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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加强

国家安全教育，提升全民国家安全意识”是我国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安全教育

经历了国防教育、保密和反间谍教育与总体国家安全三个发展时期，“提升全民国家安全意识”的教育主旨在不

同的时代主题和现实场域中一脉相承。国家安全教育在发展中累积了丰富的经验智慧，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坚持党中央对国家安全教育的绝对领导地位是先决条件、国家安全形势与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是国家安全教育

发展方向的决定因素、充分认识到国家安全的人民主体性是国家安全教育创新的动力来源。新时代我国国家安

全面临着一系列亟需解决的问题，国家安全教育在面临新挑战的过程中必然有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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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11 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强调: “在
维护国家安全上，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经受
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
风险挑战考验，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
提供了有力保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始终
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作为一项基础且重
要的工作。历经七十余年执着探索与艰苦奋斗，
我国的社会大局稳定，国家安全工作成绩斐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
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坚持的一个重大原
则。［1］( P3)国家安全教育是通过传授国家知识，提
升全民居安思危意识、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责任
意识和法治意识密切的教育活动，在国家安全战
略中不可或缺。坚定不移地长期开展国家安全
教育工作，使之常态化是我党的一贯主张和立
场。党中央分别在不同时代的国家安全场域下
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地制定国家安全教育方策，
以筑成维护国家安全的“人民合力”。2021 年 11

月 18 日审议通过的《国家安全战略( 2021 － 2025
年) 》和 3 月 11 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将“加强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增强全民
国家安全意识”常态化、制度化。

国家安全教育的研究起于 21 世纪初期，主
要以“国家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和策略”为主题
展开研究。有关“国家安全教育的发展历程”的
研究相对较少。本文运用类比推理、归纳演绎、
比较等方法，以“国家安全形势和国家安全思想
的变化”为研究视角，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安
全教育的演进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国家安
全教育的基本经验与规律，为我国进一步创新国
家安全教育提供理论支持，对提升全民国家安全
素养，建筑维护国家安全的精神长城参考借鉴。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
安全教育的演进历程

国家安全形势和国家安全观念是影响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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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育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国家安全教育的
总体要求、目标任务和主要内容以此为纲领。钟
开斌、［2］凌胜利、［3］董春岭［4］等学者以国家安全
战略发展为依据，将“国家安全观”的演进划分为
“传统安全观(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 、传统安
全与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 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
大) 、总体国家安全观( 党的十八大至今) ”三个历
史发展阶段。借鉴上述学者的研究以及文献资
料，笔者认为，1949 ～ 1977 年，传统安全观时期，
国家安全教育是以国防教育为主; 1978 ～ 2011
年，传统安全观兼非传统安全观时期，国家安全
教育以“保密反间谍”为主，融入文化、信息、生态
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内容; 党的十八大至今，国
家安全教育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主基调，是全面
化的国家安全教育。

( 一 ) 传统国家安全观下的国家安全教
育———国防教育( 1949 ～ 1977 年)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极为严峻的国际国内安
全形势。外部面临着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权颠
覆、意识形态渗透、军事侵略等严重传统安全威
胁，美苏两大军事阵营冷战形势加剧，随时可能
爆发大规模世界战争;国内则面临着“巩固政权”
和“发展建设”两大挑战。为了维护政治安全，党
中央将发展军事力量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
保障，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大力开展国防教育是
此时期国家安全教育的核心。有学者指出，以往
没有“国家安全”之名的“国防教育”，本质上也是
国家安全教育，而且是更重要的国家安全
教育。［5］( P240)

1955 年 1 月，毛主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题为《向人民群众经常进行国防教育》的文章，对
国防教育的意义、目标、内容以及途径进行了明
确表述，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拥军爱军，爱国卫国，
支持国防建设，为国家军事力量发展贡献力量;
要求广大人民群众“具备英勇不屈的坚强意志、
舍己为公的忘我精神和健康强壮的体魄，准备随
时响应祖国的号召，参加抵抗外国帝国主义武装
侵略的斗争”。［6］阅读报纸刊物、收听广播、了解
英雄人物事迹以及参加展览会是了解国家安全
形势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方式方法。毛主席还特
别强调青年学生是国防教育的重点教育对象，在
体育与劳动教育中以养成爱国气魄和健康体魄
为重，而且特别要对青年学生经常开展国防教育
活动。同年，7 月 30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规

