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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择使用文献资料法与逻辑分析法，对国防体育竞赛的内涵、构建大学生国防体育竞赛体系的重要意义进行阐释；明

确大学生国防体育竞赛体系的构建目标，并依据分层、互通以及包容原则，国防部与教育部共同确立大学生国防体育竞赛体

系的发展理念、管理机制、赛事系统以及资源供给模式，动员多方面力量举办不同层级的国防体育赛事，使国防体育赛事体

系逐渐趋于完善；提出通过强化思想引导、创建协同平台、提炼经验效果、群策群力等举措来推动国防体育赛事的高水平发

展，使其更好的服务于我国国防体育强国建设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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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connot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sports competition and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constructing a national defense sports competition system for college students; 

Clarify the construction goals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sports competition system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stratification, interoperability, and inclusiveness,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jointly establish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management mechanism, event system, and resource supply mode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sports competition 

system for college students, mobilize various forces to organize national defense sports events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gradually 

improve the national defense sports competition system; Propose to promote the high-level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sports 

events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ideological guidance, creating collaborative platforms, refining experience and effects, 

and collective efforts, so as to better serve the strategic goal of building a strong national defense sports countr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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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体育竞赛是开展体育活动的基本形式和重要手段，对

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促进体育运动

普及与水平提高，推动群众体育发展具有杠杆作用和联动

效应
[1]
。国防体育是以体能练习和技能练习为基本手段，

以增强国防意识，提高国防技能为主要目的的特殊体育活

动，是为了加强国家国防后备力量建设，通过身体练习的

方式，将强健国民身体素质及体魄、增强国民国防意识、

提高国民军事国防技能、磨炼意志品质、丰富业余体育文

化生活作为其目的而开展的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实

践体育活动
[2]
。新中国成立至今，国防体育的内涵与外延

不断发生变化，国防体育从“是一项群众性的，带有军事

性质的社会教育活动，是直接支援陆海空军，为增强国防

建设服务
[3]
”到“寓国防教育于体育之中的，大力倡导和

积极组织的与国防有关的各种体育活动”，向在校大学生

传授基本的国防知识和初步的军事技能。国防体育项目从

“射击、摩托车、无线电、航空模型、航海等运动”转变

为“识图用图、电磁频谱管控、战术射击等运动”
[4]
，国

防体育已经成为国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培养大学生

居安思危、激发他们爱军尚武的强烈爱国感情、增强保卫

祖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7]
。进入新时

代以来，国防体育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国防教育是建设和

巩固国防的基础，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素质的重

要途径
[6]
。 

随着2020年12月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国防体育分会

批准成立和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正式引入国

防体育运动项目，国防体育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也迎来

新要求，被赋予新使命
[8]
。建立完善的国防体育竞赛体系，

是体教融合有效实施的重要抓手，也是大学生国防体育竞

赛科学发展的前提条件。 

1 国防体育竞赛内涵和体系构建的意义 

1.1  国防体育竞赛内涵 

国防体育是为了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以身体练习

为基本手段，以增强国防意识，提高国防技能、强健体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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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体育文化生活为主要目的，所进行的有计划、有组织

的体育活动
[3]
。国防体育竞赛主要是运用竞技体育的竞赛

内容、组织形式、竞赛手段与方法组织国防体育竞赛，以

此来弘扬国防体育精神，促进国防建设。国防体育竞赛具

有普及性、政治性、时代性、多样性、长期性、强制性等

诸多方面的特征
[10]

。要求在其发展中应根据对象、时代背

景及时调整大学生国防体育竞赛的发展要求，不仅要保证

多样性更要保证其长期性的建设，此外应具备前瞻性的眼

光使得国防体育竞赛的建设发展更加灵活而不僵化。 

1.2  大学生国防体育竞赛体系构建的意义 

1.2.1 响应国家号召，助力学生铸魂和塑形 

在大学生中开展国防体育运动与军事训练工作，是世

界各国特别是军事强国发展趋势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国防

体育具有提高大学生政治素养、培养国防意识的天然优势，

国防大学军训办公室编写的《国防教育学》中认为“国防

体育是国防教育的重要内容”
[3]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国防和军队改革向纵深推进，总体国家安全

