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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军事理论课是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阵地，在课程思政视域下，将总体国家安全观融入军事理论课教

学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从师资队伍建设、教师教学观念转变、国安要素融入、教

学资源挖掘、教学管理强化和教学评估体系完善七个方面，对军事理论课的教学路径进行探索，以期激

发教育合力，达到协同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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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litary theory course is an important position for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Under the curri-
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 integrating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into 
the teaching of military theory course has important innovative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integration and expansion of military theory teaching paths from 
seven aspects, namely,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the change of teachers’ teaching concepts,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elements, the mining of teaching resources, the strengthening of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stimulate 
educational synergy and achieve the effect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Keywords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Military Theory, Teaching 
Path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课程思政与总体国家安全观 

(一) 课程思政  
2016 年 12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

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

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

同效应。”[1]讲话强调了高校课堂教学在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中的重要意义，其他各门课程应与高校思

政课程同向同行，协同配合，强化课程育人，“课程思政”的概念由此而出。 
截至目前，“课程思政”尚未有较为明确的定义，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高德毅、宗爱东认

为：“课程思政实质是一种课程观，……是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和改革的各环节、各方面，

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2]田鸿芬认为：“‘课程思政’是思想政治教育施教主体在各类课程教学过

程中有意识、有计划、有目的地设计教学环节，营造教育氛围，以间接、内隐的方式将施教主体所认可、

倡导的道德规范、思想认识和政治观念有机融入教学过程，并最终传递给思想政治教育的受教主体，使

之成为符合国家发展要求的合格人才的教育教学理念。”[3]邱伟光认为：“所谓课程思政，简而言之，

就是高校的所有课程都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充分理解‘课程思政’的丰富

内涵，深刻把握‘课程思政’的价值意蕴，系统规划‘课程思政’的生成路径……。”[4]尽管各位学者

对课程思政概念的表述有所不同，但是基本内核是一致的，都是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入高校所有课

程之中，融入课程教学的每一环节，深入挖掘每门课程背后所蕴含的思政教育资源，充分发挥思政育人

的功能。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课程思政”的概念可定义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将高校全部课

程纳入大学生思政教育体系，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高校教育教学全过程的一

种课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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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总体国家安全观 
2014 年 4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了包括政治安全等“十

一种安全”在内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书记强调：“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

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

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5]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首次提出。 
同时，总体国家安全观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2015 年 4 月 20 日，全国人大立法，明确以

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

际安全为依托的国家安全工作五大要素。2022 年 10 月 16 日，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完善了总体国家安

全观：“我们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

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

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完善

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6] 

2. 总体国家安全观融入高校军事理论课教学的理论依据及存在问题 

(一) 理论依据 
2019 年 1 月，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下发《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的

通知》指出：军事课纳入普通高等学校人才培养体系，列入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2020 年 5 月，

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强调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

要任务，让所有教师、所有课程都承担好育人责任，构建全员全课程全方位大格局。2020 年 10 月，教

育部颁布《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将总体国家安全观融入各学科专业教育教学，在课

程中有机融入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全面增强大中小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以上相关文件，成为在课程思

政视域下国家安全要素融入军事理论课教学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高校《军事理论》课是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该门课程集聚爱国主义教育、形势与政策教育和国

防教育等思政教育属性，也是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将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融入军事理论课教学，

一方面有助于大学生学了解我国的国家安全形势，提升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感，

激发学生携笔从戎、参军报国热情；另一方面能够深化《军事理论》课程内涵建设，结合国家人才培养

目标和大学生的发展特点，重塑该门课程的教学体系。 
(二) 存在问题 
总体国家安全观融入高校军事理论课教学目前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师资力量不足、师资结构不合

理。部分高校军事理论专任教师师资力量匮乏，授课多由辅导员、机关行政人员或学生处工作人员承担，

专业化水平较低；授课教师在承担教学任务的过程中，还有大量其他工作，缺乏充裕时间进行备课导致

教学效果欠佳。二是任课教师课程思政的意识和能力有待提高。部分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单纯地传授知

识，忽视思政要素的挖掘和价值引领，只重视基础性、概念性和理论性的内容，关于人民安全、政治安

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安全等内容未有效融入教学知识点；部分教师对思政领域的知识掌握较

少，对“课堂思政”也并无研究，因此无法进行课程教学的实践。三是新的条件下教学方法陈旧，教学

手段较为单一。当前，教师在教学环节主要采取的依然是传统的灌输式、讲授式授课，很多教师并不擅

长采用新媒体技术来改进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使课堂氛围呆板，吸引力不足，学生难以接受，教学效

果欠佳。四是军事理论课的教学质量参差不齐，缺乏完善且科学有效的教学评估体系，无法有效监督高

校军事理论教学任务的完成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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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军事理论》课程中融入总体国家安全观教学的构建路径 

(一)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教学能力 
在《军事理论》课程中融入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必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能

