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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视角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路径探析
蔺志娟 赵亚锋

（塔里木大学 新疆阿拉尔 843300）

【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时代，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文化多样化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中华文化越
来越多地受到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基于此背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力度也应逐渐提高。
本文首先分析了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意义。其次，从多角度、多方位探析国家治理视角
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策略及路径。以期给我国民族团结教育工作提供些许借鉴和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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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主要得益于民族与民族之间
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但同样，在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过
程中也会产生冲击和碰撞，会衍生出诸多的社会问题，
对社会和国家安全的稳定构成一定威胁。冲突的产生往
往是因为利益划分不均衡导致的。因此，为了国家团结
及长期稳定地发展，我国要重视整合各民族利益，实现
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从而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向心力。

2.3 促进少数民族融入现代化生活
我国少数民族的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由于有着

不同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信仰，通常，少数民族趋向于与
本族人共同生活，居住的地方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差异
较为明显，这往往会拉大各民族之间的心理差距，与其
他民族交流和沟通时会产生价值观和思想理念的冲突。
由此可见，要通过多种手段促进少数民族融入现代化生
活，从而不断增强其中国民族共同体意识。

3  国家治理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策略

国家治理视角下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通过多
途径努力共同作用，才可以尽快打造好各民族共同生活
的精神家园。具体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点。

3.1 突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渊源
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拥有着五千年的发展

历史。中华民族由 56个不同民族共同组成，中华民族
从古至今就是由多民族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只有国家整
体和谐统一，才能使各族人民生活幸福，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国家和谐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实现民
族大团结。基于历史渊源，我们要以史为鉴，了解中华
民族整体发展进程，正确地认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
更深刻地把握各民族之间休戚与共、唇齿相依的关系。

3.2 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阵地
国家治理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策略要始

终贯彻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牢固坚守马克思主
义指导思想阵地。从过往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
历史中深刻证明了一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正确性
和有效性。为此，未来我国的发展仍要坚持贯彻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思想，紧紧围绕我国国情，不断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理论向前推进。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1  引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纵观我

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发展，其实质是各民族之间的不断

融合，各民族在政治领域相互学习、借鉴；在经济上互

相交流、贸易共商；在文化上相互碰撞、彼此融合，实

现中华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在当前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处理好民族关系，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提

升国家凝聚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对维护国家

统一、践行民族团结、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团结各民族，维护

中华民族的和谐统一，根本的举措在于积极弘扬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

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

教育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

思想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加强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构建和完善各民族共同体思想，为中华传统文化的

传承和弘扬奠定基础。同时，对学校以及事业单位提出

了更高标准要求，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我国由 56个民族共同构成，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
庭，因而其中的民族问题不可避免。民族和谐有利于国

家稳定和谐发展。因此，为了更好地培育全体人民的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2.1 提升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的文化共同构成的，与少民族

或单一民族国家不同，我国存在着民族文化差异冲突，

不利于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为此，培育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有助于提升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首先，在

坚持中华民族核心价值理念的前提下，可以利用思想教

育加强个体的思想包容性，兼容各民族优秀文化思想理

念；为 56个民族建立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家园，
铸牢多民族的和谐根基，从更高的层次培养个体的中华

民族认同感。

2.2 整合中国各民族利益
中国自古以来就秉承着海纳百川的原则，对各民族

文化有着极强的包容性。在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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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论体系，运用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大理论成
果中的方法论、矛盾观解决中华民族社会实践发展中随
时出现的问题。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

3.3 将青少年作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
要对象
青少年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中间力量，也是国家的中

流砥柱，对青少年的价值观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重点。青少年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最为庞大的组成部分，
所以务必要在青少年中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同时还要从思想上
引导各民族学生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积极支持
青少年多参与中华民族的各种宣传文化活动，学习和理
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和文化积淀，同时，学校要发挥
其文化宣传作用，积极组织各族学生进行中华文化交流
活动，鼓励学生跨民族、跨学校学习，采取混合民族编
班制度，实现长期交往。长此以往，刻板印象与误会也
会随着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了解加深而逐渐消失。

3.4 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程
高校思政课程是大学生意识形态领域教育的主要形

式，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必须发挥思政课
程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作用，将相关理论融入到思政课
程中去。首先，在课程体系设计上要加入中华民族的优
秀文化，加深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了解，增强
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
体、价值共同体的了解，强化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认同、归属、和责任意识。其次，通过思政课程教育
引导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面对外来文化
渗透时能正确辨别，自觉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维护好各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最后，要深化大学
生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不断提升大学生对中华民
族的情感认同，增强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归
属感、认同感。

3.5 坚持不懈的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工作
坚持不懈地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工作是当前国家治理

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需要采取的主要策略之
一。民族团结教育工作是一项需要长期关注的问题。为
此，我国要持之以恒地改革和创新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体
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积极改善民族团结教育工作
的模式，实现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同时，还
要结合我国国情，积极倡导和鼓励拓宽民族团结教育的
覆盖范围，使更多的人能接受民族团结教育。总之，民
族团结教育是实现我国全体人民幸福生活的一项基本条
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3.6 积极落实我国民族政策
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采用多种手段和途径来

实现。我国要积极倡导各民族平等，引导人民从思想上转
变对少数民族的看法，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
仰。有关部门在制定民族政策、进行民族工作时，要坚决
贯彻民族政策，维护民族平等团结，不得做出有损民族
情感的事情。既要坚持贯彻落实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
还要在此基础上倡导各民族之间文化的良性交流互动。

3.7 正确认识多元一体的关系
中华民族由 56个不同民族共同组成，具有悠久的历

史和多元化的特点。各个民族有其特定的文化习俗和信
仰，呈现异彩纷呈的景象。同时，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
机的统一体，56个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之中。各
民族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和碰撞，对外呈现出包容性和接
纳度都比较强且丰富多面的中华民族文化。
“多元”与“一体”不可分割，彼此相互促进。“一

体”是在“多元”的基础之上构成的，由多元的民族文
化之间相互碰撞交流实现的“一体”体系。同理，“多元”
的实现基础条件是“一体”，和谐稳定“一体”为“多
元”提供了发展框架，加强了“多元”体系里的各部分
之间的联系，使得每个民族都能够各自绽放。因此，正
确理解“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可以帮助正确理解
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各个民族组成部分“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独特关系，加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结语

国家治理视角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发展需
求。民族团结，具有极强的凝聚力的前提条件是有共同
的中华文化信仰，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由于我国特
有的民族特点，存在较多的民族文化差异及宗教信仰。
为此，我国要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建中华
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和价值信仰。此外，还要采取多种
措施、多种途径增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覆盖范
围，从而进一步促进国家社会的安定团结，为早日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造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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