观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与深化，国家教育改革不断深入与

发展，学校国防教育和学生军训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

构建国防体育竞赛体系的研究成果可以大力推进学校国

防教育和学生军事训练创新发展、促进学生军事训练成果

转化和运用。另外，国防体育竞赛体系研究探索与大学生

必修课——学生军事训练的融合发展，也是响应《关于深

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深化具有中国

特色体教融合发展„„在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和完善青少

年体育竞赛体系方面提出了更多、更具体的措施”的精神，

促进青少年体育锻炼和文化学习协调发展，实现青少年通

过体育锻炼促进全面健康发展
[11]

。 

1.2.2 填补体系空白，规范国防体育竞赛 

目前我国大学生国防体育竞赛正处于起步阶段，虽然

由社会团体、高校举办的国防体育比赛已经持续几年，但

社会认可度不高、参与度低、受众面小、竞赛项目单一、

商业气息浓郁等现实问题制约了国防体育竞赛的持续与

高质量发展。通过系统地研究构建面向大学生的国防教育

竞赛体系，丰富竞赛项目，规范比赛组织，强化国防体育

赛事设计和活动组织能力，力争填补国内缺少官方认可的

全国性国防体育赛事的空白，补全国防体育赛事赛规不系统、

不完善的短板，首建符合政府要求、高校教学需求、社会期

望的国防体育项目培训和认证体系，努力使国防体育竞赛真

正成为“体能+技能”比赛、体教融合育人的平台。 

1.2.3 构建长效机制，推进国防体育协同融合发展 

在研究中，结合《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大纲》和中央

军委教育部关于军事课程教学、军事技能训练的有关要求，

充分发挥“国防+体育”综合育人功能，把爱国主义教育、

国防教育和体育竞技有机融入国防体育活动，让爱国主义

精神在学生心中牢牢扎根用国防体育运动项目将军事技

能训练与国防体育活动紧密联系起来，将高校第一课堂与

第二课堂紧密联系起来，将国防体育骨干教师与各高校学

生国防体育社团紧密联系起来，用国防体育运动有力促进

大学生军事理论和实践能力提升，逐步构建国防体育运动

协同育人的长效机制
[12]

。 

1.2.4 完善赛事体系，加快国防体育运动项目推广 

积极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双

重优势，利用各参与单位的优势学科资源和先进教学研究

平台，把国防体育竞赛向军事领域、国防安全、国防教育

等方向延伸，拓宽高校军事课教学内容，丰富教学形式，

探索应用高新技术手段开展国防体育项目培训和教学训

练活动。研究成果可以持续推动国防体育竞技项目的宣传

普及，促进学生对国防体育运动的了解，调动学生的参与

热情。同时在学生军事训练科目中设置一些与国防体育的

训练项目或测试项目，用国防体育运动项目承载学生军事

训练的育人效果，在国防体育运动项目中设置与大学生后

备兵源有关的科目，将参加过国防体育竞赛的大学生可作

为兵源遴选的一个指标，从而初建“大学生军训-校园国

防体育活动-高校预备役训练-省市国防体育比赛-全国国

防体育竞技大赛”五级后备兵源持续培养赛事机制，实现

国防体育竞赛为军育兵的目的
[13]

。 

2 大学生国防体育竞赛体系构建目标和原则 

2.1 国防体育竞赛体系构建目标 

国防体育竞赛体系的构建，最根本的目标就是培养国

防体育竞技人才，为我国国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

基础
[14]

。因此，国防部、教育部以及高校要重视国防体育

竞赛体系的建立与创新，为打造国防强国、体育强国注入

新的驱动力量。国防体育竞赛体系的构建，不但能够进一

步明确国防体育的发展方向，使国防体育与传统体育实现

有效联动，激发各个群体参与国防体育的积极性；而且还

能够优化传统的国防体育人才选拔制度中存在的不足。高

校大学生通过参与国防体育竞赛，能够更加深入了解我国

国防建设最新动态，激发他们拥军、参军的热情，为国防

建设储备更多的高质量人才。 

2.2 大学生国防体育竞赛体系构建原则 

2.2.1 分层原则 

大学生国防体育竞赛体系的构建要遵循分层原则。在

实践过程中，要结合国防体育竞赛的规模，对其进行分级

划分。具体来讲，可以沿用国际上体育竞技比赛的分层方

法，将其划分为市级学校国防体育竞赛、省级国防体育竞

赛以及国家级国防体育竞赛。 

2.2.2 互通原则 

大学生国防体育竞体系构建过程中要注意做好各个

赛事的互联互通，避免赛事之间出现割裂和壁垒的状况
[15]