定了年满十八岁的男性公民具有义务兵役的责
任。此后，直到 1977 年，国家安全教育一直以国
防教育为主。

这个时期的国家安全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广
大人民群众，青少年学生是重点教育对象。教育
的内容主要是抵抗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揭
露帝国主义战争阴谋和特务分子的破坏活动; 教
育途径主要是以广播、报纸、刊物为载体，更通过
学校教育进行安全意识、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
在制度建设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规定了年满十八岁的男性公民具有义务兵役的
责任。这个时期的国防教育的目标、内容、途径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为了化解我国初期面临
的极其严峻的国际国内安全形势而设计的。

(二)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观下的国家安
全教育:保密反间谍为主( 1978 ～ 2011 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下，我国经济水平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和
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邓小平指出: “世界
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
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7］( P245) 随着改革开
放的深入，敌对势力通过策反干部、意识形态渗
透、间谍活动等隐蔽方式企图颠覆我国政权、分
裂民族、窃取国家机密，威胁我国的国家安全。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1983 年国家安全部正式成
立，中共中央提出: “国家安全机关要在有关部门
的协同配合下，积极向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宣传
应尽的义务……懂得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能
够支持和协助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能够自觉地
同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作斗争。”［8］1993 年
2 月 22 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 2014 年废止，以下简称 1993《国家安全法》) 颁
布，在第三章“公民和组织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与权利”中明确规定“机关、团体和其他组织对本
单位的人员进行维护国家安全的教育”。

1994 年 8 月 23 日，中共中央颁布《爱国主义
教育实施纲要》，提出“要进行国防教育和国家安
全教育”。有“国家安全”之名的国家安全教育首
次进入教育领域，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
容。此后，党中央将“提高国家安全意识”写入
《中国高等学校德育大纲》( 1995) 、《中共中央关
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
决议》( 1996) 、《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
质教育的决定》( 1999) 等重要文件。

进入 21 世纪，随着后冷战时代下国际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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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移与全球化的到来，国际国内的安全形势错
综复杂，军事威胁和领土争端已不再是影响世界
和平的核心因素，取而代之是经济壁垒、文化渗
透、生态恶化、网络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
2004 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
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国家安全形势是“传统安全
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情
况”，［9］党中央要“有效防范和应对来自国际经济
领域的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
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
材和国家安全读物里也增加了非传统安全的
内容。

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国家安全教
育内容以 1993《国家安全法》为主，目的是提高公
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国家安全机关联合高校和
机关单位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普及国家安全知识
和国家安全法。其一，课程教学。《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版) 经过
修订增加了“增强国家安全意识”的章节，系统介
绍新安全观、国家安全法律和维护国家安全的义
务。一些高校在法学、政治学等学科中开设国家
安全的相关课程，推出专业教材。如，北方工业
大学的《国家安全法教程》( 1996) 、国际关系学院
的《国家安全学》( 2004) 等。其二，建立国家安全
基础实验基地，加强教育实践。1997 年 9 月在北
京、南京、深圳、厦门等城市的 10 所中学开展了
国家安全基础教育实验工作。其三，出版教材读
物，普及国家安全知识。《国家安全青年读本》
( 2007) 以及各种安全教育教材等。其四，机关单
位、企业开展讲座、报告会、电视宣传片、树立榜
样等多种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其五，学术研
究广泛开展。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国际关系学院、浙江大
学等高校相继推出了《国家安全学》( 2004) 、《非
传统安全概论》( 2006) 、《国家安全论》( 2008 ) 等
研究成果，为国家安全战略提供坚实的理论支
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提高了国
家安全意识，知晓 1993《国家安全法》，了解危害
国家安全行为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权利义务。然
而，国家安全教育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
些“硬伤”: 其一，教育对象的范围较窄。这一时
期以高校和企业事业单位的成年人为主要对象。
对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和社会公众的涉及
相对较少。其二，教育内容单一。教育内容主要
围绕 1993《国家安全法》，让人们对“国家安全”

的理解限于“反颠覆、反间谍和保密”以及国防教
育。其三，教育地位“尴尬”。国家安全教育是爱
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之一，尚未升级为国家安全战
略。此时的国家安全教育无论在国家安全战略
抑或是素质教育中都处于“边缘”地位。其四，教
育发展滞后。国家安全教育的主题和内容未能
随国家安全形势和国家安全观的变化进行调整，
常被归于“国防教育”和“安全教育”之中，对非传
统安全的宣传教育较少。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以 1993《国家
安全法》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安全教育已无法适应
新形势下国际国内安全环境的变化。十八大以
后，党中央对国家安全教育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
大创新意义的变革。

