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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铸牢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邢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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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中央深刻分析新时代经济社会建设与民族工作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的为促进民族团结

的重要理念，必须对学生进行理论传导、情感传递。本文对高中思想政治课中铸牢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学内容进行

了逻辑梳理，并对与教学内容相适应的教学方法进行了探究，以助于高中思想政治课发挥铸牢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键

课堂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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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中思想政治课是铸牢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主课堂

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兼重知识教育与价值教育，既是

学生共同体理论的学习过程，也是铸牢意识的涵育过程。

（一）有助于培育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的理论认知

高中思想政治课首先保证的就是在课堂上理直气壮地传

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强调课堂的基本立场，在知识性的

基础上铸牢思想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与高中思想政治课的内容主

线与框架相契合，为铸牢学生意识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点。

高中思想政治课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框架设计了

四个模块的必修课程，必修课程的内容编排中包含民族经济、

民族制度、民族文化的基础知识以及相关材料。在高中思想

政治课的教学中可以从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政策、交流融合

的民族文化、休戚与共的民族经济、守望相助的民族感情等

方面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政治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兼容

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的民族共同体的理

论基础。

（二）有利于培育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认同

高中思想政治课是一门有定力、有亲和力的课程，在理论

知识讲解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对学生进行理论内化、价值引领，

铸牢意识需要在这门有信仰、有情怀的课程教学中进行培育。

对学生进行价值引领要求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方式不

是简单的灌输式的知识讲解，而是更加注重学生的活动参与、

情感领悟。高中思想政治课在知识讲解的过程中通过打造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情境场，让学生在情境中铸牢身份认同；通

过选择有意义、有价值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议题，

让学生在议题的探索讨论中深化情感、在选择辨析中铸牢意

识；通过选择紧密联系学生生活实际的材料、带领学生走向

社会实践大课堂，在学生实际生活的感悟与实践中内化理论、

生成情感，铸牢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高中思想政治课铸牢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内容梳理

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材内容与铸牢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深度融合，理论知识的讲解为铸牢情感提供了契合点。

以民族经济、民族制度以及民族文化为情感生长点贯穿高中

思想政治必修课的始终。

（一）民族经济

民族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是我国民族团结的最根本保

障，铸牢意识只有在共同繁荣发展经济的基础上进行建构。

必修一第三课第一框伟大的改革开放，在这一框题的讲解时，

可以融入民族地区因为改革开放、一带一路建设所取得的经

济面貌上的革新。必修二第三课第一框坚持新发展理念，对

于协调发展理念的内容，可以讲解得益于协调发展理念民族

经济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如西部大开发；对于开放发展

理念的内容，可以讲解民族经济因为一带一路的经济建设而

取得的发展；对于共享发展理念的内容，可以讲解民族人口

因精准扶贫而过上幸福繁荣的生活。通过讲解民族经济的前

后发展变化，表明中华民族是利益相连、命运相通的共同体，

不是只重视部分地区、部分人民的发展，而是不让任何一个

地区、不让任何一个民族掉队，要促进各民族和合繁荣，在

经济基础上构建意识认同。

（二）民族制度

民族制度是铸牢意识的政治基础与制度保障。必修三第

六课第二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以民族制度为基点铸牢学

生意识的重中之重。这一框题中，有围绕“多元一体的中华

民族”为主题的探究与分享，并有明确段落说明中华民族是

我国所有民族凝聚而成的命运共同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

符合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和发展要求而作出的制度安排。在这

一课的讲解时，可以明确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允许民

族地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行少数民族自治，从制度上表

明我国尊重民族差异，是命运相通、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以

铸牢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质必修三第四课第一框人民

民主专政的本，课本探究与分享中有着各民族代表步入人民

大会堂的图片。在讲解时可以拓展，中华民族是一家亲，每

个民族的人民都有自己本民族的人大代表行使民主权利，真

正体现人民当家做主。从不允许有一个民族被落下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中可以说明中华民族是和合团结的整体，从而铸

牢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与血脉，文化是民族间互相联系

的纽带，铸牢意识，要紧紧依靠文化，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以文铸人。必修一第四课第二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在讲解时要表明，中国梦不仅仅是国家的蓝图规划，

