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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教育法》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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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防教育法》是美国应对国家安全危机，加强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干预和支持的必然结果。该法案开创了
美国高等教育史上诸多第一，前所未有地将高等教育发展提升到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开启了美国高等教育

发展的“黄金时代”，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分析该法案的立法原因及其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影

响，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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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教育法》是美国“艰难时期”应对国内外危机、
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教育大宪章，它在美国高等教育史

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对美国成为高等教育第一

强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因此，分析该法案产生的深刻原因、

内容特点及其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对我国高等

教育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

１　《国防教育法》的立法原因
《国防教育法》是美国的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教育

法案。对于该法案的产生，一般认为这是苏联人造卫星

率先升空，给美国人带来强烈刺激的结果，而实际上，这

一法案的诞生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背景。

首先，从美国教育政策演变历程看，《国防教育法》是

美国联邦政府实施逐步干预教育政策的产物。美国是一

个崇尚教育自由主义的国家，教育权力属于州和地方政

府。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主要受市场和社会影响，高校具

有高度的自治性和自主性，自由竞争十分激烈。但是，随

着高等教育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性作用日益突显，联邦政

府越来越意识到，高等教育自由发展的“市场失灵”将危

及国家安全，因此，力图通过教育立法来干预高等教育的

发展。１８６２年，美国颁布了《莫里尔法案》，该法案以赠送
土地的形式资助农业学院和工业学院。１８９０年，又通过
了第二个《莫里尔法案》为赠地学院提供每年１．５万美元
的资助。二战后，美国高等教育迎来扩大发展时期。《军

人权力法案》资助２２３万退伍军人进入高校学习，加之战
后初期“婴儿潮”使得美国中学毕业人数急速增长，大学

生入学人数从１９４６年的２０７万持续攀升到１９５７年的３３２
万，致使许多高校的校区面积、师资力量、教学设施显得

严重不足［１］４０２。与此同时，５０％的大学生因经济困难无法
正常完成学业，大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比较低，引发

多次教师联合大罢工。为解决美国高等教育扩大发展面

临的难题，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联邦政府成立了“总统

高等教育委员会”，并发表了著名的《为民主服务的高等

教育》研究报告，果断提出了联邦政府干预、支持高等教

育发展的政策建议。

其次，从美国教育思潮发展历史来看，《国防教育法》

是２０世纪中期美国教育界批判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改革
美国高等教育理念的结果。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美国教
育界兴起了各种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主张“教育即生活”、

“教育即生长”，强调以学生兴趣和活动为中心。进步主

义教育运动在改革传统教学方法、激发学生活力的同时，

也造成了忽视基本理论教学、否定教师主导作用、弱化学

生学术能力等诸多负面影响，导致高等教育质量严重下

降。这引起了众多教育家、思想家对进步主义教育运动

的尖锐批评。其中，以史密斯、利科弗、贝斯特等为代表

的要素主义者对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了猛烈批判，他

们认为必须把高校从进步主义教育者的手中“拯救出

来”，加强基础知识的教学，重视学术能力的提高。在要

素主义教育思想家的大批判下，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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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主义者的教育思想逐步受到美国高等教育界的重视

和推崇，其诸多思想主张后来都被写入了《国防教育法》。

最后，从美苏冷战的世界格局看，《国防教育法》是

美国力图压倒对手，推行其全球战略的产物。二战后世

界形成了以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

抗的冷战格局。为赢得冷战的胜利，美国与苏联展开了

激烈的军备竞赛和科技竞赛。１９４９年苏联原子弹爆炸成
功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１９５３年美苏相继研制成氢弹。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４日，苏联人造卫星率先升空，这极大地刺
激了美国朝野。为挽回颜面，美国于同年１２月６日发射
卫星，却栽落在地。美国人的自信心严重下降，并担忧美

国国家安全，痛定思痛后，将反思国家落后的最根本原因

归结为教育的落后，特别是高等教育不能为维护国家安

全提供人才、技术和智慧的支撑，高等教育顿成众矢之

的。在内外强大压力下，美国政府迅即作出了高等教育

改革的回应：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５８年美国国会提出了１５００多
份教育问题议案；前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艾森豪威尔总统

在１９５８年１月国会咨文中强烈提出了紧急制定《国防教
育法》的建议；１９５８年８月，美国参、众议院通过《国防教
育法》；９月２日，艾森豪威尔签署该法案生效。

２　《国防教育法》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
《国防教育法》共十章五十二款，依次为总则，国防学

