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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世界格局多极化和战争制约因素的发展，世界总体和平的局面，可望继续维持下去。
在和平环境里，一方面是国泰民安的保障；另一方面，也容易使人们的国防意识淡化。
国防意识是一个国家安全的根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国防意识淡化，无异于精神支柱的崩溃。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有关“高等学校应当将课堂教学与军事训练相结合，应当设置
适当的国防教育课程”的重要精神，促进高校国防教育教学改革深入发展，推动素质教育，培养新世
纪国家建设人才，我们结合这几年高校国防教育的实际需要和军事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组织有关军队
与地方院校军事理论和技能训练教学专家编写了这本教材，供高校大学生军训教育课使用。
我们编写此书，试图为高科技时期加强全民国防教育，促进我国国防事业的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
本书把当代高技术条件下的特征和军事思想融合一块，同时又举一些非常具体的实例来说明想要阐述
的观点，所涉及到的高技术方面的资料很多是最近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统计资料。
编写时，我们力求把高校多年来开展军训的实践经验和新形势下国家对学生军训的新要求结合起来，
使可读性、知识性、前沿性和实用性有机结合，便于当代大学生及各类军事爱好者阅读、参考。
本教材编写过程中吸取了不少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成果，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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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大学生军训课程的基本内容。
本教程从课程的性质和内容出发，以国防教育为主线，结合大学生现有知识结构特点，比较全面地概
括了普通高等本、专科学校军事理论课课程体系。
通过对本书的学习，可使学生系统地了解军事科学理论和军事科学前沿，树立正确的国防意识和观念
，为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和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服务。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军事理论课教材，也可供对国防建设有兴趣的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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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因此，在实现国防目的的各种手段中，军事手段始终是国防的最主要手段。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世界和平的发展，新军事革命对国防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捍卫国防的目的，已
不仅仅局限于军事的建设和斗争，而必须包括与军事力量有关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外
交等方面的建设和斗争。
军事方面的建设和斗争，更多地是配合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建设和斗争，力求通过平时
国防建设能量的有节制地释放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佳战略效果。
当今世界各国都十分注重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外交等各种手段的综合运用
来达到国防的目的。
因此，只有全面提高综合国力，才能真正建设强大的国防。
（四）国防的对象国防的对象是指国防所要防备、抵抗和制止的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的界定，国防的对象：一是侵略；二是武装颠覆。
1.国防要防备和抵抗的是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对国防对象这一法律界定，既有国际法理依
据，又符合国防的实际需要，与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威胁相一致，不仅表述方法合理恰当，而且意义深
远重大。
一是与国际约定接轨。
联合国1974年专门通过了《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对“侵略”做了非常详尽的定义。
凡属于决议所指的侵略，均属于运用国防力量防备和抵抗的对象。
二是与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相一致。
我国宪法第29条规定武装力量的任务，第55条规定公民的国防义务，都采取了“抵抗侵略”的提法。
三是与国防活动的客观实际相适应。
如果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国防只是防备和抵抗“武装侵略”，在今后的国防建设和斗争中，就会束缚自
己的手脚。
当今世界的现实是，的确存在着武装侵略和非武装侵略并存的事实。
因此，国防所要防备和抵抗的是“侵略”，而不仅仅是“武装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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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学校军事理论教程》是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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