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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地区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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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所有国民共同努力，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尤为关键，能增强边疆地区各族群众的国家认同。

大学生作为国家建设以及推动我国发展的中间力量，需要进一步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其形成正确的民族观，并对中国文化

与中国制度产生较高的认同感。基于此，本文将以云南地区大学生为例，探究当地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困境，并以此为

基础提出具体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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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needs all the national joint effort，so it is important to 

community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masses of all nationalities can enhance the 

frontier area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s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power，

need to further cultivate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make them form a correct view of and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and a higher sense of identity. Based on this，this paper will take college students in 

yunnan region，for example，to explore the local college students'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educ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nd on this basis，put forward specific teach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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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地区为少数民族聚集地，有关数据显示，当地少数民族约

有 25 个，跨境少数民族有 16 个，因此云南地区的民族团结情况直

接关系到我国民族团结事业，鉴于此，为云南地区高校大学生开展

系统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具有重要意义，能增强中华民族

认同，推进边疆民族团结进步建设。但目前该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教育面临一定困境，因此为有效保障教育成效，提高云南地区

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凝聚力，需提出具体的解决策略，进

而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 

一、云南地区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困境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活动载体单一 

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升，离不开高校教育，因此充

分发挥云南高校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中的价值作用具有重要

意义。但实际情况是，当前云南地区高校未形成健全的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教育机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活动载体单一，存在

严重的培育内容缺乏时代性与针对性、教育资源挖掘不充分以及教

育模式创新性不足等问题。首先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因此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在不同发展时期，会有新

的内涵，新的内容，因此在当前云南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教育过程中，需要与时俱进，保证教育内容具有显著的时代性，

但实际情况是，根据当前相关教学内容了解，发现大部分内容均为

传统内容，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代性的内容较为缺失[1]。这表

示，云南地区高校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不具有较高的重视程

度，导致其很难满足当前新时期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需

求。此外，云南地区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因此相对于以汉族学

生为主要的省份而言，其具有丰富且多元的民族文化，因此在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过程中，需要将民族文化渗透到教育内容中，

但实际情况是云南高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内容未涉及较多

的地域民族文化，导致教育的针对性较为薄弱。其次要想取得高效

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效果，云南高校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需要

充分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从而开展理论与实践一体

化教学，进而加强云南地区高校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

识，并在今后学习与生活中能够将该意识是根深蒂固。此外，随着

我国与国外各国之间的合作越发紧密，促使国外文化流入我国，对

我国主流文化造成一定的冲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需要基于

我国传统优秀民族文化开展，而西方文化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云南高校大学生对我国民族文化的认同，且随着网络技术高速发

展，国外充分借助网络媒体显性或隐性的丑化中华文化，大肆宣传

西方文化在此情况下，高校大学生极易受到西方文化的蒙蔽，进而

在长期影响下出现崇洋媚外心理，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逐渐下降[2]。 

（二）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度不高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未与思想政

治理论课进行融合，从而未有效充分挖掘活动资源与校园文化资源，

一方面促使当地学校未能有效开展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主题的实践

活动，使学生的实践机会缺失，另一方面，云南地区高校的校园文

化充分体现了当地的民族特色，因此基于校园文化能够使学生加强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但高校学生对校园文化的建设没有产生较大

关注，且未能掌握校史、校训、校歌等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

了校园文化给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资源带来的促进作用。 后

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是促使学生能够加深了解中华民族团

结意识的基础，因此需要通过高效的教学模式保证教学质量，但目

前，云南地区高校在民族共同体意识或民主理论相关内容教学过程

中，主要采取传统教学方法灌输，极大程度影响了学生积极性，使

其在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积极性较为缺失[3]。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氛围缺失 

当前社会发展中也出现了一系列不良的文化，主要表现为功利

主义、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等，这些不良文化理念，对于思想价值

观尚未成熟的高校大学生而已，将不利于其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对于云南高校大学生而言更是无法有效对中华文化产生较大的认同

感，也不利于其形成正确的民族观与民族魂。基于此，此外，要想

实现高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促使云南地区高校大学生对

中国文化与中国制度产生正确认知，社会需要加大对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相关方面的宣传力度，使其全面渗透到云南高校大学生日常

生活与学习中。但实际情况是在当前社会相关宣传平台上有关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内容占比较低，促使云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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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大学生很难在相关平台上了解到相关内容，进而导致高校大学生

无法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正确的了解[4]。 

二、云南地区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策略 
（一）重视新媒体的运用，丰富教育活动载体 

