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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道德与法治课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途径  
◆陈明军 

（陕西省汉中市第四中学  陕西汉中  723000） 

 
摘要：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开展是教育学生要民族团结的重要途径，有助

于学生理解中华民族是由 56 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大家庭，各族人民都是中

华儿女，各民族应该团结一致，只有民族团结，不散播危害民族团结的

言论、不做危害民族团结的行为，打击一切对民族团结有危害的事情，

一致对外，手足同亲，祖国才能繁荣富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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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治课程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性 
⒈道德与法治课程的重要性 
在学校教学中，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开展在民族团结中占了重

要的教育地位，是学校课程学习中的必修课，可以引领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可以提高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对于学生
来说，道德与法治课程可以构建学生的精神家园，引导学生的政
治思想方向，教育学生自觉遵法守法，规范自身行为，通过法律
途径参与到保护到国家的合法利益中来。教育学生尊重国家各族
人民，约束自身行为，不做破坏国家团结和统一的事，不讲有损
国家形象和民族团结的话。 

⒉民族团结的重要性 
全国 56 个民族都有着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传统文化、宗

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看似毫无关系的 56 个民族因为爱国主义的
凝聚力构成了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虽然各民族都有着自己的生
活方式，但是在爱国主义旗帜的领导下，各民族团结一致，在整
个社会的大环境下共同努力奋斗，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得各民族
更加的拥护共产主义的领导。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给了我们
安稳的生活环境，远离战乱的纷扰，在和平年代里茁壮成长。因
此民族团结是要从小就灌输给学生的思想，让学生的爱国主义和
民族自豪感根深蒂固，而道德和法治课程的开展也有利于促进学
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力量。 

二、民族团结教育存在的问题 
⒈教材的使用全解 
首先对于民族团结教育问题在学生的教材中内容涉及量不

算太多，目前在道德与法治课程中涉及到了民族团结教育的书本
只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两本，而且这两本书中对于民族团结的
教育涉及的课程也是少量的，并没有专门的学时和章程用来学习
民族团结这一重要思想品德，因此民族团结的内容在教材中所占
比重较轻，而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应该注重民族团结教育的内容，
丰富课本的章程，把对于民族团结的教育应该放在课程的首位。 

⒉教学内容过于落后 
如今的社会是信息化时代，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新闻和国家动

态是每个学生都需要获取和及时更新的。而目前的教学内容过于
落后和陈旧，学生不能及时的在教学中吸收新的知识、获取 新
的社会信息，尤其是在新疆暴乱的时期，老师不能及时的将 终
的信息整合到课堂教学中去，学生不能及时了解事情发生的原因
和经过，不但错过了对学生民族团结意识教育的 佳时期，还很
有可能造成学生判断失误，轻信的网络中传播的分裂主义言论，
更可怕的是教师没有及时发现和纠正学生的错误观念而导致学
生做出过激的行为举止。 

⒊教学方式过于老套 
目前我国各学校的教学模式还停留在老师高强度、过饱和的

课堂“满堂灌”的方式上，并没有从根本上让学生理解道德与法
治课程开展的背后的真正的含义，学习无法在脑海中真的的认同
民族团结的理念，对于一知半解的学生无法做到详细解答疑惑，
更正其思想情感。无法让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达到满足和高潮。 

三、民族团结教育的途径 
⒈调整教学教材 
对于现在的教学教材过于陈旧和落后这一现象，教师需要在

备课过程中对教材进行相应的调整，根据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

特点和性质，教师可以适当的增加对于民族团结教育的相关内
容，可以为民族团结开一堂专业课，增加民族团结教育的教学课
时和教学内容，系统的阐述我国法律法规和思想品德对民族团结
的相关规定和中心思想。对于我国自治民族的相关法律法规也需
要学生有一定的了解和属于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⒉更新教学内容 
对于老师的备课过程要信息资源共享，加强对授课教师的的

培训以及将民族团结方面 新的消息及时传达给教师。例如，可
以根据学校道德与法治课程的课程次数安排给老师安排教学任
务，以课程为周期，教研组收集有关民族团结的时政要闻资料，
统一整理和资源共享，保证授课教师对政治思想的敏感度和对于
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视度。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剖析近期的新闻时
政，让学生更深入的了解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和重要意义。 

⒊改变教学方式 
对于传统的刻板的教学方式，教师应该及时调整，道德与法

治课程本身就是一个学生自我理解和消化的过程，老师在授课过
程中只是起到了一定的引导学生思想和更正学生错误的作用，老
师应该与学生加强互动，主动引导学生对民族团结的重视，激发
学生对民族自豪感和满足感，让学生学会主动思考促进民族团结
的方法。同样可以运用多媒体教学，使得学生对民族团结有更深
刻的印象和理解，让学生直观的感受民族团结的力量。 

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于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民族团结教

育应该放在首位，中国中央要求学校在教学过程中充实民族团结
的教育内容，给当代学生灌输民族团结的思想可以减少今后社会
中可能发生的民族分裂事件，从根本上解决祖国不法分子的政治
暴乱，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通过调整教学教材和素材、充实教
学内容、改变教学方式等有效途径，开展对在校生的道德与法治
的民族团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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