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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院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重要主体，民族院校思政课在开展民族团结教

育、培养民族院校大学生“五个认同”、宣传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背景下，民族院校思政课建设面临课程建设目标尚未完全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课程设计尚未形成

系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授课对象具有民族文化多样性特点、授课环境受到网络民族主义思潮

冲击等问题。结合我国民族院校思政课程建设的实际，提出在课程建设目标方面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在课程内容设计方面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在授课方式方面坚持思政课授课方式的守

正创新，在授课教师方面将民族院校的实际情况融入“八个统一”的具体要求，积极营造良好的授课环境，充

分发挥思政课育人功能，更好地铸牢民族院校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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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现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理念，中国共产党关于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表达有其逐步发展变化

的过程。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积极培

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 年党的十九大进

一步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将其写

入党章。2018 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

中增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容，“中华民

族”一词首次写入宪法。2019 年，《关于全面深入

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意见》出台。此后，全国各省区纷纷

出台各自的《实施意见》。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我国

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提出。
2020 年 3 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宣传部、教育

部、国家民委联合发文，公布了中央民族大学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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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入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研究基地”。民族院校作为为民族发展和民族

问题解决培养人才的摇篮，是我国民族教育的重

要阵地。铸牢各族师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民族院校的神圣使命和责任担当。
与此同时，学术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了

多维讨论和解读，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当前

学界主要从民族团结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

育的重要性以及相应对策建议等方面对民族院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了研究。如来仪指

出“民族高校是民族团结教育的代表性场域，民

族类 学 科 及 课 程 是 民 族 团 结 教 育 的 主 要 平

台”; ［1］冉春桃从“以教学为主线、以教师为主导、
以学生为主体、以制度为保障”四个方面探讨民

族院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路径; ［2］ 王

伟、卫俊栋从“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课程

建设、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开展系列活动、实
践活动”等方面论证民族院校应加强马克思主义

民族观教育; ［3］顾超、王学俭提出通过“明确认知

前提、打牢物质基础、凝聚价值共识、优化教育渠

道和促进实践确证五个维度进行系统建构”，培

育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4］陈达

云提出从五个方面进行民族院校思政课建设。［5］

上述研究成果对民族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从民族院校思政课程的

视角切入，突出思政课程对民族院校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不断增强民族院校思政课

的针对性方面的研究稍显不足。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

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6］ 民族院校思政

课①作为民族院校思政工作的重要渠道，在铸牢

民族院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民族院校可以充分利用这

一契机，将国家政治层面的重要举措融入课堂教

学内容，丰富充实民族院校思政课的教学内容; 引

导不同专业的学生以思政课为平台，对相关问题

进行深入思考，培养大学生积极思考的能力，培养

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与学校所在地区的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示范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有特色的基层单位建

立良性的互动机制，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实地参观

学习等社会实践活动，将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请进课堂，与学生面对面进行交流，创新高校思政

课的课程设计和授课模式。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
民族院校思政课的时代使命与建设

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 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民族

院校思政课的时代使命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7］民族院校在创

办初期以政治功能为主，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经

历转型发展。民族院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部

分，其思政课建设同样面临“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
1．思政课是民族院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的重要渠道

思政课是一种对学生思想、政治和道德产生

重要影响的课程，是一种体现社会主义大学本质

特征，涉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德育

课程，是一种国家统一制定和实施的、每一个大学

生都必修的公共基础课。［8］民族院校的大学生很

大一部分会成为我国民族地区的建设者和接班

人，如何在大学里培养学生民族团结的坚定信念，

使其成为自觉维护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接班人，

是民族院校义不容辞的责任。民族院校具有少数

民族学生众多、学生多来自民族地区、校园民族文

化和宗教文化多元等特点。这些特点凸显了民族

院校的多元文化色彩，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

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的难度。因此，民族院

校在教书育人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思政课的主渠

道作用，牢牢抓住“立德树人”这个核心点，通过

思政课教学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向学生

讲授中华民族悠久绵长的发展历史、兼收并蓄的

灿烂文化、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守望相助的民族

感情、相互依存的经济联系，使学生深刻地认识到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关乎每个中国人的命运共同

—24—

① 民族院校除了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现近代史纲要》《思想

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等与普通高校一样的思政课程之外，还增设《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



