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
《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的通知

教体艺〔2019〕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各军兵种、武警部队参谋部，各

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教育部直属各高等学校、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为适应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和强军目标根本要求，服务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实施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增强学生国防观

念、国家安全意识和忧患危机意识，提高学生综合国防素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制订了

《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现将《大纲》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贯彻

《大纲》的内容，按照《大纲》要求，切实保障学生军事理论教学和军事技能训练课时、内容和要求的落

实。《大纲》于2019年8月起在全国施行，原《大纲》（2006年修订）废止。

教育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

2019年1月11日

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及国务院、

中央军委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实际情况，制订《普通高等学校

军事课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

一、课程定位

军事课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的必修课程。军事课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

论述为遵循，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

强军目标根本要求，着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提升学生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为重点，为实施

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和建设国防后备力量服务。

二、课程目标

普通高等学校通过军事课教学，让学生了解掌握军事基础知识和基本军事技能，增强国防观念、国家

安全意识和忧患危机意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提高学生综合国防素质。

三、课程要求



                                             

军事课纳入普通高等学校人才培养体系，列入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实行学分制管理，课程

考核成绩记入学籍档案。

军事课由《军事理论》《军事技能》两部分组成。《军事理论》教学时数36学时，记2学分；《军事技

能》训练时间2—3周，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14天112学时，记2学分。课程内容含“必讲（必训）”内容

（以“*”标识）和“选讲（选训）”内容（其他未标识者），各学校可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在确保完成“必

讲（必训）”内容的基础上，灵活选择“选讲（选训）”内容，但必须完成总学时。

普通高等学校要严格按纲施教、施训和考核，严禁以任何理由和方式调减、占用教学、训练内容和时

数。

四、课程内容

（一）《军事理论》教学内容、教学目标与教学时数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建议

学时

备注

 

中

国国防

* 国防概述

国防的内涵、国防类型、国防历史与

启示、现代国防观

理解国防内涵和国防历

史，树立正确的国防观；了解

我国国防体制、国防战略、国

防政策以及国防成就，激发学

生的爱国热情；熟悉国防法

规、武装力量、国防动员的主

要内容，增强学生国防意识

10  

* 国防法规

国防法规体系、公民的国防权利与义

务

* 国防建设

国防体制、国防战略、国防政策、国

防成就、军民融合

* 武装力量

中国武装力量性质、宗旨、使命及武

装力量构成，人民军队的发展历程

* 国防动员

国防动员内涵、国防动员主要内容及

意义

国家安全概述 国家安全的内涵、原则、总体安全观

正确把握和认识国家安全



                                             

国
家安全

的内涵，理解我国总体国家安
全观，提升学生防间保密意
识；深刻认识当前我国面临的
安全形势。了解世界主要国家
军事力量及战略动向，增强学
生忧患意识

8  

* 国家安全形势
我国地缘环境基本概况、地缘安全、

新形势下的国家安全、新兴领域的国家安全

* 国际战略形势

 

国际战略形势现状与发展趋势、世界
主要国家军事力量及战略动向

军
事思想

  军事思想概述
军事思想的内涵、发展历程以及地位

作用

了解军事思想的内涵和形
成与发展历程，了解外国代表
性军事思想，熟悉我国军事思
想的主要内容、地位作用和现
实意义，理解习近平强军思想
的科学含义和主要内容，使学
生树立科学的战争观和方法论

6  

外国军事思想
外国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特点以及

代表性著作

*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特点
以及代表性著作

* 当代中国军事思想 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
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
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

现
代战争

战争概述 战争的内涵、特点、发展的历程

了解战争内涵、特点、发
展历程，理解新军事革命的内
涵和发展演变，掌握机械化战
争、信息化战争的形成、主要
形态、特征、代表性战例和发
展趋势，使学生树立打赢信息
化战争的信心

6  

* 新军事革命
新军事革命的内涵、发展演变、主要

内容

  机械化战争
机械化战争的基本内涵、主要形态、

特征和代表性战例

* 信息化战争
信息化战争的基本内涵、主要形态、

特征、代表性战例，战争形态发展趋势

信
息化装备

信息化装备概述
信息化装备的内涵、分类、对现代作

战的影响以及发展趋势

了解信息化装备的内涵、
分类、发展及对现代作战的影
响，熟悉世界主要国家信息化
装备的发展情况，激发学生学
习高科技的积极性，为国防科
研奠定人才基础

6  

* 信息化作战平台
各国主战飞机、坦克、军舰等信息武

器装备发展趋势、战例应用

 综合电子信息系统
指挥控制系统、预警系统、导航系统

等装备电子信息系统发展趋势、战例应用

 信息化杀伤武器
新概念、精确制导、核生化武器装

备等武器装备发展趋势、战例应用

注：带*的为必讲课目，其余为选讲课目。

（二）《军事技能》训练内容、教学目标与教学时数

训练内容 教学目标

建议

学时

备注



                                             