(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下的国家安
全教育( 2012 年至今)

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展开一系列维护国家安
全的战略部署。2014 年 4 月提出总体国家安全
观，2015 年 1 月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纲要》，2015
年 7 月颁布实施新《国家安全法》，确立了集国家
安全的领导体制、战略规划、指导思想和法律法
规为一体的国家安全战略框架。国家安全教育
指导思想和内容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也可称这一
时期是“总体国家安全教育”。

党中央将“国家安全教育”作为国家安全战
略的重点，创新发展国家安全教育。其一，中央
领导人在重要文件和会议中多次明确提出并强
调“要加强国家安全教育，提高全民国家安全意
识”。在 2017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加强国
家安全教育，增强全党全国人民国家安全意识，
推动全社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
力”。［10］( P49 ～ 50)其二，国家安全教育入法。2015 年
7 月颁布并实施的新《国家安全法》规定 4 月 15
日为“全民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日”，建立国民国家
安全教育体系。其三，教育部发布国家安全教育
政策文本。2016 年 4 月，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在
《光明日报》发文部署了“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国
民教育体系”［11］的工作计划，打响了建立国民国
家安全教育体系的“前哨”; 2018 年 4 月，国家安
全教育的政策文本———《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
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颁布，提出了国家安全教育的八项重点工作。
2020 年 9 月 28 日，教育部再次印发《大中小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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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 以下简称《指导纲要》) ，
在《实施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规定规范国
家安全教育的重点工作、细化了大中小各学段的
国家安全教育的教育目标、知识要点以及多途径
的教育活动。尤其是在课时保障和评价实施方
面，《实施意见》特别要求大中小学国家安全专题
教育每学年不少于 1 次，每次不少于 2 课时;学生
参与国家安全教育活动的表现情况要记入综合
素质档案。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各领域安全已经
作为重要内容融入新修订的大中小学的语文、思
政、地理、历史教材之中。教育部于 2020 年 6 月
颁布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 2017 年版 2020 年修
订) 》在修订工作的“基本原则”部分指出，“加强
法治意识、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生态文明和海洋
权益等方面的教育”，并将“树立总体国家安全
观，捍卫国家主权、尊严和利益”［12］( P2) 列为学生
的培养目标之一。以地理学科为例，《普通高中
地理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 将“资
源、环境与国家安全”作为高三地理教材·选择
性必修三的内容，旨在“帮助学生了解资源、环境
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增强保护资源与环境的意
识，树 立 维 护 国 家 安 全、发 展 利 益 的 观
念”。［13］( P14 ～ 15)其四，中小学教师和党员干部的国
家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启动，提高公务员、党员干
部、教师等重要职业人员的国家安全素养，打造
专业的国家安全教师队伍。其五，建设国家安全
一级学科，培养国家安全的专门人才。2020 年 6
月，教育部下发《学位授予单位( 不含军队单位)
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14］其中，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西南政法大
学等高校下设“国家安全学”二级学科。同年 12
月，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置“国家安全
学”一级学科( 学科代码为“1402”) 。［15］其六，国
家安全教育主体多元化。中央与地方的国家安
全委员会联合教育部门、社区、企事业单位等开
展多种教育实践活动，“多管齐下”落实国家安全
宣传教育工作。党中央出版《总体国家安全观干
部读本》( 人民出版社，2016) 、《总体国家安全观
教育读本》( 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 等精品读物，
全国各地建立国家安全教育示范基地等。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安全教育始终随国
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而适时调整改革，表现出
鲜明的与时俱进的特点，但保卫国家安全始终是
不变的基础与核心。各个时期国家安全教育主
题和演进过程呈现出层层递进，兼容并包，既继

承，又不断发展创新的鲜明特征。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安全
教育的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至今，国家安全教育在发展中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最显著的表现在全民国家安
全素养得到了提高，在国家发生重大安全事件中
运用国家安全知识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安全教育的经验，
有助于巩固国家安全教育的成果，进一步创新国
家安全教育的理论及实践，实现国家的永久
和平。

