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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思政实践课路径

探析——以 XX 学校为例
吕迎弟

新疆理工学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843100；

摘要：新形势下，在南疆高校思政课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加强南疆与其他地区的交流，促进人才、

技术、资金等要素的流动，推动南疆地区融入国家发展的大格局，实现共同发展。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引领

下，促进南疆特色文化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增进不同民族同学之间的交往

交流交融，增强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民族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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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不断发展，

大国之间的博弈日益激烈。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各种手段

对中国施压，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同时，地区冲突和局

部战争不断，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

安全威胁日益严峻等等。而新疆作为祖国的西部门户，

同样面临三股势力的不断渗透，是反恐维稳的主要阵地

之一。因此在新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提高

中华民族凝聚力，激发中华民族发展的内生动力，增强

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减少民族矛盾和冲突，

为新疆的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增进各民族之

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和信任，形成各民族亲如一家的良

好局面，共同建设美丽新疆。对于南疆地区而言，大学

生将成为未来推动南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

的主力军，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因此南疆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刻不容缓。

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

“中华民族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代中国反

抗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

则是在中国悠久历史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通过考古

学相关资料表明，早在公元前六千年前，中华大地上已

经有不同的区域文化，这也是今天我们多元文化起源的

起点。在历史长河中，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地域、文化和

生活方式的差异，汉族是属于多元文化的凝聚核心，各

民族之间始终保持着经济交流、文化融合和政治互动，

各民族在漫长的交流融合中逐渐形成了紧密的联系。

早在先秦时期，华夏族与周边的夷、狄、蛮、戎等

民族就有了经济文化交流。秦统一六国，建立了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汉朝时期，通

过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和与西域的交流，民族融合进一步

加深。秦汉时期对边疆地区的开拓与治理，促进了中原

与周边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唐朝时期，政治开明、经济

繁荣，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形成了“胡汉一家”

的局面。元朝的大一统，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

明清时期，中央政权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不断加强，

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广泛。

近代以来，在面对列强侵略和民族危急的时刻，各

民族同仇敌忾、共御外侮。在抗日战争中，中华儿女不

分民族、不分地域，齐心抗战，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

力。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制定

并实施了一系列民族政策，确立了平等、团结、互助、

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综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指以中国为主要区域，形

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联系、稳定经济活动特征和

心理素质的民族综合体。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

各民族相互依存、交流融合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

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

体”，这个统一体就是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新时期，不断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只有各民族紧密团结，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强大的合力，才能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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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共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

大梦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促进各民族

共同繁荣发展，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有利于构建

和谐社会，增进民族之间的理解、尊重和包容，减少矛

盾和冲突，营造一个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环

境。而高校作为新时代育人的重要场所，青年人作为未

来发展的主力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迫在眉睫，

探究高校思政课育人成效及实践课路径分析具有重大

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效分析——以XX

学校为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

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

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萌生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生产生活中，在抵御外

侮、共同御敌的过程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激发了中华民族奋斗不息

的内生动力。在传统的社会生活中，中华文化在待人接

物、睦邻友好、扶贫济困等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

下大同”的伦理观念影响至深。“判定一个民族是否是

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标志，不是种族，不是血缘，不

是地缘，而是中华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

于加强各民族的文化认同，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

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

尽汉歌”无不体现着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也是各民

族文化和中华文化之间关系的具体呈现。“各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

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所以传

承中华优秀文化，有助于发掘各民族共有的价值观念。

因此，笔者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对 XX 学校的在校生

做了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育人成效的抽样调

查。

本次问卷旨在深入了解受访者对民族团结和国家

统一的认知和态度，有效问卷 549 份。其中男性占比

50.46%，女性占比 49.54%，说明整体受众避免了性别偏

倚的问题。参与者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15~20 岁之间

（75.23%）（问卷对象为在读本科生，此年龄分布属于

正常现象）。

结果显示，关于“对国家统一的认同”大多数受访

者（67.94%）认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各族人民

的最高利益；涉及“ 历史与文化认同”话题时，98.36%

受访者认为中华文化包含 56 个民族的文化，各民族文

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文化传承与节日

认同”话题，97.09%受访者认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非常重要，86.16%的人表示喜欢参与传统节日活动，但

