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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思政课精准教学研究
甄　凌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1）

摘要：高校是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主阵地，必须大力提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思政课精准教学，推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实现理论体系向教材体系转化，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教学体系向价值体

系转化，真正发挥高校思政课立德树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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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能够全面推进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而且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应对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重大意义，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高校思政课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必须开展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精准教学，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学

生价值体系的教学目标。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思政课精准教学的价

值意蕴

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应有之义。经过百年奋斗，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

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

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世界正面临着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充满机遇和

挑战。高校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使命，是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阵地。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精准教学

之中，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武装大学生头脑，不断增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厚植学生的家国情怀，培

养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和凝聚应对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挑战的中国力量。

是大学生自觉抵御错误思潮的迫切需要。当前，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

未有的方式展开。高校作为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将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思政课精准教学，有助于引导大学生坚定

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高度认同；有助于凝聚大学生的价值共识，构筑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自觉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渗透。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思政课精准教学的内

容设计

依据每一门思政课的学理属性、知识特征和教学目标融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内容。

（一）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中理解科学内涵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的教学内容涉及理想信念、“三观”

教育、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等内容，

注重引导学生提升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帮助大学生树立正

确的国家与民族、公民与法治、中华民族共同体等观念和意识。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要重点介绍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引导大学生积极践行民族团结，

弘扬爱国精神，使大学生不断增强情感认同，深切领会在新时代

青年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养成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行动自觉，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二）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中溯源历史逻辑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主要讲授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

脉络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教学内容涉及党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帮助大学生

增强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踔厉奋斗、笃行不

怠的历史自觉。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要侧重溯源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从“自在”“自觉”到“自强”的历史逻辑。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历经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沉淀而成的富有时

空穿透力和历史厚重感的理论体系。在我国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

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客观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近代救

亡图存的共同斗争中，我国各民族主观上产生了同属中华民族的

强烈认同感；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宏伟征

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强化巩固。

（三）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中厘清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为主要内

容，并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评价和解决实际问题。

有利于帮助大学生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坚持同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要注重厘清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从“大联合的原理”“大团结的学理”到“大进步

的政理”的理论逻辑。使学生全面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联合的“自由人的联

合体”理论；使学生系统把握是中国共产党历任主要领导人关于

民族团结的理论思想；使学生深刻理解新时代开展民族工作的政

策理论。

（四）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课程教学中展开实践逻辑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教学

内容涉及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理论与政策等内容，有利

于帮助大学生充分理解和掌握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理论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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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教学，

要围绕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实践逻辑，介绍

我国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取得的伟大成效。新中国成立

以后，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基本框架，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政治保障；改革开放推动了我国生产力

的巨大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了经济社会基础；

新时代以来，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凝聚中华伟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生动实践。

（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教学中夯实团

结根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内容。“五个认同”是维护民族团结的思想之本，是民族

团结的前提和根基。没有“五个认同”，民族团结就是无本之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教学，要切实引

导和增进大学生的“五个认同”。通过教学使大学生认识中华人

民共和国 70 年来的奋斗历程，增进对伟大祖国的认同；使大学生

了解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光辉历程，

增进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使学生理解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和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远意义，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使学生

看到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的团

结统一在政治上就有充分保障，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使学

生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思政课精准教学的实

现路径 

构建符合课程特点的实现路径，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

入学生的头脑，成为学生价值体系的一部分。

（一）精准整合教学内容

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思政课精准教学，必

须通过统筹安排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内容系统进教

材。

目前，高校思政课使用的是全国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原创

性理论主要体现在教学中，为了既能避免各门课程中出现交叉重

复的内容，又能及时地将党的理论创新精准地融入到各门思政课

教学中，找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不同课程契合性。要解

决这个首要的难点问题，必须在原有教材体系的基础上，组织五

门思政课的教师，开展联合集体备课，深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教育资源脉络，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内容，

确定每一门课融入的内容要点，解决每一门课程“融什么？”的

问题；然后，各门课程进一步组织教师开展集体备课，定位本门

课程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联内容，确定融入的切入

点，解决“融在哪？”的问题。

（二）精准设计教学方案

在精准整合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对教学场域、教学方法和策

略等进行顶层设计，确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效进课堂。

 一是基于智慧教学系统，开展线上教学。课前布置预习任务，

推送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习资料；课中利用超星学

习通构建一个网络交互空间，开展多样化教学活动，深化对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性的认识；课后利用超星泛雅平台布置

作业，帮助学生巩固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二是基

于学习共同体，开展专题研讨。以问题导引、案例呈现、交流碰撞、

总结提升为活动线，组织学生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途

径，开展专题讨论。三是基于 PBL 平台，进行项目实践。通过学

习通 PBL 任务平台，学生自建合作学习小组，围绕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开展“讲—演—行—研—融”五环进阶式项目实践

活动。在该实践活动中，学生宣讲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人

物故事；演绎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红色经典剧；重走中华

民族团结奋斗的红色故地；开展小组合作研讨总书记关于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探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

专业学习中的指导作用。

（三）精准构建教学模式

构建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一体化模式，使学生在实践教学中

深刻理解理论内容，提高理论指导实践的自觉，增进学生的价值

认同。

在理论教学中，为了增加教学内容的生动性、鲜活性和体验

感，收集和整理大量的数字化资源，自编成立体化教材，制作成

二维码，学生使用微信或学习通扫一扫，即可无缝跳转至对应学

习资源，为学生提供多样化自主学习服务。将 VR 运用到教学中，

搭建虚拟教学空间，使抽象的教学内容具体化，使冰冷场景鲜活化，

大大增强了课程教学的吸引力。VR 红色场馆虚实结合，通过多场

景时代化再现、多感官沉浸式体验和多环节参与式互动，创设鲜

活历史情境，提升情景体验，在体验中培养价值认同。

在实践教学中，充分体现以学生发展为主体，在角色转换中

实现价值认同。在宣讲红色故事、演绎红色经典和重走红色故地

的实践活动中，大学生以讲述者、演绎者、寻访者的身份，由浅

入深进入理论形成现场，增强历史纵深感，实现“以情感人”；

在开展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的研究过

程中，大学生以研讨者的身份，深度挖掘“理”的科学性，实现“以

理服人”；在“情理交融”的基础上，以践行者的身份，运用马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思考和解决专业问题，达到思政教育与专

业教育的融合。真正实现思政教育入脑、入心、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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