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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现状及
引导路径研究

万志华①

云南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4

摘      要  ：	 	实现“五个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旨归。调研数据显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

与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的确立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因此，应把握此三个方面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五个认

同”进行引导和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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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ive	 identities"	 is	an	 important	purpose	of	 forg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survey	data	show	 tha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tors	such	as	

school	education,	family	education	and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ve	identities"	

of	 ethnic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so	 it	 is	 necessary	 to	 grasp	 these	 three	aspects	 to	 guide	and	

strengthen	the	"five	identities"	of	ethnic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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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卷统计和分析

（一）问卷发放情况

“五个认同”即包括对伟大祖国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

文化认同、中国共产党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为了了解

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五个认同”的认识情况，特设计本次调查问

卷。调查问卷以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情况为内容，共

发放600份，回收600份，均为有效问卷。问卷中男生填写199

份，占比33.2%，女生填写401份，占比66.8%。调查对象所属民

族涉及哈尼族、佤族、彝族、傈僳族等，其中哈尼族学生占比最

高。政治面貌包括共青团员351人，占比58.5%，群众246人占比

41%。学生干部占比29%。

（二）问卷分析情况

本次问卷共设计问题22道，主要围绕“五个认同”的具体

内容展开。对于“五个认同”的内容，有超过70% 的学生存在误

解，即对“五个认同”的具体内容存在混淆。在对中国共产党的

认同方面，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对中国共

产党的发展历史比较了解，但仍有近40% 的学生了解的不多，甚

至有1% 的学生不了解。调查问卷中，有80% 以上的学生有意向

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仍有4% 的学生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

望，95% 以上的学生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道

路的观点，而仍有3.7% 的学生表示不关心。在对伟大祖国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认同方面，大部分学生认为作为大学生有必要了解

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而有0.3% 的学生认为没有必要，有2%

2015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必须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

结，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习近平：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

建藏 . 北京：新华网2015.08.25] ①

“五个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特别是少数民族大学生，由于受

教育情况不同，其价值观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只有加强 “五个认同”教育，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才能使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根植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中，使少数民族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担当起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少数民族大学生生活

背景不同，部分学生对党的创新理论、国家方针和政策存在着模糊认识，部分学生存在理想信念弱化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就目前少数

民族大学生对“五个认同”的情况进行深入调研，分析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的因素，从而探索出提升少数民族大学生“五

个认同”的路径，进一步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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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对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形式不了解。对中华民

族认同方面，近90% 的学生对于民族政策仅是了解一些或基本了

解，有0.7% 的学生完全不了解，有0.3% 的学生认为当前民族关

系存在一定的问题。对中华文化认同方面，有86.3% 的学生表示

喜欢中国传统节日，80% 以上的学生对传统文化很感兴趣，95%

以上的学生认为高校有必要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不到

1% 的学生表示不感兴趣。在大学生对传统文化认同感降低的最主

要的原因方面，受调研学生认为首先是传统文化氛围营造不够，

其次是多元文化的冲击，两项占比均超过80%，此外，个人文化

素养的缺失、家庭环境影响等因素均有一定占比。同时，调查问

卷显示，学生家长的文化水平也影响着学生对“五个认同”的理

解，且少数民族大学生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小学及以下

占比分别为29.2% 和44%，初中学历占比分别为41.7% 和35.3%，

高中及中专学历占比分别为20.2% 和14.2%，而大学及以上学历占

比均不足10%。

从调查问卷中可以看出，学生了解“五个认同”的途径包括

媒体、资讯、教育和社会等，90% 以上的学生是通过学校教育了

解到“五个认同”的具体内容，官方媒体和传媒咨询所占比例位

列第二位，家庭教育占比也接近40%，充分说明近年来学校教育

以及官方媒体在增强“五个认同”方面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但是，仍有近3% 的少数民族学生很少接触到相关信息 [1]。

二、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的因素

调查数据显示，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的确立受到包

括学校、家庭、社会环境和媒体宣传等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影响。

（一）学校教育因素

通过问卷调查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大学生有着强烈的爱国意

识和爱国热情，能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

历史有所了解，大部分学生都有积极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迫切愿

望，这其中，学校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学校作为立德树人的主

阵地，担负着落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对推动社会

进步和个人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成长

和价值观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学校教育对少数民族大

学生“五个认同”的影响最大。特别是少数民族大学生，来自于

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他们的民族文化背景和学习、生活习惯有

所不同，有些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缺少学校关于

“五个认同”相关知识的教育，同时也缺少民族文化交流平台。所

以，学校教育是影响“五个认同”的首要因素 [2]。

（二）家庭教育因素

家庭教育是少数民族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环境基础，与学校教

育协同推进学生发展，家庭文化环境直接影响着少数民族大学生

“五个认同”的确立。父母的学历水平、言行举止以及家庭文化氛

围都会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价值观和认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通过问卷调查可以看出，父母的学历越高、认知水平越高，少数

民族大学生受到的家庭氛围的影响越多，对于事情会有更加客观

理性地分析，视野也更为开阔，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下，父母作为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第一任老师，对于学生价值观的确立、“五个认

同”的确立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社会环境因素

数据显示，少数民族大学生比较关注的问题排在前三位的主

要是社会民生、国际国内形势以及经济发展和教育问题。可见，

社会环境因素影响着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认知水平和“五个认同”

