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事理论》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二、课程教学目标及其对毕业要求的支撑

本课程教学的主要目标是以国防教育为主线，以军事理论教学为重点，通过相关教学，使学生掌握基本军事理论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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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组织纪律性教育，促进综合素质的提高，为中国人民训练储备后备兵员和培养预备役军官打下坚实基础。

1.课程教学目标、达成途径与主要判据

本课程有 3 项教学目标，表 1 给出了各项教学目标的描述，以及每项教学目标的达成途径与主要判据。

表 1 本课程教学目标、达成途径与主要判据

课程教学目标 达成途径与主要判据

目标 1：掌握军事理论的相关涵义、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掌握国防教育的基本

内容，理解国防教育的重要意义。

由课前自主学习、课堂讲授与研讨、课后总结与练习

等环节共同支撑；依据平时知识小测试、期末理论考

试与练习测验来评价。

目标 2：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军事理论的基本内容，分析、

研判在国防、国家安全等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由课前自主学习、课堂讨论辩论和课后研讨共同支

撑，主要依据平时课堂表现、期末考核与练习测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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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目标 3：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政治认同，坚信“两个必然”，

树立“四个自信”，立志做时代新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由课前自主学习、课堂讲授与研讨等环节共同支撑；

依据课堂发言、平时表现、期末理论考试来评价。

2.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和涉及的指标点

本课程教学对本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作用和涉及的指标点如表 2所示。

表 2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和涉及的指标点

支撑的毕业要求 涉及的指标点
对应的本课程教

学目标
贡献度

所

有

专

业

【道德规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道德规范，知行合一、言行一致。

1.1 价值认同：准确理解和把握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

征，能够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正确分析和评判教育现

象。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H

【学科素养】具备本科毕业所具备的学科知识体系与能力结构

3.3 知识运用：了解军事各学

科与社会实践和现实生活实践

的联系，以及与其他学科的联

系；关注本学科的新动态。

目标 1

目标 2
M

【学会反思】具有终身学习和专业发展的意识、能力和规划

7.1 反思理念：具有终身学习

与反思学习的理念，不断完善

军事学科知识体系和提升独立

思考能力水平。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M

说明：“支撑的毕业要求”和“涉及的指标点”指培养方案中的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贡献度选用标志（如“H”表示“强支撑”，“M”表示“中支撑”，“L”

表示“弱支撑”）表示。

三、课程内容和基本要求



1.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表 3 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章节 内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导论 军事理论课的设置特点和意义及相关军事概念 3 3 0

专题一 中国国防 3 3 0

专题二 国家安全 3 3 0

专题三 军事思想 3 3 0

专题四 现代战争 3 3 0

专题五 信息化装备 3 3 0

专题六 线上视频学习 18 18 0

2.教学内容、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理论教学（36学时）

导 论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主要以线上视频和单元检测为学习进程，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军事理论课的必要性和意义。初步了解军事理论课的总体框架和学习要求。理解学习军事理论的

主要方法和途径，增强学习和运用相关军事知识的自觉性。

【重点难点】

了解军事理论课的总体框架和学习要求；理解军事理论课的必要性和意义。

【教学内容】

一、军事理论课的设置特点和意义



二、学习军事理论的主要方法和途径

三、相关军事概念

专题一 中国国防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整体上能够理解和把握国防理论的相关内容，了解国防相关法规的主要内容，熟悉公民的国防权利和义务，了解国防建设的重要性和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主

要成就，理解军民整合发展。了解武装力量的性质、宗旨和任务以及中国武装力量的基本构成，认识和理解国防动员的内容和意义。

【重点难点】

国防的内涵以及类型与特征，树立现代国防观；国防战略和国防政策；国防中的军民整合发展。

【教学内容】

一、国防概述

二、国防法规

三、国防建设

四、武装力量

五、国防动员

专题二 国家安全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了解、认知和把握国家安全的内涵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解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了解我国地缘环境的基本概况和周边安全环境，理解新形势下、

新兴领域的国家安全。了解国际战略形势现状和发展趋势，了解世界主要国家军事力量及战略动向，具有一定的分析、评判国际局势和国家安全的能力。

【重点难点】



正确理解和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正确认识和评析国家安全形势和国际战略形势。

【教学内容】

一、国家安全概述

二、国家安全形势

三、国际战略形势

专题三 军事思想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了解军事思想的内涵和发展历程以及其地位与作用。了解外国和中国古代具有典型代表的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正确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含义和

