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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国防教育隐性课程开发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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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高校国防教育，在利用好军事理论教学这一显性课程基础上，还需要开发隐性课

程。从国防教育隐性课程内涵谈起，阐述了开发国防教育隐性课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而对高

校国防教育隐性课程开发的策略提出了几点看法，认为应该从开发以校园环境建设为基础的隐性

课程、开发以制度建设为载体的隐性课程、开发以培育大学精神为核心的隐性课程三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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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大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他们的国防意识如何，国防教育质量怎样，

关系国防事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甚至会直接影响国

家安全。当前，军训和军事理论教学是对大学生进

行国防教育的主渠道。但对于新时代大学生国防教

育来说，仅有这样的正式课程不够，需要学校主管

部门更新教育理念，主动开发国防教育隐性课程，

达到国防教育对大学生生活的全覆盖，进而在潜移

默化中培养大学生的国防意识。 

一、国防教育隐性课程内涵 

作为教育学概念的“隐性课程”，是美国学者杰

克逊于 1968年在其专著《班级生活》所提出的。隐

性课程一般与显性课程相对，所谓显性课程是指学

校通过目的明确、内容规范的课堂教学，传授给学

生知识、态度、价值观等的有计划的教学活动。隐

性课程则指学校方面经由非课堂教学的方式，充分

运用学校规章制度、校园环境、学风班风校风等育

人要素，潜移默化对学生产生的积极影响。 

基于隐性课程的基本内涵，国防教育隐性课程可

以界定为学校有目的、有计划，对校园物质环境、实

践活动、管理制度、师生关系等资源进行统筹规划，

将国防教育的精神以及知识渗透于其中，进而以间接

地、内隐的方式培养大学生国防意识的教育活动。 

二、高校国防教育隐性课程开发的必要性与可

行性 

（一）国防教育隐性课程开发的必要性 

隐性课程有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信息鉴别能

力，巩固大学生国防意识。隐性课程可更好地适应

人的国防意识形成发展规律,进一步稳固国防教育

效果。根据苏联教育学家霍姆林斯基的观点，人的

思想观念的形成并不是记住知识和结论就会成功，

观念形成要伴随着丰富的情感体验和亲身的生活实

践。隐性课程并不直接教育学生如何认知这个世界，

它是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体验去感知某一思想和观

念，能够启动学生的情感和意志。隐性课程的这一

优势，有利于形成大学生长久不变的国防意识。 

隐性课程有利于形成对大学生进行国防教育的

教育合力。高校国防教育不应是军训组织者和军事

理论课教师“独舞”，应该是校园活动各参与者的合

力，这样才能达到最佳效果。隐性课程具有广博性,

它会与学校领导的重视程度、各专业课教师的自身

国防意识、以及学校后勤服务者的国防意识等相关。

借助隐性课程的开发动员学校所有教职员工参与国

防教育，形成教育合力,真正做到加强全民国防教

育，从而增强国防教育实效性。 

国防教育隐性课程，能提升大学生国家安全意

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安全已经不是

传统意义上军事安全，其内涵大大拓展。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

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

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这

本身要求我们要更新国防教育理念，在关注国家军

事安全的同时，还要关注其他方面的安全。军训和

军事理论课程教学军事色彩浓重，尽管军事理论课

程中关会涉及国家安全，但深度和广度都不够。通

过隐性课程开发，将国家安全教育与国防教育有机

结合起来，形成系统化、具象化的教育要素，对塑

造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二）国防教育隐性课程开发的可行性 

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作为其

中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强军思想，是对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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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战略回答，不仅对于宏观的问题

有指导，对于高校的国防教育也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强军思想所谋划的强军目标和国防建设方