(一)坚持党中央在国家安全教育中的绝对
领导是先决条件

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安全教育的顶层设计者。
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是做好国家安全
工作的根本原则。［16］国家安全教育具有极强的政
治性和敏感性，必须由党中央统一领导，统一指
挥才能具有实效性，实现常态化和长期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外忧内患的安全环境
中，毛泽东主席号召全民参与国家建设和练兵活
动，积极学习国防知识，筑建起全国人民维护国
家安全的力量长城，让中华民族实现了“站起来”
的目标;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研判国际国内安
全形势，在维护传统安全的同时，重视非传统安
全问题，成立国家安全部，颁布 1993《国家安全
法》，首次在爱国主义教育中提出“国家安全教
育”，以“保密和反间谍”为教育的“主色调”，融
入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
内容，“提高国家安全意识”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
容。要求国家安全部门定期与单位、学校共同组
织国家安全的普法活动; 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
央对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视“更上一层楼”，从中央
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到地方的国家安全厅局，从中
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教育部门、宣传部门、党
校、各级各类学校、研究机构、企事业单位、社区
等协同合作，多管齐下地向全民普及国家安全知
识、法律法规等。实现了国家安全教育的领导机
构从一到多、从整体组织教育活动到多部门分
工、分类合作的转变，建立起系统的国家安全教
育领导体制。

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安全观指导国家安全教
育发展创新。国家安全观既是国家安全教育的
指导思想和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安全教育的根本
遵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时期，党中央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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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安全观，国家安全思想孕育在军事、政治和
外交领域之中，“国家安全教育”即是传统的国防
教育，重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和军事安全; 改革
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中共中央颁布了 1993《国家
安全法》，国家安全理论总结较为丰富，开始关注
经济、文化、信息、社会公共等非传统安全领域。
党的十八大以后，在继承国家安全思想核心要
义，并在对国际国内安全形势和安全环境研判的
基础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国家安全新
形势新特点、国家安全基本内涵与外延、国家安
全因素和贯彻原则等做出了系统且科学的阐述，
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安全思想进行的最完整
最系统的总结，将党中央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上升
到新高度。有学者称，总体国家安全观已经不再
是散见于领导人的重要论述，而是一种科学的、
官方的系统表述，它既从价值意义上规定了国家
安全观的取向，也从价值观意义上给出了衡量国
家安全治理实践成效的标准，是规范性与可操作
性的统一。［17］2017 年 10 月“总体国家安全观”被
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在中国向世界强国迈
进的过程中，如何使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人心，
成为指导我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切实增强每个人的国家安全意识和风险
防范意识，应成为我们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立
足点和着力点。毫无疑问，坚持党中央对国家安
全教育的绝对领导地位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先决
条件。

(二)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是国家安全教育发
展方向的决定因素

国家安全观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基于内外环
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这也成为国家安全战略调
整的重要动力。［3］在新中国成立 70 余年的发展
历程中，国家安全教育的发展方向始终和国家安
全形势与国家安全观的发展方向相一致，国家安
全教育的主题和内容是各时代国家安全形势和
国家安全观的反映。其中，思想政治课程是国家
安全教育开展的最主要途径，思想政治教材和国
家安全教育读物就是国家安全知识的载体。

在传统安全教育时期，新中国面临来自主权
和领土的安全问题，党中央的国家安全战略突出
传统安全的特征。学校教材中多有人民群众要
拥护共产党，拥护军队，引导广大青少年投身军
队保卫国家，英勇作战等内容。在传统安全兼非
传统安全教育时期，国家安全形势和环境依然严
峻，非传统安全问题国家安全教育从萌芽期走向

成熟发展，随着后冷战时代下国际矛盾的转移与
全球化的到来，国际国内的安全形势错综复杂，
军事威胁已不再是影响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取
而代之是来自隐蔽战线的安全威胁。因此，由于
时代安全形势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1993《国
家安全法》将“国家安全”的定义局限于间谍与保
密范围内，国家安全教育自然就是“反间谍与保
密教育”，在宣传教育中更加注重保密与反间谍
的内容。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面临经济壁垒、文
化渗透、生态恶化、网络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010 修订版) 在第
七章第三节“国家安全意识”中对新国家安全观、
国家安全法律知识、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进行了
系统介绍，与时俱进地增加了经济、文化、网络信
息、生态等非传统安全知识。

