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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e is the lifeblood of a nation and the spiritual home of the people. Cultural confidence is a more fundamental, 

deeper and last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or a na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ulture, military culture 

is not only the spiritual treasure of our army, but also the political advantage of our army. At the moment when 

everyone is a microphone and a spokesman, the practice of military culture confidence will play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consolidating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officers and soldiers, strengthening the ideal and belief of a strong army, 

and cultivating the combat courage of officers and soldiers who are not afraid of hardship or death.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principle and requirement of practicing military culture confidence, putting forward five principles such as 

the combination of political nature and initiative,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barracks culture and local culture, the combination of subject role and openness, 

we hope that it could offer some necessary theoretical adherence for the practice path of military culture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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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础、更深沉、更持久的力

量。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文化是我军的精神瑰宝，也是我军的政治优势。在人人都是麦克风，人人

都是发言人的当下，践行军事文化自信对于筑牢官兵思想根基、坚定矢志强军的理想信念，培养官兵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战斗血性将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从践行军事文化自信的原则要求入手，提出了践行军事文化

自信需要坚持政治性和主动性相结合、继承传统和创新发展相结合、军营文化和地方文化深度融合、主体作用

和开放性相结合以及为战斗力服务等五条原则，以期为军事文化自信的实践路径提高必要的理论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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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充分认识践行军事文化自信原则的重要

意义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支军队

不可或缺的精神依托。先进军事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在军队战斗

力提升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弘扬先进军事文

化是部队占领思想阵地、保持官兵政治坚定和思想纯

洁的迫切需求，是凝聚军心士气、激励官兵保持高昂

战斗精神面貌和有效履行职能使命的必然要求，也是

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满足官兵精神文化需求和促进官

兵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践行军事文化自信的总要求，

必须要坚持政治性和主动性相结合、继承传统和创新

发展相结合、军营文化和地方文化深度融合、主体作

用和开放性相结合以及为战斗力服务的原则要求。 

2. 坚持政治性与主动性相结合的原则 

政治属性是军队的根本属性，听党指挥历来是我

军的军魂和优良传统，更是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关

键。践行军事文化自信，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始终把加强党的领导作为践行军事文化自信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不可淡化弱化党在践行军事文化自信过

程中的统领作用。第一，要将军魂意识塑造贯穿于践

行军事文化的整个过程中。文化自信的本质要求我们

必须大力弘扬“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

优良传统，打牢“听党的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子，

自觉做到“四个自信”，坚定“两个维护”。广大官兵

要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治党治国治军的新思想新理

念新战略，组织开展党史军史教育，打造具有军营特

色的强军文化，不断夯实官兵维护核心、听从指挥的

忠诚信仰，争正当“四有”革命军人，争创“四铁”

过硬部队，在实际行动中夯实践行军事文化自信的思

想根基。第二，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前提下，主动

作为，充分调动官兵的主观能动性，自觉自愿地投身

到践行军事文化自信的实际行动中去。广大官兵是践

行军事文化自信的主体，也是我们可以依靠的重要力

量，要充分调动广大官兵的积极主动性创造性，使其

自觉自愿投身到践行军事文化自信的实际行动中去。

首先，要激发广大官兵参与践行军事文化自信的动机。

近段时间以来，传统文化热成了社会普遍关注的一种

社会现象，如“中华诗词大会”“汉服”的突然走红，

这也反映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传统文化并没有过时，

人们心中还都存在着某种文化情结。军事文化也一样，

只要能够以合适的方法将广大官兵的动机充分激发

出来，就一定能够带来军事文化的巨大创新。如借助

移动互联网为平台，以获取点赞数量的多少为标准，

让官兵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将军事文化中的特定元素

融入到文艺作品的创作之中，既能达到文化教化的效

果，又能充分调动其参与的主动性。其次，要善于搭

建文化展示平台。“95”后、“00”后官兵普遍具有较强

的表现欲，喜欢站在聚光灯下接受别人的赞美，渴望

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实现。因此，从管理的角度来看，

也要善于搭建能够展示官兵独特性和才艺的平台。如

鼓励官兵创作“连歌”、“排歌”“班歌”，定期组织军

事文化活动竞赛与创意节目大比拼等互动，也都能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其参与的主动性。 

