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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重要内容，了解其他
省市对西藏的支援，明确党对西藏各项工作的特殊关怀，使各
民族大学生深刻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感受到中
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通过对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历程的
回顾，坚定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将西藏历史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我们坚持做到“三有”：

一是“有用”，融入史实必须能够增强大学生“五个认同”；
二是“有趣”，融入史实要有可读性、可听性，能吸引学生注意；
三是“有效”，要有机融入、无缝衔接，不能生硬植入。教学
实践证明，这种将西藏历史有机融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
系中的做法是有效的，对增强大学生“五个认同”所起的作用
是积极而显著的。

2、组织各民族学生为完成一个教学任务而分工协作，
以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民族交往交流，即各民族之间相互往来，交换产品和劳务、
交流信息和文化等。民族交融则是各民族群众通过交往交流，
彼此了解，共同发展，达到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存共
荣的关系状态。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各民族相互了解、相
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
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3]。
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交往交流是前提，交融是交

往交流长期持续的结果。要实现民族交融，就要创造各种条件
促进各民族进行交往交流。这些条件主要包括：平等的地位、
共同的目标、良好的氛围、制度的支持和法律的保护，以及相
互的协作等，从而使各民族群众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往交流，
加强合作，相互配合，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
基于以上理论，要加强各民族大学生交往交流交融，就要

求我们在组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时，对各民族学生混合
编组；在分配任务时公平公正、不偏不倚；在完成任务时，各
民族学生之间相互协作、相互配合。
我校在设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实施方案时，非常注

重细节，尽可能将以上几个因素都考虑进去。如：在赴延安进
行实践教学的前三周，就将各民族大学生混合编组（每小组 5-6
人为宜），并且要求每个小组准备以下任务：一是在大巴车上，
各小组至少表演一个与延安相关的节目，包括陕北民歌演唱、
诗歌朗诵、介绍延安风土人情等；二是在实践教学目的地，各
小组至少讲一个延安红故事；三是在实践教学结束后，各小组
应综合运用“视频 +图片 +感想 +评论”的方式多角度、立体
化再现实践教学过程，凸显实践教学目标。实践教学中，各小

构建有益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体系

【摘     要】 基于加强各民族同学交往交流交融的目的 , 西藏民族大学在设计思政课教学体系时 , 要求各教师从三方面进行努力 : 一是通过

将西藏历史有机融入到思政课教学以增强大学生的“五个认同”; 二是在组织教学活动时 , 有意识安排各民族同学在一个小组中 ,
使大家能够分工协作 ; 三是大力推行“小先生下基层”活动 , 使学生在自我探究和自主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增强维护民族团结的

自觉性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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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
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1]。《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
建条例》中也明确指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模范区创
建的根本途径。西藏民族大学一直将“加强各民族学生交往交
流交融，促进民族团结”作为办学原则和优良传统。学校的思
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
阵地，也是按照有益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教学目标来设计和
构建教学体系的。

1、将西藏历史有机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以
增强大学生的“五个认同”

2015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上指出：“必须加强民族团结，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2]。
增强 “五个认同”是加强民族团结的基础与前提，“五个认同”
就像粘合剂一样，把各民族的同胞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形成坚
不可摧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一个人对事物的认同要经历认识、理解、

尊重、赞同四个阶段，这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的过程。
认识和理解是基础，只有深刻认识和理解，才有可能尊重和赞
同。因此，要增强“五个认同”，首先就要使大学生对其内容
有深入的理解。引导学生了解祖国的伟大、了解中华民族的形
成发展过程、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使他们明确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哪
些优势？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可以在五千年中国史中引
导学生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作为西藏高校的思政课教师，设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体系要将西藏的历史有机地融入到教学内容当中，这样既能丰
富史实论据，还能吸引学生在课堂上的注意力，使课堂论证更
加严密、教学论点更加可信、课堂内容更加饱满。我们在教学
过程中，可以将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等相关研究结论有效
地融入教学内容之中，例如，藏民族属中国北方人群的一部分、
藏汉民族的语言同源于汉藏语系等，从而使各民族大学生认识
到：在历史长河中，青藏高原人群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人群
在相互迁徙过程中，进行频繁的交往交流，共同缔造了伟大的
祖国和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比辉煌的中华文明；还可以对各民
族大学生进行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等西藏历
史教育，使学生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西藏，更没有
现在的幸福生活”；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带领各民族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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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将为大家表演什么节目？讲什么故事？怎样讲好这个故事？
实践教学后，应采用什么样的方式、选择什么样的视角将实践
教学总结概括得有意思、有高度？各小组成员在每个环节中将
分别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完成什么样的任务？这些问题都需要
小组成员一次又一次地讨论沟通才能最终解决；表演节目和讲
故事也需要小组成员多次训练、磨合，才可能最终配合默契。
在一次次的讨论沟通和分工协作中，各民族大学生必将随着交
往交流的不断加深而达至交融状态。
对这类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我们要求人人参与、分

