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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思政教育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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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到各级各类

教育，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心灵深处。因此，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是一项

非常重要的工作。大学生作为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对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显得尤为重要，不仅可以

增强高校大学生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自觉维护国家和民族统一，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作为培养大

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课程，高校思政教育需由学校充分利用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途径的优势，把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融入思政教育的每一个环节，以牢固树立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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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首先提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

后逐渐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自从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以来，逐渐从理论和实践上

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

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2021 年的中央

民族工作会议强调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

族工作的主线，提出了 12 个必须，形成了党关于加强和改

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1]。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

全局，创造性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推动新时

代党的民族工作发展提供了思想源泉和前进方向。党的十九

大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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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性

2.1 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直以来党和国家非常重视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多次发布文件强调要加强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2]。

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包含多方面的内容，铸牢大学

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同

时也是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和增强对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

的重要内容。高校大学生虽然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理

论素养，但由于年龄和心理上不够成熟、社会经验不足等因

素，容易受到各种不良社会思潮和外来文化的渗透。对新时

代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能够帮助学生提高辨

别不良价值观念的能力，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在复杂的现实和思潮中找到正确的方向。

2.2 增强对国家和民族认同感的现实需要

培育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加深他们对国

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促使他们将个人成长与国家的进步紧密

相连，把个人梦想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中，进

而自觉采取行动去实现这一梦想。由于高校聚集了来自五湖

四海、不同民族的学生，实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将促

进学生们之间的深入交往、交流与融合 [3]。在这一过程中，

学生们容易建立起牢固的情感纽带和精神联系，这不仅有助

于将他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转化为情感上的认

同，还能促进各民族学生之间形成共同的价值认同。

2.3 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现实需要

青年学生是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随着经济全球

化发展，思想文化等方面也在快速发展，青年学生群体接

触最多，也最容易受到各种信息的影响，其中错误、不好

的信息会影响青年的思想观念与认知。随着网络技术的快

速发展，青年大学生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也不断加大。现在

社会网络越来越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和外来文化的传播渠道，

一些境外敌对势力和西方国家会利用网络传播民族分裂主

义、历史虚无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发表一些不利于民

族团结的言论，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造成一定的威胁，

新时代大学生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不断铸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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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抵御住敌对势力的

渗透，才能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4-7]。

2.4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

当今国际国内形势复杂，我们国家处在中华民族复兴

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刻。大学生代表着国家

和民族的未来，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因此引导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念、学习马克思主

义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对推动民族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至关重要。

3．以思政教育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困境

3.1 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处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的关键时刻，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多变对我国的民族团结

构成巨大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同时，思想文

化的传播也暗流涌动，一些境外敌对势力和西方国家对我

国进行各种错误思潮和文化渗透，企图分裂中国，打着民族、

宗教的幌子以民族地区为突破口，与国内敌对势力相勾结 ,

从事暴力恐怖活动和民族分裂活动，严重威胁我国国家统

一和社会安全稳定 [8]。

学校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线，而正处于人生重要发展

阶段的大学生，因缺乏社会历练，思想及心理状态尚未成熟，

具有易变性，因此容易成为分裂势力的诱导目标，并受到

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错误观念的左右。近年来，多种社

会思潮在高校频繁涌现，使得大学生成为了外部极端势力

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关键目标。民族分裂主义、历史虚无

主义等错误思潮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

3.2 思政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尚未发挥充分

当前，高校作为大学生思政教育的主阵地，其主渠道作

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尽管高校开设了思政教育课程，但教

学内容与方式往往过于理论化，缺乏与学生实际生活的紧密

联系，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不高。此外，部分高校

对思政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师资力量和资源投入不足，也

制约了思政教育效果的发挥 [9]。因此，高校应创新思政教育

方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以充分发挥其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

3.3 思政教育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建设有待

完善

当前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理论建设

有待完善，比如存在理论内容讲解不够全面的问题。总的

来看，当前高校思想政治课的理论讲解内容较多，但是在

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理论内容讲解还有待

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首先，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内涵构成包括“五个认同”，思想政治课程中相关内容讲

解或多或少都有所涉及，但会有侧重点，很难做到全面讲解；

其次，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历届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

论和民族政策等方面的理论知识讲解相对其他理论内容来

讲，篇幅稍有不足 [10]。

4．以思政教育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探析

4.1 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课的主渠道作用

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内容与使命 , 完成这一目标与使命的关键渠道是思想政

治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主渠道，是教师对学生进行全面的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途径。

一方面，可以结合当下民族时政热点问题，将时政热点问题

和民族理论知识相结合，更便于学生理解，增加学生的学习

兴趣；另一方面，教师在教学上要关注学生的特点，用学生

感兴趣的方式进行知识讲授，比如可以采取讨论和演讲的方

式进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课堂活动。

4.2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与实践活动相结合

在思想政治课程中对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培育的同时，也要注重课外教学方面实践活动对大学生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性。实践活动是加强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途径，让大学生通过亲身经历感

受，加深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与认同。一方面，

要注重课外教学实践活动，积极组织大学生参观爱国主义

基地和历史遗迹，增强学生的情感认同，另一方面要发挥

学生会和社团的作用，分成小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

行宣讲，或组织一些实践活动在实际行动上践行，从多方

面多角度发挥思想政治育人的主渠道作用。

第一，采取丰富多样的校园实践活动以铸牢大学生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校借助组织民族活动的途径，可以

促进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这对促进大学生形成并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作用 [11]。比如在国庆节可以

举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国庆活动，用朗诵、大合唱、话剧

小品等形式引导大学生树立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之情；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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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学校可以注重少数民族的节日，让大学生体会不同民

族的节日文化，能够增强各民族之间的情感认同。

第二，组织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校外调研实践

活动。学校或学院组织学生去到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深入了

解实情，感受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的文化和风俗习惯，了

解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体会少数民族的淳朴热情，从实

际生活中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与认同，进而

促使大学生从情感认同转化为行动自觉。在政治方面，可

以组织大学生到当地村镇政府部门了解民族地区的一些制

度政策，提高学生的政治意识；最后，在经济方面，可以

组织大学生参观当地的特色产业，了解民族地区的经济收

入来源，了解我们党对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所实

施的政策和措施。

4.3 加强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理论建设

第一，强化大学生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加强国家观教育。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高校应注

重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树

立爱国意识；让学生认识到我国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

基本国情，从而引导学生能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深化大

学生对自己身份的认识，既是本民族的一员也是中国的一

员，从而树立国家意识，加强对祖国的认同感。

第二，强化大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加大对他们

的民族观念与历史观念教育力度。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多年

的沧桑巨变，期间经历了多次分裂与统一的交替。高校应

积极向学生传授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使他们明白我国是

如何逐步发展成为现今这个统一且多元的民族国家，认识

到中华民族的统一是实现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基石。这样，

他们就能更清晰地看清国内外分裂势力企图破坏中国统一

的真实意图，从而深化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树立起正确的

民族观念。

第三，加深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中华文化源

远流长，丰富多彩，它是由我国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共同

熔铸而成的，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可或缺，地位同样重要。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是支撑中华民族在历史

长河中迎难而上、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学校可

以通过组织多民族文化分享交流会，增进不同民族之间的

文化交流，有利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使得大学生

对中华文化有更正确的认知，促进文化观的形成。

第四，强化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认同，并强化其宗教观念教育。历史和实践充分表明，

党领导中国人民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中华民族持续发

展的道路指南，也是保持国家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因此，

强化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至关

重要。同时高校要积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宗教观，认识

到宗教积极和消极的方面，让学生知道各族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社会的快速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坚持党的领导以及

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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