3. 坚持继承传统与创新发展相结合的原则 

军事文化孕育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中，是

一个复杂的系统。从来源上来说既包括中华民族传统

武德文化，又包括革命战争文化；而从内容上来说，

既包括思想文化、政治文化，又包括制度文化、法治

文化等。处理好新旧文化以及不同文化内容间的关系

是践行军事文化自信的关键，在处理其关系的问题上，

必须坚持继承传统与创新发展相结合的原则，既不可

丢掉传统，又不能否认文化创新。首先，要深入挖掘

传统军事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中国传

统军事文化源远流长，既有《孙子兵法》《武备志》

《六韬》等军事巨著，有包含着“智、信、仁、勇、

严”、“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军事思想，这些传统军事

文化所蕴含的丰富哲理，不仅在当时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当今仍然具有较强的时代价值，我们要善于挖掘、

梳理、总结这些精华，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军

事文化自信服务。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习

主席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

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

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仁爱、和谐、正义、刚健、大同等

价值理念，以及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

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也可为军事文化自信提供重

要的内容来源。其次，要结合时代发展特点，创新发

展践行军事文化自信的新路子。社会在发展，时代在

进步，军事文化只有做到守正创新，才能保持持久活

力。当前，00 后地方青年相继步入军营，其思想特

点和心理状况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充分发挥军事文

化软实力在育人过程中的隐性作用，必须适应新形势，

搞好文化创新。一是要创新军事文化内容。军事文化

不能一味停留在过去，更应该向前看，与当下实际相

结合。具体来说，要充分消化吸收信息社会大背景下

产生的不同亚文化，如自媒体文化、社交文化、网购

文化中的精华内容，增强军事文化的时代感和号召力；

二是创新军事文化实践的方式方法。力求结合官兵特

点，采用灵活多样、生动有趣的方式方法提高军事文

化自信实践实效。如，利用驻地文化资源优势，打造

具有地方特色的军事文化自信体系，使官兵在了解当

地文化的同时感受军事文化自信，提高官兵参与的积

极性。三是要用好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深刻改变了

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影响着人们的学习习惯，互联网

的发展催生了 “互联网+”模式，已经成为创新的新引

擎。践行军事文化自信也要用好互联网，让信息技术

赋能军事文化，最大程度激发践行军事文化自信的活

力。如，将军事文化自信的相关内容制作为微课、短

视频，借助微信、抖音、今日头条等平台进行推送，

用官兵喜闻乐见的新式进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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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坚持军营文化与地方文化融合的原则 

践行军事文化自信的总要求，除了要发展军营特

色文化，还要大力挖掘地方文化中的军事元素，走军

地文化融合式发展的新路子。在军队的建设发展及执

行任务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典型的、军味儿十足军营

文化，如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

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等，这些特色文化在激励广大官

兵奋进强军梦，提高部队战斗力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

重的作用。然而时过境迁，践行军事文化自信绝不能

固步自封、因循守旧，更不能搞“闭门造成”、“单打

一”，而应该将军营文化和地方文化深度融合，发挥

1+1>2 的效果。首先，要在军地文化资源上进行深度

融合。牢固树立军民融合的发展理念，将军营文化资

源纳入到地方文化资源中，以扩大军事文化的影响力；

同时，吸收地方文化资源中的积极因素，开发蕴含军

营文化的新载体。军地文化资源要做到资源共享、共

建共用，与地方资源形成合力，按照地方可建、官兵

所盼、部队所需的思路，共同发展利用，形成合力。

其次，要借鉴地方文化建设发展中的经验。地方在文

化发展及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坚持军地文化

融合发展的原则，必须借鉴地方先进经验做法为我所

用。如在军地文化资源的利用上，可建立共同的领导

小组，定期召开会议，开展交流研讨，分析形势，解

决问题，建立良性循环轨道。按照就近和方便原则，

军地文化资源互结对子，共同参与到资源的开发利用、

建设管理之中，互融共进，互学共赢。 

5. 坚持主体作用和开放性相结合的原则 

文化是人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军事

文化是广大官兵在军事活动实践过程所形成，广大官

兵是军事文化的创造者，在军事文化自信实践过程中

发挥主体作用。在尊重官兵主体作用的同时，还要保

持开放的态度，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接纳来自社会或他

人的智慧和经验，营造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局面。第一，必须坚持广大官兵在军事文化实践中的