工协作、追求整体。即每个参与的同学在小组中都有自己的任务；
在参与过程中各民族大学生各取所长、相互协作；对于实践教
学的评价 ,我们不仅仅看每个成员的表现，更重要的是看重每
个小组协作后的整体效能。

3、推行小先生制，使学生在自主学习和深入探究中，
不断增强维护民族团结的自觉性

小先生制是陶行知先生提出来的教育理念，核心是“即知
即传人”，指小学生将自己学到的知识及时教给他人，教了再学，
学了再教。陶行知先生提出，要将知识、教育变成空气一样的
东西，人人有得呼吸。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我国，战火纷飞，
国弱民穷，文盲奇多，资金缺乏，小先生制的推行，有助于“把
知识变成空气”，使教育在我国尽快普及。
对社会来说，小先生制是在当时落后的中国普及教育的良

方；对于“小先生”而言，可以在“教中学、学中教”中，更
主动地学习新知识，运用多样化策略加工已获得的知识信息，
构建个体知识体系，把加工后的知识教给“学生”。知识的学
习是一个获知、理解信息的过程，而准备讲授，是一个将已得
知识和信息重新建构，变成自己熟悉和适应、有助于自己讲、
有助于“学生”接受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讲授者对于知识
的领悟必定更深透。正如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所说：“教导
别人能帮助我们快速学习”。
我校探索了多种关于将小先生制运用到实际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中的模式。如：将小先生制与各民族大学生的视频观评

活动相结合、与实践教学活动相结合、与基层宣讲活动相结合。
2019年寒假，我们组织了主题为“习近平关于民族团结的重要
论述及其在西藏的实践”的“藏族大学生面向家乡群众宣讲活
动”，将总书记关于民族团结的重要论述与西藏具体实践相结合，
使理论更加通俗易懂。 
围绕宣讲的备课是一个“教师打基础、学生作补充”的过程，

教师先将宣讲的主题明确、结构理顺、材料备足，并将宣讲大
纲详细讲给参与活动的全部同学。在此基础上，学生可提建议、
意见，进行补充完善。在宣讲提纲被学生认可、理解、掌握后，
这才算是完成了宣讲任务的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学生对于宣讲内容的再建构和再创造阶段了。

因为学生是面向最基层的农牧民群众进行讲授，他们需要将理
论性的学术语言转化成生动活泼的口头语言，要将汉语转变成
藏语，要将自己家乡发生的民族团结事例充实到宣讲材料中……。
总之，要将宣讲材料建构成农牧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宣讲任务完成后，一位来自日喀则的学生说：“我用了 5

天时间将宣讲材料翻译成了藏语。为了保证翻译的准确性，我
还特地查阅了藏语版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等相关资料。这个过程，不仅让我对相关理论知
识领会得更透彻了，还让我的汉藏翻译能力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昌都市的一位学生说：“为了使自己的宣讲更为生动，我用了
三四天时间浏览‘昌都发布’公众号上面有关民族团结的内容，
有几篇‘藏汉民族一家亲’的报道让我非常感动。”从学生所
谈的感想来看，我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推行小先生制，
组织学生进行民族团结宣讲，既能服务社会，送知识下乡，增
强农牧民群众的民族团结意识，还能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
提高其维护民族团结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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