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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军事理论与军事技能》

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学校军事理论与军事技能》根据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
大纲》(2007年颁发)的规定，结合我校多年的军事理论教学和军事训练实践，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编
写的。教材内容以国防知识为主线，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从国防的起源到现代军事高技术的发展历
程，突出知识性和实用性相置合，适用于普通高等学校军事理论的教学。《普通高等学校军事理论与
军事技能》主要内容结构分军事理论(上篇)和军事技能训练(下篇)两部分，从内容体系上包括中国国
防的发展、中国的军事理论思想、军事高技术的发展、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以及三大条令的训练、轻武
器的使用、战略战术思想、野外生存等。通过对《普通高等学校军事理论与军事技能》的学习，可以
系统地了解军事基本理论，了解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增强学生的国防意识，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
质，促进我国的国防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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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军事理论与军事技能》

书籍目录

上篇　军事理论　第一章　中国国防　　第一节  国防概述　　　一、国防的基本含义　　　二、国
防的基本类型　　　三、现代国防与国防现代化　　　四、国防意识与国防精神　　　五、我国的国
防发展史　　　六、中国国防史的启示　　第二节  国防法规　　　一、国防法规的发展　　　二、
我国国防法规的特性　　　三、新中国的国防法规体系　　第三节  国防建设　　　一、我国现代国
防建设的成就　　　二、我国的国防政策和国防建设目标　　　三、国防建设的重要性　　　四、武
装力量建设　　第四节  国防动员　　　一、国防动员的战略意义　　　二、人民武装力量动员　　
　三、国民经济动员　　　四、人民防空动员　　　五、国防交通动员　　　六、政治动员　　　七
、国防教育　第二章　军事思想　　第一节  军事思想概述　　　一、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体系与内容　　第二节  毛泽东军事思想　　　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含
义　　　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　　　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第三
节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一、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理论体系及主要内容　　　二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地位与作用　　第四节  江泽民论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　　　一、江
泽民论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二、江泽民论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地位与作用　　第
五节  胡锦涛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　　　一、胡锦涛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
容　　　二、胡锦涛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的地位与作用　第三章　国际战略环境　　第一节 
战略环境概述　　　一、战略环境的基本要素　　　二、战略与战略环境　　第二节  国际战略格局
　　　一、国际形势及国际战略格局的现状和特点　　　二、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趋势　　第三节  
我国周边安全环境　　　一、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现状　　　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发展趋势　　
　⋯⋯　第四章　军事高技术　第五章　信息化战争下篇　军事技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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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军事理论与军事技能》

章节摘录

　　上篇　军事理论　　第一章　中国国防　　第一节　国防概述　　一、国防的基本含义　　（一
）国防的基本含义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国防是否巩固事关国家民
族的兴亡。国防是国家的防务，是指国家为防备和抵制侵略，制止武装颠覆，捍卫国家主权、统一、
领土完整和安全所进行的军事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建设和斗争
，它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安全保障。国防所要维护的主要是国家安全利益，而且主要是针对来自外部
的威胁。　　自古以来，有国必有防，这是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的经验和教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最重要的是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荣辱兴衰的根本大计。尤其是21
世纪的今天，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兴起，各国都十分重视以维护国家安全为本质特征的国防建设，牢固
树立以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为核心的国防观念，以确保国家的发展有一个长期和平、安全的外部环境和
稳定的内部环境。　　牢固的国防观念是一个国家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也是全国人民必备的素质。
它不仅是保卫国家利益的思想基础，而且是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军事上
能转化为战斗力，在经济上能转化为生产力，在总体上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防潜力，捍卫和发展
国家、民族的利益。因此，增强国防观念是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措施。　　马克思主义的国防观的主
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国防具有阶级性。正确区分“保卫祖国”的性质，坚决拥护并积极参
加以阶级解放、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为目的的自卫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为“保卫祖国
”而进行的战争。　　（2）积极防御的战略指导思想。　　（3）要注重军队建设，建设一支强大的
国防军。　　（4）要武装全体人民，建设全民防卫的国防。　　（5）建立巩固的后方。　　（6）加
强国防教育。　　强大的国防是由常备军、后备力量、国防科技、国防工业、正确的军事理论和战略
思想等很多因素构成的，但常备军和后备力量是构成国防的两大基本要素。　　（二）国防的产生　
　国防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安全保障，国防是国家的特征和最重要的职
能之一，也是国家自卫权的集中体现。国家领土是国防的载体，它的完整和安全是国防状况的基本标
志。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国防的。国防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有国
才需要防。国防的萌芽始于氏族时代。在国家未建立以前，就有了部落的武装组织和原始的武装冲突
。开始，武装组织和生产组织是不分的。平时生产，一旦战争爆发，部落的所有成员都是战士。随着
社会分工的发展、劳动组织与武装组织渐渐地有了分工，专职的武装组织产生了。从历史演变的过程
来看，可以说是先有武装组织，然后才有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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