。

只有这样，才能够有助于国防体育竞技赛事的高速、健康

发展，并有效降低竞赛举办成本，推动竞赛体系的规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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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标准化建设。 

2.2.3 包容原则 

大学生国防体育竞赛体系要遵循包容原则，有效降低

参赛者的准入门槛，尽可能地将更多的潜在参赛人员纳入

到赛事体系中，从而让更多有志于国防建设与国防体育运

动的人参与到国防体育竞赛中在享受国防体育竞赛运动

的同时，为国防体育发展贡献出力量。 

3 大学生国防体育竞赛体系构建内容 

以大学生国防体育竞赛体系为研究对象，借鉴国内外

体育项目竞赛体系建设的成熟经验，从竞赛体系的各要素

出发，明晰竞赛目标体系定位，探究多元共治管理模式，

研究体育竞赛资源供给改革，创建统一赛事赛规体系，使

国防体育运动走向规范化、制度化，促进国防体育竞赛健

康、科学、可持续的发展，为落实体教融合战略，推动大

学生国防体育竞赛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经验，为中小

学国防体育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但是由于我国大学生国防运动竞赛在我国发展起步

较晚，各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大学生在运动方面的水平相

对较低，市场化程度不足。全国性和跨省区的大学生国防

体育竞赛活动相对较为稀缺，制约了国防体育推广与普及；

我国大学生国防体育竞赛体系尚不完善，赛事体系相对落

后、竞赛资源匮乏、组织管理不畅等诸多问题，制约着我

国大学生国防体育竞赛的向前发展。 

探索全民国防教育背景下大学生国防体育竞赛体系

的构建，围绕竞赛目标、竞赛资源、组织结构、规章制度、

赛事系统五大构成要素进行分析，结合国防体育竞赛刚刚

起步这一特殊阶段，重点研究国防体育竞赛发展理念、竞

赛管理机制、竞赛赛事体系、竞赛资源供给四个方面，将

国防体育竞赛打造成可以与国家体质健康监测、国防教育、

学生军事训练紧密联系的统一、规范化的体育竞赛体系。 

3.1 明确国防体育竞赛发展理念 

国防体育与国防教育有着天然联系，在推广体育运动

的基础上还具有为国家储备国防后备力量的作用。因此，

在国防体育竞赛体系建设初期，需要围绕“四个关系”即

国防体育与国防教育的关系、国防体育与学生军事训练的

关系、国防体育与军事体育的关系、国防体育与其他相近

体育项目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国防体育竞赛目标定位、

价值认同和文化孕育，深挖国防体育竞赛的内涵与外延。

既要从“大众教育、普及教育、精英教育”三个维度培养

国防体育竞赛参与者的角度，又要从完善“项目研发、技

能训练改革、校园国防体育指导、体系建设、赛事推广”

五大主体功能的角度，为大学生国防体育竞赛长期发展提

供方向支撑，为竞赛体系构建提供政策依据。 

3.2 梳理国防体育竞赛管理机制 

由于大学体育竞赛的开展涉及政府机构、学校部门、

社会组织等多个主体，导致管理机制出现多元协同治理的

特征。由于国防体育带有鲜明色彩，因此国防体育竞赛较

其他体育项目，增加了军队这个参与协同治理的主体，并

且在国防体育竞赛体系构建初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需

要在各社会主体主动参与下，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分析

不同层次管理主体共同参与、共同治理体育竞赛事务的作

用和作用路径，以保障大学体育竞赛的有序发展，充分发

挥政府、学校、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各自优势；探索基于教

育共同体视角下，多主体之间的协同机制，以有效提升运

行管理效率，为国防体育竞赛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研究并制定基于教育共同体视角下的大学生国防体育竞

