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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下民族教育与民族性思路的
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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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简单介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含义，分析了民族教育中民族性问题，探究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

下民族教育合理处理民族性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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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教育当中，民族教育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

有着重要的功能。但是，在对民族教育与民族性处理上，

还存在着理论上的诸多困惑和实践上的种种窘境，因此，

在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背景下，对民族教育与民族性思路的理性思考有着现实

意义。

1 中华民族共同体含义
共同体概念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领域当中，对于共

同体的定义已经有数百个，在这其中有一个共同之处，

那就是人。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学者认为，在中华民

族的历史长河当中，生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文化共同

体、社会共同体以及政治共同体，但是有学者认为在此

基础上还应该有经济共同体，还有很多学者各有侧重点

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进行了理解，在此基础上对

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可以归纳为以下观点，在古代历史

中存在和形成的自在体，经过近代反侵略历史发展和凝

聚的自觉体，延续至今不断发展的客观存在。中华民族

共同体包括当前中国全体公民、各个民族、两岸同胞、

对祖国认同的华人华侨以及海外侨胞。新时代中华民族

共同体是在推动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命运共同体，也

是共建精神家园和传承历史文明的民族共同体 [1]。

2 民族教育中民族性问题

2.1 在教育内容上，对中华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

关系没有处理好

经济的全球化发展，需要加强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

传承，这使得在民族教育当中民族文化进校园成为研究

的热点。有研究者认为西部地区民族职业教育发展着力

点就是民族文化，对于这样的观点需要从两点来澄清，

首先对少数民族文化来说，在历史长河当中，和各民族

文化进行融合共同组成中华民族文化，各少数民族文化

都有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基因，对其往往在教育内容

上很难分清。在自下而上形成中华民族的过程中，不同

民族文化、不同的社会群体都被纳入到中华民族这种高

层次秩序的历史中；在自上而下形成中华民族的过程中，

高层次的秩序从没有排斥低层次的民族文化系统。中华

民族文化对其自身容纳的各种文化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

限。其次研究者把教育目的和教育功能这两个概念混淆

了。在民族教育当中，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保护传承这

是民族教育的功能而并不是民族教育的目的，在进行民

族教育中民族文化是重要的手段，能够培养全面发展的

人，学习和传承民族文化最终的目的是为人的全面发展

服务的。

2.2 在双语教学上，对国家通用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关

系没有处理好

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就是少数民族语言，少数

民族语言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但是当前对于在

民族地区进行的双语教学却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双

语教学效率比较低，双语教学的教学质量十分堪忧，双

语教学的效果实在是很不理想，这使得众多的研究者对

其广泛的关注。对于在民族地区进行的双语教学有着诸

多的观点，对于各种观点需要明确，要根据民族教育的

客观实际来加强具体分析。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把

少数民族语言作为母语，在学生小学三年级之前，家庭

环境对学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家中父母在和孩子

沟通交流的过程中，习惯用民族语言来进行，这使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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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普通话基础比较的弱，普通话的水平比较低，甚至

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在学前班都无法运用汉语还进

行表达，这类少数民族地区在教学用语上，主要应用的

是“民加汉”模式，这种模式把少数民族语言作为主要

的教学用语，在这样的模式下，少数民族语文课程是基

础中的基础，直到小学三年级以后，随着寄宿学生的不

断增加，家庭环境对学生的影响变得比较小，在几年的

汉语学习过程中，使学生的普通话水平有所提高，在教

学上更多的开始应用“汉加民”模式，一些少数民族地

区的学校有的能够完全使用普通话来进行教学，在这样

的情况下，不合时宜再强调少数民族语文课程是基础中

的基础了 [2]。在少数民族地区教学用语的使用存在着地

方性差异，有些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在家庭当中父

母和孩子的沟通交流习惯用汉语，这使得孩子的普通话

水平比较的高，在整个教育过程中，都可以使用“汉加

民”模式。教学用语不仅作为工具和途径来培养人才，

还对培养人才的方向和价值有重要的影响。在中华民族

一体多元格局中，多元的各少数民族是一体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了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更好的培养，使