针对国外文化以及不良社会思潮对云南高校大学生价值观的影

响，社会与高校需要认识到网络是不良社会思潮与西方文化进入我

国主流文化的主要渠道，因此要想改善这一现实问题需要优化网络

氛围，充分做好网络舆论环境管理。在此要求下，可以做好以下两

个方面举措，一方面，基于网络技术高速发展，新兴媒体层出不穷，

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与交流的主要平台，而不良文化的传播也认识到

了人们当前对新媒体平台的喜爱度，从而将不良文化传播阵地转移

到新媒体平台上[5]。为此，社会应该对新媒体平台的发展开展有效的

监督与管理，并制定完善的信息传播机制，对于不符合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信息从根源上制止其传播，从而有效避免不良文化在网

络环境中大肆蔓延，以此促使云南高校大学生始终接触到的是符合

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进而为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

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在融媒体时代背景下，人们从信息接收者成

为信息制造者与传播者，因此在网络上，人们言论发表的自由度较

高，这就导致大量不实言论、虚假言论产生，形成不良的网络文化，

而大学生在课余，多数时间畅游在网络环境中，因此极易受到不良

文化影响，为此社会需要对网络环境加以维护，对不良舆论进行管

理与监督，避免不良舆论发酵。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提高网络环境

管理力度，还需健全严格的追查制度，对于发表不实言论或带来严

重影响的个体进行追责，从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提供和谐

稳定的舆论环境，进而构建良好的社会教育氛围。此外，使云南地

区高校大学生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内容是提高其民族意识的关

键。这一要求的实现需要社会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

共同体相关内容宣传，进而促使大学生能够在多元化平台接触相关

教育内容，这样长此以往，逐渐加强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

于此，社会与高校应充分认识到，在新媒体时代下，微信、微博，

以及各种视频平台是大学生主要进行信息获取以及交流的主要平

台，社会需要在上述平台上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内容宣传。 

（二）发挥思政课教学优势，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供

课堂学习条件 

首先，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内容具有确切的时代性与

针对性。云南地区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需要依托系

统化的教育内容进行，从而保证教育成效，提高大学生对中国文化

与中国制度的认同感。因此，针对当前云南地区高校相关教学内容

存在严重滞后性现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与时俱进，革新教育

内容，发挥思政课教学优势，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供课堂

学习条件。一方面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内容层面，高校教师

应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将国情、党情、政策以及不同时期社会上热

点问题均渗透到课堂中，进而加强教育内容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的

联系，以此切实突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内容的时代性。另一

方面，云南地区多为少数民族学生，其成长环境与接收到的文化中

与其他地区高校学生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云南

地区高校应充分认识到学生的特点与需求以及民族特征，确保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在此要求下，云南地区高校可

充分汲取其他高校优秀的教学经验，例如云南师范大学就将其西南

联大精神渗透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中，因此云南地区高校

也应充分挖掘自身特色[6]。 

其次，进一步挖掘云南地区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资

源。在新时期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过程中，不应过于依

赖单一的教材内容，还应进一步丰富教学资源，通过开展多元化教

学活动，以及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加强对蕴含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资源挖掘与整合。云南地区高校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在其

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校史、校训等内容，甚至也培养出

了一篇又一批卓越的优秀人才，因此，在实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过程中，可以将上述资源纳入到教学中，以此为基础开展爱国、

民主、科学等多个主题教学实践，从而让学生在校园历史文化资源

促使下产生正确的民族观。 

（三）加强社会、学校协同联动，营造良好教育氛围 

加强云南地区高校大学生对中国文化与中国制度的认同感，是

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主要内容。而学生对中国文化与中

国制度的认同程度，与当地社会物质环境密切相关，当社会物质环境

较为良好且平衡时可进一步提高云南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基于此，为构建良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社会氛围，需要

促进地区发展平衡。在此要求下，为加快促进云南地区之间平衡发展，

应充分挖掘云南地独有的资源，进而因地制宜制定云南特色发展道

路。而云南地区拥有特色的民族文化资源与地理环境资源，因此可以

进一步推进云南地区开展文旅项目，进而以此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7]。 

与此同时，为保证云南地区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

育质量，真正让学生形成正确的民族观以及对中国文化与中国制度

产生非常深刻的认同感，应明确学校是培育云南地区大学生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主战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以学生需求为着力点，

采取多元化教学手段，进而保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有效性。

在此要求下，可以在具体教学活动中，基于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构

建高效课堂内容，例如，为提高学生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的认同，

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为学生播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医护人员

不畏风险，不顾自身安全，积极参与到一线疫情防控工作中的真实

案件以及向学生展示各地区勇于投入到疫情防控中的志愿者群体，

让学生认识到中国人民的团结意识以及无私奉献的精神，以此牢铸

云南地区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结束语： 
综上所述，开展云南地区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探究具有重要的作用，基于研究可知，当前云南地区高校大学生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面临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活动载体单

一、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度不高等问题，通过重视新媒体的运用，

丰富教育活动载体、发挥思政课教学优势，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提供课堂学习条件、加强社会、学校协同联动，营造良好教育

氛围等策略可得到有效改善，可切实提高教育成效，深化大学生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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