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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探索

张　艳

( 内蒙古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内蒙古　通辽　028043)

摘　要：我国属于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的团结以及稳定是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民族团结工作更是我党工作的重要内容。随着社会的不断

发展，民族工作的重心在当下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开展民族工作的重心。大学生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后备力

量，铸牢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在校园中营造出民族团结氛围，提升大学生的思想认知程度。但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大学

生在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需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本文分析大学生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

极作用，并提出大学生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策略，以期为今后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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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belongs	to	a	multi-ethnic	country.	The	unity	and	stability	of	all	ethnic	groups	are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ization,	and	the	work	of	
national	un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k	of	our	Party.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focus	of	national	work	has	also	changed	to	
some	extent,	and	building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national	work.	As	a	reserve	force	for	modernization,	
college	students	can	build	a	national	unity	atmosphere	on	campus	and	improve	their	ideological	awareness	by	building	their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However,	due	to	various	factors,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college	students’	practice	of	building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which	need	to	be	improved	in	the	future	work.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sitive	role	of	college	students’	practice	of	building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puts	 forward	strategies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practice	building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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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这其中也实现了各个民
族的不断融合。而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进
行了互相借鉴，极大的提升了各个民族的发展水平，共同创造出丰
富多彩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当下，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国内国际形势日趋复杂，更应正确处理民族关
系，做好民族团结工作，为现代化建设做好准备。而在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中，大学生作为中坚力量，更应铸牢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树立大学生的民族团结思想。

1. 大学生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作用
1.1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大学生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后备力量，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更是祖国的希望与未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再
加上科学技术的促进，各个国家的思想与文化也在当下传入我国。
由于大学生的接受能力较强，但在辨别能力上并不强，且大学生缺
乏社会经验，这些外来文化与思想极易给大学生造成影响，使其缺
乏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不利于大学生健康成长。而加强对于大学
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可使得学生更好的认知到民族团
结在国家发展以及个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升大学生对于负面消
极思想的分辨能力，更提升大学生对于负面思想的抵制能力，树立
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且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过程中，也使得各个民族的大学生在凝聚力和向心力上得以提
升，提升学生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理念的认知程度，为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夯实了群众基础 [1]。

与此同时，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可坚定大学生
的理想信念，引导大学生树立明确的发展方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目标而不懈奋斗。同时，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还可使得大学生更好的了解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了解各个民族在新
中国成立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价值，提升对于党
史的认知程度，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树立学生的民族自信心以及
民族自豪感，实现大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 [2]。

1.2 提升各族之间的凝聚力
在民族团结的过程中，大学是其中的重要渠道，各个民族学

生在交流以及融合的过程中均需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构
建出校园中和谐的各民族融合氛围。大学作为高等人才的主要聚集
地，各个民族的学生均在大学中共同进行学习以及生活，并在生活
与学习的过程中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而铸牢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可使得学生在交流的过程中尊重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以
及宗教信仰，提升不同民族之间的包容度，加深不同民族学生对于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程度，为民族团结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同时，由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包容性上极强，铸牢大学生的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使得学生树立民族平等观念，认知到各个民
族均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使得大学生提升对
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尊重度，减少狭隘民族主义的出现几率。从另
一个角度来看，少数民族的大学生也应提升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
感，并积极与各族学生进行交流，并利用开放的态度来学习其他民
族的文化，促进各族之间凝聚力的提升，实现民族的和谐统一 [3]。

2. 大学生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策略
2.1 加强学生的文化教育
1. 加强民族观教育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即存在多次的大规模民族融合工作，这也

奠定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在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过程中，需将历史观内容以及民族观内容均在教育中进行体
现，树立大学生的大一统意识以及领土完整和主权神圣意识，才能
树立大学生荣辱与共的民族团结思想，加深对于大学生政治共同体、
经济共同体以及文化共同体的认知，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在
思想层面上的基础。而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需在针对大学生的教
育中渗透民族团结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家国情怀教育，并将中
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中国发展道路等均在教学内容中
进行渗透，促使大学生形成科学的宗教观、文化观、历史观以及民
族观。同时，需做好各个民族多元议题格局理论的宣传工作，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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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民族在中华文化创造上的贡献进行宣传，并将少数民族在维护国
家统一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作为宣传内容，树立少数民族大学生的
民族荣誉感以及民族自豪感。并做好学生的引导工作，使其更为关
注国家的发展与命运，并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命运进行关联，树立大
学生各个民族一家亲的理念 [4]。

