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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加强高校的人民防空教育

姜春英，程洪贵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重庆 黔江４０９００９）

摘　要：人民防空教育是国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的人民防空教育对全社会的人民防空宣传和建设具有辐射

和促进作用。外部环境、现代战争特点和内部现状决定了高校开展人民防空教育是非常必要的。高校开展人民防

空教育可以增强大学生的国防观念、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可以提高人民防空整体防护能力，可以使大学生掌握必

需的生存技能，可以培养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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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在广州战区考察时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

了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即：“建设一支听党指

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支军队的特

点要具备“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

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而且能够做到“强化

打仗思想、做好打仗准备、提高打仗能力”、“召之即

来、来之能 战、战 之 必 胜”。不 讳 言“打 仗”，还 必 须

“打胜仗”，这是中国最高层对中国当前周边态势尤

其是东海、南海紧张局势的强势亮剑。“随着世界新

军事变革的深入发展，信息化战争将成为未来战争

的基本形态，信息化条件下的空袭将是未来战争的

主体。”［１］３５因此，除了要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

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之外，作为可以保存战争潜

力、延缓战争、遏止战争的人民防空建设也是必不可

少的。

人民防空是国防的组成部分，其根本任务是根

据现代战争的特点，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采取防护

措施，与敌人 的 空 中 袭 击 作 斗 争，保 护 人 民 生 命 安

全，避免或减少国民经济损失，从而保存战争潜力，

因此人民防空建设始终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４５条规定：国家开

展人民防空教育，使公民增强国防观念，掌握人民防

空的基本知识和技能。２００８年，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在《关于进一步推进人民防空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２００８〕４号）文 件 第２６条 中 指 出：“广 泛 开 展

人民防空宣传教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把

人民防空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和国防教育，把人民防

空法制教育纳入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广泛开展社区

和企事业单位人民防空宣传教育活动，增强群众的

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人民防空教育，是国家

根据国防需要，对公民的国防观念、人民防空法规和

人民防空知识与技能等方面施加影响的活动，是国

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１９９

高校是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基地，大学

生群体会在未来社会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这种影

响力对于传播人民防空知识，提高全民的人民防空

意识和国防意识有着巨大、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

要培养全民的人民防空意识和国防意识，一定不能

忽视高校的人民防空教育工作。

１　高校开展人民防空教育的必要性

１．１　外部环境因素

虽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战



争的社会根源并未消除，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时有

发生。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美国高调

重返亚太的 背 景 下，中 国 安 全 环 境 的 复 杂 性、敏 感

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
中国海洋安全环境恶化。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加大了

周边国家对我国的离心力，与我国有领土纠纷的国

家借美国重返亚太之势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

体抗衡中国的潜力大大增强，周边国家对我国海洋

经济资源的争夺日益加剧，海上安全成为中国周边

安全形势紧张的重要来源；其二，朝鲜核试验恶化东

北亚局势。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雏形初现，这不仅

助推了朝鲜半岛局势的进一步紧张，而且也给中国

的国家安全带来严峻挑战；其三，非传统安全威胁增

多。由国内外“三股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

势力、宗教极端势力）造成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正由偶

发性向密集性的趋势转变，它们严重影响着中国的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上几点决定了，在中国周

边存在着可能引发局部军事冲突的潜在因素。

１．２　现代战争特点因素

随着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空袭作

战已经 成 为 信 息 化 条 件 下 局 部 的 重 要 作 战 行 动。
“空袭作战 呈 现 出 空 袭 时 机 突 然 化、打 击 手 段 多 样

化、攻击目标精确化等特点，空天一体化打击、远程

奔袭打击、超视距打击、单向透明打击、隐形突防打

击等 手 法 不 断 翻 新。”［３］４９因 此 可 以 预 见，在 未 来 战

争中，空中力量的使用范围将越来越广，残酷性将越

来越明显，作用将越来越突出，“面对这种严峻挑战，
人民防空在国家总体防卫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

显著，成为应 付 敌 人 空 袭，保 存 有 生 力 量 和 战 争 潜

力，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战略

措施。”［４］３０

１．３　内部现状因素

１．３．１　社会层面
当前，我国正处在和平建设时期，三十多年无战

事。长期的和平环境和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价值导

向，使得当代人的人民防空意识和国防意识有所弱

化，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无战论”“无用论”“无功论”
的错误认识，即认为战争一时打不起来，人防建设可

