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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少数民族学生国家认同教育对策研究 
——以东华大学为例 

◆王健华 

（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上海  200051） 

 
摘要：随着新媒体技术突飞猛进，网络文化强烈冲击,使得少数民族学生

国家认同感逐步下降。为全面夯实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教育基础，进一步

加强少数民族学生国家认同教育工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核

心，树立少数民族大学生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五观”；以中华民族共同体

教育为基底，营造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的氛围；以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为载体，筑牢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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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指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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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民族地区稀缺的人才精英，对
民族地区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
同教育事关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大计，对民族地区建设产生重要
影响。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突飞猛进，网络文化强烈冲击，
使得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新环境、新思想的相互碰撞中，国家认同
感逐步下降。因此，必须完善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的教育路
径，加强少数民族学生的“五个认同”。 

少数民族大学生肩负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使
命。[2]然而，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理、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地
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长背景的差异使得少数民族大学生
各自的需求不同。在实际工作中，需要结合少数民族大学生自身
实际，准确掌握少数民族大学生发展规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进行“私人订制”式个性化培养。 

一、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国家认同的现状  
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为准确掌握少数民族学生国家认同现

状，结合考察维度及相关指标特制定《高校少数民族学生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问卷》。本问卷选择东华大学 12 个学院少
数民族学生为对象，主要围绕认知、情感和文化三个不同维度，
按照不同量纲等级设计，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培育调查。问卷共发放 600 份，实际回收 587 份，其中有效问
卷 571 份（本科 523 份，研究生 48 份），问卷有效率为 97.27%。 

（一）少数民族学生国家认同在认知上具有从众性 
少数民族学生性格质朴，成长环境相对单一，由于历史和地

理等因素限制，使得少数民族学生与外界信息交流相对闭塞，这
就导致少数民族学生在自身认知方面具有局限性。从问卷数据
看，有 21.8%的少数民族学生认为国家认同受到朋辈影响“很大”
或“较大”。究其原因，一方面少数民族学生从小成长环境相对
单一，自身重情义，喜欢“抱团”式学习和生活，易受到朋辈引
导；另一方面大学生心智尚未成熟，自身在获取信息、应用知识
等方面表现出从众性。 

（二）少数民族学生国家认同在情感上具有主观性 
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少数民族学生爱国热情高，担当意识强，

说明随着高等教育的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在“为实
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是当代大学生的责任”问题上认
同度很高，说明少数民族学生对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情感基础深
厚。在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教育等方面，少数民族学生认同度较高，
但相比于前两者有所降低，这可能与舆论宣传、政府引导等有关。 

（三）少数民族学生国家认同在文化上具有独立性 
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大学后，面对周围环境的变化，在

与人相处过程中由于地域差异、习惯不同常常产生焦虑、自卑等
不适应状况，从而使他们对自身民族更加认同，对本民族文化更
加具有归属感。问卷调查中我们发现，有近 20%的少数民族学生
表示“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不应该或者完全不必吸收和借鉴其他民

族的文化”。与此同时，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认知维度上，
高年级比低年级学生的认同度要高，这说明教育程度与国家认同
度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 

二、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对策 
（一）建立健全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体系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核心，树立少数民族大学生正

确的马克思主义“五观”。当前，国内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矛盾
日益凸显，国际一体化趋势逐步盛行，导致“西化”思想在少数
民族学生群体中容易蔓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提升少数民族大学生政治素养，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
政治站位。因此，建立健全少数民族大学国家认同教育体系，让
少数民族大学生深刻了解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从整体上把握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内涵，树立正确的马克思
主义“五观”。 

（二）高效发挥家庭高校社会组合拳作用 
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为基底，营造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

同的氛围。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需要家庭、高校、社会
协同发挥联动教育机制作用。第一，家长需要跟孩子从小灌输一
个中国概念，培养孩子爱国主义精神，引导孩子为中华之复兴而
努力读书的决心；第二，学校拓宽实践载体，创新教育理念，积
极将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充分结合；第三，充分利用“五四”青
年节、“十一”国庆节等节日，强化少数民族学生爱国主义精神
教育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 

（三）强力打造特色校园文化引领主阵地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为载体，筑牢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

认同的根基。东华大学原名中国纺织大学，拥有行业特色和学科
特色。以纺织服饰传统文化为着力点，开展行之有效的传统文化
教育，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感。长期以来，东华大学构
建纺织服饰文化实践长效机制，通过成立“锦绣丝路”实践育人
工作室、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专项活动，招募在校学生组成传统
纺织服饰文化志愿者等，让少数民族学生亲身体验传统文化历
史。东华大学以纺织服饰文化为育人载体，积极增进少数民族学
生的国家认同感。 

三、结束语 
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重要一环。高校应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
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把少数民族大学生培养成合格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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