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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国防教育是全民爱国主义的教育，是增强民族自尊心，振奋
民族精神的教育。通过国防教育，可以激发人民的爱国献身精
神，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文化水准，改善国民的智力结构，增强
人民的体质。这些综合因素不但会转化为国防实力和战争潜力，
为经济建设提供新的保障，而且将有效地促进全社会的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因此，省七届人大常委会在第九次会议通过的
《关于深入开展国防教育的决议》中指出：各级各类学校要把国
防教育纳入教育计划，同学生军训、政治课及其他各门文化课有
机地结合起来。省委负责同志也在今年议军会上代表省委强调指
出：要尽快编制出大、中、小学国防教育课本，并纳入教学计
划，使国防教育从娃娃抓起，成为世世代代的必修课。四川师范
大学军事教研室、绵阳师范专科学校等六所高校在省军区、省学
生军训办公室、省教委体卫处以及四川师范大学有关负责同志的
指导下编著的高等院校 《国防军事课教程》部分高校试用本，把
国防教育和学生军训课以及政治思想教育等课程有机地结合起
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防教育、军事课教育的教材。由于 《教
程》注重学校国防理论教育、军事教育、军事训练和政治思想教
育的有机结合，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学校国防教育在课时、师资等
安排问题上的矛盾。这部 《国防军事课教程》的出版是一次成功
的探索和尝试。

《教程》对现代国防、国防法制、国防精神、军事思想、国
防力量、国防知识、军事训练、外军研究、军事地形、现代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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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国防体育和师范国防教育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涉及古代、近代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近百年来的国防斗争历
史、我国国防发展战略、外军研究、外国国防教育及预备役建
设、现代兵器、典型现代化战争的战例等方面的知识，是学生进
行国防教育的好教材。也可以作为党政干部、党员、团员、预备
役部队、民兵及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国防教育课的教材和参考读
物。这部教材注重了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的结合，尤其是在
如何组织学生实施国防教育、军事教育和训练方面，我们可以直
接从 《教程》中得到许多有益的知识，有一定的实用参考价值。

国防教育是一项伟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
人，参加国防教育和军事教育教材的探讨和研究工作，希望看到
有更多更好的国防、军事教育的教材出版供大家学习和使用。

四川省国防教育学会会长　 许　川

１９８９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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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国防教育是以提高国防实力为目的，以提高公民国防素质为
中心的社会活动。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必不可少的基本教育。理
所当然，国防教育应是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学校国防教育是全
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进
行国防教育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和国防后备力量的需
要。

高等院校应按国家教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
部颁布的 《高等学校军事训练大纲 （试行）》要求，对学生实施
军事训练，同时加强政训，进行较系统的国防教育，为造就社会
主义四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人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后备兵
员和培养预备役军官打下良好的基础。

四川师范大学、乐山师范专科学校等七所高校在省委宣传
部、省军区和省教委有关同志的指导下编著的高等院校 《国防军
事课教程》（修订本）是在原高等院校 《国防军事课教程》的基
础上修改形成的。在修改过程中适当拓宽了知识面，加强了思想
教育，并注意吸收学校开展国防教育的经验。

在学校开展系统的国防教育是一项新工作，教材建设、教学
方法的完善都还有一个过程。殷切希望广大国防教育工作者在实
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使教材建设日臻完善，为我国的国防教育作
出更大的贡献。

四川省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王可植
１９９１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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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适应全民国防教育的需要和广大军训学生的要求，我们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以
及国家教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颁发的 《普
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的有关规定，以军委主席江泽民签
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共同条令和有关条例、军事课教材为依据，
在我校１６年军训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并借鉴了一些公开发表的
有关资料的兄弟院校学生军训的经验，编写了 《高等学校国防军
事课教程》，简称 《国防军事课教程》。

《国防军事课教程》共八章：含军事高技术与高技术战争，
中国国防、军事思想介绍、世界军事格局、周边军情、信息化战
争及其对策，军事谋略及其价值开发，国防军事训练，国防体育
及学生军训的组织管理常识训练等内容。

《国防军事课教程》的特点在于实用，它可以帮助参加军训
的学生或组织学生军训的干部获得许多对军训工作的理性认识、
工作方法、管理经验和实用知识。《国防军事课教程》具有较强
的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是一本具有实用价值的可读性教
材。是大中学校、预备役军人学校军训的教材和重要参考读物。

《国防军事课教程》系内部读物，书中的管理规定涉及部队
的情况属保密范围，希妥善保存。

《国防军事课教程》主要编写人：谈庆多。许崇林、杨泉明
曾担任过本书初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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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试用单位在使用 《教程》的过程中有什么新鲜经验和建
议，敬请函告我们，以便进一步完善该书的内容。

