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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青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要性论述 
康洁  袁大陆 

（沈阳工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沈阳  110870） 

摘要：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中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站在为民族复兴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高度，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提出了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文梳理当代青年对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性以及存在问题，为青年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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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立足“两个百年”历史交汇的关

键节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基础环节，尤

其对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更为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

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1。这为当代青年

指明了前进发展之路。 

一、青年铸牢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复兴的联系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具有多民族历史的国家。随着民族不

断的融合和发展，形成了今天五十六个民族大团结的和谐局面。马

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曾说，“民族形成是有

其规律的，民族的形成先后经历了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几

个阶段，这个阶段是血缘关系减弱，地缘关系增强的阶段 2。”结合

马克思关于民族及共同体的研究可以发展，马克思理论在祖国观、

国家社会方面的研究，也是基于对民族的高度认同 3。 

从近代中国以来，中国青年就与中国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五

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

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

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

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

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

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 4。所以，从近代以来，铸牢共同体意识就

与民族复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成为了青年救亡图存的主要

驱动力。 

二、当代青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紧迫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 2049

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当代青年

来说，今后一段时间到 2025 年乃至到 2049 年正是当下这一代青年

人奋斗的关键时期。这一代青年人更需要向心力和凝聚力，只有形

成广泛共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够实现党确立的奋斗

目标，所以，对于当代青年来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着

重要的时代性和紧迫 5 性。 

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

此后学界也掀起来关于中国梦的研究和讨论。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

说，剖析中国梦与个人梦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必要的 6。而对于每位

青年来说，都有着自己的梦想，如何将自身的梦想与国家的梦想相

连接，就需要培养民族情怀、国家情感，方能志存高远，献身祖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揽“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全

局，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但是，在主流思想之下，西方错误思潮，

西方文化冲击，也对我国的主流文化造成了一定的侵蚀和影响，尤

其是正处于成长关键期的青年来说，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是至关重要的 7。 

三、当代青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路径 
实现当代青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一定的实践路径

作为支撑。首先应该从情感上加强当代青年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认

同。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加强全面的“五个认同”，这既充满

了历史意义，又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由于物质的极大丰富，当代

青年沉迷网络、手机、游戏的现象屡见不鲜，青年沉迷娱乐活动和

追星的现象非常明显 8。这也使得很多青年对于高校组织的学生活

动漠不关心，更不要说对于国家大势的关注，很多学生都存在“事

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对此，一方面要加强中华文明史、新中

国发展史、党史等的教育，另一方面要加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

学习，继而激发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从而实现高度的民族认同感

和历史使命感。同时，还可以宣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化等形

式，加强民族自豪感，加强民族团结 9。 

课堂始终是青年最根本的学习阵地，这里既是学术技能的学

习，又是思想上的塑造和学习。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中，

关于民族观的教育还比较缺乏，为此，高校首先需要融入民族观的

教育教学，让课堂上能够感受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正能

量，尤其对于存在少数民族学生的课堂，更应该因地制宜地加强相

关方面的教学，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课堂化、思想化 10。

最终，通过各方努力增强青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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