搞可不搞，搞了也是浪费钱财。于是，“在沿海地区，
有的渔民把部队训练用的海滩及浅海圈起来，养起

了海参、鲍鱼；有的农民在部队的战术训练场、靶场

种上了庄稼；更有甚者，一些人为图一时一己之利，
私自使用、改建甚至拆毁军事工程设施。据不完全

统计，近几年，全国平均每年仅防空设施遭破坏的事

件就达３００余起，涉及金额数千 万 元。”［５］造 成 这 种

现象，和当前人民防空宣传工作不到位有很大关系，
目前很多地方的人民防空宣传存在着“一阵子”、“一
阵风”的现象，往往局限于在几个重要纪念日开展活

动，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宣传模式，使得很多人对人

民防空工作的理解只局限于“防空洞”、“防空警报”
等几个简单词汇。正如一位浙江杭州的广播媒体人

所概括的，“从扩大人防宣传教育的社会覆盖面和公

众知晓率方面分析，目前的宣传成效还不尽如人意，
主要表现在‘三少’现象：即关注人防工作的群众少，
人防宣传活动开展少，了解人防具体情况的少。”［６］

１．３．２　高校层面
西安交通大学的李科指出“当前还有相当一部

分的高校开展国防教育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教育部门

的检查评估，还没有设置专门的教学机构和专职的

国防教育教师编制，仅仅以讲座的形式在军训期间

开展几次国防教育讲座。”“陕西省内有近八十所普

通高校，然而真正按照教学大纲开设国防教育课程

的普通高校还不足十所。”［７］４５５－４５７国防教育是如此，
作为国防教育的组成部分———人民防空教育的情况

更不容乐观。所以在高校里普遍存在着不开设人民

防空课程或者流于形式、师资力量不足、经费投入较

少、教学资料短缺、教学设施不健全、考核机制缺失

等情况。这势必会造成大学生对人民防空知识了解

不多、兴趣不大，对自己在国防建设中所肩负的责任

认识不清等问题。

１．３．３　大学生层面
大学生本应该是最具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意识的群体，但是由于受我国应试教育模式的影响，
青少年很少有机会接受国防教育，很多大学生对国

防知识以及世界局势的复杂性认识不足。以湖南某

地区高校为例，“８１．１４％的学生认为‘国防’与自己

毫无关 系，或 者 关 系 不 大；有１１．２８％的 学 生 认 为

‘国防’是国家和军队的事情，如果加入部队就与自

己有关系。”“知道‘全民国防日’的只有０．２％的 人

数，甚至有许多同学都没有听说过。”［８］１１３“中国新闻

研究中心近年来对全国１４个省市的大中专院校学

生进行问卷调查，抽样结果显示，在国防的基本知识

了解程度、国防英模及其基本事迹的知晓程度、国防

信息的总体 关 注 度 方 面，大 学 生 的 分 值 相 对 较 低。
与之相对的是，广大学生对时尚、明星、娱乐的兴趣

和了解程度远远高于国防知识。”［９］１６对国防信息不

够关注的大学生们也必然对中国所处世界局势的复

杂性认识不足，更多的是停留于表面的认识。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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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领土纠纷，大学生就立刻想到钓鱼岛问题、南海问

题和藏南问题，但是却不清楚中国与朝鲜、韩国以及

不丹也存在领土争议；如提到钓鱼岛问题，大学生就

立刻对日本咬牙切齿，却不清楚钓鱼岛问题的背后

是中美博弈。“对于我国面临的安全威胁，高校大学

生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大学生的眼里不能只看到歌

舞升平，更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特别是在二十一世

纪东西方文明较量日趋白热化的时候，这种清醒的

认识更有助于提升当代大学生自身的竞争力和民族

凝聚力。”［１０］８３

通过分析，可见我国高校亟待加强人民防空教

育。首先，对大学生开展人民防空教育，有助于他们

克服和平时期的麻痹思想，对人民防空事业以及国

防事业产生认同感和使命感；有助于激发他们对国

家安危和民族利益的自觉关注，增强忧患意识、责任

意识；有助于强化组织纪律观念，磨炼心理素质；有

助于树立爱 国 主 义、集 体 主 义 精 神，增 强 民 族 凝 聚

力。其次，通 过 训 练 他 们 的“一 懂 三 会”（懂 战 时 防

空、平时防灾知识，会基本自救逃生技能，会应急疏

散避险方法，会救助一般遇险人员），一方面在战时，

可以大大减少战争伤亡，有效保存战争潜力，提高人

民防空的整体防护能力；另一方面在平时，遇到自然

灾害和各种突发事故时，利用其掌握的防护知识和

技能可以大大提高人的生存机率。最后，通过让大

学生了解和掌握以前少有机会涉足的人民防空知识

领域，可以开拓大学生的知识视野，完善知识结构，

提高综 合 素 质，促 进 大 学 生 的 德、智、体、美 全 面 发

展。

２　高校开展人民防空教育的路径

２．１　人民防空教育与高校德育工作相结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 意 见》（中 发〔２００４〕１６号）指 出，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以理想信念教

