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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引下，各民族

实现了共同繁荣发展，民族凝聚力不断提升。1905 年梁

启超首次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在社会引起了强

烈反响。之后顾颉刚先生在 1939 年提出了“中华民族是

一个”的重要论断 [1]。费孝通先生在两位前辈的基础上

于 1988 年演讲中认为中华民族存在“多元一体”的格局

事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 9 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

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重大概念。

他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不断把各民族文化发展壮大，在

各民族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于2010年召开，会

议明确要求：“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新时期民族政策，加

强各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继续深化民族大团结和大发

展，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就像石榴籽一

样，仅仅抱在一起，永不分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是新时代各民族的共同理想与追求，也是每个中国人

的责任与使命。因此，从心理学视域下探讨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培育机制，对当前工作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目前，我国一些学者从多个学科层面对如何培育中

华民族共同体进行了广泛研究，这些学科不仅包括民族

学、教育学和法学，同时还包括文化学和政治学。很少

有学者从心理学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培育机制问题进

行重点研究。陈立鹏等人从民族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对

此提出了三点思考，第一，要提高文化适应能力，第二，

要缩短民族心理距离，第三，不断培育民族意志品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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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等人强调要重塑各民族心理空间是培育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重要前提和保障，通过创新心理空间生产方

式，能够通过具体符号把抽象的民族文化体现出来，最

后将其内化为爱国主义思想 [3]。国内学者主要从宏观层

面、历史分析层面和理论阐述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培

育机制进行探讨和研究，实证量化研究较少。本研究将

立足国情，突破前人研究的短板，围绕“中华民族共同

体”这一议题，在心理学视域下系统探寻其内容结构、

形成机制，并提出有效的培育对策，铸牢国家统一、民

族发展和团结以及社会稳定的强大精神藩篱。

一、认知认同

从本质上来看，认知指的是个体通过一系列心理活

动来对客观世界的信息进行加工的过程，这些心理活动

不仅包括形成概念和进行判断，同时还包括产生知觉和

开展想象。人从出生开始就包含在一个宏观的文化背景

下，通过成长与认知，逐渐对陌生事物有了概念与判断。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共有 56 个民族，每

一个民族都有着独特的生存和发展历程，也形成了丰富

多彩的民族文化。不同文化中成长的个体，由于生活的

环境、接触的事物不同，其认知模式也略有差异。但正

是这份差异性，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化格局。

当今社会，国家大力倡导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

认为应先从文化入手，文化是沟通与交流的重要途径，各

民族在交往、交流中互相借鉴、互相融合、互相了解，从

而能够促进民族间的团结统一、和谐发展。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作为主流价值观，其强调的是“一体化”，各民族

成员不仅要明确其概念，更要了解其内涵与核心。从本质

上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际上属于一种群体认同意

识，是在各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共同身份认同，

不仅包括国情家底意识和共同发展意识，同时还包括政治

法治意识和共建共享意识。其中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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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伟大祖国的认同，二是对中华

民族的认同，三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四是对中国共产

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4]。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

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就是认知认同。

二、情感认同

在人类的精神层面，核心部分就是情感。正是因为

有了情感的存在，人和人之间才能有效沟通，所以人的

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情感。从社会背景来看，情感会对人

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情感也会推

动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情感也是人类

社会结构形成和完善的重要依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为重要和有效的指导就

是情感认同。只有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中才能形成一

个民族的情感认同。铸牢的过程是心内化的过程，只有

在情感上产生高度的认同才会凝聚成行动的落实与践行。

情感认同具有多个方面的含义，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认知

状态，同时也代表着一个群体的价值取向。所以从本质

上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接续

前进的过程，与每个人息息相关，需要对其有深刻的理

解，要求各民族地区应当紧紧抓住当前民族工作的主线，

形成共同发展的强大凝聚力。所以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具

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不仅关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同时还关乎文化自信和人民幸福。

三、行动认同

只有认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概念并对其产生情

感认同，才会贯穿于行动之中。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都是一

个包容团结的大家庭，共有56个民族组成，所以具有天

然的政治属性。其中国家属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

质属性。一些学者指出，要更加坚定政治方向，不断形成

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以及文化自信，自觉形成全民族共同

发展和共同繁荣的精神食粮 [1]。此外，法律为民族政策的

实施提供了保障，既强调国家一体，又保留各民族的独特

文化。民族政策应当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提升国家治理

能力和治理水平，应当坚决维护我国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这样才能牢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合法公民，要绝对服从于中华民

族颁布的各项法律政策，不能突破法律的底线，任何民

族、任何人都没有特权。其次，国家倡导的主流文化也

应积极响应，要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践行“四个

意识”，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行动认同不

能只停留在意识、思想层面，而是要真正贯彻到实际之

中，因此政治和法律为行动认同提供了切实保障，也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牢了根基。

四、培育机制

1. 国家应该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培养，在民

族地区开设双语教学，不断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觉与民族

自信，从而使本民族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

2.要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特别是加强各民族的交流与

互通，尽可能消除民族偏见。现如今，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

术水平快速提升，不能被不健康的网络文化带偏了节奏。

3. 在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化与差异性的同时，应

当引导全国各种人民增强民族认同感，牢固树立民族共

同体理念。中国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要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牢固树立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既要尊重多元文化，更要注重一体。要注

重潜意识形态文化建设，引导全国各族人民要自觉同错

误价值取向和狭隘民族主义作斗争，增强文化认同感。

4.应加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避

免灌输性教学，从而真正提高对整个民族及国家的认同感。

5. 要引导全国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明确其概念意义，

产生情感投入，最后做到积极行动，从心理上做到完全

认同。作为中华儿女的一份子，我们要时刻维护祖国的

尊严与立场，凝聚起 14 亿人民的爱国思潮，反对分裂主

义，强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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