选聘质量，保证踏上讲

台的是真正关心热爱国防、具有专业国防知识、拥有过硬国防本领的全能化教师。同时，通过开展国防

专任教师定期培训、进行阶段性国防专业素养考核等，使国防教师始终保持较高的专业水准，逐步改善

国防教育体系。其次，教师应全面落实国防教学大纲。高校国防意识培育要准确执行《普通高等学校军

事课教学大纲》的要求，把国防教育纳入学校整体教学计划，明确教学任务，切实保障高校国防教育教

学效果。国防专业教师需按照学校制定的针对性大纲进行教学，以大纲为指导消解原有教学的盲目性，

找出发展规律、建立教学秩序，形成科学的课程任务设置、完备的教学科研手段和合理的教学评价机制。

最后，高校应建立系统全面的课程结构体系。在国防教学内容上与时俱进，坚定国防课程教学目标，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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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以国防新形势新内容提高大学生国防意识。在培育形式上丰富国防教学手段，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系

统全面地推进大学生国防意识培育工作，如定期组织国防教育讲座、参观国防科技展览等，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提高大学生强国复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有使国防课程成为专业化、多元化、情景式、全

方位的教学活动，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育学生的国防意识。 

4.3. 形成系统开放的国防意识培育氛围 

从系统开放性出发，高校在国防意识的培育中，不仅要使学校教育体系内部协同有机运行，而且要

坚持开放性原则，统筹内外部环境，实现国防教育资源、平台等在校内外的共建共享，以实现系统内外

部的耦合联动。首先，加大经费投入改善国防意识培育环境。国家教育部门应统筹国防教育内部发展条

件，弥补因资金不足造成的国防教育场地缺失问题，确保国防理论与实践教学能够全面展开。经费可用

于改善体育场地，确保军训等国防基本活动有序展开，建设专业化国防教学主题园并将总体国家安全观

教育的宣传教育有机融入。同时，理应加大经费对经费使用的规划、监控、追踪和评价的工作力度，从

政策、经费和学科协同上提供了有效引导。其次，利用校外资源创新国防意识培育形式。系统要得到有

效统筹，就需要在审视事物内部、处理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时，根据系统自身状况以及外部环境全面

展开活动。换言之，高校国防意识培育不应只限于自身教学的协调运转，同时也要加强同外界的交流合

作，促进整个国防教育大体系的蓬勃发展。其中，可以利用多媒体的便捷性与共享性，定期开展省际校

际国防专业教师经验分享会，展现学习各学校的教学亮点，借鉴教学经验。另外也可以邀请为强国兴军

楷模走进课堂为学生讲解真实的家国故事，以及到国防实践基地体验军旅生活等，以实现优质国防意识

培育资源的开放共享。最后，形成文化氛围带动大学生国防知识学习热情。国家有关部门应实时监控现

代网络传播媒体，加强主流价值观引导，打造国防意识培育的新阵地。在全社会营造国防意识教育的舆

论氛围，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积极开展全民国防安全知识普及活动，增强全民忧患意识，真

正在全社会形成系统集成的国防意识培育合力。广大青年学子也应积极利用各方协同创造的国防安全氛

围，增强对多元文化的辨别能力，转变对现代国防的认知提高国防意识。总之，开放性是系统存在的必

要前提，高校国防意识培育只有坚持坚持开放性原则，加强与外部环境进行信息的交流与融合，才能维

持系统内部的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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