力。一要完善《军事理论》课教师的准入机制，要尝试引进具有军事学科背景的相关人才，或吸纳一批

具有丰富军事理论知识和军事技能的退伍大学生军人，进一步充实军事理论课师资队伍。二要加大师资

培训投入，加强交流学习，学校应该鼓励军事理论课教师参加培训学习以改善任课教师的知识结构，外

出观摩更好了解该门学科最新的动态，参加授课比赛提高课程的教育教学能力，还要充分发挥军事理论

教研室的作用，经常性组织集体备课，交流学习，共同进步和提高，以期获得更好的专业和思政教育效

果。 
(二) 转变教师教学观念，提升思政育人成效 
军事理论课授课教师要转变陈旧的教学观念，将“教书 + 育人”和“专业 + 思政”深度融合，将

“课程思政”建设落到实处，提升思政育人实效。要在教学实践中探索新的理念，把军事理论知识的传

授、军事技能的练习与国家安全、民族兴衰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学生的忧患意识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 
(三) 明确国安元素融入，优化整合课程内容 
《军事理论》授课教师应当深入挖掘教材中每一章节所蕴含的国家安全元素，研究最新的国内外军

事动态，并将其更新到教学中，优化整合教学内容。如下表 1。 
 
Table 1. Course content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表 1. 课程内容融合思政元素 

课程章节 国安要素融入点 教学方法 课程思政成效 

中国国防 
融入 1840 年近代以来中国国防孱弱，

落后挨打的历史，强调“国无防不立，

民无兵不安!” 

线上自学、课堂讲授，

案例研讨、思想启发 
树立国防观念、加强国防教育、参

与国防建设。 

国防法规 

以最近几起违反兵役法的案例为出发

点，讲解拒服兵役未可能对国家造成安

全的危害吗，解读大学生参军入伍相关

政策。 

线上自学、课堂讲授，

案例研讨、思想启发 

激发大学生参军报国的热情和责

任感，携笔从戎，保卫国家安全，

维护国家繁荣富强。 

军事思想 

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的中国人民

志愿军，以巨大牺牲击败美国的军事威

胁，有力维护我们国家的国家安全，换

来了中国今天的地位。 

线上自学、课堂讲授，

案例研讨、思想启发 

树立科学的战争观和方法论；强化

学生战胜学习、生活中的困难的信

念与信心。 

我国周边

安全形势 

以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为切入点，讲述

边防军人不怕牺牲、维护国家领土完整

和国家安全，追思陈红军等英雄军人。 

线上自学、课堂讲授，

案例研讨、思想启发 

认识到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学生居安

思危理念和忧患危机意识。 

当今世界

局势 
以中美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讲述我国

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线上自学、课堂讲授，

案例研讨、思想启发 

认清我国和平发展局而来之不易，

培养学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

豪感。 

现代战争 
以海湾战争为切入点，未更有力维护国

家安全和利益，必须进行军事现代化改

革以及向西方的学习。 

线上自学、课堂讲授，

案例研讨、思想启发 

理解现代战争的形态、特征、趋势，

树立打赢信息化战争的信心；同时

立志学好专业技能，报效祖国。 

信息化装

备 

介绍我军的新式武器装备，如歼 20 隐

身战斗机、055 型驱逐舰、东风一 41
弹道导弹等，向学生展现维护国家安全

强大的军事实力。 

线上自学、课堂讲授，

案例研讨、思想启发 

点燃学生对祖国日益强大的情感

认同和爱国之情，培养学生科研创

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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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中国国防。以中国从古至今的国防建设为主线，重点讲述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

海防洞开，边防不宁，造成中华民族最严重的危机，国家安全遭受最严重的危害，强调落后挨打的历史，

强调“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通过学生课前在线课程学习，教师理论讲授，以及案例研讨和思想启

发，使学生树立国防观念，加强国防教育，参与国防建设。 
2. 第二章：国防法规。通过对人民解放军发展的历程，来讲述依法服兵役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稳

定的重要性，以近期拒服兵役的例子为切入点，探讨如果国家武备不兴、军力孱弱对国家安全的危害。

同时，利用军事理论课机会解读大学生入伍相关政策，通过学生课前在线课程学习，教师理论讲授，以

及案例研讨和思想启发，激发学生投笔从戎，参军报国的热情。 
3. 第三章：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巨大牺牲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

的伟大胜利，成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不但维护了我国边境的领土安全，也为我国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地

位，国家安全全面加强。通过学生课前在线课程学习，教师理论讲授，以及案例研讨和思想启发，使学

生树立正确的战争观和方法论，且勇于战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 
4. 第四章：我国周边安全形势。以 2020 年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为切入点，讲述我国周边的国家安

全形势所面临的严峻局面，追忆陈红军、陈祥榕等革命烈士，引导学生学会感恩。通过学生课前在线课

程学习，教师理论讲授，以及案例研讨和思想启发，增强学生的忧患意识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认识

到建设巩固的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激发参军入伍的热情。 
5. 第五章：当今世界局势。融入中美纷繁复杂的关系发展史，展现中国在与美国的相处过程中所展

现的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决心。通过学生课前在线课程学习，教师理论讲授，以及案例研讨

