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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地方民族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析

熊　亮

四川民族学院文学院　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　 626001

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地方民族高校作为培养民族

地区人才的重要基地，其教育理念和培养模式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直接影响。本文旨在探讨新时代地方民族

高校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重要作用、面临的挑战以及相应的实现路径。通过对相关理论的研究和实际情况的

分析，提出加强地方民族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建议，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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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民族关系的日益紧密，

新时代对地方民族高校提出了新的历史使命。地方民族高校

作为培养民族地区人才的重要基地，肩负着传承和弘扬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重要责任。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

从严治党的新时代背景下，研究地方民族高校如何更好地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时代地方民族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

要性

1.1 培养各民族优秀人才的需要

1.1.1 地方民族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

地方民族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肩负着培养各民族优秀人才的重要使命。培养具有坚定理想

信念、热爱祖国、具有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感的优秀人才。

培养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能

够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人才。

1.1.2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培养各民族优秀人才

的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地方民族高校培养各民

族优秀人才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

民族认同感。通过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使学生深

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各民族共同创

造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从而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民

族认同感 [1]。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民族观。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认识到各民族之间

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关系，有利于消除民族歧视和

偏见，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

合素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学生具备较强的社会

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文化素养、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

人才支持。有助于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地方民族高

校培养的各民族优秀人才，将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助力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

1.2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需要

1.2.1 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性

民族团结进步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在当代

社会，深化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梦想具有深远影响。这有助于强化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同时，它对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

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此外，这也有利于促进各民族的共同

繁荣，助力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更重要的是，这有助于

提升民族向心力，增强国家的整体实力。

1.2.2 地方民族高校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中的作用

地方民族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地方民

族高校肩负着培养各民族优秀人才的重任，通过教育教学、

科研创新、社会实践等活动，使学生在了解和尊重各民族文

化、风俗习惯的基础上，树立民族团结进步意识，成为推动

民族团结进步的骨干力量 [2]。地方民族高校在传承和弘扬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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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通过开设民族语言、

文学、艺术等课程，举办民族文化艺术活动，使各民族优秀

文化得到传承和发展。地方民族高校作为各民族交流的平

台，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文化交流活动等，促进各民族之

间的交流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地方民族高校通过

开展产学研合作、科技扶贫、教育扶贫等工作，为民族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1.3 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需要

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

益的基础，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国家统一意

味着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

社会稳定则是指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是国家繁荣

昌盛的保障。国家统一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确

保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3]。同时，国家统一有利

于集中全国力量进行经济建设，提高国家综合实力。此外，

国家统一还有利于民族团结，减少民族矛盾和分裂势力，维

护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安定是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提升

生活品质的关键。它亦有助于维护社会公正与和谐，推动社

会的持续进步。同时，社会稳定为国家集中力量推进改革开

放、加速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2. 新时代地方民族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

现路径

2.1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学习，设立相关课程，

促使学生深入掌握党的民族政策、民族理论及民族相关知

识，提升学生的民族归属感和国家认同。通过实施爱国主义

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等系列举措，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国家观念、民族观念和文化观念，进而强化他们的国家认同

感和民族认同感 [4]。优化课程设置，增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相关课程，在课程设置中，增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

课程，如《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民族政策与法规》等，

让学生全面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改进教学方法，提高

教学效果。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实践教学、互

动式教学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同时，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

2.2 完善教育教学体系

优化课程设置，增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课程。通

过举办各类民族文化活动、民族节日庆典等，增进各民族学

生之间的交流与了解，促进民族团结。关注民族学生的生活、

学习和心理健康，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让他们在

校园中感受到家的温暖。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与

地方政府共同开展民族工作，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力保障。与企业合作，为

学生提供实习、就业机会，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促进民族

团结。

2.3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通过举办各类民族节

日庆典、民族风情展览、民族文艺演出等活动，让学生在参

与中感受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

营造浓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氛围，在校园内设立展示中

华民族团结精神的宣传展板、口号，并通过校园广播、网络

等渠道大力推广，让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不断受到这一理

念的浸润。

2.4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民族理论水平，通过组织

教师参加各类培训、研讨活动，提升教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认识，使其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能够自觉贯彻党的民族

政策。培养教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能力，加强对教

师的教育教学指导，使其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注重

培养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2.5 强化社会实践教育

组织学生深入民族地区，了解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

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增强学生对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的认识。鼓励学生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如民族团

结进步宣传月、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校创建等，让学生在实践

中感受民族团结的力量。组织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如支

教、扶贫、环保等，让学生在实践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培养社会责任感。组织学生参加民族文化交流活动，如

民族音乐、舞蹈、体育比赛等，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友

谊。通过课堂教学、主题班会、座谈会等形式，加强对学生

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国家观、文

化观。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课程体系，通过专题讲座、实践

活动等方式，让学生深入了解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增强民族

凝聚力。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培养他们的社会

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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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地方民族高校强化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工作是一项持久且繁重的挑战。地方民族高校在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一

些问题。通过深化教育改革、优化课程设置、加强师资队伍

建设等措施，地方民族高校能够更好地履行培养民族地区人

才的重要使命，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统

一和民族团结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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