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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础，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族素

质的重要途径。普及和加强全民国防教育，是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的一个

战略问题，对于凝聚全民族的意志和力量，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国防教育工作的

意见》（中发〔2011〕8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云南省

国防教育条例》有关规定和《全民国防教育大纲》、《小学、初中国防教育

纲要》的要求，为了使初中学生树立国防观念，增强社会责任感，了解基本

的军事知识，掌握简单的军事技能，激发爱军习武、关心国防建设的热情，

特编写本册教材，供七年级、八年级使用。

本册教材以爱国主义和国防知识为主线，由“我与国防建设”、“我与

社会生活”、“我与民族团结”、“我与武装力量”、“我与科技强军”、

“我与军事技能”、“我与人防‘三防’”、“我与云南边防”等八个专题

的内容组成。每一学习专题由“专题导学”、“学习内容”、“学习与探究”

和“专题小结”四部分构成。

“专题导学”包括“学习导语”和“学习建议”两个栏目，主要介绍本

专题学习重点，并提出一些学习方法上的建议。

“学习内容”是学习专题的主体。每一个“学习内容”有 3~7 个子目，

文中配插“案例与思考”“相关链接”等提示框和若干说明教材内容的图表。

“学习与探究”主要是围绕本专题设计一个或两个活动方案，旨在培养

学生的探究意识和能力。

“专题小结”主要是用图表的方式对本专题重点内容进行小结。

本教材教学建议：建议在七年级、八年级完成本教材全部教学任务。其

出版说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中，专题一、专题三、专题四和专题六的内容适合七年级学生学习；专题二、

专题五、专题七和专题八的内容适合八年级学生学习。任课教师也可根据实

际情况，针对教学对象、教学环境和教学要求的变化，对教学内容做适当调整。

教材编写中参考了诸多文献和著作，也跟进了许多新闻资料，在参考文

献中尽可能列出，但难免挂一漏万，不妥之处请与作者联系，特此表示感谢。

教材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国防教育（初中）》编写组   

                                        2014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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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我与国防建设

我与国防建设

专题一

专题导学

学习导语

自古以来，有国就有防。常言道：“民无兵不安，国无防不立。”国家与国

防相辅相存，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是国家的象征，靠国防维护。建立巩

固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全面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关注国防，了解国防，建设国防，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学习建议

学习本专题，主要掌握国防、国防教育的基本知识；了解主要的国防法规；

对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与形势也应当有所了解。同时，在学习中可以对中国国防教育

和外国国防教育进行比较。

国防建设与个人、国家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学习本专题时，可查阅资料，就

国防建设对个人生活、国家安全的影响进行思考和总结。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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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教育  （初中）

学习内容

一、民族复兴——我们共同的梦

【案例与思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

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

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

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

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习近平

思考：想一想，说一说你阅读了习近平这段讲话的读后感。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在 5000 年历

史发展过程中长期领跑世界，为全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而且，中

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过而绵延发展时间最长的文明。

进入近代后，人类发展的巨轮从东方滚到了西方，西方国家凭借先发的社会

革命、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将尚处于腐朽堕落的君主专制制度统治之下的中国远

远抛在后面。相形之下，曾经辉煌的我们变得贫穷、落后。积贫积弱的结果，是我

们饱受西方列强的侵凌与掠夺。我们在屈辱中苦苦挣扎了 100 多年，我们苦苦抗争

了 100 多年，我们苦苦等待了 100 多年，才又迎来民族复兴的曙光。

1949 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向着

民族复兴的目标不断前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军事、科技和各项社会事业也突飞猛进，

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地孜孜追求的民族复兴梦，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

接近我们。

但是，与已经发展了 300 多年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有很大差距，实现中

华民族的复兴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付出数代人的努力。民族复兴的重担，

在未来的某一天，必然会落到我们的肩上，我们不能退缩、无法退缩，我们必须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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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我与国防建设