案，要求高校在教育实践中，要自觉主动地肩负起

国防教育的责任，自觉把军民融合战略与学校的科

研、教学等方面有机联系起来，这些都为高校国防

教育隐性课程开发提供了良好的背景。 

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从国家教育部到省市自

治区的教育主管部门，国防教育已经纳入高校教育

规划中。各层级的教育主管部门，不断定政策、发

文件强化国防教育，无疑会为开发国防教育隐性课

程提供政策支撑。 

高校主动履行国防教育责任。国防教育实施单

位是学校，每个学校是否重视国防教育，影响着国

防教育的成效。当前，各高校落实国家有关政策，

主动履行国防教育责任，军训和军事理论课教学质

量不断提高。这为具体高校开发隐性课程，提供了

比较好的校园氛围。 

军训和军事理论课教学的展开为隐性课程开发

提供经验支持。进入 21世纪以来，众多高校整合军

训和军事理论课教学，形成系统完整国防教育课程

体系，进一步巩固了大学生的国防意识。军训和军

事理论课的实践，为我们实际考察分析国防教育的

问题提供了参考标本。近年来，学者们发表的相关

研究成果，对军训和军事理论课教学的探讨，为隐

性课程开发提供了诸多理论借鉴。 

高校具有丰富的隐性课程资源。高校隐性课程

资源一般分为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文化层面。

①物质层面：学校的各种建筑所构成的校园环境，

如各教学楼、体育场、图书馆以及各类小游园等，

通过有意识的装修设计，可以将国防教育相关内容

灌输于其中；②制度层面：依法治国大背景下，各

学校都有相对完善的各项规章制度，将国防教育相

关要求渗透于各类制度去培养学生，具有可行性；

③精神文化层面：每个学校的校风学风班风中所包

含的文化传统、办学理念，可以与国防教育相结合，

进行活动创新。 

三、高校国防教育隐性课程开发的策略 

国防教育隐性课程开发，根本上是要求高校作

为国防教育的实施主体，及时更新教育观念，既关

注军训和军事理论等显性课程的实施，也要树立隐

性课程观念，主动作为，全面加强国防教育。 

（一）开发以校园环境建设为基础的隐性课程 

校园环境的育人功能，众所周知。校园环境分

为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这里重点指硬件建设，即

校园的物质环境。苏霍姆林斯基说“一所好的学校

连墙壁也能说话”。借助学生日夜生活于其中的环

境，开发国防教育隐性课程，要求各高校要因地制

宜，根据自身条件，将国防教育的因素与校内各建

筑物装修装饰结合起来，用形象化的形式将国防教

育内容展现在各建筑物的外观、内部等各个角落。

当然，国防教育仅仅是高校的教育任务之一，在进

行校园环境的装修装饰时，还需要与学校自身的目

标定位以及文化传统结合起来，防止生硬的将国防

教育呈现出来，这样反而会起到反作用。 

（二）开发以制度建设为载体的隐性课程 

规章制度保证着学校的正常秩序，体现了学校

管理者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以此为载体进行隐

性课程开发。首先要求学校理清哪些规章制度可以

有效地为国防教育服务，哪些制度无法与国防教育

结合，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隐性课程开发；其

次可以按照教育主管部门要求，进一步完善有关国

防教育的制度建设；最后，充分依靠规章制度的刚

性，紧紧抓住规章制度的落实实施环节，通过国防

因素渗透其中且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实施，进一步规

范学生行为，强化学生国防意识。 

（三）开发以培育大学精神为核心的隐性课程 

大学精神是高校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逐渐形

成为师生共同认同的信念和价值观的综合，它体现

在师生的日常行为中。大学精神的形成，有自发形

成的成分，同时也有高校主管者教育理念的灌注。

大学精神的特质即渗透在一切领域决定了它是隐性

课程的灵魂，进而会影响隐性课程的品质。开发培

育大学精神为核心的国防教育隐性课程，首先要求

学校领导在有计划地培育大学精神时，进一步强化

国防教育意识，将国防教育纳入到大学精神培育规

划中，注重与高校育人全过程的有机结合；其次，

教师作为大学精神塑造者之一，他们与学生互动最

多，他们的国防意识直接影响着大学生。建议在高

校教师中，推行国防教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以及在

日常师生互动中正面引导学生。最后，大学精神最

终会体现在大学生身上，而这种印记的形成过程贯

穿于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学生在校园内除了课堂

教学外，参与最多的就是各类文化活动。学生管理

部门作为学生活动的主管部门，应根据各类活动的

性质，有意识的将国防教育因素灌输其中，从而“润

物无声”对学生进行国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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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的教育应该深入生活，在社会实践中结合“两

学一做”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推进大学生基

层党支部的创新建设，如利用课题组、实践队等各

种形式进行基层党支部建设，做到“哪里有学生，

哪里就有党支部”，发挥党员学生的积极性；利用多

种现实途径、多种角度，如走进学生公寓、学生社

团、班级建设等，突破教育实践和空间上的局限。

不少学者也提出采用“嵌入式”的党建模式，随时

注意抓住各类活动作为教育契机，鼓励学生党员去

实践、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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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ife-oriented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 party members under new 

situation 

CHEN Yun-qiao 

(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00, China ) 

Abstract: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college student party members is a major task of education and party 

building in universiti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problems have been risen in educating college student party 

members, the most prominent one being that education cannot meet the needs of college student party members and 

diverts from the real life experience of college student party members. Exploration to life-oriented education mode, 

starting from the needs of college student party members and promoting various practical activities among them,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 party members, but also beneficial to 

enhancing the appeal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 party members.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 party members, life-oriented education, app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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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implicit curriculum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in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new era   
FENG Wei-bin, FENG Li-gang 

(Security Depart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It is a necessity to probe the implicit curriculum on the basis of military theory education in 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in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notation of implicit curriculum, explor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implicit curriculum, thus coming up 

with several strategies of implicit curriculum development: firstly, developing implicit curriculum based on 

campus-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secondly, developing implicit curriculum with system construction as the 

carrier; thirdly, developing implicit curriculum with college spirit cultivation as the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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