赛管理制度，从而对各主体、各组织结构以及相关人员的

岗位事务、职责权限等进行规范，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保

障和调控国防体育竞赛的发展。 

3.3 搭建国防体育赛事系统 

赛事系统是学校国防体育竞赛开展的项目基础。国防

体育运动项目从 1952 年至今发生了巨大变化，受条件、

场地和参与目标人群的影响，其中大部分国防体育运动项

目不适合大学生群体开展，其中一些运动项目已经成为比

较成熟的赛事系统，比如足球、射击、定向越野等。在构

建国防体育赛事体系的初期阶段，可以参考世界军人运动

会项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体育项目，研制适合在高校

校园内面向大学生开展的国防体育运动项目，从竞赛赛规、

竞赛种类、竞赛等级划分、比赛场次、竞赛形式等方面开

展研究，从而提高竞赛的系统性、稳定性，丰富竞赛项目

设置，为大学生运动员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机会，保障了他

们拥有相同的竞赛权力；随着国防体育赛事的逐步开展，

迫切需要研究与国防体育相近的竞赛项目、展示活动的衔

接与承载机制，如国防体育赛事与教育部全国军事教学展

示军事体育专项的衔接、对学生军事训练的承载、对全国

军事特训营的衔接等。 

3.4 提供国防体育赛事资源供给 

充足的竞赛资源是大学体育竞赛快速发展的物质保

障，也是大学体育竞赛体系发展水平较高的重要标志，竞

赛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由于国防体育竞赛处

于初建阶段、竞赛器材存在特殊性（比如激光枪、兵棋推

演设备等），在物质资源供给上存在空白。需要对目前制

约竞赛发展权重最高的非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保障和

物质资源——场地设施保障进行逐一分析，研究探索租赁、

授权和合作等形式实现场地设施资源的共享共建模式，探

索赛事资源供给侧产学研合作机制，特别是在竞赛器材的

源头上加大合作开发，提高国防体育资源自主创新的程度；

加快国防体育项目教练员、裁判员培训体系构建和认证机

制研究，开发一系列相关培训课程，针对国防体育竞赛的

管理者、教练员、裁判员加大培训力度和规模，填补没有

目前正规国防体育教练员、裁判员的空白，从而助力提高

竞赛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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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学生国防体育竞赛体系运行有效举措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国防体育分会与中国中学生体

