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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要求，结合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本科人才培养计划，军事理论课以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形式有机

结合，为切实提高“军事理论”课实践课程的教学质量，特制定本实践教

学实施方案。 

一、实践教学目标 

根据理论结合实际的教学理念和学以致用的教学思想，采取灵活丰富

的实践教学，确保军事理论课程教学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切实提高高校学

生国防意识及基本军事素质。 

二、实践教学原则 

1．承接大纲，结合理论。 

2．精心组织，周密安排。 

3．形式灵活，内容丰富。 

4．注重实效，安全第一。 

5．知行合一，挂钩成绩。 

三、实践教学计划 

总学分 课程总学时 理论课学时 实践课学时 实践课开展周 

2 32 16 16 
每学期指定 8 周 

16 个学时 

四、课程教学计划 

以每门课课程负责人每学期初的教学计划为依据。根据每学期的实际

情况，可相应做出调整和通报。 

五、实践教学形式（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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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践教学程序 

1．实践教学结束后，由学生根据实践课内容填写实践教学手册并交任

课老师评定成绩，实践手册成绩将计入期末总评成绩。 

2．学生实践教学手册下发后，学生将自行保管到本门课程结束，任课

老师在课程结束时收回所授课堂的全部手册，由学工部国防办公室保管。 

七、成绩评定 

指导教师根据学生拟定的实践教学活动主题性及难易程度、所提供的

书面材料、照片、活动参与程度及实际表现，对学生实践教学的成绩作出

客观、公正的评定。 

实践课程内容共六项，分别为：经典军事类书籍品读，武汉红色景点、

国防教育基地实践考察，慕课学习（读书笔记一篇），参与校内外国防教

育活动实践报告，参与学习校情校史活动报告，革命歌曲学习。前五项实

践成绩各 20 分，最后一项活动作为最高 10 分加分项，满分最高 100 分。

实践课程的成绩占军事理论总成绩的 40%。 

八、注意事项 

1．参与“军事理论综合实践”教学活动的每一位学生，要端正态度，

高度重视，充分准备，确保每项实践教学活动有序、有效进行。 

2．在实践教学活动过程中，要增强安全意识，实践以小组为单位自

由组队进行，原则上每组成员不低于 4 人，严禁单独开展，注意风险防范，

力求避免发生大小安全事故。 

3．每一位学生要真实、有效地参与各项实践活动，力争使实践教学

有实效。对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抄袭剽窃、包办代替等行为，依具体情

况将受到降低分数、取消成绩、作弊论处等相应处理。 

4．每项实践活动按照时间规定进行，在规定时间未能完成实践课程

任务的学生，不得申请后延，该项成绩将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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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实践教学形式 

 

一、品读经典军事书籍 

品读一本经典军事类书籍，结合本课程相关理论知识，简要阐述、概

括名著核心思想之余，选取视角谈谈阅读本书的感受，形成一篇不少于

2000 字的读书报告。 

推荐书目： 

1．《战争论》——克劳塞维茨 

2．《制空权》——朱利奥杜黑 

3．《孙子兵法》——孙武 

4．《论持久战》——毛泽东 

5．《军事教训》——毛奇 

6．《战争指导》——富勒 

7．《军事战略》——索科洛夫 

8．《机械化战争》——戴乐高 

9．《制胜的科学》——苏沃洛夫 

10．《海权对历史的影响》——马汉 

11．《战争艺术概论》——若米尼 

12．《孙膑兵法》等武经七书 

13．《大战略》——柯林斯 

14．《未来的战争》——托夫勒 

15．《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基辛格 

16．《暴力论》——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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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课程序号  

指导教师  实践时间  

实践形式  学生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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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习校情校史实践活动 

结合本课程相关知识内容，以小组为单位，围绕“深入认识和学习我

校校情校史”这个主题开展形式不限的实践活动（校内以校史馆和思园为

主），并以 1000 字以上文字报告及贴图（图中须含本人参与实践活动的图

片 2 张）的形式展现成果。 

课程名称  课程序号  

指导教师  实践时间  

实践形式  学生成绩  

实践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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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溯红色基因实践活动 

结合本课程相关学习内容，以小组为单位，参观两处以上武汉市红色

景点、国防教育基地（辛亥革命纪念馆、武昌毛泽东旧居纪念馆、武昌中

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蛇山烈士祠等

任选），并任选一处以 1000 字以上感想汇报及贴图（图中须含本人参与实

践活动的图片 2 张）的形式展现成果。 

课程名称  课程序号  

指导教师  实践时间  

实践形式  学生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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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身国防教育活动 

结合本课程相关知识内容，以小组为单位，参与一次校内外军事国防

教育活动（校内如学生国防教育协会相关社团、组织活动），并以 1000

字以上文字报告及贴图（图中须含本人参与实践活动的图片 2 张）的形式

展现成果。 

课程名称  课程序号  

指导教师  实践时间  

实践形式  学生成绩  

实践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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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慕课学习 

完成学校军事理论四次慕课见面课的学习，同时任选其一，结合课程

相关学习内容，撰写一篇不少于 1000 字的读书笔记。 

课程名称  课程序号  

指导教师  实践时间  

实践形式  学生成绩  

实践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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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革命歌曲学习 

从下列推荐的革命歌曲中任选其三，自行组织学习歌唱，并以抽查的

形式考核检验。 

推荐歌曲： 

1．《军中绿花》 

2．《人民海军向前进》 

3．《过的硬的连队过的硬的兵》 

4．《强军战歌》 

5．《团结就是力量》 

6．《打靶归来》 

7．《中国解放军军歌》 

8．《当那一天来临》 

9．《假如战争今天爆发》 

10．《民族辉煌》 

11．《中国军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