主体性地位。广大官兵是我军的主人和主体，也是军

事文化的创造者、创新者和发展者。践行军事文化自

信，必须坚持和突出官兵的主体性地位，一方面要采

取各种方法手段，千方百计调动官兵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激发他们踊跃建设践行军事文化自信的

主人翁意识；另一方面，践行军事文化自信必须着眼

于官兵关切的理论问题、现实问题，紧贴官兵实际，

根植官兵实践，自觉为官兵服务，激发其以更高昂的

热情投身到军事文化自信的实践中来。第二，必须坚

持开放性原则。无数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开放才能

进步，封闭只能被淘汰。践行军事文化自信，仅仅依

靠广大官兵还是不够的，必须保持高度的开放性，紧

密依靠群众，从群众中获取发展的不竭动力。我军是

人民的军队，军民一家亲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根本宗旨，坚持开放性必须依

靠人民群众参与，赢得群众支持，走军事文化自信的

群众路线。如，通过开展“精神文明军民共建”、“国

防教育日”、“军营一日游”等活动，宣传先进军事文

化，加深人民对军人的感情，赢得群众支持，进而激

发官兵更强的荣誉感和使命感，促进军事文化自信的

良性互动发展。 

6. 坚持军事文化为战斗力服务的原则 

军事文化生于军事系与军事，与战争和战争准备

融为一体，是为战争服务的，因此，坚持军事文化自

信必须遵循战斗力标准，充分彰显其战斗属性，必须

坚持军事文化自信为战斗力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第一，

注重用军事文化培塑官兵过硬战斗精神。在我军艰苦

卓绝的奋斗历程中，总是能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敌人，

创造一场场战争史上的奇迹，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

我军拥有一种敢打硬拼、敢于胜利的战斗文化，广大

指战员拥有敌人无法比拟的战斗精神和战斗作风。毛

泽东主席曾经这么评价朝鲜战争：“敌人是钢多气少,

我们是钢少气多”，这里的气指的就是战斗精神。发

展军事文化必须体现鲜明的军事特色和军营特点，突

出火热沸腾的军营生活，明确当兵打仗、精武打赢的

价值取向，增强我军克敌制胜的软实力。第二，注重

用军事文化推进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历史上的军事

革命一再证明，每一次军事变革和战斗力生成模式的

转变都以文化为依托，文化是转型的动力，在战斗力

生成模式转型过程中起到全程性的指向和支撑作用。

当前，我军正在积极适应信息化发展新趋势，加快战

斗力生成模式转变，在此背景，积极打造转型文化，

探索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文化支撑势必将成为当

前和今后军事文化发展的重点。一是要用先进军事文

化引领思想观念革旧鼎新。广大官兵要解放思想、更

新观念，破除思维局限和思维定势，真正确立与全面

履行我军使命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二是用军事文化促

进官兵素质的整体跃迁。要充分发挥军事文化“以文

化人，以文育人”功能，提高军事文化建设的军事、

科技和知识含量，使官兵在文化熏陶中提高以信息化

素质为核心的综合素质。第三，注重用军事文化软杀

伤力增强战争的整体威力。未来战争，谁占据了文化

制高点，谁就有了强大的文化力，谁就能赢得未来战

争。军事文化建设要着眼于军队使命任务拓展，服务

于军事斗争准备，要高度重视文化的力量，增强部队

攻心夺志的软杀伤力。既要充分了解对手的文化，掌

握敌方语言、民族习惯、宗教文化、作战方法等因素，

又要提高文化攻势的针对性，用文明之师、威武之师

的良好形象争取国际舆论，同时，还要提高自身的文

化防护能力，增强军事文化自觉自信，提高对敌文化

渗透侵蚀的抵抗力和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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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军事文化是我军的精神瑰宝，也是我军最大的政

治优势，践行军事文化自信总要求，必须毫不动摇地

坚持政治性和主动性相结合、继承传统和创新发展相

结合、军营文化和地方文化深度融合、主体作用和开

放性相结合以及为战斗力服务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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