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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加强对大学生的国防教育是落实国防法和国防教育法的重
要举措，也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规定，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通过军事课教学和军事训练，使大学生掌握基本的军事理论知识和军事技能，增强国防观念和国家安
全意识，强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和组织纪律性，为军队训练后备兵员和预备役军官的培养打下
坚实的基础。
为此，我们聘请总参谋部、国防大学、陆军、空军、海军和第二炮兵等各军兵种的国防教育专家、教
授、机关部门领导、大学军训教研室主任和陆军集团军、武警部队的指挥员组成教材编审委员会，发
挥集体智慧和联合攻关优势，编写了这本《大学军事学教程》。
该教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规范性。
该教程以2007年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重新修订和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
以下简称《大纲》）为依据，严格把握课程教学目标和课程体系，框架结构和内容设置都具有较强的
规范性。
　　二是时代性。
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军事变革发展迅速，军事思想、武器装备、作战方式和指挥手段等都在不断创新
。
大学生渴望了解这些变化，学到较新的国防和军事理论知识。
该教程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军事发展的最新动态以及信息时代的特征。
为了满足大学生的需求，我们依据《大纲》把这些发展变化充分地吸收到本教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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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我国的国防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21世纪，伴随着国家的建立，国防历史也先后经
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荣辱兴衰告诉我们：兵者，国之大事，虽可百年不用，但不可一日无备。
这些经验和教训充满着中华民族的勇敢和智慧，不但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进行国防教育
的生动教材。
（一）中国古代国防中国古代的国防，随着阶级的产生、国家的形成而出现，是以矛和盾为代表的冷
兵器时代的国防。
自夏、商、周起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近五千年的国防历史表明，凡施行富国强兵政策的朝代，
无不国力强盛；凡实行“防内虚外”、重文轻武的朝代，无不国力衰败、饱受欺凌。
1.中国古代的兵制建设中国古代的兵制建设主要包括军事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和兵役制度等方面
的内容。
在军事领导体制上，充分体现皇权。
夏、商、西周时期还没有专门的军事领导机构，一般是国王亲自主持军政，领兵作战。
秦统一后，设立了专门管理军事的机构。
最高的军事官员称太尉。
隋朝对国家机构进行了改革，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专门设立了主管军事的部门——兵部。
宋朝为了防止“权将”拥兵自重，在中央设立了枢密院作为军事领导的最高机构，主官由文官担任。
各朝代在军事领导体制方面的做法虽然不尽一致，但皇权至上，军队的调拨使用大权始终掌握在皇帝
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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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军事学教程》：中国军事教育学会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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