主要内容。正确理解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全面准确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强军思想。

【重点难点】

军事思想的内涵、地位、作用以及中外典型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含义和主要内容；改革开放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习近平强军思

想。

【教学内容】

一、军事思想概述

二、外国军事思想

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四、毛泽东军事思想

五、改革开放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六、习近平强军思想



专题四 现代战争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理解战争的内涵，了解影响和制约战争的主要因素以及战争的发展历程。了解新军事革命的内涵、发展演变和主要内容。了解机械化战争的内涵、特点及代表

性战例。了解信息化战争的内涵、特征、代表性战例及发展趋势。

【重点难点】

战争的内涵；新军事革命的内涵、演变和主要内容；机械化战争、信息化战争在现代化中的地位、作用和趋势。

【教学内容】

一、战争概述

二、新军事革命

三、机械化战争

四、信息化战争

专题五 信息化装备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了解信息化装备的内涵、分类和对现代作战的影响。了解信息化立体作战平台。了解综合电子信息系统的主要组成及作用。了解信息化条件下新概念武器的内

容以及精确制导武器、核生化武器。

【重点难点】

信息化装备的内涵、分类以及对现代作战的影响；现代战争条件下信息化作战平台和综合电子信息系统的重要性；信息化杀伤武器与人类文明发展。

【教学内容】



一、信息化装备概述

二、信息化作战平台

三、综合电子信息

四、信息化杀伤武器

四、教学方法、手段与课程教学目标的对应关系

1.采用的教学方法手段

本课程采用讲授法与讨论法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把握军事理论的科学涵义和科学体系，重点理解国防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意义。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获取。

第一，将教学内容中比较抽象、难于理解的内容，多结合史实、案例、现实社会实践，采取因材施教、互动式与启发式教学方法，具体运用问题讨论法、

案例分析法、分组讨论法等教学法。同时运用多媒体的现代化教学手段，有利于把理论转化为图片、视频，教学效果形象、直观、生动，增强学生学习兴趣。

第二，在实践教学中注重文献阅读、小组辩论、分析社会历史现象、课堂展示、亲身体验等多种实践教学形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锻炼和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其中学生实践教学展示课，教师简明扼要地点评学生的学以致用的能力和存在的问题，帮助学生提高灵活运用军事理论分析实际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2.教学方法手段与课程教学目标的对应关系

表 4 教学环节、方法手段与课程教学目标对应表

教学环节 主要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程教学目标

课前 学生观看视频、阅读资料、预习课本 目标 1：掌握军事理论的相关涵义、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掌握国防教育的基本内容，



理解国防教育的重要意义。

课内
课堂知识和原理的讲授、小组讨论或辩论、

课堂展示、热点评析、师生对话等。

目标 1：掌握军事理论的相关涵义、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掌握国防教育的基本内容，

理解国防教育的重要意义。

目标 2：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军事理论的基本内容，分析、研判

在国防、国家安全等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目标 3：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政治认同，坚信“两个必然”，树

立“四个自信”，立志做时代新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课后
学生查寻史料、观看视频、参加社会实践、

完成测验

目标 1：掌握军事理论的相关涵义、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掌握国防教育的基本内容，

理解国防教育的重要意义。

目标 2：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军事理论的基本内容，分析、研判

在国防、国家安全等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目标 3：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政治认同，坚信“两个必然”，树

立“四个自信”，立志做时代新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五、教学资源

表 5 本课程的基本教学资源

资源类型 资 源

教 材 《新编军事理论与技能训练教程》，袁野主编，国防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

主要参考书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观点研究》，李慎明，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问答》，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编，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

《战争论》（上、下），[德]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

《孙子兵法》，孙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年版。

《国际关系学入门》，邢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刘先廷，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主要教学网站 超星学习通教学平台

六、课程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方法

1.课程总体考核

《军事理论》为考试课程，重点突出过程考核，平时成绩所占比重为 60%，其中主要包括线上学习、在线测验、考勤纪律、线上阅读等；期末考试为上机闭

卷考试，所占比重为 40%，在命题上充分体现开放性、灵活性，着重考察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价值观状况。考核类型分三类：识记、理解、综合运用，试

题类型为单项选择、多项选择、判断等。重点在理解，难点在于综合运用。

2.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细则

表 6 本课程考核和成绩评定方法及与课程教学目标关联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与考核关联的课程教学目标 考核依据与方法
占课程总成绩

