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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经济社会进入转型发展的全新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是各少数民族力量得以有效团结的根源，党的十八大

之后，党中央高度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树立，并且也明确

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得以实

现的重要基础条件。铸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能够确保各民族

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与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维持完全一致的状

态，并借此进一步深化各民族人民群众对于祖国、民族的认同以

及热爱。广西地区作为国内少数民族聚居的主要地区之一，当地

高校同样需要在思政课实践教学工作中关注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创新融合，确保思政课能够真正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中成为全新的载体。本文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

下广西地区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研究，以便为今后我

国广西地区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

层融合提供参考。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的核心内容分析

1.1两个共同

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核心之一的两个共同，实际上

是指的共同团结奋斗以及繁荣发展[1]。我党从建立之初便始终关

注民族平等、团结、发展，早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民主思想和政

策中，两个共同的思想就已经诞生雏形。两个共同这一思想被完

整的提出却是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随后在中央的民族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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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会议中，相关领导将两个共同的基本内涵以及内部的辩证关系

作出了进一步的阐述，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针对新时代

背景下民族工作作出了全新的工作部署。在党的十九大中也明确

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在强化各民族交往、交流力度

的同时，推动各民族的紧紧团结，最终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和繁荣

发展的目标。

1.2三个离不开

实际上，三个离不开指的是汉族、少数民族彼此之间相互离

不开的关系，这一思想是在2014 年总书记在考察西北时所提出

的[2]。这一理念不但反映了我国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少数民

族患难与共的情感，并且也体现了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各兄弟民族

之间关系的发展，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相互团结发展的共同心愿，

也是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高度关注党民主政策高度落实，推动社

会主义民族关系稳定发展必须要遵循的重要原则。

1.3五个认同

五个认同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核心组成内容，

具体是对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认同。总书记在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对

于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在次

年的第6 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又加入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五个认同完全符合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现实国情，并且能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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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时代背景下成为我国社会稳步发展的重要内

在驱动力。

2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广西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模

式创新融合的价值分析

2.1是民族地区和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推手

纵观我国古代的发展历史，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稳定与团结

与否与整个国家的治理工作成效有着最为紧密的关联。目前世界

范围内各国政治体系建立、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在其公民群

体中建立能够被公民普遍认可的共同体意识。民族认同方面产生

的冲突是导致各国政治出现动荡或者是分裂问题的重要原因，尤

其是我国作为一个明显的多民族国家，更加需要在今后政治治

理、发展中关注我国公民共同体意识的建设。广西地区作为国

内少数民族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也是我国重要的边疆地区组成

部分，具有明显的宗教文化氛围以及特色，出现了一种宗教信

仰复杂以及民族和宗教问题相互缠绕的现象。在持续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下，广西地区的各少数民族能够形成统一的

心理力量支持，对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家的稳定发展而言是

极为重要的推动因素。

2.2和高校立德树人工作的效果紧密相连

广西地区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代表，当地的高等教

育必须要全面贯彻党中央有关高等教育的各种政策、方针，高

校内部的思政课实践教学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持续传播、发

展的重要载体，能够引领广西地区的大学生群体在始终树立正确

三观的同时，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正确深刻的理解，

并自觉成为其践行者。广西地区大学生作为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的重要人才资源，也肩负着较为重大的历史发展社会使

命。广西高校需要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创新作为主要渠

道，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这也是我国铸牢中华民族意识

共同体的必要途径。

3  广西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工作中帮助学生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中暴露出的问题

3.1学生在思想层面的认知不够全面

从相关学科的研究看来，认知主体获得各种对象的知识并形

成一定理解的心智活动就是认知过程，行动则需要通过人体的认

知活动或者知识对各种经验现象进行解释。由此也不难看出，

认知和行为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十分明显。广西地区大学生群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牢固树立，需要以其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形成的基础认知树立为前提。但就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持续

发展看来，大学生群体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了解不够深

刻，甚至于超过6成以上的学生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

内容完全不了解。这是目前各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在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普遍存在的主要问题，广西地区的高校在开

展思政教育课的过程同样也面临着这一严峻现象。

3.2学生缺乏足够的积极性

广西地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重要载体和途径，能够将当地各民族人民的力量最大程度

的汇聚到一起，在思想层面建立中华民族始终团结的精神纽带。

大学生群体作为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未来栋梁人

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但实际上，广西地区高校的思政课实践教学

所使用的方式方法模式依旧偏向于传统的理论知识灌输机械式、

一言堂填鸦式，这对于当地原有的少数民族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

各种文化成果等未能进行有效的利用，导致学生从内心深处抵触

思政教育课堂实践教学的落实，这也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群体在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积极性的发挥。

4  广西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创新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策略

4.1以引导学生对五个认同形成正确认知为核心

广西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人民聚居的主要地区，当地高校想要

借助思想政治教学模式创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高度

关注引领学生形成对于五个认同的正确认知，这也是广西地区凭

借高校思想政治课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发力点和

核心内容。广西地区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要求课程教

学工作的落实，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为我国各族人民共同选择等相关理论进行全方位讲解。我国的

近现代发展历史，实际上是中华民族从自在发展逐渐走向为自觉

发展的历史。可以通过中国故事的讲述，广西高校也可以结合

当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以及历史遗迹

帮助学生树立对于五个认同的正确认知。

4.2 教学方式的多元化发展、应用

广西高校想要凭借思政教育课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凭借多元化的思政实践教学方式的引入和

应用，调动学生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积极性[3]。广

西地区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在经过长期的建设和优化之后，其组

织和课程体系以及教学实践经验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思

想政治课教学模式的创新同时需要将实践教学纳入其中作为核心

价值内容，借此帮助学生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

这种参观、调研、微电影演出等多种方式将有关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生活进行有效结合，转化为有效的知识

生产力，成为大学生适应社会实践能力的学习模式，确保大学

生群体能够对广西地区民族团结发展取得的最终成果以及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形成深刻理解，逐渐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认知。

5  总结

广西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主要地区，与我国经济、社

会的安全稳定发展有着紧密的关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

为今后我国政治工作的主要方向，是有效团结各少数民族人民思

想以及力量，抵御境外势力渗透分裂的有效方法。思政课实践

教学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载体，广西地区高校思

政课实践教学模式却出现了学生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

知度、积极性不高以及教师认知不到位的问题，这都会对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明显影响。广西高校在凭借思政课实践

教学模式创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需要帮助学生形成对

于五个认同这一核心内容的正确认知，配合多元化的教学方式以

及专业思政课实践教师队伍的组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帮助

师生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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