体，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各民族的最

高利益，引导各族学生学会互相包容，互相尊重与

互相关爱，促进各族学生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培养

和铸牢新时代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开

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践中，一些民族院校提出

了“民族类高校教书育人的首要目标就是上好

‘第一课’———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课，教会各民族

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筑牢团结、进步的意

识。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

突出‘民族团结进步’主题，打造具有民大特色的

思想政治课程体系”。［9］这为民族院校利用思政

课教育平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提供了重要

借鉴。
2．思政课是培养民族院校大学生“五个认同”

的重要手段

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上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关键课程……我们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教育，就是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用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7］增强

民族院校大学生的“四个自信”离不开“五个认

同”教育。“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

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

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

个认同”教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

要渠道。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来讲，“五个认同”
教育面临着协调本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
本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本民族文化与中

华民族文化等方面的问题。随着我国对外开放

程度的扩大，高校作为科学研究的主要阵地越

来越多地参与到知识生产的全球化进程之中。
与此同时，国外敌对势力进行渗透活动的目标

也盯住了高校。由于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

大多来自边疆民族地区，他们更是国际反华势

力和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重点争取的对象。根

据对民族院校的调查统计，几乎每一年都发现

有敌对势力到学校挑拨蛊惑少数民族师生的案

例。充分发挥民族院校思政课的主阵地作用，

积极占领大学生的思想教育阵地，以立德树人

为培养目标，强化大学生的“五个认同”，具有重

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

3．思政课是宣传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重要

途径

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

原理同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确立了民族平

等团结、民族区域自治等民族政策，“党的民族理

论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

的道路是正确的，我国民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我

国民族工作做的是成功的”。［10］民族院校思政课

在完成普通高校思政课任务的同时，充分发挥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宣传党和国家民族政

策和宗教政策的作用，充分利用其他思政课程对

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进行生动诠释和有

效论证，从而增强民族院校大学生对我国民族工

作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 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民族

院校思政课建设面临的挑战

高校思政课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方面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但就目前的状况来看，

一些高校思政课还存在相关部门重视程度不够、
课程理论性较强、教学理念陈旧、教学方式单一、
学生不够重视、教师职业效能感较低等问题。在

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民族院校

思政课除面临上述问题外，还面临着一些亟待解

决的特殊问题。
1．教学目标: 民族院校思政课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聚焦不足

民族高等院校是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弘扬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场所，是开展民族教育、培
育高素质民族人才的摇篮，更是增强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前沿阵地。［11］我国最早的民族院校是

诞生于 1941 年的延安民族学院( 中央民族大学前

身) 。多年来，民族院校在宣传党的民族理论政

策、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民

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高校对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视程度往往

决定着相关工作开展的力度与效度。笔者在调研

中发现，部分民族院校在思政课的建设过程中，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视不够，聚焦不足，仅

重视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民族团结教育，而忽视

了对汉族学生的民族团结教育。有些民族院校在

思政课教学过程中没有及时将我国最新的民族理

论研究成果融入课堂，还存在知识陈旧、照本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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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对学生关注的社会问题缺乏关切等现象。①

上述现象充分说明，民族院校思政课在聚焦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导向方面需要进一步

加强。
2．课程内容: 民族院校思政课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理论未成体系

系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应充分

发挥所有思政课程的作用，将所有思政课程中涉

及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串联起

来，形成完整的系统，环环紧扣，互相论证和支撑，

充分发挥每一部分内容对于整体目标的作用和支

撑，从历史、当下和未来的时间维度到哲学与现实

的逻辑维度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理论体系。目前，民族院校统一开设《民

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这一课程成为民族院

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主要渠道，在其他

思政课程中，也存在零星地涉及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内容，相关的思政课教师由于种种原因并

未将其作为授课的主线，所有思政课程中关于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各自服务于相应的课程

建设目标，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调研中我

们发现，即使是《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在

部分民族院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课程未得到应有

的重视、授课教师非民族理论专业出身、没有及时

关注最新的民族理论成果、对学生关注的民族热

点问题缺乏有效引导等问题。因此，从课程内容

设计角度讲，构建民族院校思政课完整系统的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尤为重要。
3．授课对象: 民族院校思政课面对文化背景