总体国家安全教育时期，国家面临世界百年
未有大变局，虽然中国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态
势，然而世界上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形势依
然严峻。西方敌对势力遏制中国发展的动机有
增无减，对中国发动政治战、经贸战、科技战、外
交战干扰我国发展进程。此外，非传统安全问题
严重困扰国内安全环境，尤其是 2020 年的新冠疫
情，对人民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等造成巨大
打击。复杂而严峻的安全形势加剧了国家安全
教育重要性和紧迫性，也决定着总体国家安全观
统领国家安全教育向正规化、制度化和常态化的
方向发展。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树立正确的国
家安全观念，提高全民国家安全素养，是新时代
国家安全教育的使命。在 2018 年修订版《思想
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八年级《道德与法治》教
材加强了国家安全教育内容的比重，将“总体国
家安全观”列为重要章节，系统介绍总体国家安
全观的内涵和公民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三)国家安全的人民主体性是国家安全教
育创新的动力来源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安全教育的演进
历程会发现，满足国家需要和促进个人发展是推
动国家安全教育创新发展的核心动力。历史经
验证明，越是在国家安全形势紧迫的时候，国家
越是需要全民提高国家安全意识，越要推动国家
安全教育的创新发展。

人民群众是维护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力量。
人心所向是保障国家安全极为重要的条
件。［18］( P286)国家安全教育的目的是凝聚人心，唤
起全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因此，任何时代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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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育都是面向全体公民的。在传统安全教
育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
动员全国人民积极抵抗敌对分子，实现了中国人
民站起来的历史使命。毛泽东指出，要取得抗日
战争的伟大胜利，需要“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
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
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19］( P355) 在新形势下，传
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国家安全问题涉
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生态、科技等
多个领域，维护国家安全不再是专门机关的任
务，而是全体人民的义务与责任。作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合法公民，接受国家安全宣传教育，了
解国内国外安全形势、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
安全的法律法规，认识到国家的安全事关每一位
公民的安全，维护国家利益就是维护每一位公民
的利益。深化国家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自觉维
护国家安全，凝聚全体人民的力量，形成维护国
家安全的无形屏障，就是国家稳定发展的“软实
力”。《人民日报》发文指出: “确立国家安全的人
民主体性，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构建国家安全
体系，才能建设好‘安全的命运共同体’”。［20］

国家安全素养是公民的核心素养。国家安
全素养是个人必备的核心素养。只有每位公民
具备国家安全意识和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才能形
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合力，筑成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的“精神长城”。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安全意识
始终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从 1994 年《爱
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到 2019 年颁布的《新时代
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国家安全教育贯彻在
素质教育、精神文明建设、人才培养等工作之中，
尽管教育内容和教育重心有所变化，但提高国家
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强化国家认同与政治认
同，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的实质没有改变。

践行国家安全观是落实国家教育方针的根
本任务。国家安全教育与国家教育方针密切相
关，旨在义务教育阶段促进受教育者成为思想健
康、人格健全、全面发展，具备正确国家观念的中
国公民。传统安全时期，毛主席亲自撰文号召全
民参与国防建设，青年人要养成“保卫国家和建
设国家”的责任意识;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教
育时期，提高国家安全意识是“素质教育”，着重
要求青少年具有保密意识;在总体国家安全教育
时期，国家安全教育被列为立德树人工作之一。
各级各类学校积极开发并利用优秀资源推动国
家安全教育发展，以 面试、笔试、记入档案等教育

评价方式方法提升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
(四)政治安全始终是国家安全教育的根本

内容
政治安全涉及国家政权的稳固和意识形态

正确。无论在任何安全形势下，维护传统安全，
尤其是政治安全始终是国家安全工作的核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维护政治安全和国土安全始终
是国家安全工作的核心，开展国防教育的最主要
目的是为了维护政权而储备军事力量，构建爱国
统一战线;在 1993 年《国家安全法》制定也是基
于维护政治安全，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专政
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提高全民国家安
全意识，防范隐蔽战线敌人。总体国家安全观以
政治安全为根本，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
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因
此，任何时期的国家安全教育都是以维护政权、
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安全和维护领土的
国土安全为教育内容的核心，一脉相承。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安全教育始终遵循以
下原则: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国家安全思想理
念，国家安全教育才能取得成效，国家安全才能
得到保障。二是国家安全教育是动态的教育过
程，必须与时俱进，因时而变。国家安全教育的
发展方向和教育内容是国家安全形势和国家安
全环境的客观反映，越是在和平时代越要重视国
家安全意识对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三是认清
国家安全教育与“个人成长”和“国家发展”的辩
证关系。国家安全意识教育是维护国家安全的
重要战略，要贯彻于个人成长的始终。培养人民
的国家安全素养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
益，有利于国家发展，综合国力提高。四是无论
是战争年代抑或和平时代，以政治安全为核心的
传统安全教育始终是国家安全教育内容的根本，
是国家安全教育体系的定海神针，没有政权安
全、意识形态安全和制度安全的教育，何谈国家
安全。

