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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an important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also a basic, long-term and strategic project of the par-
ty and the state. In this paper, literature, questionnaire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re used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actical needs of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it also put forward ideas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o establish the corres-
pond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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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是高校立德树人的重要任务，是党和国家的一项基础性、长期性、战略性工

程。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等对当前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现状评价和现实需

求进行了深入调研和分析，并就如何建立相应机制提出了构思和建议。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4068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4068
http://www.hanspub.org


燕东，张一男 

 

 
DOI: 10.12677/ass.2020.94068 444 社会科学前沿 
 

关键词 

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现状，机制 

 
 

Copyright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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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国家安全是定国安邦的重要基石，是最大的民生福祉。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

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1]。
因此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不仅是高校立德树人的重要任务，也是全

民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更是党和国家的一项基础性、长期性、战略性工程，事关每一个人的切

身利益。 
本文通过查阅大量的国内、国外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并进行综合分析得知，以往关于大学生国家安

全教育的研究主要是以现象、意义和问题论述为主，缺少基于高校本身的实际调研，越过了师生的实际

感受和需求。本文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在深入了解师生真实想法的基础上对照分析目前大学生国家安

全教育的现状，并系统建立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机制，对当前及今后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工作具有现

实的指导意义。 

2. 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现状分析 

2.1. 研究对象及分析方法 

本文按照随机抽样的方式，分别选取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

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北京工商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音乐学

院、外交学院等部分高校的 600 余名在校师生开展问卷调查。问卷设计主要从师生个体对大学生国家

安全教育情况的所知、所感和评价为主要调查内容，从而分析目前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开展的现状以

及存在的问题。 

2.2. 调研结果分析 

2.2.1. 师生自身缺乏国家安全教育基础知识和国家安全意识 
调查数据显示，师生对国家法定而且每年都在广泛宣传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不了解，仅有

34.5%的师生能够正确回答是 4 月 15 日，65.5%的师生表示根本不清楚是哪一天或者错误认为是其他

日期(见图 1)。有近 20%的师生对总体国家安全观还是不够了解(见图 2)。超过一半的师生表示对教育

部印发的《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不了解，仅有 4.5%的师生表示非常了解(见
图 3)。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师生表示没听说过“大学生违反国家安全的案例”，未意识到身边存在的国

家安全隐患(见图 4)。 
显然，师生对上述情况的不了解、不清楚归结起来就是自身缺少相应的国家安全教育基础知识，缺

乏一定的国家安全意识，同时也揭露出目前的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存在着宣传不到位、教育不到位、警

示不到位等问题，这些问题均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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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day for all” (%) 
图 1. 师生对“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了解(%) 
 

 
Figure 2.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A holistic view of national security” (%) 
图 2. 师生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了解(%) 
 

 
Figure 3.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Opinion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n strengthening the imple-
mentation of national safety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 
图 3. 师生对“教育部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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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Cases of college students violating national security” (%) 
图 4. 师生对“大学生违反国家安全的案例”的了解(%) 

2.2.2. 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形式、内容、教材等体系不够健全 
当前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形式、内容、教材、工作队伍、组织领导机构等体系不够完善，均存在不同

程度的问题。在调研过程中，有 66.3%的师生均认为本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形式的创新程度一般，甚至比

较低或非常低，可见多数师生对目前本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形式是不满意的(见图 5)。有接近一半的师生

对本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表示不满意，41.2%的师生认为本校国家安全教育内容的专业程度一般或不专业，

78.6%和 74.6%的师生分别表示自己所接受过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仅为简单的国家安全法律法规介绍和有

关案例介绍，还有 5.1%的师生表示自己没有接受过国家安全教育(见图 6、图 7、图 8)。由此可见，当前的

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存在标准不一、主题不明、创新程度不高等问题。受限于师资力量、经费保障等各种条