和思想启发，让学生认识到我国和平发展局面的来之不易，缅怀革命前辈，同时也要树立民族自尊心和

自信心，要有勇于斗争的底气和善于斗争的勇气。 
6. 第六章：现代战争。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表现给予中国高层巨大震动，想要确保国家安全，必须

进行军队的现代化改革，紧接而来的就是军队冗余人员的裁撤和转向美军的新式装备和战法的学习。通

过学生课前在线课程学习，教师理论讲授，以及案例研讨和思想启发，阐述军队改革、科技创新和牺牲

奉献精神对于打赢现代战争的重要性。 
7. 第七章：信息化装备。介绍我军的新式武器装备，如空军歼 20 隐身战斗机、歼 35 隐身战斗机，

海军 055 型驱逐舰、075 两栖登陆舰，火箭军东风 41 弹道导弹等，向学生展现我们国家维护国家安全国

强大的军事实力。通过学生课前在线课程学习，教师理论讲授，以及案例研讨和思想启发，激发学生的

爱国热情和对祖国日益强大的情感认同，激发学生投身建设强大国家火热实践，同时也能够培养学生的

科研创新能力，为国家军事科技的发展贡献力量。 
(四) 深化教学模式改革，促进育人模式改变 
采用线上自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以线下教学为主，线上教学为辅。一要加强“慕课”

“智慧树”等网络教学资源建设，线上课程学习方式灵活，但是应该保证的课程质量。二要创新线下课

程教学方式，一是采取传统讲授法授课时，授课课件应该尽可能丰富，杜绝文字式的长篇大论，要将复

杂的知识简单化，将枯燥的内容具体化，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二是采取情景模拟教学法，教师在

课堂上创设某一具体的情景，让学生思考如果自己深处这样的环境中会有怎样的反映和行为；三是采取

要采取案例研讨、分组讨论等授课方式，提高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思维的积极性，让学生在在自学和讨

论中完成知识学习。 
(五) 充分挖掘教学资源，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教师应使学生将学到的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到知行合一，从而将课程育人与实践育人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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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一是可以利用现有的丰富的多媒体资源，展现人民军队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全所做出

的英勇行为，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投身维护国家安全的行动中去；二是依托丰富的校园活动，如以“4·15”
国家安全日为契机，组织安全专题讲座、国家安全主题教育活动、国家安全知识竞赛等，并将活动纳入

课程的期末评价之中，使学生在参与活动，搜集准备材料和参与比赛的过程中，潜移默化掌握了维护国

家安全的知识；三是积极探索国家安全“互联网+”教育新模式，利用“腾讯课堂”、“慕课”等线上教

育平台的资源，让学生自主学习国家安全的线上课程，以课堂分组的形式，对在线课程内容进行讨论，

根据讨论的效果选择固定课程作为线上教学的必修课程，利用微博、微信、QQ、抖音、快手、B 站等当

代大学生比较喜闻乐见的网络新媒体平台，撰写高质量的关于国家政治安全的文章或者制作精良的短

视频，要让学生在寓教于乐中掌握知识，自觉做国家政治安全的守护者，另外，根据课程考核成绩，

可以选拔一批政治素养高、理论水平高的同学充当小教员，让他们做国家政治安全的志愿宣讲员。 
(六) 强化教学管理制度，端正良好教风学风 
一是教师要严格按照教学大纲和教学进程表的规定按时上课，杜绝教学事故的发生；二是教师要有

敏感的政治意识，教师要具有良好的师德师风和教学仪态；三是教师要强化考勤，放弃传统的点名签到，

利用“学习通”或“钉钉”等现代化的学习平台创建班级进行考勤管理；四是进行严格的课堂管理，要

在课前申明，在上课过程中严禁玩耍手机、睡觉、吃零食和喧哗等扰乱课堂秩序的行为，如有违犯，在

提醒几次未果后可联系其辅导员按照学校有关规定严格处理。 
(七) 完善教学评估体系，促进教学质量提高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融入《军事理论》课程的过程中，需要制定一套科学合理、严谨有效和操作性强

的课程评估体系。一方面，高校应该建立专家督导、教师评议和学生评价三位一体的评价体系，定期对

教学效果进行评估，评价的结果应与任课教师的绩效考核挂钩，更好激励教师的稳步成长，提升高校《军

事理论》课程整体的教育教学水平；另一方面，对学生的评价，可采用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

式，改变以往一次考试或一次作业评判学生成绩的做法，采用出勤成绩、测验成绩、平时作业和期末考

试等相结合的评价方式，按比重给出成绩，另外，对学生线上和线下学习的过程给予定性评价，对学生

的整体学习情况进行评价总结，从而达到“课程思政”育人效果。 

4. 结语 

国家安全，重于泰山，《军事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国防教育，传授国家安全知识的主阵地，高

校教师要从“融入什么”、“为什么融入”和“怎样融入”几个方面，去进行课程的改革和创新，传授

给学生国家安全的知识内容，提升学生维护国际安全的意识，激发学生参军报国维护国家安全的热情和

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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