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能够得到有效的维护，需要把国

家通用语言和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处理好。

2.3 在学生学业成就状况归因分析上，对文化因素和其

他因素的关系没有处理好

对于学生学业失败的原因，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研究

者习惯从文化的差异上来寻找。国内研究者受这样西方

文化教育思想的影响，也进行了少数民族文化与学生学

业的相关研究。从这样研究当中，不能够否认，对于学

生学业成就来说，文化是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需

要明确对于学生的发展而言，有着很多的影响因素。对

于研究来说，还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特征来对民族群众

教育价值认可度进行分析。对于当地社会经济的长远发

展而言低科技含量的经济发展模式一定会造成严重的阻

碍，在非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也影响着教育的

发展，因此，要科学合理、恰当地分析民族文化对学生

学业成就的影响，这样能够使比例过大的问题得到有效

的避免 [3]。要根据实际具体情况来对学生学业成就状况

归因分析，对文化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关系要恰当地进行

处理。

3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下民族教育合理处理民
族性的思路

3.1 对民族文化传承的社会制约性要有全面充分的认识

文化从中观层面来说就是人的生活方式，进而少数

民族文化就是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对生

活方式起到决定作用。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伴随着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变化而形成民族文化，社会因素制约和影响

着民族文化。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一些少数民族地

区经济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打破了当地的小农经济，

对外交流不断增多，改变了单一的语言环境，人们在生

产、生活当中增强了汉语的使用，若是通用语言使用不

畅，对农产品的销售会受到影响，对外出打工会产生困

难，对学习职业技能会产生阻碍，不利于更好地融入社

会，这使得生产方式的变化，让学生对民族语言的学习

缺乏较高的积极性。对于民族教育研究者来说，仅从意

识上去强调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而没有从社会因素来探

究民族文化的变化，就使问题的核心与实质不能有效地

抓住，没有对民族文化传承的社会制约性进行充分的认

识，因此，对于民族教育的研究，需要对民族文化传承

的社会制约性有全面充分的认识，才能使研究的结论更

具科学性 [4]。

3.2 民族性思考要注重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

人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规定性存在，在一些民族

教育的研究过程中，对于人具体的、历史的规定性谈论

中，陷入地域的、民族的狭隘当中，谈到现实的人往往

忽略国家范围的历史规定性，国情对某民族成员的制约

也往往被忽略。更深层来讲，这种思路没有把研究放到

更大人类社会范围和世界历史过程中，对现实的社会关

系进行考虑。各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组成部分，

受国家统一的政治经济制度等国情制约，在世界历史现

代化进程当中，作为重要力量，各民族以中华民族名义

促进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从而为世界历史现代化发

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条件下，民族

教育研究者对民族性的思考需要注重世界历史的现代化

进程 [5]。

3.3 在坚持发展中对民族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合理定

位

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各族人

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是追求美好的生活，但是当前我国社

会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地区发展存在着不平衡，

在此国情下，为了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坚持发展

的理念来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促进我国社会的进步。

要对文化相对主义进行有效的摒弃，对有助于人的发展

和社会进行的民族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在独特的生产

方式上，经济不发达的民族文化为解决生存问题而形成

的生活方式。对人们摆脱了生存阶段以后，就会步入到

生活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方式一定要会发生改

变。在历史上，某些民族传统文化曾经是某少数民族民

族性的重要标志，但是随着新时代的发展，已经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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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发展要求，这使得在民族群众生产生活的过程中，

逐步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反而阻碍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在现代化的开发利用现有的民族传统文化焕发出

了生命活力，但是这不是所有民族传统文化，在进行现

代化的转化过程中不是所有民族传统文化都具有价值。

民族群众的发展需求和现实生产方式滞后之间的矛盾推

动下使民族文化得到了变迁，并服务于解决这一矛盾。

人与社会的发展在民族文化的变迁当中作为主线贯穿始

终，民族文化变迁的最大动力就是为了让民族群众获得

更高品质的生活质量。因此，在时代变化与文化主题的

发展需求过程中，民族教育研究者来对民族文化的地位

和作用进行合理的定位 [6]。

4 结束语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下，需要对民族文化传承的

社会制约性要有全面充分的认识，民族性思考要注重世

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在坚持发展中对民族文化的地位

和作用进行合理定位，从而能够更理性地思考民族教育

与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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