育协会国防体育分会紧密配合，以国防体育为纽带，立足

线上、线下两个维度，从“大众教育、普及教育、精英教

育”三个维度培养国防体育竞技活动的参与者，扩大大学

生受众范围。初探“会员单位—片区—赛区—示范区”四

级活动体系，逐步完善“项目研发、技能训练改革、校园

国防体育指导、体系建设、赛事推广”五大主体功能。用

国防体育实现丰富校园国防教育内容的教育增值，努力做

国防体育的推广者、国防教育的参与者、社会服务的提供

者和国防文化的宣传者。 

4.1 强化思想引导，落实育人目标 

分会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以国防体育赛事体系

建设为重要契机，在铸魂和塑形上下功夫，充分发挥“国

防+体育”综合育人功能，把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和

体育竞技项目有机融入国防体育活动中，让爱国主义精神

在学生心中牢牢扎根，引导学生历练和传承“坚持真理、

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与会员单位同心

协力把分会打造成开展“四史教育”的天然平台和增进大

学生政治信仰、理想信念、民族信心的重要舞台。通过举

办全国性国防体育赛事，团结全国高校的国防教育和体育

工作者持续开展国防教育、体育和实践育人工作，努力搭

建全国高校武装部、军事课程教师交流平台。探索军地协

同育人新途径，坚持军事理论与军事技能相结合、实地践

学与竞赛体验相结合、基础训练与特色联合训练相结合。

统筹分会力量，为全国军事课教育展示活动的业务流程、

比赛项目提供技术支持，将第一课堂军事课中的军事技能

训练与第二课堂军事体育活动相结合，强调“六项一体，

团队合作”，突出“实战性强、参与度高、军事味足”，引

领学生国防体育新发展，强化赛事设计和活动组织能力。 

4.2 创建协同平台，促进课堂融合 

分会集思广益，设计了一系列“特色鲜明、立足国情、

接轨国际”的国防体育项目。分会受邀全程观摩了第七届

世界军人运动会，重点调研了海军五项、定向越野、军事

五项、空军五项，了解帆船、水上救生、公开水域游泳、

铁人三项、现代五项等比赛项目的组织运行、评判标准、

裁判制裁、场地设置等事宜，进一步加深了对国防体育的

理解，对面向大学生开展国防体育的项目设置有了全新的

思考。多年来，与南开大学、东南大学、海南大学、浙江

海洋大学、宁夏大学等项目会员单位一起按照学生冬季军

事体育五项、海洋军事体育五项、现代军事体育五项、校

园军事体育五项五个范畴和冰雪、沙漠戈壁、滩涂海岛、

丘陵平原、山地等五个环境，研制比赛项目和训练方案。 

紧密联系第一课堂，与军事课强耦合，孕育群众基础。

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要求，用国防体育

将军事技能训练与本科新生国防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环节

紧密联系起来，将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紧密联系起来，用

国防体育活动有力促进大学生军事理论和实践能力提升，

逐步构建国防体育活动协同育人的长效机制。在学生军事

训练中，指导分会单位将国防体育、军训科目训练与军训

考核相结合，提供多样化考核办法，提高学生参与度，增

强学生获得感。通过将无线电测向项目列入学生军训必修

科目，采取“小组学习—连队体验—比赛支撑”的机制，

增强军训的学生参与度。 

4.3 提炼经验效果，丰富项目内容 

根据历届教育部全国军事课教学展示方案、中国大学

生体育协会国防体育竞赛规程，提炼并设计出符合学校实

际情况的校园国防体育比赛方案，如体育场军事越野、

篮球场应用射击、投弹投准、队列展示、战场医疗救护、

云比赛等，引入兵棋推演、无人作战等反映未来战争的

谋略性体验赛。活动结束后，根据学生意见和建议，不

断完善军事技能训练科目中可以作为学生增强体质、提

高体能和技能的有关项目，使之成为今后可以在校内开

展的国防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丰富了校园国防教育内

容。通过持续推动在学生军事技能训练项目中加大对国

防体育项目的宣传普及，促进学生对国防体育活动的了

解，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学生军训为国防体育提供了

普及性教育和潜在的运动员。经过系统培训的学生小教

官，成为了未来国防体育项目裁判员，可以说国防体育

延展了军训育人的效果。 

4.4 群策群力，推动国防体育发展 

积极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双

重优势，利用好各单位的优势学科资源和先进教学研究平

台，探索应用虚拟仿真、虚拟现实等高新技术手段和会员

单位特色资源开展国防体育培训和教学训练活动。以国防

体育运动为纽带，推动国防教育贯穿全学段、学生全覆盖。

通过国防体育运动，将分会骨干教师与学生国防体育社团

紧密联系起来，将各高校、各省市国防教育协会密切联系

起来，通过观摩、研习和交流，拓宽了开展国防教育的

思路，大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也为国防体育发展

注入了动力。通过高校学生国防类、体育类社团开展国

防体育活动项目的日常推广和体验，推动了国防体育从

点向面发展。 

5 结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防体育的内涵与制度体系不

断发生变革和创新，其内容、制度和形式都逐渐趋于完善，

然而在大学生国防体育竞赛体系建设方面还存在着较大

不足。大学生国防体育竞赛体系的构建，能够有效激发大

学生参与国防体育的主动性以及积极性，能够为我国陆海

空军的建设提供有力支援；打破不同地域国防体育教育交

流的壁垒，使全国国防体育竞赛体系实现协同发展；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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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体育竞赛体系标准化建设，继而逐渐形成国防体育竞

赛高精尖人才的良性培养机制；激发大学生居安思危、爱

军尚武的强烈情感，为现代化军队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基金项目：2022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一般课题《跨

学段的国防体育竞赛体系一体化构建研究与实践》

（20220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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