敢地承担！为此，我们必须从现在做起，努力学习、奋发有为，时刻准备着，为祖

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承担起我们的责任，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二、有国必有防

【案例与思考】

中国对购自乌克兰的“瓦良格号”航母进行改造，用来培训能建造中国未来

的国产航空母舰的技术人员，为推出首艘航空母舰做准备。

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就南海问题展开谈判，维护我国在南海的主权。

2012 年 6 月 24 日，我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成功冲击 7000 米下潜深度，

再次创造历史。

2012 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十五次会晤在新德里举行。中方特别代表、

国务委员戴秉国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梅农坦诚深入地讨论了中印边界

问题和共同维护两国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等事宜。

2013 年 3 月，习近平访问国土面积最大的中国邻国俄罗斯。5 月，李克强访

问人口数量最多的中国邻国印度。9 月，习近平访问中亚四国。10 月，习近平和

李克强分别访问东南亚五国，并分别出席印尼 APEC 峰会和文莱东亚系列峰会。

思考：这些活动的目的是什么？

（一）国家与国防

国家，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依靠军队、警察、法庭、监狱这些机关的强制

作用，维护阶级统治，巩固统治地位。国家职能主要包括政治职能、经济职能、

公共管理职能等。国家政治职能的功能和作用在于对内控制被统治阶级，镇压敌

对势力的反抗，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冲突，维持统治秩序；对外维护国家主

权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为实现统治阶级的统治和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

境。经济职能的功能和作用在于干预社会经济活动，为实现阶级统治和促进社会

发展创造物质基础。公共管理职能的功能和作用在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和发展社

会科教文卫事业，以适应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

自古以来，有国必有防，无防国不立。国防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服务于

国家利益。那么什么是国防？ 1997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第 2 条对

国防的解释是：国家为防备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卫国家的主权、统一、

领土完整和安全所进行的军事活动，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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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等方面的活动。简单的“国防”二字其实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军事力量并不是

国防的唯一内容，国防还涉及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外交等方方面面。

国防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 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前提。古人说：“民无

兵不安，国无防不立。”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巩固的国防，就无力抵抗外来的侵略，

国家的主权、领土的安全就没有保障，人民的安居乐业就没有依托。

（二）国防的基本类型

按照不同的标准，国防可以划分为若干类型。

按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的目标，可分为防御型国防和扩张型国防。防御型国

防在国防建设上以防止外敌入侵为主要目的。扩张型国防则以国家安全和防务需要

为幌子，以将其他国家和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对其进行侵略、颠覆或渗透为

主要目的。

按国防力量的构成方式，可分为联盟型国防、独立自主型国防和中立型国防。

联盟型国防最大的特征就是通过结盟的形式，以弥补自身防卫力量的不足，实现国

家的安全稳定。独立自主型国防，强调主要依靠本国自身的防卫力量，坚持不结盟

政策，但并不排斥防务合作。中立型国防的最大特征是在国际冲突或战争面前，严

格恪守和平中立的政策。奉行中立型国防的国家，有的采取全民防卫式的武装中立，

有的则采取完全不设防的方式。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防政策，以及防御性的军事战略，决定了其国防是

防御型国防。

三、居安思危

【案例与思考】

2011 年 2 月，利比亚国内爆发了抗议总统卡扎菲的残暴、专制统治的浪潮，

多个城市出现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要求政府下台，抗议活动随后波及首都的黎波

里。卡扎菲政府与卡扎菲政权反对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武装冲突。一个多月后，

这场由利比亚本国人民引发的利比亚骚乱，由于西方国家的介入逐步发展为法英

美主导的多国部队与卡扎菲政权的利比亚战争。2011年 3月19日，美军实施“奥

德赛黎明”行动，帮助利比亚反对派军队推翻了卡扎菲政权。

2010 年 10 月，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首次公开表示要购买钓鱼岛，经

过精心筹备与耐心劝导，终于说服“私人岛主”转让其土地所有权。201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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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原在美国透露东京都政府正在募集资金决定购买钓鱼岛群岛中的钓鱼岛、南小

