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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红色文化助力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

研究
曾明芳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陕西西安 7101300

摘 要：本文以陕西红色文化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分析陕西红

色文化资源及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研究当前陕西红色文化助力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

基于问卷调查结果，提出推进陕西红色文化在高校教育中应用的具体路径，旨在为增强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

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陕西红色文化；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校教育；爱国主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

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举措。

大学生作为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

养显得尤为重要。陕西作为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的省份，具有

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教育价值。本研究旨在探讨如何有效利用

陕西红色文化资源，助力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1.陕西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

陕西省的红色文化资源内涵非常丰富，涵盖了革命遗

址、红色文物、红色故事和红色精神等多个方面。这些资源

不仅是陕西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革命历程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首先，陕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舞台，陕西拥有大量的革

命遗址，如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革命旧址、西安八路军

办事处等，这些都是中国革命历史的见证。据统计，陕西省

2051 座革命遗址中，省级以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49 个，
[1]

具有影响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共有 486 个，其中，西安 30

个，宝鸡 5个，咸阳 9个，渭南 18个，铜川 4个，延安 360

个，榆林 37个，汉中 12个，安康 7个，商洛 4个。
[2]
这是

全国绝大多数省都无法比拟的。

其次，陕西的红色文物资源极为珍贵。这些文物涵盖了

革命领袖的遗物、革命时期的文献资料以及武器装备等，如

延安革命纪念馆收藏了大量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领袖的

遗物，这些都是研究中国革命历史的宝贵资料。

此外，陕西的红色故事更是感人至深，如“延安精神”、

“西迁精神”等，这些都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

的宝贵精神财富。特别是延安精神，它以坚定的理想信念、

艰苦奋斗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为主要内容，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2.陕西红色文化与与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之间的关系

2.1 培养目标一致性

陕西红色文化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核

心，强调革命精神、奋斗精神和团结精神。通过学习和传承

红色文化，能够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感、社会责任感和集体

荣誉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大学生对

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这与红色文化中倡导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高

度一致。

2.2 内容具有一致性

陕西红色文化中蕴含的革命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团结

协作精神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强调的团结、奋斗、

奉献等精神内容是一致的。通过学习红色文化，大学生能够

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团结奋斗精神，从而增强对

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2.3 价值效能一致

陕西红色文化中的道德教育和价值引导，也有助于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红色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观念和

价值理念，如诚信、正义、公平等，这些都是构建和谐社会

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通过学习陕西红色文化，大

学生能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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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这对于培养具有高度民族认同感和

国家意识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

3.陕西省红色文化助力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现状分析

为了解陕西红色文化助力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现状，本文精心设计并实施了一项针对陕西省四所高

校 381 名学生的问卷调查研究。

3.1 关于大学生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了解情况

经调查显示，根据图 1所示，绝大多数大学生对红色文

化资源的了解处于较高水平。具体而言，表示“非常了解”

的大学生比例高达 74.28%，认为“比较了解”的比例为

15.22%，自评为“一般了解”的大学生占比为 7.87%，而“不

太了解”的大学生仅占 2.62%，这两个比例均处于较低水平，

这一结果不仅展示了红色文化在大学生中的广泛认知基础，

也为进一步深化红色文化教育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图 1 您了解红色文化资源吗

3.2 关于红色文化资源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

面的作用

经调查显示，根据图 2所示，绝大多数大学生（93%）

认为红色文化资源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作用

是“非常重要”，这一结果表明，红色文化资源在促进民族

团结和共同体意识方面被广泛认可。

此外，经调查显示，根据图 3所示，提高思想政治觉悟

是参与者对红色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作用

的最主要认同，比例高达 97.64%。这表明受访者普遍认为

红色文化在提升思想政治素养方面具有显著影响。其次，增

强文化认同感、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以及培养爱国主

义情怀的比例相对较低，分别为 30.45%、29.4%和 28.87%。

这显示出虽然这些方面也被认可，但相较于思想政治觉悟，

受访者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

图 2 您认为红色文化资源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

面重要吗？

图 3 您认为红色文化资源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

面有哪些作用？

3.3 关于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识方面存在

的问题

经调查显示，根据图 4 所示，90.03%大学生表示他们对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不足，26.25%的学生反映对其他