在 《教程》编写、成书过程中采用过一些同行发表过的资料
并得到了有关领导、兄弟单位及同志的支持和关心，在此特向他
们致谢。

四川师范大学军事教研室
２００３年８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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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 国 国 防

国防，是随着国家的形成而出现的历史现象。自古以来，有
国必有防，国无防不立。这是一条已被人类历史证明了的永恒的
经验和真理。古今中外皆然。

在当今世界进入相对和平时期，我国人民在以胡锦涛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集中力量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进入了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了解和认识我国现代
国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高全国人民的国防意识和观念是十分
必要的。加强我国国防的现代化建设，是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需要，也是当前全国人民的共同任务。

第一节　中国国防概述

一、中国现代国防的地位和作用

国防，即国家的防备。原指 “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
全，防御外来武装侵略和颠覆所采取的一切措施”。然而，随着
世界各国在经济建设中相互依赖和相互渗透的竞争程度的加强，
海外利益已在各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海上护航，公有通道维
护，公海、公共区域的探测和开发，高层空间的安全和利用等都
成了国防的重要任务。同时，当今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世界上
出现的缓和趋势以及其他各类矛盾的发展，使各主要国家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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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竞争已从仅是政治、军事的领域转移到以经济、科技人才为
主的领域。以经济、科技、人才素质，信息化战争能力为实力核
心的综合国力的全方位较量正在逐步代替争夺军备优势的以军事
为主要手段的武力较量。由于当今世界形势发展的上述因素，致
使国防概念的内涵在原有国防概念的基础上有了相应的演变和发
展。“维护国家利益的安全”、“增强综合国力”成了现代国防概
念中新的内涵。因此，现代国防全部的内涵应该是：“保卫国家
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利益安全，防御外来武装侵略和颠覆，保
卫综合国力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当今世界形势虽然趋于缓和，大仗一时打不起来，但战争的
根源并没有消除，局部战争从未真正停止过。应该看到，在当今
世界上各国进行的包括军事在内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加激烈。今天世界上出现的和平，确切地说应该是以军
事、经济、科技实力核心的严峻对峙下的和平。自建国以来，侵
略者虽然未对我国发动全面的战争，但我国历来周边关系十分复
杂，边境从不太平。东北、西北、西南、南海诸岛都不断地发生
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世界之所以４０多年未发生过大规模的战
争，其主要原因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和遏止战争因素的不断增
长，推迟或某种意义上避免了世界性大规模战争的爆发。我国建
国后之所以没有受到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害，则是由于我们强大
的国防，强大的军队和高速发展的经济实力以及亿万被我们党组
织起来的人民对于敌人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而使侵略者不敢贸
然下手的缘故。人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强大的现代高技术化
的国防威慑力能 “不战而屈人之兵”，达到制约战争的目的。

“居安思危”这是前人用无数生命和鲜血的代价换来的有益
格言。世界上由于缺乏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而被敌人乘虚而入，
导致丧权辱国，造成深重的民族灾难的例子是很多的。人们不会
忘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人由于陶醉于 “凡尔登战役”

·２·



的胜利，自恃有经过多年营造的 “马其诺防线”而缺乏居安思危
的忧患意识，终于在希特勒的 “闪击”下，全国３００万军队被解
除了武装，形成法国不战而亡的悲剧。这样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深
思和借鉴的。我们要做到安不忘危，治不忘战，始终保持高度的
国防观念，并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努力建设自己的现代高技术
化国防，为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而努力工作。加强现代国防建
设，军队责无旁贷，这是毫无疑义的。但仅此还不够，因为我们
的国防是全民的国防，是军民高技术高度兼容的国防，保卫国家
主权、领土完整和利益安全，为保卫和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贡献
力量是每个公民神圣的责任和义务。自古以来，天下兴旺，匹夫
有责。在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建设和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
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必须认真搞好国防教育。为提高我
国的综合国力，加强现代国防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现代国防的内容

历史进入２０世纪以来，国防的基本内容已不仅是以军事为
主体，它已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科技以及国防经
济、国防外交、国防科技、国防教育等方面。而且每个领域又都
形成一门专门研究的学科，并各具其独特的深度和广度。现代国
防建设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的内容很多。它包括：常备军建
设、后备力量建设、武装警察部队建设、武器装备建设、国防科
技建设、国防经济建设、国防工业基本设施建设 （其中又包括人
防工程、国防交通、国防通讯、战略后方基地等建设）、战时动
员、军事科学研究、国防体制、国防教育、国防法制等等。这是
单纯的军事国防的内容所不能包括的。现代国防的强弱程度也是
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建设现代国防是
全国人民的共同任务。增强综合国力需要通过各行各业人们的努
力工作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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