而且是每一个中华民族儿女脚踏实地的践行奋斗。通过中国

梦实现主体的讲解引导学生铸牢共同体意识。必修四第七课

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本段落中就提及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要以认同、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文化为前提。

在讲解时要阐明中华文化包含各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念。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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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有助于增进民族的自信心与自豪感，进而促进民族

团结、铸牢共同体意识。

三、高中思想政治课铸牢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教学方法

高中思想政治课强调学生的活动参与与感悟，情景式、

议题式、生活化的教学方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教学内容

相互配合，有利于学生在知识学习的过程中深化情感、铸牢

意识。

（一）开展情境式教学，打造情境场

要培养学生对于伟大祖国、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就要

处理好理性认知与情感共鸣的的关系。高中思想政治课要在

传统理论知识传导的基础上，开展情景式教学，打造情境场，

情感的深刻共鸣与认同，是铸牢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情感根基。

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师要优选、精选情境，创造情境的例

子与故事要真实、要与时俱进，要能引领学生积极参与、进

行角色代入，以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开展情景式教学可以

充分利用多媒体设备辅助教学，多媒体可以为教学提供音乐、

图片、视频等丰富的教育资源，直接立体的打造视听盛宴，

快速拉动学生进入情境。

在讲解坚持新发展理念的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

展时，可以分别播放几代人进行西部大开发而取得辉煌成果

的视频、构建一带一路之后民族地区发展变化的前后对比图

片、以及精准扶贫之后民族地区人们的幸福生活的纪录片，

通过共同繁荣发展、相互依存的民族经济情境的创设，引导

学生在情境的感悟中铸牢意识。在讲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时，可以给同学们讲一讲各民族共同努力发展、

一齐促进中国梦实现的先进人物的感人故事，在有着共同精

神追求、为美好生活拼搏奋斗的民族文化氛围中，铸牢学生

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开展议题式教学，激发主动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引领学生在讨论中比较鉴

别、在价值冲突中深化理解。开展议题式教学，有利于挖掘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通过议题，引导学生思考问题、

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可以使得知识的学习与意行的启发二

者统一。高中思想政治课可以引导、组织学生对议题进行研

究、分析、讨论，在议题教学的过程中铸牢学生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

首先，教师要选择一个适合引导学生进行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议题，议题要具有知识性、思辨性、结构性。

其次，教师要在学生对于议题的交流辨析中加以引导，不能

放任自流，引导学生在交流中形成共识、铸牢情感。最后，

教师要在议题讨论后进行总结提高，画龙点睛，引领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

在讲解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时，让学生围绕课本中探究

与分享的各民族代表步入人民大会堂的图片，探讨议题“新

社会人民是如何当家做主的？为什么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人

大代表？”。在讲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时，结合课本中探究与

分享的材料，探讨议题“什么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谈谈

你对多元一体的理解？”。在对政治上团结统一的民族制度议

题的探讨中铸牢意识。

（三）开展生活化教学，锻造情感链

铸牢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紧紧依靠学生的生活实

际，锻造情感链。教学只有紧密联系学生生活实际，才会引

起学生关注、激发学生反思、促使学生认同。

首先，开展生活化教学，教学材料的选取要紧紧依靠本

地经济文化的资源。学生对于本地的民族经济文化有着深切

的了解和感悟，利于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基础上，引导学

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次，开展生活化教学要带领

学生走出教室，进入社会实践大课堂。生活化的教学，仅仅

局限于教室是不够的，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如民族博物馆

等。最后，要对学生的实践行为进行规范。要求学生在实际

生活中践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者的同时，更要做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

在讲解伟大的改革开放时，就可以充分利用本土资源，

联系学生生活实际。可以请班级少数民族的同学分别来讲讲

感知到的身边经济的发展进步，教师也可以谈谈本省民族地

区因为一带一路建设而发生的改变，在共同协调发展的民族

经济中，铸牢意识。在讲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时，以四川省

为例，可以讲解分析藏族、羌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特色民

族文化，分析得出多样的民族文化共同构筑了中华文化。教

师也可以带领学生参观当地的民族博物馆，在多元一体中华

文化的切实感悟中，铸牢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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