各民族文化的了解不够深入，23.62%的学生提到对民族团结

政策和法律知识的了解不足，22.57%的学生认为缺乏实际参

与民族团结活动的机会，针对上述问题，有必要深入探讨并

提出增强大学生民族团结意识的策略。

4.推进陕西红色文化助力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路径

4.1 深化红色文化教育，构建多层次教育体系

首先，高校应将红色文化教育纳入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

育体系，形成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模式。可以通过开设红

色文化专题课程、邀请专家学者进行专题讲座、组织红色文

化知识竞赛等形式，丰富教育内容，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学

习兴趣。同时，利用陕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如延安革

命纪念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组织实地参观和学习，让

学生亲身体验红色历史，增强对红色文化的感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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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您认为当前大学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

存在哪些问题？

4.2 加强多元文化教育，促进民族团结意识的提升

高校应加强多元文化教育，促进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交

流与互动。可以通过开设民族文化选修课、中华民族共同体

概论选择性必修课、举办民族文化节、组织跨民族的交流活

动等方式，增进学生对各民族文化的了解和尊重。同时，鼓

励学生参与学校的民族团结创建活动，如民族团结进步月、

民族文化展览等，通过实际参与增强他们的文化敏感性和包

容性。

4.3 普及民族团结政策和法律法规，增强学生的法治意

识

高校应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学生对民族团结政策和法律

知识了解知识的普及。例如，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增加民族

团结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内容，邀请法律专家进行专题讲座，

组织学生观看相关的宣传片和纪录片。此外，可以通过校园

媒体、宣传栏、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定期推送与民族团结相

关的政策解读和法律知识，增强学生的法治意识和政策理解

能力。

4.4 创设实践平台，推动红色文化与民族团结的融合

高校应积极创设实践平台，为学生提供更多参与民族团

结活动的机会。例如，可以组织学生参与红色文化志愿者服

务活动，如在红色旅游景点担任讲解员，或参与社区的民族

团结宣传活动。此外，高校可以与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合作，

开展红色文化与民族团结相结合的社会实践项目，如组织学

生参与民族地区的支教活动、民族文化调研等，通过实践加

深学生对民族团结重要性的认识。

4.5 建立红色文化与民族团结教育的协同机制

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关键途径，必须借助内外部力量为各民族创造广阔的

交往空间，而学校教育刚好可以满足所有共同体成员都能以

较低的成本达成大规模互动。
[3]
因此，高校应积极推动建立

红色文化教育与民族团结教育的协同机制，旨在构建一个二

者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良性发展格局。具体而言，可以通

过定期组织研讨会、座谈会等形式，邀请专家学者、教育工

作者以及相关领域人士共同探讨红色文化与民族团结教育

的融合路径，创新教育模式和方法。这不仅有助于深化理论

研究，还能为教育教学实践提供有益指导。

此外，鼓励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机融合红色文化与民族

团结教育，设计跨学科的课程和实践活动，是提升教育整体

效果的关键举措。通过跨学科的教学设计，可以将红色文化

的历史价值、精神内涵与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有机结合，使

学生在学习红色文化的同时，更深刻地理解民族团结的价值

和实现路径。例如，可以在历史、政治、文化等课程中融入

红色文化与民族团结的相关内容，通过案例分析、角色扮演、

实地考察等形式，增强学生的参与感和体验感，从而达到更

好的教育效果。

总而言之，通过深入研究陕西红色文化资源及其与大学

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本文提出了具体的路径

和措施，旨在为高校在红色文化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中提供

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通过深化红色文化教育，加强多元文

化教育，普及民族团结政策和法律法规，创设实践平台，建

立协同机制，高校能够有效利用陕西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

助力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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