件，目前很多高校使用教材基本都是上级单位编印的统一知识手册，未形成标准化、体系化、科学化的国

家安全教育教材。在国家安全教育工作队伍方面，仅有 5.9%的师生认为师资力量非常雄厚，有 66.1%的师

生认为本校的师资力量一般或比较薄弱，师资力量显然不足(见图 9)。在国家安全教育组织领导机构上，存

在严重的机构不健全、权责划分不明确等问题，有 55.1%的师生认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工作应由学校国

家安全小组负责主管和推进，55.4%的师生认为应专门成立学校国家安全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主管和推进，

只有部分师生认为应分别由学校保卫部门、学生工作部门、教务部门负责推进(见图 10)。 
 

 
Figure 5.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views on “Innovation degree of school national safety education” (%) 
图 5. 师生对“学校国家安全教育形式创新程度”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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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The satisfaction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th “The content of national safety education” (%) 
图 6. 师生对“学校国家安全教育内容”的满意度(%) 
 

 
Figure 7.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pinions on “The professional level of national safety education content in school” (%) 
图 7. 师生对“学校国家安全教育内容的专业程度”的看法(%) 
 

 
Figure 8. The situation of “Contents of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received” (%) 
图 8. 师生对“所接受过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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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views on “National safety education teachers in school” (%) 
图 9. 师生对“学校国家安全教育师资力量”的看法(%) 
 

 
Figure 10.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views on “Leading organization of national safety education in schools” (%) 
图 10. 师生对“学校国家安全教育工作组织领导机构”的看法(%) 

2.2.3. 师生对国家安全教育工作重要性的认可度和开设课程需求较高 
通过调查得知，86.8%的师生认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工作是重要的(见图 11)。93.6%的师生均认为有

必要开设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课程，并且 73.6%的师生还均表示应该设置学分，其中 20.5%的师生认为应

该设置 0.5 学分，34.1%的师生认为应该设置 1 学分，19.0%的师生认为应该设置 2 学分(见图 12、图 13)。
可见师生对开设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课程需求较高，而且对设置学分的认识上也较为一致。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工作和新时代国家安全面临的新挑战、新形势下，从国家教育主管

部门到高校，再到师生个人都认识到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多数高校也通过“进课堂、设学分”

等方式来积极落实国家安全教育工作。但就部分高校对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视程度和师生接受过的国家安全教

育绝对次数来说，目前国家安全教育力度显然不足。很多高校仅在 4.15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期间开展一些

国家安全宣传活动或仅是在安全教育、思政课、国防教育等课程中涉及一些内容，这种只是为了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和应付上级有关部门要求开展一些活动或其他课程中一带而过的国家安全教育形式，忽视了国家安

全教育的持续性和常态性，根本无法满足师生需求，更无法促使师生将国家安全教育入脑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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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views on “The importance of national safety education in schools” (%) 
图 11. 师生对“学校国家安全教育工作重要性”的看法(%) 

 

 
Figure 12.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demand for “Offering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courses for college students” (%) 
图 12. 师生对“开设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课程”的需求(%) 

 

 
Figure 13.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views on “whether credit should be set in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course for col-
lege students” (%) 
图 13. 师生对“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是否应设学分”的看法(%) 

3. 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机制建设 

综合上述调研分析可以明显看出，师生国家安全意识薄弱、国家安全基础知识匮乏、大学生国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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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教育体系不够健全、对开设国家安全教育课程需求较高却尚未落实等问题的原因归根结底就是缺乏有

效的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机制。教育部在《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中明确要求，

要牢固树立和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系统设计、整体谋划，尊重规律、注重实效，部门联动、

协同推进”的工作原则，以国家安全战略需求为导向，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夯实国家安全人才基础，

构建国家安全教育体系[2]。因此，建立健全切实可行的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机制已是当务之急，其是改

善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现状、破解当前突出问题的重要保障，是切实加强国家安全教育的正确举措。 

3.1. 健全国家安全教育组织领导体制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组织领导体制，明确权责划分，是推动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取得实效的基础。

