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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国防教育中的素质培养
——评《高等学校国防教育与素质教育关系论》

该书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以经济全球化为视角，以构建大学生素质

教育体系为基础，以我国国防教育提升素质教育为切入

点，以作者的实践经验为范例，通过借鉴发达国家国防

教育经验，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高等院校国防教育与素质

教育的必然联系和内在关系，科学地分析了国防教育与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文化教育、身体健康教育三

位一体的关系，提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防教

育途径和方法，解决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人才短缺的问题。

在作者看来，高等院校开展国防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

的必然选择，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

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当代大学生科学文化素质

突飞猛进，但是思想政治素质却有下降的趋势。很多大学

生对国家安全知之甚少，对国防教育意识淡漠。在这种背

景下开展国防教育显得意义非凡，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国防

安全意识，还可以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化作强有力的精神力量，促进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物质支持。国防教育可以强化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增强大学生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提升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树立保家卫国的远大志向，在国家需要时转化为战斗力，

增强国家的国防力量。

开展国防教育必须大力宣传爱国主义精神，使学生能够树立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

目前，高等院校开展国防教育的主要形式包括新生入学的军事训练和国防理论教育。前者主要是以实

践为主，后者侧重理论学习。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通过理论教育使学生能够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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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基本的国防知识，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方式；通过实践

训练，使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使学生真正实现知行合一。

在这本著作中，作者清晰地梳理了国防教育和素质教

育的脉络，在充分了解两者各自的内涵与本质后，准确地把

握并详细地阐述了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

系。这种研究实现了将国防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深度融合和良

性互动，并将一些富有新意的观点融入两者之中，在思想深

处迸发出智慧的火花。

(李民／宁夏大学国防教育教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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