的确立。社会环境涵盖了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以

及宗教信仰的影响等 [3]。

在政治环境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多元文化的冲击，同时

当今世界民族分裂、极端暴力恐怖势力凸现，一些反动势力采取

隐蔽的方式借机渗透、侵蚀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一些意志不

坚定、辨别能力弱的大学生就会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甚至对外

来思想全盘接受，一些不良意识形态的渗透更容易消解少数民族

大学生对于“五个认同”的确立。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而言，刚

离开高中的紧张学习环境，对于国家、民族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了解得不多，认识比较浅显，他们就容易受到外部社会环境的影

响，从而被动接受一些负面信息和社会不良风气，导致“五个认

同”程度降低。

在经济环境方面，社会经济发展推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

同时，也容易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形成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倾向，受

到社会上贫富差距、“金钱至上”观念的影响，功利心较重。特别

是一些生活在偏远、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容易受到城市与

家乡生活方式对比的影响，进而产生自卑心理和消极情绪。

在社会文化环境方面，新媒体的影响愈加显现。在当今数字

化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大学生通过新媒体、网络途径获取信息

更加迅速和便捷。但是新媒体的内容混杂、形式多样，也会助推

不良的思想、文化倾向和网络语言对大学生价值观的确立产生 

影响 [4]。

三、提升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的路径研究

（一）加强学校教育，提升“五个认同”认识

通过调查问卷的分析可以看出，学校教育对少数民族大学生

“五个认同”的形成和强化起着关键的作用。学校教育要把“为谁

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作为根本问题，增强少数民

族大学生的“五个认同”[5]。

1. 加强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

历史文化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各民族共

同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才能有效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

想的渗透颠覆，才能不断实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根本利益。”①首先，加强对少数

民族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就是要使大学生坚定“四个自信”，

自觉增强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自身的发展与祖国的前途命

① 习近平：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 北京 : 新华网2021.08.28

② 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 新华社：

2024.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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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弘扬中国精神和时代精神，努力成为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青年。其次，加强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爱国主

义教育就是要通过思政课程、民族团结课程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教育等课程内容，培养学生对祖国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最后，在开展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对同时，也要不断

加强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历史文化教育，就是要使少数民族大学

生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五史”，使学生能深刻理解和感悟

自己民族的文化底蕴、传统习俗等，萌生出对传统文化、民族文

化的保护意识，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 [6]。

2. 加强课堂教育，特别是充分发挥思政课的主阵地作用，发

挥课堂教学的引领作用，实现教书与育人的融合，教师与学生的

融合，学生与社会的融合。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来说，通过课堂

教学获得“五个认同”的概念、从而加深对“五个认同”的理解

是最为直接的。作为教师，要充分挖掘育人资源，把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融入到教学中，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理解和认知。在

育人方式上，创新教学方法，突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模式，使

少数民族大学生能将“五个认同”入脑入心，提升育人实效。加

强教师队伍建设，围绕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特点，开展民族文化教

育、思想品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依托各类活动进

行“五个认同”教育，充分调动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积极主动性，

强化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 开展包括学业指导、心理咨

询和就业辅导等相关的辅导内容，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自我发展

提供良好的基础 [7]。 

3. 开设传统文化课程或开展相关活动，使理论和实践结合

起来，加强“五个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深刻理解把握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

础。”②要引导学生充分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要

引导和鼓励少数民族大学生积极参与校园活动或文化社团，通过

实践活动，鼓励学生在各民族的交流互鉴中坚定文化自信。增强

“五个认同”，提升自信，增强爱国情感，构筑精神家园 [8]。

4. 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语言是人

们交流思想的主要工具，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语言文字的运用能

力不强、普通话水平有待提高，这就为少数民族大学生之间的沟

通和交流、对于国家方针政策的把握设置了障碍，不利于“五个

认同”的把握。为此，可根据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实

际和语言文字运用水平，开设少数民族文化、语言类相关课程，

或开展针对语言文字能力提升的相关活动，提升其语言文字的运

用水平，增强其运用语言文字的交流能力。同时，搭建少数民族

大学生的沟通互动平台，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理解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的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加强家庭教育，提升育人合力

家庭是少数民族大学生成长的基础，家庭教育对少数民族大

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和建立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五个

认同”的教育中，家校要形成合力，共同营造出良好的育人环

境。首先，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的提升与家庭成员的学

历和受到的教育水平有关联，家庭成员的文化水平偏低将直接影

响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的理解，所以，家庭成员在家庭

氛围中要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树立榜样，要注重不断提升自己的文

化水平，不断提升自己对时事政治的把握，树立正确的思想观

念，传播正确的、正能量的价值理念；其次，提升家庭成员的沟

通和互动频率，促进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尊重和信任，使得家庭的

凝聚力增强。而和谐的家庭环境，又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的提

升提供了环境基础 [9]。

（三）注重文化建设，营造传统文化氛围

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价值观的确立有

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传统文化氛围的营造对于增强少数民族大学

生“五个认同”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主要活动

均是在校园内展开，将“五个认同”融入到校园文化氛围中，就

是要营造一个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通过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活

动、民族文化交流活动来营造传统文化氛围，激发学生对传统文

化的兴趣，如利用广播、校园宣传栏、公共讲座等形式进行宣传

教育，通过风采大赛，民族交流活动等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

“五个认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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