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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公共课教材系列：军事理论与训练教程》分上下两篇：上
篇为军事理论篇，内容有中国国防、军事思想、战略环境、军事高技术和现代信息化战争；下篇为军
事训练篇，内容有共同条令教育与队列训练、轻武器射击、军事战术、军事地形学和综合训练。
通过对军事理论学习和军事技能的训练及考核，可使大学生增强国防意识，激发爱国热情，树立集体
荣誉感，构建和谐社会，掌握军事技能，养成军人作风和正常生活规律，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养成
吃苦耐劳、顽强拼搏、奋发向上、不断超越的意志品质。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公共课教材系列：军事理论与训练教程》既可作为高等院
校军事教育和国防教育公共课和选修课的教材，也可作为高校学生和军事爱好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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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军事理论篇第一章 中国国防第一节 国防概述一、国防的基本要素二、我国历史上的国防三、现
代国防的基本特征第二节 国防建设一、国防领导体制和国防政策二、新中国国防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三、武装力量建设第三节 国防动员一、国防动员的意义二、国防动员的分类和内容三、国防动员的要
求第四节 国防法规一、国防立法二、国防法律制度三、国防法律的实施第二章 军事思想第一节 军事
思想概述一、军事思想的概念、特点及作用二、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三、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第二
节 毛泽东军事思想一、科学含义二、形成与发展三、基本内容四、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第三节 邓小
平军队建设思想一、主要内容二、地位和作用第四节 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一、主要内容二、地
位和作用第五节 胡锦涛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一、胡锦涛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科学含义和
历史背景二、主要内容三、地位和作用第三章 战略环境第一节 战略环境概述一、战略二、战略环境
三、战略环境与战略第二节 国际战略格局一、国际战略格局概述二、国际战略格局演变的动因与规律
性特点三、冷战结束后国际战略形势的特点四、未来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趋势第三节 中国周边安全环
境一、中国地缘环境的基本情况二、判断安全环境面临威胁的理论分析三、中国周边安全存在的主要
问题第四章 军事高技术第一节 军事高技术概述一、概述二、军事高技术的特点三、军事高技术的发
展和应用四、军事高技术给现代战争带来新变化五、军事高技术给现代战争带来的影响第二节 精确制
导武器一、精确制导武器的主要特点二、精确制导系统三、精确制导武器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第三节 
伪装与隐身技术一、隐形技术的主要应用领域二、隐身材料三、反隐身技术第四节 侦察监视技术一、
侦察系统二、主要军用遥感设备三、地面传感器侦察第五节 电子对抗技术一、无线电通信对抗二、雷
达对抗三、外层空间的电子对抗第六节 航天技术第七节 指挥自动化控制技术一、指挥自动化控制系
统的构成二、指挥自动化控制系统的主要技术三、美军的指挥自动化现状第五章 现代信息化战争第一
节 信息化战争概述一、信息化战争概念与特点二、信息化战争的发展演变第二节 信息化战争的发展
趋势一、作战平台的信息化程度大大提高二、智能型精确制导弹药将普遍应用三、电子计算机成为重
要的软杀伤武器四、信息化战争的战争力量一体化第三节 信息化战争与国防建设一、坚定不移地走和
平发展道路二、增强综合国力，奠定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坚实基础三、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发挥维护
世界和平发展的积极作用四、适应信息化战争的需要，国防动员建设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下篇 
军事训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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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军事理论篇　　第一章　中国国防　　国防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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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等方面的活动。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
只要有国家存在，就有国防。
古今中外，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国防而能够安然无虞地存在下去。
历史和现实一再告诉人们，一个国家要想捍卫合法权益，维护独立自主的尊严和生存发展的权利，就
不能强化国家机器的职能，就不能不重视作为维护国家主权、权益与安全后盾的国防建设。
　　第一节　国防概述　　一、国防的基本要素　　（一）国防的主体　　国防的主体是国防活动的
实行者，通常为国家。
也就是说，国防是国家的事业，是国家的固有职能。
任何国家，从诞生之日起，就要固国强边，防备和抵御各种外来侵略，以保障国家安全，维系国家生
存。
因此，国防必然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最终，也只能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
亡。
从国家的本质看，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是统治阶级利益与意志的体现，实现这种利益与意志，必
须通过国家权力，国防就是要维护国家的这种权力。
同时，也只有依靠国家的这种权力才能使国防得以运转，只有国家才能领导和组织国防事业。
从国防的本义上看，国防既是国家的防务，也是全民族的防务，与国家的各个部门、各种组织以及全
体公民都息息相关。
加强国防建设，进行国防斗争，必须依靠国家各个方面的综合力量。
　　（二）国防的目的　　1．捍卫国家的主权　　国家和主权不可分割，主权是国家存在的根本标
志。
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权被剥夺，其他的一切，包括国家的独立、领土完整、传统生活方式、基本政治制
度、社会准则和国家荣誉、尊严等都无从谈起。
因此，捍卫国家主权，始终是国防中第一位的、根本的目的和任务。
　　2．保卫国家的统一　　国家的统一是指国家由一个中央政府对领土内一切居民和事务行使完整
的管辖权，不允许另立政府或分割国家的管辖权。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保卫国家统一和反对分裂，历来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绝不允许外国干涉，
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不能有丝毫的含糊。
因此，保卫国家的统一历来是国防的重要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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