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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作为国家发展进步的主力军，其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对

实现现代化强国举足轻重。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大学生力量。高等教育发展程度一定程度上

能够反映国家发展水平与潜力，因此高校应适应新时期民族发展

的需要，增强育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将大学生培育为能够担

当国家发展大任的时代新人。

1  新时代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

从社会方面来说，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极大程度上需要

培育大学生民族共同体意识来支撑。从学校教育方面来说，培

育大学生共同体意识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不仅需要

从专业学科方面提升育人能力，还要从思政教育的角度加强大学

生的三观教育。然而，外来文化的渗透使得文化格局逐渐多

元，为高校培育大学生共同体意识带来了严峻挑战。从大学生

个体方面来看，高校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是在学生工作与

交流学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不但能使学生在传统文化中获得营养，还能够增强学生在工作

中的适应能力。

2  新时代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挑战

2.1西方多元价值观的引导

近年来，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力逐渐上升。这使

得一些西方国家频频制造抹黑中国形象的舆论热点，同时向我国

输送西方文化所崇尚的价值观。而青年大学生则是西方国家进行

文化渗透的重点对象之一。由于大学生正确的三观并未完全形成，

加之西方国家不断传播的错误价值取向，导致部分学生受此影响

较为严重，出现某些事情上对于国家的负面情绪。近年不断有大

学生公开发表辱国言论，究其根本，实际上是由于西方国家的文

化价值取向淡化了大学生的民族共同体意识。

2.2高校思政课未发挥引领促进作用

高校思政课程是培育大学生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渠道。但

实际上，很多高校还不够重视大学生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开

设的思政课大多作为选修课程，很难发挥教育引领的作用。一方

面，从高校思政课程的教材体系上看，其中涵盖了极为广泛的内

容，包括共同文化意识、共同地域意识等各个方面。这些知识不

但对大学生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难度，也给思政课程开展提

高了难度。另一方面，从高校思政课的针对性上看，目前许多高

校还处于传统办学模式，在教学方式方法上的观念仍较为落后，

导致实际实施效果难以达到理想效果。

2.3大学生文化自信缺失现象严重

一是缺乏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在网络技术快速发展

的大背景下，一些大学生为追求解放个性，渐渐忽视了对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认同。二是对红色革命文化缺乏认同感。这不仅体现

在大学生学习思政课程时的不端正态度，更体现在大学生逐渐丧

失了对历史与英雄人物的敬畏与敬仰。将红色文化遗址及革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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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纪念馆当做简单的游览。三是盲目崇拜外来文化。目前，部分

大学生对西方外来文化推崇备至，对我国政治文化则表现出质疑。

这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阻碍了民族凝聚

力的提高。

3  新时代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施路径

3.1优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机制

要想建立健全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机制，就需要

从以下三方面着手。第一，高校要最大程度地发挥教职人员在

德育上的重要作用，做到全方面培育大学生民族共同体意识。

高校在开展常规教学之外，还应建立起学生自主交流平台，通

过平台交流培养起学生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二，高校应切实建

立关于校园各部分协作共同培育大学生共同体意识的制度，其中

要包括培育目标确立、培育理念设计以及实际应用等层面。

3.2发挥高校思政课的重要作用

从课程体系层面看，由于高校思政课程体系涵盖范围较广，

这就需要高校建立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课程体系，并将这

一体系引入思政课程。以便为大学生提供系统性的共同体意识培

育。从教学方式方法层面看，由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

内容较多，导致传统意义上的教学模式效果较弱。因此高校要不

断改进思政课的教学模式，通过提升思政课的针对性来保障授课

效果，创新教育教学模式。

3.3推进主题实践教育

培育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但需要教师授课，还需要

高校通过一些实践活动进行培育。一方面，高校要发挥先进人物

的带头作用，可通过邀请革命老兵、学者、模范人物等进行学术

交流活动，让大学生在现场感受到先进人物的高尚情操。另一方

面，高校可以通过校外实践让学生深刻认同中华文化。如带领学

生参观历史遗迹、历史文化博物馆等，让大学生充分认识到中华

民族是无法分离的共同体，加深对课程知识的理论理解，以此增

加学生对历史尊敬与敬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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