生贷款，加强自然科学、数学、外语以及其它重要学科教

学，国防奖学金，指导、咨询和测验，发现和鼓励有才能的

学生，语言发展，现代教育技术研究与实验，职业教育计

划，科技情报服务和综合规定。其颁布实施是美国教育

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开创了美国教育史上

诸多第一，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２．１　加强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话语权
《国防教育法》首次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提升到维

系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正如该法案前言所述“现在

国会发现并宣布，国家的安全需要青年一代男女的智力

资源和技术水平得到充分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建立

高等教育机会的保障机制，以培养高质量人才确保国家

安全。”自此，美国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与国家安全关系

给予了特殊关注，联邦政府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发生了历

史性的变化。高等教育成了联邦政府制订国家发展政

策、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国防教育法》指出：

“联邦政府有必要对为国防服务的高等教育提供充分的

援助。为了应对危机，必须按照联邦政府的标准做出特

别的努力”，第一次使得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干预获得

了合法性，在理念和制度上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教育权限。

联邦政府开始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导向，前所未有地加强

了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援助，联邦政府逐步成为高等教育

的资源提供者、教育改革的引导者。

２．２　扩大高等教育机会，优化高等教育结构
《国防教育法》中第一次公开表达了“任何孩子都不

能因为经济原因而失去高等教育机会”的态度，并设置了

“国防学生贷款”，在世界上开启了向学生提供直接贷款

的先河。《国防教育法》实施１０周年之际，约翰逊总统自
豪地说：“这项伟大法案……为２５０万学生提供了贷款，
向 ２５０００名研究生提供了奖学金。”［２］４３学生贷款项目扩
大了高等教育的机会，促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大学

生数由１９５７年的３３２万成倍增长到１９７０年的 ７９２万。
高校的数量也由 １９５７年的 ２０７６所增加到 １９７０年的
２８３７所［３］５６。为解决高校师资严重不足问题，《国防教育

法》规定向“只要对高等教师职业有兴趣”的申请人提供

特别奖学金，为毕业后从事教师职业的学生减免贷款，并

大幅提高教师工资和待遇，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特别是

博士进入高校。《国防教育法》还规定每年向各州提供

６０００万美元赠款以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使得两年制的社
区学院有了快速发展，并在高等教育结构中确立了重要

地位。

２．３　发展研究生教育，改变高等教育的重心
苏联卫星上天后，美国政府认为必须加强“天才教

育”，向研究生教育倾斜更多资源才能保障国家的安全。

因此，《国防教育法》规定向研究生提供无息贷款和为期３
年的奖学金，推动了研究生教育的飞速发展。１９５７年获得
硕士学位学生数仅为６．２万，博士学位学生数为０．８７万，
到１９６９年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学生数分别增加到１９．３万、
２．６１万［４］１５６。为了保障更多高校有机会获得联邦政府的

研究生教育资助，《国防教育法》还规定了各高校接受资助

人数的上限。到１９７０年，颁发研究生学位的院校达到８００
余所，颁发博士学位的高校达到２００多所，比《国防教育
法》颁布前增加了１倍。研究生教育的兴起改变了美国高
等教育的原有格局，高等教育重心开始从本科生转向研究

生。同时，高校发展重心从教学转向科研，更多院校跻身

研究型大学之列。高校普遍认识到发展科研不仅能获得

更多资助，而且可以大幅度提升学校知名度，于是纷纷将

发展科研作为推动学校进步的重要杠杆。《国防教育法》

颁布后的１０年间，高校科研经费每年以１７％的速度增长，
高校科研人员从４万增加到１８万多，到１９７０年，高校从联
邦政府获得的科研经费占到科研总经费的５０％［５］２６３。

２．４　加强科技教育和外语教学，推动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国防教育法》指出：“国防取决于对复杂科学原理和

现代技术的掌握，有赖于发现和发展新原理、新技术和新

知识。”在该法案对科学研究和国防科技教育的强调下，

科学主义方法论和价值观成为美国认识高等教育现象、

解决高等教育问题的钥匙，高等教育改革出现了新趋势：

尽快培养出高级科技人才成为高等教育的指向所在；课

程重点放在自然科学、数学基础科学知识与能力方面，根

据学科结构组织教育材料；在教育过程中，主张按照学科

规律安排教学活动。《国防教育法》实施１０年后，１９６９年
美国成功实现登月计划，标志着美国的科技水平又超过

了苏联。为了扩张美国的全球利益，推进高等教育国际

化，美国急需大量外语人才和国际问题研究人才。因此，

《国防教育法》规定：“凡在高校设立现代外国语中心和为

了了解该语言区而需要的学科—历史、政治、经济、文学、

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给予特别资助”，这使得高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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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地区研究、国际问题研究快速发展起来。《国