共

同条令教

育

与

训练

* 共同条令教育

《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

令》教育
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

条令的主要内容，掌握队列动作

的基本要领，养成良好的军事素

养，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培养学

生令行禁止、团结奋进、顽强拼

搏的过硬作风

40—56

 

 

* 分队的队列动作

集合、离散，整齐、报数，出列、入

列，行进、停止，方向变换

  现地教学

走进军营，学唱军营歌曲，走进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

 

 

 

射

击

与

战术训练

* 轻武器射击

轻武器性能、构造与保养，简易射击

学理，武器操作、实弹射击

了解轻武器的战斗性能，

掌握射击动作要领，进行体会射

击；学会单兵战术基础动作，了

解战斗班组攻防的基本动作和战

术原则，培养学生良好的战斗素

养

20—28

在训

练条件不

满足时，

可采取模

拟训练
* 战术 单兵战术基础动作、分队战术

防

卫技能

与

战

时防护训

练

* 格斗基础 格斗常识、格斗基本功，捕俘拳等

了解格斗、防护的基本知

识，熟悉卫生、救护基本要领，

掌握战场自救互救的技能，提高

学生安全防护能力

32—48  
* 战场医疗救护

救护基本知识、个人卫生，意外伤的

救护、心肺复苏，战场自救互救

* 核生化防护 防护基本知识和技能，防护装备使用

* 战备规定 战备规定主要内容、要求

了解战备规定、紧急集

* 紧急集合 紧急集合要领、紧急集合训练

行军拉练基本要领、方法，徒步行军



                                             

战

备基础与

应

用训练

合、徒步行军、野外生存的基本

要求、方法和注意事项，学会识

图用图、电磁频谱监测的基本技

能，培养学生分析判断和应急处

置能力，全面提升综合军事素质

20—36

 

 

* 行军拉练

实践，宿营

 野外生存

识别和采集野生食物，寻找水源和鉴

别水质，野炊

 识图用图 地形图基本知识、地图使用训练

电磁频谱监测 电磁频谱监测基本知识、方法训练

注：带*的为必训课目，其余为选训课目；训练日按每天8学时计算。

五、教师发展

军事课教师是完成军事课教学目标的具体执行者和组织者，学校应当按照教学时数和授课学生数量配

备相应数量的军事课教师。军队应完善派遣军官制度，按计划派出承训力量，军地双方共同完成军事课教

学任务。

军事课教师必须在政治上从严要求，努力提高自身思想素质、军事素质和业务能力，积极参加教学改

革和学术研究，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开创军事课教学科研工作新局面。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军事部门和普通高等学校应当有计划地安排军事课教师接受继续教育和培训，不

断改善知识结构，提高教育教学水平以及学历、学位层次，适应现代高等教育和军事课教学科研需要。

六、教材建设

建立和完善军事课教材建设、规划、编审管理制度。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军事教学指导委员会建设，规

范军事课教材编写和审查。实行教材准入制度。高校应选用优质教材进行教学，确保教材的政策性、权威

性和规范性。

七、教学方法

坚持课堂教学和教师面授在军事课教学中的主渠道作用，重视信息技术和慕课、微课、视频公开课等

在线课程在教学中的应用和管理。

军事理论教学进入正常授课课堂，严禁以集中讲座等形式替代课堂教学。军事技能训练应坚持按纲施

训、依法治训原则，积极推广仿真训练和模拟训练，严禁违规开展商业化运营和市场化运作。



                                             

八、课程考核

军事课考核包括军事理论考试和军事技能训练考核，成绩合格者计入学分。学校要建立健全军事课考

核规章制度，对考核组织实施程序、方法、标准、要求等进行规范。军事理论考试由学校组织实施，考试

成绩按百分制计分，根据卷面成绩、平时作业、考勤情况和课堂表现综合评定。军事技能训练考核由学校

和承训教官共同组织实施，成绩分优秀、良好、及格和不及格四个等级。根据学生参训时间、现实表现、

掌握程度综合评定。军事课成绩不及格者必须进行补考，补考合格后取得相应学分。

九、教学保障

学校要加强军事课教学的组织保障、经费保障、训练场地保障。军用装备器材由各省军区（卫戍区、

警备区）保障；军民通用装备器材由学校保障，纳入政府年度预算和学校经费保障范畴。

十、督导评价

军事课纳入国家教育督导体系，定期组织军事课建设教育督导。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军事部门成

立军事课教学督导机构，制定本地区的评价方案，定期组织军事课程督导评价，充分发挥教育督导评价的

导向和激励作用。通过定期举办学生军事训练营等教学展示活动检验军事课教学效果。各学校要建立军事

课程评价体系和管理制度，并将军事课程评价纳入学校课程评价总体框架、教学质量年度报告和学校综合

办学水平评估。完善高校军事课评价体系，把军事课纳入高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体系，作为办学评价的重

要指标。

十一、附则

本《大纲》是普通高等学校开展军事课教学的基本依据，也是军事课教学教材建设和教学评价的重要

依据。

本《大纲》于2019年8月起在全国施行。原《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2006年修订）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