2. 加强文化教育
在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树立学生的文

化认同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由于文化认同属于深层次上的认同，更
是各个民族实现团结的根基。在开展对于大学生教育的过程中，也
需做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做好顶层设计，利用文化优
势来感染学生。在具体的实施中，需将各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作
为教育重心，利用文化教育来激发学生的文化认同，并使得学生肩
负起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工作，凝聚各个民族学生的
文化共识，树立学生的文化自觉。同时，还需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红色文化、家国情怀以及人文精神的
教育，提升学生的思想认知程度 [5]。

3. 加强核心价值理念教育
大学生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需重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导，加强核心价值理念的教育，从而强化大学
生的政治认同。而在这一过程中，需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分析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理念，并将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进行有机结
合，找出二者的契合点，利用研究宣传的方式来开展对于大学生的
教育。同时，对于核心价值理念的教育，也需重视其适用性，不断
丰富教育内容并创新教育模式，实现协同教育，利用课上课下以及
线上线下的方式进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渗透到校园文
化的建设中。同时，需利用各类主题实践活动来开展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培育，如“两学一做”以及“边疆行”等，使得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理念的教育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更要做好机制建
设，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进行结
合，并在制度的层面上予以保障，将其渗透在教育教学以及学生管
理的各项工作中，推动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朝向科学
化方向发展 [6]。

2.2 构建完善的教育体系
1. 实施模块化教育
为更好的铸牢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利用构建完

善的教育体系的方式进行。可实施模块化教育，将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培育在思政课程中进行渗透，并构建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相关
课程体系，除在思政课程中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之外，
还需在大学的公共课以及通识课中均加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
容，将民族理论、政策、文化、历史以及宗教等内容渗透其中，并
将我党的方针政策以及民族政策等也在教学中进行体现，尊重学生
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聚集大学生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
[7]。

2. 开发校本课程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涉及到的内容较多，由于各个大学在办

学理念以及教学模式上均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为提升大学生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成果，可结合大学的实际情况开发校本课程，
提升培育质量。而在校本课程的开发中，需依照生活化的原则进行，
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与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以及学习生活进
行有机结合。并在培育中利用渗透式的教育方式进行，将共同体意
识的培育以及民族团结内容在班级管理、寝室管理等各个方面进行
渗透，使得民族团结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在每个大学生心
中 [8]。

3. 利用实践方式深化学生认知
为使得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得以内化，除加强

对于学生的理论知识教育之外，还需利用实践的方式使得学生思想
认知程度得以进一步提升。在具体的实施中，高等院校需为学生构
建社会实践平台，如志愿者活动以及三下乡活动等，组织学生深入
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研以及文化交流，打造活动品牌，在实践中
树立学生的共同体意识。还可结合大学生的专业特点，增加与少数
民族地区的合作，为大学生提供实习基地，使得学生在实习的过程
中加深对于公布工体意识的认知。更要出台相关保障措施，为学生
进入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支教以及开展三支一扶工作提供支持，鼓

励大学生进入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挂职锻炼，引导大学生树立服务
少数民族地区的意识。

2.3 做好骨干的培养
人才基础也是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保障，需

加强对于民族团结工作骨干人员的培养。首先，需做好针对教师的
培训工作，保证教师深度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容，并在教育
教学中进行合理渗透，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其次，还需加强对于
少数民族骨干的培养，可选择各个方面表现均极为突出的少数民族
大学生，利用强化培养以及人才建设等方式，围绕学生的思想认知
程度以及专业技能和政治觉悟等开展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培训，
打造骨干精英，为民族团结工作做好人才上的保障 [9]。

2.4 营造良好校园环境
在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还需做好共同

体意识的宣传工作，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随着科学技术的不
断发展，我国进入到新媒体时代，而在新媒体时代中，宣传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也需利用新媒体工具进行。为提升大学生的接受度，
需结合大学生的兴趣爱好以及行为习惯等特征来进行宣传，便于大
学生理解和接受。还可借助传统文化中的礼仪内容构建出主流价值，
可在重大节日中开展礼仪教育，提升学生的认同感。还可做好校园
网络文化建设，满足学生对于文化的多元化需求，做好正向舆论的
引导工作，加强对于五个认同以及民族一家亲的宣传，抵制狭隘民
族主义思想 [10]。

同时，还需在校园文化的建设上将以人为本的理念渗透其中。
由于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来自于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在经济和文化
发展上较为落后，使其在进入到校园中极易出现不适应的情况。需
加大对于少数民族学生的关爱力度，改善其生活条件，并做好帮扶
工作，增加与学生的沟通，及时疏导其不良情绪，提升其适应能力，
强化其对于学校的认同感。

结语 ：在大学生中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提升大
学生的综合素养，提升其抵御不良信息的能力，提升各个民族之间
的凝聚力等均可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在大学生践行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中，需加强学生的历史认同，构建完善的教学
体系，做好民族团结骨干的培养并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使得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学生中实现入脑入心，帮助大学生坚定理想信
念，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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