三、新时代加强国家安全教育
应该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致力于国家安全教育
的系统化、制度化和体系化建设，努力构建具有
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教育体系。2020 年初暴发
的新冠疫情，人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都受到了
严重危害，让人民意识到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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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隐蔽性、广泛性和破坏性，加深了对防范突发
事件的风险意识。此外，中印的边境冲突、“港
独”事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诋毁以及对中国内
政的干涉等也显示着即使在和平年代，传统安全
问题依然存在，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极其重要，必须得到全社会的重视。

(一)保证“全学段—全学科—全方位”一体
化建设，保障国家安全教育体系的全面性

“国家安全教育必须正规化、常态化，而不是
应景之作。”［21］为了落实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提
高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党中央与教育部应强化国
家安全教育系统的一体化建设，保证国家安全教
育对象覆盖的全面性。

首先，强化幼儿至成人的国家安全教育学段
一体化。《实施意见》与《指导纲要》根据大、中、
小学生的生长规律与智力水平的特点细化了大
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有助于国家
安全教育覆盖于全学段与全学龄，纵向衔接、横
向配合。基于“国家安全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与
“终身教育”的理念，在幼儿园活动、硕士博士研
究生教育、职工工作培训也应根据其学习规律和
工作性质融入国家安全教育活动，将国家安全意
识作为核心素养。如，幼儿园活动中引导幼儿认
识中国地图。

其次，强化大中小学全学科与国家安全教育
教学一体化。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是“大安全”体
系，涉及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
技、网络、生态、生物等领域，不再局限于思想政
治课程。丰富而系统的国家安全知识应有机渗
透在全学科教学中与教师教学，加强各领域安全
知识的普及，增强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效性。例
如，地理课涉及国土安全和资源安全，生物课有
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内容、信息科技课关注网络
安全等。

再次，强化家庭—学校—社会的国家安全教
育一体化。国家安全教育是面向全民的教育，不
能仅仅依靠学校教育的途径实现。在家庭教育
中，父母与亲人有责任和义务向孩子进行基础的
国家安全教育，涵育孩子的爱国情感和安全意
识，养成最基本的维护自身安全和国家安全能
力，如远离邪教人士、禁止在军事区拍照等; 社会
教育上，党中央应推动国家安全教育进机关、进
社区、进军营、进网络、进企业、进社区的“六进”
途径，达到覆盖全社会和全职业的一体化国家安
全教育，凝聚社会教育合力，有效促进国家安全

教育全面落地。
(二)构建“知识—情感—能力”的三维教育

目标，提升国家安全教育实施的专业性
《实施意见》和《指导纲要》的颁布加强了国

家安全教育的专门性，改善了教育目标中过度侧
重于情感培养，忽略知识学习和能力养成的倾
向。李志强指出，国家安全教育的归宿是“形成
以传递知识—塑造价值—培养能力为主线的养
成教育的完整链条”。［22］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教育
是集“知—情—行”为一体的专业教育，不仅要丰
富受教育者的国家安全知识，还要促进其能力育
成、知行合一、知情合一。

首先，知识是培养爱国情怀，养成护国能力
的基础。知识层面的目标包括了解总体国家安
全观的内涵、重点领域安全的基本内涵与维护手
段、国家安全的常识( 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国家安
全机构、公民维护国家安全义务与权利等) 以及
国家安全的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 2020 年的新
冠疫情后，教育部应在国家安全教育教学中加重
曾被忽视的非传统安全知识比重，如生态安全、
生物安全以及社会安全等。