的比重

平时成绩

考勤纪律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总分 100分，按 15%换算成最终分数。根据

出勤记录给分。

评价标准：课堂出勤全查五次，课堂纪律随

机抽查。无故迟到、早退一次扣 10分，旷课

一次扣 20分，因故请假累计三次扣 10 分，

严重违反课堂纪律一次扣 15分。按百分制给

出评定分，扣分累计超过 50分者不得参加期

末考试。

15%

线上视频学习

总分 100分，按 25%换算成最终分数。根据

线上完成情况给分。

评价标准：线上完成情况。

25%

线上测验

总分 100分，按 5%换算成最终分数。根据线

上完成情况给分。

评价标准：线上完成情况。

5%



线上阅读

总分 100分，按 5%换算成最终分数。根据线

上完成情况给分。

评价标准：线上完成情况。

5%

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测试学生知识的掌

握程度，实际运用能力以及价

值观状况。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总分 100 分，按 40%换算成最终得分。通过

期末考试，考核学生知识、原理的理解情况、

生活运用能力，以及价值观状况。

评价标准：期末闭卷考试后对照参考答案人

工阅卷评分。

40%

七、达成度评价与教学改进

本课程达成度评价方案如表 7所示。达成度评价在课程考核结束后进行，承担课程教学的教师根据评价结果，给出课程教学改进方案与说明，并经所在系

研讨、审核通过后实施，以更有效的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

表 7 本课程达成度评价方案

评价主体与方式 评价方法 评价结果利用

任课教师评价

运用平时听课、学习测验开展课程达成度统计与评价；运用期末知识点测试

进行课程达成度评价；运用访谈法、问卷调查了解和评定学生课程目标的达

成度。

供学院与教师从主要教学环节及其产出角度了

解课程教学成效，并作为教学改进的依据；也供

同行或教学专家审核之用。

学生评价 依托学校教务系统的学生期末课程教学满意度评价，进行课程达成度的评价。
供学院与教师从学生体验与收获角度了解课程

教学成效，并作为教学改进的依据。

专家(督导)审核
学院指派相关的同行专家或教学专家(督导)，依据任课教师和学生评价，并

结合必要的佐证材料或汇报答辩程序，审核本课程的达成度评价结果。

供学院掌握课程教学成效，也作为教师教学改进

的依据。

八、评分标准

表 8 课程教学目标评分标准



课程教学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目标 1

掌握军事理论的相关涵义、

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观

点，掌握国防教育的基本内

容，深刻理解国防教育的重

要意义。

较好掌握军事理论的相关涵

义、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

观点，较好掌握国防教育的

基本内容，较全面理解国防

教育的重要意义。

基本掌握军事理论的相关

涵义、概念、基本原理和基

本观点，基本掌握国防教育

的基本内容，能够理解国防

教育的重要意义。

掌握一定的军事理论的

相关涵义、概念、基本原

理和基本观点，掌握一定

的国防教育的基本内容，

一定程度上理解国防教

育的重要意义。

欠缺掌握军事理论的相

关涵义、概念、基本原理

和基本观点，欠缺掌握国

防教育的基本内容，不能

全面理解国防教育的重

要意义。

目标 2

熟练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结

合军事理论的基本内容，分

析、研判在国防、国家安全

等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

新问题。

较好地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结

合军事理论的基本内容，分

析、研判在国防、国家安全

等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

问题。

基本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结

合军事理论的基本内容，分

析、研判在国防、国家安全

等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

新问题。

能够运用一定的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结合军事理论的基本

内容，分析、研判在国防、

国家安全等实践中出现

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欠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

军事理论的基本内容，分

析、研判在国防、国家安

全等实践中出现的新情

况和新问题。

目标 3

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政治认同，坚信“两个必

然”，树立“四个自信”，立

志做时代新人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较好地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理

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的政治认同，较好地坚信“两

个必然”，树立“四个自信”，

立志做时代新人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能够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理

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的政治认同，能够坚信

“两个必然”，树立“四个

自信”，能够立志做时代新

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建设者。

基本坚定对马克思主义

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的政治认同，基本

坚信“两个必然”，树立

“四个自信”，能够立志

做时代新人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政治认同，对坚定“两个

必然”，树立“四个自信”

都较欠缺，体现不出立志

做时代新人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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