防教育法》还确定了７种最迫切需要的外国语：阿拉伯
语、中国语、印地乌尔都语、日语、葡萄牙语、俄语和拉美

西班牙语，使得高校的外语教学和地区研究的重心开始

从传统的欧洲国家转向亚非拉国家，为美国的全球战略

和高等教育国际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３　《国防教育法》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美国颁布《国防教育法》促

进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经验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

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３．１　转变观念，提升高等教育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
传统国家安全观认为国家安全决定于军事力量，而

美国《国防教育法》独树一帜地强调“国家安全决定于教

育的发展”，前所未有地把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提升到关

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开启了美国高等教育快

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也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提供了

根本性的支撑。美国《国防教育法》能够对美国高等教育

发展和国家安全战略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关键原因在

于：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都以强烈的“危机意识”来认识

国家安全与教育发展的深刻关系，视发展教育为维护国

家安全的根本途径。２０１２年３月，美国发布的《教育改革
与国家安全》报告也大声疾呼：“教育的不足及失败使得

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着巨大的威胁。”虽然美国人的这种观

念有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服务的色彩，但我们不得不肯

定其重视教育与国防深刻关系的长远思想。２００１年我国
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这对于我国加快

国防教育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

是“因为其法律地位是一部专门法，目前的影响仅限于国

防教育的开展，目的是使公民增强国防观念，掌握基本的

国防知识和军事技能。”［６］因此，这项法律并未对我国整

个教育系统特别是高等教育产生重大影响，其根本原因

在于我国国家安全教育观念相对落后，还没有清醒认识

到教育发展与国家安全的深刻关系，还没有树立起教育

攸关国家生存之本的国家安全理念。

３．２　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育财政支出的比例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

的基石，必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教育要优先发展，必须

优先增加教育投入。美国《国防教育法》能推动美国高等

教育飞速发展，就在于该法案明确规定了联邦政府和州

政府为高校提供规模庞大、数量明确、用途清晰的财政援

助，解决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急需的资金问题。

该法案规定联邦政府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２年间必须每年拨款
８亿多美元支持各类学校的教育发展，并以大量条款明确
规定了经费资助的额度、范围以及如何拨付、分配、使用、

监管等内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相对而言，我

国的高等教育法律（包括《国防教育法》）对各级人民政府

在教育投入中的责任都是“应然性”的模糊性陈述，可操

作性差，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执行。１９９３年我国就提出了
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到国内生产总值４％的目标，然而
直到２０１２年才首次实现该目标，这与２００１年世界银行公
布的世界平均水平的４．９％、欧美国家的５９％还有相当
大差距。因此，要加快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借

鉴国外有益经验，更加量化、细化地提高各级政府教育支

出的比例和额度，并加强对教育优先预算、支出的监督，

否则，我国建设为世界教育强国只会是难以实现的“梦

想”了。

３．３　统筹教育发展，兼顾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而其中的关键是高等

教育机会的公平。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公平是提高高等教

育效率的前提和基础。《国防教育法》颁布之前，美国高

等教育也是“精英教育”模式，５０％的优秀学生因家庭贫
困不能进入高校学习，同时５０％的在校大学生由于经济
原因辍学。因此，《国防教育法》规定美国政府为大学生

提供足够完成学业所需的“国防学生贷款”，大大缓解了

学生的经济压力，有力地促进了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化

大众化。美国政府在加强“天才教育”培养卓越人才的同

时，坚持所有学生有充分机会得到教育测验、指导和咨询

的服务，在发展重点大学的同时，坚持保障一般高校有更

多机会获得联邦政府资助。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也

必须解决好教育机会公平和教育结果卓越的矛盾，坚持

在扩大高等教育机会的基础上统筹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的

水平大学。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必须大力促进

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

民族地区倾斜，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这将

使更多的学生有梦想、有机会完成高等教育，更多的高校

有机会获得国家教育经费投入的援助。我们期待我国早

日实现从人力资源大国变为人力资源强国的梦想，为实

现伟大的“中国梦”注入强劲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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