其次，国家安全情感是培养国家安全意识的
重要内容。可细化为: 忧患意识、国家利益至上
意识、风险防范意识、法律责任意识以及责任意
识等。

最后，能力目标是维护国家安全的行动和能
力养成等。可开展国家安全的实践活动促进能
力培养，如突发事件演习、参观教育基地、观看影
片等。要求学生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树立
“国家安全利益高于一切”的责任意识。同时，还
应着重培养边境地区学生维护自身安全和国家
安全的能力。

(三)整合“大安全体系”下的教育格局，突出
国家安全教育内容的总体性

刘跃进指出，从以往不同名称、分门别类的
国家安全教育，到统一完整的总体国家安全宣传
教育，是近年来中国国家安全宣传教育的重要转
变，也是中国国家安全宣传教育的重要创
新。［5］( P240)在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主导的“大安
全”体系下，总体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要突出“总体
性”。应将与国家安全教育内容紧密相关，却没
有“国家安全”之名的教育整合到国家安全教育
体系的大格局中，延展国家安全教育的内涵。

第一，国家安全教育与国防教育相结合。国
防教育在本质上也是国家安全教育，侧重于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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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培养，是传统安全教育的内容。国防教育
和国家安全教育在军事安全内容中具有交集，因
此应积极探索并构建二者的交互教育模式和融
合课程，在教育中体现出国家安全与国防的知
识，形成教育合力。

第二，国家安全教育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相
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延续的根
基和灵魂，是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资源。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蕴含了丰富的国家安全思想，如“备
豫不虞，为国常道”［23］( P149) 的忧患意识、“民惟邦
本，本固邦宁”［24］( P72) 的民本思维、“凡事豫则立，
不豫则废”［25］( P705)的风险意识等。在当今世界所
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环境下，学校应积极在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涉及国家安全知识，知古鉴
今，促进受教育者将古代安全文化内化为国家安
全素养。

第三，国家安全教育与党史教育相结合。党
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26］中国
共产党在建党百年中历经无数安全问题的考验，
具有极其丰富的国家安全教育素材和经验。既
有革命根据地旧址、革命展览馆、英雄纪念碑等
物质资源，也有红船精神、长征精神、井冈山精
神、改革开放精神等无数精神资源。

第四，国家安全教育与国情教育相结合。国
情教育是全体公民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的最主要
途径，包括自然国情和人文国情。开展国家安全
教育必须紧密联系国情国策的实时发展，与时俱
进，在国情教育中培育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坚
定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理想信念。

第五，国家安全教育与人身安全教育相结
合。维护人身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总体
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维护人民的生命
健康和财产安全。因此，国家安全教育也要与人
身安全教育相结合，融入生命安全、财产安全、交
通安全、安全救护常识等内容。尤其是有关重大
突发事件中人身安全的急救常识和传染病预防
常识、灾难逃生常识以及报警求助常识等。

(四)设计“集中统一”的教育管理机制，强化
国家安全教育实践的正规性

新时代国家安全教育在创新教育内容、教育
方式方法以及教育途径等方面的同时，坚决不能
让国家安全教育“形式化”。为了保证国家安全
教育常态化发展，成为全民的必修课，无论是学
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必须对国家安全教育管理
机制进行创新，确保教育实践的严格落实，公民

国家安全素养的确切提升。国家安全教育的管
理机制包括评价机制、奖惩机制和保障机制等方
面。新时代印发的《指导纲要》明确了国家安全
教育的组织领导、评价方式、课时保障和教师队
伍建设等方面，加强了对国家安全教育的管理，
促进国家安全教育的专业化和正规化发展。

第一，巩固国家安全教育的评价机制。《指
导纲要》要求学校将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情
况记入素质档案。不仅如此，学校以及各机关、
企业事业单位还应强化国家安全教育评价中的
“强制性”，即定期进行笔试考核。中央与地方的
教育部门应将国家安全教育的相关知识点列入
考试大纲之中，并在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以及
公务员，事业单位的考试中加大国家安全的知识
比重与分数值。同时，学校与单位还应细化国家
安全教育评价标准，不定期采取口试、面谈、政审
等考察国家安全的综合素养。

第二，建立国家安全教育的奖惩机制。良好
的奖励机制有助于激发社会公众维护国家安全
和国家安全利益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尤其对于青
年学生。国家安全机构、教育部门、社区应组织
并联合各级各类学校建立国家安全教育奖励机
制，对勇于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国家利益以及国
家荣誉的学生必须给予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奖励，
为其他学生树立榜样力量，以调动更多学生维护
人民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弘扬爱
国爱党爱人民的精神，提高国家安全意识。同
时，也应完善国家安全教育的惩戒机制，对有意
或无意危害国家安全的学生根据问题程度予以
惩罚。