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应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尽快牵头制定《大中小学国家安全

教育指导纲要》；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根据《指导纲要》尽快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为高校进一步推动

落实国家安全教育“进课堂、进头脑、进教材、落实学分”提供依据和支撑。当然高校也不宜存在等、

靠思想，而是应根据上级部门有关要求，结合工作实践，充分调研、深入分析，发挥优势、主动作为，

积极为《指导纲要》的制定和实施贡献应有的力量。通过实际调研和工作实践，只有由学校国家安全小

组(各高校成立的类似现有国家安全机构)或专门成立学校国家安全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来牵头，学校保卫、

学工、教务、人事、财务等部门协同推进国家安全教育进课堂、进头脑、进教材、设学分、建队伍、齐

宣传，才是行之有效、较为合适的组织领导机构。 

3.2. 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中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充分认识教师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全面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根本性民生工程切实抓紧抓好”[3]。扎实的知识功底、过硬的教学能

力、勤勉的教学态度、科学的教学方法是教师的基本素质。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是开

展国家安全教育的前提和基石。因此，高校应积极推进国家安全教育专业教师的培养工作，一方面要严

把教师招聘入口关，注重对国家安全知识和责任意识的考核；另一方面要大力强化国家安全教育专题培

训，着力打造一支以专业教师为骨干、专兼结合的国家安全教育师资队伍。 

3.3. 丰富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和资源 

国家安全教育资源是有效开展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载体。高校应统筹利用现有资源，构建完善

国家安全教育内容体系，创新国家安全教育方式方法，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切实发挥互联网优势，

建立国家安全教育案例库，分类开发在线课程。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结合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分别编

写国家安全教育读本。建设一批符合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的综合性教育实践基地、满足不同领域国家安全

教育需求的专题性教育实践基地，并推进资源共享、特色互鉴。充分借助校友资源和社会力量，组织或参

与开发体现国家安全教育要求的美术、影视、动漫等作品，增强国家安全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3.4. 建立国家安全教育经费投入和督导评价机制 

充足的经费投入是保障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条件。在国家安全教育经费投入方

面，高校应给予高度重视，详细制定预算计划，充分利用各种经费渠道，划拨专项专用经费，切实支持

和保障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开展。建立国家安全教育督导评价机制是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的有效手段。

因此，高校应将国家安全教育开展情况纳入年度督导计划，并根据实际需要开展专项督导检查。同时应

把学生参与国家安全教育活动及相关课程学习情况纳入综合素质档案，作为评优等重要参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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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大学生是未来国家建设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坚力量，高校是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的主阵地。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深入分析当前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厘

清高校各部门之间协同推进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权责划分，建立健全国家安全教育长效机制，事关重

大、意义深远，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应当深入思考和推进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大中

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有关文件精神和“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法定要求，是切实增强大学

生国家安全意识、确保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入脑入心的重要途径。 

基金项目 

中央财经大学 2019 年度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课题“‘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高校国家安

全教育长效机制研究”(DJC19013)。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Z].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2] 教育部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Z]. 教思政〔2018〕1 号, 2018.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Z]. 中发〔2018〕4 号, 2018.  

[4] 燕东, 杨中英, 马川. 新时代高校国家安全教育体系构建研究[J]. 创新教育研究, 2018, 6(5): 398-401.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4068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Mechanism of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Abstract
	Keywords
	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现状及机制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1. 引言
	2. 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现状分析
	2.1. 研究对象及分析方法
	2.2. 调研结果分析
	2.2.1. 师生自身缺乏国家安全教育基础知识和国家安全意识
	2.2.2. 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形式、内容、教材等体系不够健全
	2.2.3. 师生对国家安全教育工作重要性的认可度和开设课程需求较高


	3. 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机制建设
	3.1. 健全国家安全教育组织领导体制
	3.2. 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3.3. 丰富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和资源
	3.4. 建立国家安全教育经费投入和督导评价机制

	4. 小结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