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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大学生军事理论教育与技能训练》从历史到今天，从过去
到未来，从理论到实践，从教学到实训，以党和国家关于国防与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按照教育要面
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适应我国人才培养的战略目标和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需
要，以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军事知识、军事技能为基本内容，既注重了思想性、理论性和教育性，
也注重了基础性、知识性和操作性；既考虑了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也考虑了与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
既适应军事理论教学的要求，也适应军事技能训练的要求。
拟通过内容的传授，帮助大学生了解基本的国防知识、军事思想、军事科技和军事技能，增强大学生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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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综合素质提高，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州练储备合格后备兵源和培养预备役军官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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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中国古代国防政策和理论　　夏朝至前清，古代国防理论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较为完整
的古代国防理论体系。
比如“以民为本”、“居安思危”的国防指导思想；“富国强民”、“寓兵于农”的国防建设思想；
“爱国教战”、“崇尚武德”的国防教育思想；“不战而胜”、“安国强军”的国防斗争策略。
　　（二）古代的兵制建设　　兵制建设是我国古代国防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内容丰富、形式独特。
早在夏初，王就控制了军事大权，已有对参战人员编组和奖励的规定。
商和西周，王是最高军事统帅，军事领导职务由贵族大臣和开国首领担任；士卒主要由奴隶主和平民
充当，奴隶一般只能随军服杂役；车兵为主兵种，师为最高建制单位。
春秋时期，随着奴隶制解体，各诸侯国实行兵制变革，废除奴隶不能充当甲士的限制，始行武官任免
制度；车兵地位逐渐下降，步兵地位逐渐上升；依户籍定军队编制，军为最高建制单位；开始出现郡
县征兵制。
　　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开始确立，诸侯大国之间不断发生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加速了军制变革。
各国奖耕战，尚武功，修赋税，明法度，力争富国强兵，出现了一系列反映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军事
制度。
如剥夺私属武装，集中军权，统一军队，文武分职；凭玺印、虎符任将发兵；扩大步兵，建立骑兵，
有的还发展水兵；建立按军功晋爵升赏制度；推行郡县征兵制，出现募兵制，主要征募农民当兵。
　　自秦统一中国到清末，历代封建王朝，根据各自的需要和条件，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
上，加强帝王的军权。
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便于帝王控制的统帅指挥系统；常备军按任务或武器编组，成为武装力量的主体，
区分为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以步兵和骑兵为主要兵种，明朝开始出现装备火器的部队，建立武
库储粮和运兵制度，主要武器装备和军需物品由国家监制和供给；因势采用征兵制、募兵制、世兵制
等，多数以农民为军队的主要成分。
兵制的许多内容通过法律形式颁行，如唐朝的《卫禁律》、《捕亡律》、《擅兴律》、《军防令》等
，对军队调发、军需补给、驿站通道、武器制造和配发、司库管理等，都做了具体的规定，不少的帝
王、政治家、军事家对兵制的研究和改革推动了兵制的不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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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2007年新修订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的基础上，结
合普通本科学校军事课程教学的实际情况，我校组织一批长期从事军事理论教学和军事训练的教师和
教官李晓江和季建华等编写了《大学生军事理论教育与技能训练》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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