岛和北小岛。随后，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表示应由政府购买。2012 年 9 月 11 日，

日本政府出资 20.5 亿日元，与“岛主”栗原家族签署岛屿“买卖合同”，强行推

动钓鱼岛“国有化”进程。

思考：通过阅读这些材料，你有什么感想？

（一）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

日益紧密的交流和合作，缩短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同时也加剧了彼此的

摩擦。世界形势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仍潜伏着动荡不安的因子。

局部冲突此起彼伏。进入新世纪后，世界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但各种武装冲

突和局部战争不可避免。边界领土、民族、宗教、资源等问题常常引发地区的争端。

而几乎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冲突、战争都离不开大国插手。一些国家凭借其军事、经

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在国际关系中推行强权政治，践踏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

甚至用武装力量侵占别国领土，力图控制、支配和统治其他国家以称霸地区或世界。

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国家，把本国的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的利益之上，凭借

经济、军事实力，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干涉和侵略，造成世界动荡不安，成为威

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

恐怖主义给世界安全局势带来极大威胁。恐怖主义是实施者对非武装人员有

组织地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通过将一定的对象置于恐怖之中，来达到某种政

治目的的行为。目前，世界上有案可查的恐怖主义组织有 1000 多个，主要分布在

中东、中亚、西欧、美洲和东南亚五大热点地区。恐怖组织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民族分裂恐怖组织。第二类是极端宗教恐怖组织。第三类是极左翼恐怖组

织。第四类是极右翼恐怖组织。第五类是黑社会恐怖组织。恐怖主义给社会稳定和

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造成极大危害。根据美国国家反恐中心提供的数据，2011 年

上半年全球共发生了 5420 起恐怖袭击，死亡 6400 人。我国主要遭到以“东突”为

代表的民族分裂恐怖组织的威胁。

经济危机危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经济危机指的是一个或多个国家的国民经

济或整个世界经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不断收缩和负增长。经济危机以牵一发而

动全身的态势，涉及范围不断扩大，危害程度不断加深，严重威胁全球经济的发展。

从 2007 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到 2008 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再到后来的“欧债危机”，

经济危机对世界的影响日益扩大。

资源危机也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矿物、土地、淡水、森林、野生动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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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等自然资源在世界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显现出相对紧缺的趋势，当资源耗尽和

破坏作用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地球上存在的资源便难以维持人类经济生活的正常需

要，发生资源危机。目前地球正面临着严峻的资源形势，资源危机直接威胁到人类

生存与发展的状态。

当前，国际安全环境总体稳定，但是局部地区动荡，有些地区存在着危机升级，

甚至导致军事冲突的危险，为保卫国家的安全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国需要

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

（二）复杂多变的周边环境

周边环境，是指与周边有领土接壤或有领海临界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

外交、宗教、文化等诸多领域构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格局。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地

域广阔的大国，中国的周边环境具有周边国家数量多、人口稠密、差异性大、历史

及现实矛盾突出等特点，情况最复杂，变数也最多。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自 2010 年以来呈现明显恶化之势，至今仍处于调整之中。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2011）》中明确指出，美国重返亚太，构筑以遏制中国