不同的各民族大学生群体

以中央民族大学为例，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

生 16694 人，少数民族学生比例为 48. 4%。又如

西北民族大学，全校少数民族师生占全体师生的

比例为 60%以上，其中有 30%以上的少数民族学

生来自传统上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② 民族

院校的特色之一即是多元民族文化的存在，民族

院校的大学生主要是来自于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

的优秀青年代表，这一青年群体身上保留着不同

语言文化、不同风俗习惯、不同民族性格、不同民

族心理的鲜明印记，他们来到民族院校、陌生城市

这一全新的环境，自身会面临多元文化冲击，需要

不断调适自己，适应大学生活。近些年，民族院校

大学生因其特殊身份成为国外敌对势力进行思想

渗透和拉拢的主要对象，出现一些大学生被利用

的现象。因此，面对这一突出而敏感的问题，民族

院校思政课如何充分把握各民族学生群体的鲜明

特征，发挥自身优势，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提升教

学质量，提高教学效果，将民族院校大学生培养成

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值得认真

思考和研究的重要议题。
4．教学环境: 民族院校思政课面临网络民族

主义思潮的冲击

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张力在冲击民族院校大

学生思想的同时，也对民族院校思政课提出了挑

战。如何帮助这一群体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在这一群体中进行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院校思政课

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此外，由于互联网的发展，

流行于互联网上的价值观念对大学生的影响越来

越大，互联网上的行为方式成为大学生竞相模仿

的对象。近些年来，网络上充斥着民族主义、民粹

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深刻影响着大学

生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无论是大汉族主义，还是

狭隘民族主义，都会使民族之间产生隔阂，不利于

民族院校大学生之间的民族团结。历史虚无主义

打着“重新认识历史”的旗号，否定历史，直接侵

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削弱民族院校大学

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认同，不断冲击主流

文化和传统权威，混淆民族院校大学生的价值观

念，挑战民族院校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

化认同。面对多元的现实环境和网络文化的冲

击，民族院校思政课应对大学生进行积极引导，帮

助他们建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自

觉、历史自觉、认同自觉和行动自觉。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
民族院校思政课建设的对策建议

思政课作为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

要抓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笔者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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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笔者在 2019 年 9－10 月期间对两所国家民委直属院校和两所地方民族院校进行调研，期间进行了 10 余节思政课观摩，在对课

堂授课教师进行访谈的基础上得出如上结论。
以上数据部分来自相关学校网站，部分来自调研所得。



结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对民

族院校思政课在如下方面进行建设。
( 一) 建设目标: 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目标导向

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院校思

政课建设的重要目标，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贯穿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各门课程的各个教学环

节和全部过程，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

民族院校思政课教学内容和教学评价体系，重置

思政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实施方案和教学

评价体系，使课程设计的各个环节紧扣教学目标。
( 二) 课程内容: 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理论体系

在民族院校的思政课课程体系中，《民族理

论与民族政策》课程应与其他思政课程统筹协

作、互相配合，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

论体系，共同完成培养和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目标，增强民族院校大学生对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自觉、历史自觉、认同自

觉和行动自觉。
理论自觉方面。《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

程从正面讲授我国的民族概况，介绍中国共产党

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和最新的理论

成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帮助学生

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角度理解“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让学生认识到我国民族理论是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化的结果，是对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历史自觉方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

讲清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脉络，

“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

共同创 造 了 悠 久 的 中 国 历 史、灿 烂 的 中 华 文

化”。［12］让学生认识到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

是历史的选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适合我国国

情的正确选择，增强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

史记忆。
认同自觉方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讲清楚中国共产党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各个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让学生认识到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

需要，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精神力量的需

要，让学生自觉增强“五个认同”。

行动自觉方面。《形势与政策》课程需要直

面国外敌对势力和“三股势力”针对我国民族问

题的错误言论、直面网络上存在的各种社会思潮、
直面大学生关注的涉及民族宗教因素的社会热点

问题，使学生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更为

深入的理解，从而使其对国家认同更为强烈。
而《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则需要

讲清楚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促进民族团结的必

要性，提高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和法律意识，培养其

尊重不同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

仰、文化特色的宽容心态，从而增进各民族大学生

的交往交流交融。
( 三) 授课方式: 坚持思政课授课方式的守正

创新

地方民族院校在设计思政课教学体系时，在

强调其理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同时，应突出民

族院校所在地方的特殊性，有意识地将当地的民

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发展、经验做法融入思政

课的教学体系之中，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

了解研究当地的民族问题，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
例如，2019 年 7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