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基本道德规范

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高校德育工作

的主要任务 和 人 民 防 空 教 育 的 主 要 目 标 正 好 相 契

合，探索和创新德育工作的载体，向来是高校关注和

研究的课题，把开展人民防空教育与德育工作结合

起来，将人民防空教育纳入高校德育教育体系，不仅

可以保障人民防空教育能够扎实有效的开展，而且

可以进一步拓展德育工作的深度和广度，提升德育

工作的实效性。

２．２　人民防空教育与高校安全教育相结合

高校安全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加强大学生对安全

常识的学习和安全能力的培养，而人民防空教育有

很多内容与高校安全教育相关，如：在听到防空警报

后能够安全、快速、有序进入人防工程的应对突发事

件的能力；在听到空袭爆炸声后仍能保持从容镇定、
临危不惧的健康心理；为避免和减轻空袭危害而采

取的个人防护、自救互救、应急呼救、扑灭火灾、传递

信息等知识与技能。因此很有必要将人民防空教育

与高校安全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做到人民防空教育

中有安全教育，安全教育中又有人民防空教育的相

关知识和技能，这样对于两方面的工作都可以起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２．３人民防空教育与高校国防教育相结合

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关于进一步推进人民防空

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２００８〕４号）第２６条中

指出“要把人民防空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和国防教育

中”。人民防空教育作为国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者在教育内容、教育形式等方面有很多相通之处。
因此有必要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如：将人民防空教

育寓于学生军训过程中，“高校组织大学生军训应趁

机安排一些实用性项目，将训练科目中的高技术战

争知识、人民防空、战场救护、野外生存等技术含量

高、应用性强的训练内容有机结合起来，使参训大学

生掌握一些 将 来 在 学 习 和 工 作 中 有 用 的 知 识 和 技

能。”［１１］２３在国庆节、国防教育日、“九·一八”、“一二

·九”等重大国防教育活动中宣传人民防空知识；在
讲解空军知识、我国周边的军事形势、世界经典战例

以及信息化战争等内容时可以把人民防空知识渗透

进来；在“３．１国 际 民 防 日”、“５．１２防 震 减 灾 宣 传

日”、“９．１８防 空 警 报 试 鸣 日”中 渗 透 国 防 方 面 的 知

识。人民防空教育与高校国防教育的有机结合，有

利于二者教学计划的科学安排，教育资源的整合利

用，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

２．４　人民防空教育与实践活动相结合

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

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思政〔２０１２〕１号）指出“实践教

学是学校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化课堂教

学的重要环节，是学生获取、掌握知识的重要途径。”
人民防空教育具有综合性、实践性的特点，在理论教

学以外，一定要通过各种实践活动才能激发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以及让学生真正理解、掌握各种防空知

识和技能，并内化为自身的一部分。实践活动主要

分为校内实践活动和校外实践活动。校内实践活动

４１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可以开展各种主题比赛活动，如：演讲比赛、征文比

赛、知识竞赛、手抄报比赛、个人防护器材制作比赛、
自救互救比赛等；在消防部门的配合下开展消防演

练活动；在期末组织由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人民防

空教育汇报演出；邀请知名专家、军官或者老战士来

学校做演讲等。校外实践活动可以利用周末或者寒

暑假组织学生到国防、人防知识教育基地、革命老区

等地进行参观体验和调研活动。教师在组织实践活

动时，应突出人民防空教育的趣味性、知识性、科学

性和实用性，注重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地开展实

践活动，要放开手脚让学生积极参与、主动实践，使

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动手、动脑与动口。

２．５人民防空教育与高校工作考评相结合

要将人民防空教育课程纳入高校的量化管理之

中，将授课效果与对教师的考核挂钩。要制定详细

规范的量化管理制度，对任课教师的课堂教学与教

学常规、教育教研、实践活动、学生成绩及学生实践

能力等作细致的量化考核，作为人民防空教育教师

考评的重要依据。要进一步畅通人民防空教育工作

人员的职业发展通道，建立科学合理的奖惩激励机

制，使其工作有条件、干事有平台、发展有空间，强化

他们的工作信心，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促使人民防

空教育队伍的战斗力充分迸发。
“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存不忘亡”，历史经验证

明，和平不可能依赖他人的赐予，在当今和平年代，
我们更应该居安思危，加强人民防空教育工作的深

入开展，提高处置一切危难和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
构建安全环 境，以 确 保 社 会 现 代 化 建 设 顺 利 进 行。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赢得青年就是赢得未来，做好大

学生的人民防空教育工作将直接影响到国家和国防

的现代化建设，关系到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通过

开展高校人民防空教育能够有效地带动全民人民防

空教育的开展，最后形成全社会关注人民防空、宣传

人民防空和支持人民防空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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