崛起为目标的“雁形安全模式”，中美对于东亚主导权的争夺将会成为未来 5~10

年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结构性因素。其中，海上安全是中美的主要交锋点，中

国将长期面临海上的压力。

钓鱼岛主权之争。钓鱼岛又称钓鱼岛列岛，位于中国台湾基隆市东北约 92 海

里的东海海域，主要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和北小岛及一些礁石组成，

总面积约 6.3 平方千米，其中主岛钓鱼岛面积 4.3 平方千米。自古以来，中国对钓

鱼诸岛及其附近海域就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认为中国在明

朝时期不仅最早发现，而且根据明嘉靖十三年（1534 年）明朝向琉球派出的第 11

任册封使陈侃所撰写的《使琉球录》、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编纂的《筹海

图编·沿海山沙图》等记载，证实当时中国对钓鱼岛已实施了有效主权支配，因此，

中方对钓鱼岛早已拥有无可辩驳的主权。2012 年 9 月 11 日，日本政府不顾中方一

再的强烈反对和严正抗议，与钓鱼岛“岛主”栗原家族签署岛屿“买卖合同”，强

行推动钓鱼岛“国有化”进程。日本政府误读“搁置争议”原则、日本媒体舆论误

导国民对钓鱼岛史实的正确认识以及日本外交误判中方的激烈反应，引发中日关于

钓鱼岛主权的严重危机。鉴于中日双方对钓鱼岛主权的强硬立场以及日美同盟关系

的存在，中日钓鱼岛主权危机将会长期持续，其未来走向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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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知识卡

中国是最早发现、最早开发钓鱼岛的国家，通过先占原则取得主权。钓鱼岛

及其附近海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民进行捕鱼、采药等活动的场所，在隋朝就被

发现，早在公元 15、16 世纪，中国的许多官方文件中就出现了有关钓鱼岛的记载。

例如，中国在 1403 年的官方文件《顺风相送》中就已有钓鱼岛的名字，这一记

录比日本将其命名为“尖阁岛”早了 480 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钓鱼岛被日本

从清政府手中抢走，1945 年 7 月，日本投降前，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

告》，规定日本之主权只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本土以内，中国收复台湾。

冲绳、琉球群岛及钓鱼岛由美国监管，1972 年美国又将钓鱼岛移交给日本。此后，

钓鱼岛风波就一浪高过一浪，成为中美日及台湾地区所关注的焦点。

黄岩岛对峙。黄岩岛对峙是中国与菲律宾在中沙群岛进行的一次围绕岛礁主权

归属的维权活动。2012 年 4 月 11 日，菲律宾军舰“德尔皮拉尔号”拦截了在黄岩

岛附近作业的中国渔船，企图抓扣中国渔民。正在附近定期巡航的中国海监 84、

75 船编队闻讯后，及时赶到事发地点，制止了菲律宾军舰的非法行为。随后，中

菲两国不断更换和增派船只在此海域进行维权，形成对峙，事件一直持续到 6 月初

才告一段落。在近年的中国周边海上争端中，黄岩岛对峙属于持续时间长、对抗手

段多、影响深远的一次摩擦。中国通过外交、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的组合运用，

改变了过去菲律宾长期控制中沙群岛的局面，实现了对中沙群岛的有效行政管理。

但是，这次对峙的发生及其后续——菲律宾仍然在国际上对黄岩岛提出主权要求，

表明南海问题扩大到中沙群岛，并将长期凸显。

南海问题。所谓南海问题，指的是南海周边的 6 国 7 方，即中国大陆和台湾

地区、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和菲律宾，在南海岛礁归属和海域划

分上存在分歧和争端。南沙群岛，历来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是

中国人民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经营，并由中国政府最早进行管辖和行

使主权的群岛。但是到 1991 年底，除中国控制的 6 个礁和太平岛外，其他 44 个

岛礁均被其他国家侵占。在这些国家中，越南是侵占岛屿最多的国家。从 1975

年 4 月至 1991 年 11 月，越南先后侵占南沙岛礁 27 个，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是

面积比较大，自然条件相对较优越的岛礁。菲律宾先后侵占了 8 个岛礁。马来西

亚从 1983 年到 1986 年派军队先后侵占了 3 个岛礁，后来又在 6 个礁滩上竖立了

“主权碑”。另外，文莱声称对南沙群岛岛链西南端的路易莎礁（即我国南通礁）

拥有主权，并单方面分割南沙海域 3000 平方千米。印度尼西亚也以“协议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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