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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概念从提出，经历了牢固树立、
积极培育到铸牢，可见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

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础，是民族团结的必要条件，更是培养可靠

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现实要求。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内涵

要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正确且全面的从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概念的逻辑起点出发，廓清其逻辑和内容，
辨析其实质。

1.1逻辑起点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反映在长期的历
史积淀中形成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主要有两部分组成，逻辑起

点是中华民族，其次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基础形成的共同体意

识。中华民族是解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钥匙。中华这一概

念最早与居住地和民族密切联系，古代华夏族、汉族等在选择
建立都城大多在黄河流域等中原地区，故称中华。其中中国一

词在西周时期出现同华夏意义相同。中华一词广为使用可追溯至

魏晋，把中国与华夏两词合并各取第一字组合成中华，由此，中
华一词早期便指带有国家及其中生活民族息息相关。中华民族一

词相较于中华而言，在时间出现上较晚，可追溯至近代由梁启超

最先提出。而今中华民族指包括汉族，又包括55各少数民族，它
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经过大迁徙、大同化、大融合

等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其次，共同体意识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共

同体一词属于舶来词，早在罗马文献中出现，而后斯大林在释义
民族一词中谈及共同体。共同体涉及更多的是具普遍相同、相通

的物质乃至精神的集合，是对不同集合类的划分。

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在
中华民族基础上对中华民族发展、利益、价值等即命运集合的总

看法和观点。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是中国各族人民

共同书写创造的，同时我们伟大的精神也是各民族共同培孕育的。
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强调的是命运共同体意识，简而

言之其实就是一个荣辱与共的共同体意识，这种命运共同体把各

民族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即同呼吸共命运。
1.2内容逻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多的突出的是在多元一体文化基础上

形成的中华民族对自己所属的国家，对中华民族、对多元一体的
文化、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五个方面的认同。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是基本前提，只有

认同伟大祖国，才能用实际行动去热爱和维护，这也是铸牢与祖
国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家国纽带。其次，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基础。

我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56个民族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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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融通，经历史积淀锻造出多元一体的命运共同体，进而维护
中华民族的利益。再次，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灵魂纽带。中华

文化是56 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凝炼，是

人们最持久最深层次的认同，这也是对其他四个认同的理论基
石。最后，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铸牢中华

民族命共同体意识的政治保证与认同归宿。前者是维护中华民族

共同体利益所在的重要政治力量，后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
展的应然方向[1]。

2　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存在的问题

从我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出发，各高校非常重视
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促

进了各族大学生的团结，但也存有一些问题。

2.1存有对概念认知模糊不清的现象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
沿阵地，其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大部分学生都具备基本的对

中华民族这一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使命共同体是认可

的，愿意以实际行动去践行。然而，部分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这一概念仍较为模糊，其原因大多是因为对理论知识不感

兴趣，枯燥无味表示不愿意也不想听，致使学生对这一概念要么

是一知半解，要么完全不清楚其所指，这就使得日常的培育工作
较为困难，在塑造和培养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较难取得

进展。

2.2存有视角错位立场不坚定的现象
由于部分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基础概念和内容了

解较为模糊，加上近年来西方舶来思想的侵袭，尤其是普世价值

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学生们虽不会触碰认同方面的底线
和红线，但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水平和当前的我国经济生活进行

对比，这种对比后的“视觉冲击差”让部分大学生产生视觉错位，

放大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只是部分学生在对国家命
运共同体认同方面弱化，更向往西方发达国家。受历史虚无主义

影响，部分大学生在文化认同方面也出现危机，主要表现为对一

些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的边缘化甚至持怀疑态度，继而也引发大
学生政治信仰和立场不坚定的危机[2]。

2.3学校教育方式与教育合力不足

高校是当前培养人才的主要阵地，是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摇
篮，也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主要渠道，然而当前学校开展的

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工作存有一些不足。首先

是没有形成针对性培育的专题教育，自然在培养学生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工作中难免层级目标不明确，进而缺乏系统性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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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话，也含糊不清地回答，一看就是懦弱胆怯的性格。而当霍

华德压抑已久的潜在自我被激发释放出来后，表现出自我、暴

躁、绝望的一面，为后文霍华德谋杀妻子奠定了心理基调。可

以说，小说从视觉书面层面，将现实空间与心理空间并置，虚

实结合，展示出霍华德的外在自我与内在自我的冲突与博弈，

再现了工业化社会语境中小人物压抑、恐惧、失衡的内心现

实，指向了现代工业社会的个体存在危机问题。

4　结语

尤多拉·韦尔蒂拥有摄影师般的视角，高度的感官意识，

将造型与文字两种艺术形式完美地结合，赋予她的文学创作丰富

的视觉艺术元素，不仅给读者带来强烈的视觉艺术之美，同时也

极大丰富了文本的阐释空间。在她精心选择的一幕幕现实图景背

后，隐藏着她要揭示的生活秘密，而这正是韦尔蒂的创作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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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具像化不足，教学大多停留在理论教

育，忽视了培育工作的实践熏陶和实践生活性塑造，使得生动

性和具像化欠缺，课程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性不强。最
后，没有充分发挥新教育平台和载体的作用，在新媒体时代，

大学生们普遍是新媒体达人，但在开展培育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过程中没有充分与新媒体融合，使得培育宣传力不畅，没
有形成培育学生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意识的合力，学生接

受仅是碎片式教育，其培育效果的提升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3　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路径
3.1厘清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模糊认知

厘清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模糊认知，是铸牢其意识的
根基，这就需要我们在培育过程中始终坚持铸牢大学生对中华民

族命运、利益、价值共同体的方向性。引导学生把小我放入国

家、民族、文化之中，个人系中华民族一员，确立与祖国，
与中华民族发展同呼吸共命运的责任和使命意识，正确认识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涵盖内容，明晰时代赋予的振兴发展使命，

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牢在心中生根发芽。同时，还要坚持
精细化分解培育。要想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

抓住培育核心有针对性的制定培育内容，聚焦当前“五大认

同”，根据不同地方的不同学科专业因地制宜地开展培育工作，
引导各族大学生不断增强基于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认同下的共

同体意识[3]。

3.2具像化纠正错位视角坚定政治立场
对于近年大学生受多元思想文化尤其是西方思想的影响，在

培育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我们更应该做好培育方面

的讲清楚和具像化工作。针对视觉错位引发的认同弱化现象，
要引导学生正视由于历史原因即资本主义的二百多年和扩张掠夺

道路与新中国不足百年独立自主的发展对比形成的差距，正确引

导学生正视这一差距，明确这是不可跨越的过程，也是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回避的内容。同时也要讲清楚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有力回击西方历史虚无主义对培育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冲击，不断强化学生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向心

力，强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3.3坚持教育联动资源整合

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要坚持系统性和循序渐

进性设立培育目标。正确理解和领会“五个认同”是铸牢记培
育工作的关键，因此，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的认同可设为初

级目标，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中级目标，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高层次目标，培养方向的确定和细
化，有利于培育工作的开展和检验。其次，充分发挥教育资源

和平台的优势作用，充分融合新媒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层级目标，课程只想更加生活化、具体化，进而形成系统性
全方位全过程培育，增强大学生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利益共

同体、价值观共同体意识，坚定的成为社会主义可靠建设者和

接班人[4 ]。
4　总结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青年一代要担起维

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责任使命自然离不开培育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这一坚实基础，不断完善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

和方式方法，有利于铸牢和培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勇担祖国繁

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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