第三，完善国家安全教育的监督机制。为了
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党中央必须严格国家
安全教育的监督环节与监督形式。国家安全委
员会和教育部应定期监督检查大中小学以及各
单位国家安全教育的开展情况和教育实效，并把
督导结果与学校的评价与考核挂钩。

第四，加大对国家安全教育相关领导者、教
师以及科研人员的专业培训，充实其国家安全知
识的储备量，尤其是提高领导者和教育者的责任
意识、法律意识、忧患意识和保密意识，使国家安
全教育成为全社会的必修课

(五)把握“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符合地方国
家安全教育的实际性

新时代国家安全教育的开展必须要把握好
“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既突出“整体”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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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一领导，也要彰显“部分”的独立性和特
殊性。

所谓“整体”即注重国家安全教育与党中央
国家安全思想的整体性和一致性。一是国家安
全教育是新时代立德树人的重要任务，必须加
强党中央对国家安全教育的绝对领导，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 二是国家安全教育开展要遵循
中央统一的思想纲领，即树立并践行总体国家
安全观和习近平国家安全思想; 三是教育必须
遵循由党中央与教育部制定的国家安全教育目
标。根据人的学习规律和认知水平细化教育目
标与课程标准，保证教材内容与课程标准的一
致性;四是国家安全教育教材与读物必须由中
央统一组织编写，反复审核，保证教材的意识形
态和内容正确。

所谓“部分”即兼顾国家安全教育的地方性
和区域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调整教育内容。
一是我国领土面积广阔，接壤邻国较多，不同地
区面临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不尽相同。
因此，各地区要秉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
因势利导，在教育教学中系统介绍地方安全问
题。二是我国地区之间存在经济和文化差异以
及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地区的国家安全
教育要立足于现实情况和实际需要，开发符合地
方实际情况的国家安全课程，编写具有区域特色
的教材;科学利用当地的红色资源，建立教育基
地，组织教育实践活动，建立国家安全学的研究
机构。当前，香港地区已经成立了“国家安全教
育中心”、新编订了《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
架》，全面推行地方国家安全教育。总而言之，各
地区的国家安全机构和教育部门要在中央统一
领导下，结合区域安全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国
家安全教育。

结 语

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
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证人民
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27］新中国成立
以来国家安全教育的发展演变是一个继承与拓
展、积累与完善、深化与调整、改革与创新的持续
过程。在新时代，面对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
全威胁，内部安全问题和外部安全问题相交织的
问题，全民具有了解国家安全形势，提高国家安
全意识和维护国家安全能力的责任和义务。国

家安全教育必须加强完善创新，升级为正规化、
常态化、制度化、日常化的教育实践活动。尤其
是在后疫情时代，全国人民应保持居安思危、防
患于未然的态度和意识，积极学习国家安全相关
知识，保守国家机密，支持国家安全的相关政策。
如国家安全部部长陈文涛所言，增强忧患意识、
做到居安思危，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坚持
科学统筹等国家安全理念日益成为全党、全国、
全社会的共识。［28］我们期待《国家安全教育法》
《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条例》等强化国家安全
教育的政令颁布，形成具有集“全民宣传教育 －
国民教育体系 －党员干部培训 －专业人才培养”
为一体的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教育体系，筑牢国
家安全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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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Basic Experience of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Ji Tianyu，Wang Linghao
( Faculty of Education，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Jilin，China)

Abstract: Just a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ointed out，national security is the cornerstone of a country’s peace and stabil-
ity and maintaining national security is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country．“Strengthening na-
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and improv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awareness of the whole people”is one of China’s important strate-
gies to maintain national security． Over the past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confidentiality and anti － espionage education
and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in which the educational theme of“improv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awareness of the whole people”
comes down in one continuous line in different era themes and realistic fiel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rich experience and wisdom with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accumulated． Adhering to the absolut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over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is a prerequisite． The change of national security situation and na-
t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is the decisive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And fully recogniz-
ing the people’s subjectivity in national security is the driving force of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innovation． In the new era，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is facing a series of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at wait for new solutions and new measures．

Key words: new China;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historical evolution; basic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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