“对选项中的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在一年中出现的先后

时间进行排序”时，接近 30%的受访者不能正确排序（如

图 1所示，75.09%的受访者将春节排第一，以此类推），

说明受访者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不够。

图 1 图 2

关于“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理解，91.99%受

访者普遍认同民族团结与和谐的理念，92.71%受访者能

及时上报影响民族团结的行为，91.44%的人愿意维护国

家利益，反映出受访者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认同

感。79.6%的受访者支持不同民族之间的恋爱和婚姻，

88.52%的人愿意与不同民族的同学合作，表明对民族融

合的开放态度。而影响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因素主要集

中在语言、生活习惯和民俗文化三个方面如图 2（让受

访者按照重视程度选择，分值越高表明越重视），说明

语言、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背景在民族交往中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综上，调查结果表明，受访者对民族团结的重要性

有较高的认同，愿意参与促进民族交流的活动中去，愿

意主动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团结。但是部分受访者对不

同民族之间文化习俗的了解甚少，主要影响因素是语言

沟通不便、生活习俗差异，还暴露了部分受访者对中华

传统文化的狭隘理解，对传统节日的淡漠，对中华民族

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理解不够，对国家安全的认知和

参与度不够，这也是 XX 高校思政课建设中需要解决的

重点问题。

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思政实践

课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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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期的调研分析，提升高校思政课的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育人成效，除了抓好课堂理论授课之外，

更要积极打好思政实践课育人的配合，让学生能够将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将课堂与生活相联系，走出教室，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所以对

XX高校思政实践课的开展方式作出如下设想：在前期授

课过程中，调查同学们的兴趣点，投其所好，根据学生

的兴趣爱好划分为不同的思政课兴趣小组，不同兴趣小

组可以参与多个活动项目，获得相应积分或活动参与凭

证，并在期末结课时对各个小组进行综合评价，依次奖

励。具体开展方式如下：

前期通过开展座谈会、问卷调查等方式调查学生兴

趣，了解对不同活动的认知和兴趣程度，以便有针对性

地进行推广和教育。

3.1 中期可供选择的活动方式有

1 历史知识入人心。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媒体、社交平台开展历史教育，开展历史知识讲座、

竞赛，加强对中国历史特别是新疆地区历史的教育与宣

传，提高学生对历史事件的认知，激发对历史的兴趣，

潜移默化的加深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解。

2红色基地直通车。发挥当地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

影响，协调当地的文旅部门，开发学校与红色文化基地

的旅游直通车，协调在校大学生参观的特价门票，如以

某某文化基地直通车的方式，促进学生积极利用课余时

间走出校园，在实地参观的过程中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认同感。

3文化传播促了解。鼓励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活

动，如民俗节庆、文化展览等，以增进对彼此文化的理

解和尊重。针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宣传可以依靠传统节日，

增加社区活动与家庭聚会，强化节日的家庭和社会功能，

如春节前夕写春联、端午节前包粽子等，或者开展传统

文化讲座、工作坊或社区活动，提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理解和参与度，同时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和在线平台，

吸引青年学生参与文化传播，增强他们的参与感和归属

感。

4服务社会促团结。学校同当地社区做好对接，定

期开展民族团结和文化交流活动，增强不同民族之间的

理解和认同感。积极组织大学生志愿服务，开展敬老爱

幼活动，利用课余时间帮助社区工作者做好科普、普法、

安全等主题活动，鼓励不同民族的学生开展更多的互动

和合作，增进民族交流，促进相互适应和融合。

贯穿在上述活动过程中的激励机制：每次活动匹配

相应的活动积分，多次参与可以累计积分，期末结课时

统计积分，针对不同积分范围的同学划阶段给予奖励。

奖励方式可以有参与证书、活动奖品，积分领先的同学

有机会登上学校媒体平台，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

活动的学期达人。

上述思政实践课开展主要通过前期调研，中期多种

活动方式相配合，期末按分评奖。有助于增加同学们自

主参与的动力，提升活动参与率。通过不断走进基层，

融进不同民族生活，增强他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感，提升高校思政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育人成

效，增进不同民族同学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培养具有

强烈爱国心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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