调研时指出:“践行守望相助理念，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13］在思政课建设过程中应融入守

望相助的理念。在授课方式方面，应在发挥传统

讲授法优势的同时，创新授课方式，综合采取案例

分析法、小组讨论法、参观观摩法等授课方式，充

分利用互联网、多媒体等网络技术，使得传统理论

不再枯燥，增加课程的趣味性和互动性。积极开

展实践教学活动，带领学生观摩民族团结创建示

范区，参观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单位，将民族团结进

步先进个人请入课堂，与学生面对面交流，增加学

生对民族团结创建工作的感知度。鼓励学生积极

参加大学生创新项目和社会调查活动，到民族地

区进行深入的调查，关注民族地区的民生问题。
( 四) 授课教师: 将民族院校的实际情况融入

“八个统一”的具体要求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

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14］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政课，需要与时俱进，向改革

创新要动力。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价值

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理论

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主导

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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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15］针对民族院校学生

的特殊性，思政课教师要将民族院校的实际情况

融入“八个统一”的具体要求。在民族问题方面

坚定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立场，及时了解

学生的思想动态，积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

观、民族观和宗教观。同时，掌握系统完备的民族

知识和民族理论，了解党和国家的民族理论和民

族政策的最新研究成果，清楚民族教育的发展规

律，掌握学生的民族构成和语言文化特点。
此外，民族院校思政课教师应具备亲和力，

力争做学生的知心人和良师益友，关注学生的

所学、所思、所想，用人格魅力打动学生。同时，

教师要认真备课授课，充分利用语音、语调、表

情和肢体语言等表达方式，增加课程的感染力，

实现与学生的共情，使思政课能够成为好听的

“中国故事”。最后，民族院校思政课教师还应

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能够掌握最新的多媒体

教学技术和网络技术，课堂上充分利用新技术

辅助教学，在课堂外能够借助网络和社交媒体

与学生互动交流，延伸思政教学阵地，在网络环

境中发挥教师的引领作用。
( 五) 教学环境: 加强网络监管，积极营造良

好的教书育人环境

思政课教学的高质量建设需要社会、网络、民
族院校多维发力，共同营造良好的授课环境。社

会方面应加大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

力度，积极传播民族团结的正能量，形成各民族共

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良好氛围。网络文

化建设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

向，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网络监管，控

制不良思想的传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民族院校应科学评估学校以及所在地区的实际情

况，全面系统地掌握自身在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方面存在的短板，从顶层设计层面

制定出全校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实施

方案。加强学生工作、后勤保障等部门的统筹协

作，专业课教师积极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进行“课程思政”建设，学生工作部门配合第一

课堂有针对性地开展主题鲜明的学生活动，后勤

保障部门通过实际行动为全校的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工作提供保障。通过整合校内外资源，

综合发挥显性教育资源和隐性教育资源的作用，

在全校范围内营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习和

研究热潮，促进不同民族师生交往交流交融，形成

团结和谐的校园氛围，使思政课教学不再孤掌难

鸣，为思政课教学营造良好的环境。

四、结语

“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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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6］，是习近

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民族院

校思政课肩负着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民

族院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任。不断

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加强思政课程建设的守正创

新，充分发挥立德树人的关键作用，是民族院校思

政课建设面临的光荣使命和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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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in
Ethn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tabilizing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WU Yue-gang1，ZHANG Hong2

( 1．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

2．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Hebe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Chengde，Hebei 067000)

［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we should firmly take the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s the main pathway and take the cause of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as the fundamental undertaking． Ethn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carrying out the
education of national unity，cultivating the“Five Identities”of ethnic college students and publicizing the
Party and our country’s ethnic polici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tabiliz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in ethn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facing problems including lack of systematic theory system，diversified ethnic
culture background of students and teaching environment challenged by complex environment of internet and
reality．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in ethn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this paper puts the forward following id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rriculum theory:

focusing on the goal of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to stabilize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building up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theory system in the curriculum content design;

adhering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ethods of innovation in teaching process; integrating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Eight Unifications” into practice addressing teachers; actively creating a good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so as to better stabiliz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stabiliz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ethn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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