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9 | 075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的困境与挑战
吴冬丽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湖北 武汉  430223

摘      要  ：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举措，通过分析这一教育融入的重要

价值，深入探讨当前存在的教育体系不完善、教学资源缺乏与师资力量不足等现实困境，提出构建系统化教育体系、

创新教学方法与完善保障机制等针对性建议，对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好地融入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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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to the primary education courses 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is the key to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ducation into the important value, probes into the current education system, lack of teaching 

resources and teachers insufficient reality, put forward the build a systematic education system,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and improve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of targete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better into education courses 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cultivate the national revival of new er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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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将其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新时代加强与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重要举措，随着这一教育融入工作的不断推进，其重要价值日益凸显，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困境。深入分析融入过程中的价值意

蕴，系统梳理现实困境，探索有效对策，对于更好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思政课一体化的价值

意蕴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具有深

远的价值与重要意义，这种融入既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

任务，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通过分析其在维护国家统

一、培育民族认同、促进民族交融与推动民族复兴等方面的价

值，可深入理解这一教育融入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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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融入大

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对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

思想引领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的主线，而大中小学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通过一体

化建设将这一思想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有助于引导各族学生深

刻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脉络，充分认识到维护祖国

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与基础 [1]。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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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一体化建设通过在不同学段设置系统完整的教学内容，使学生

从小学阶段就开始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

体，到中学阶段逐步加深对民族团结重要性的认识，直至大学阶

段形成成熟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培育民族认同感的重要途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为

培育各族师生的民族认同感提供了重要途径与有效平台，在小学

阶段，思政课通过讲述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激发学生

对中华文化的情感认同；在中学阶段，思政课深入阐释各民族在

历史进程中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增强学生对

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理性认知；在大学阶段，思政课系统讲授马

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党的民族理论创新成果，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与历史观。通过不同学段的层层递进

与有机衔接，使各族学生在知识积累、情感认同与理性认知等方

面得到全面提升，逐步形成对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感与自豪感。

（三）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有效载体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

载体，在促进各民族师生交往交流交融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思政课教学过程中设置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专题与实践活动，为

各民族学生提供了面对面交流的平台，有利于增进相互了解与

理解 [2]。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通过设计丰富多样的教学活

动，如组织学生参观民族博物馆、开展民族文化节与举办民族团

结主题班会等，使各族学生在互动交流中增进了解，在共同活动

中加深情谊，在文化互鉴中增进认同，进而形成各民族同心同

德与和衷共济的良好氛围，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向更深层次

发展。

（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与必然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

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景与历史

使命，而大中小学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的主阵地，承担着培养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与接班人的重任。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通过建立上下贯通的教育体系，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

题，在不同学段设置系统性的教学内容：小学阶段通过讲述中华

民族发展史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中学阶段通过分析中华民族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增强学生的责任意识，大学阶段通过深入阐释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部署激发学生的使命担当，这种螺

旋上升与层层递进的教育模式，使各族学生在思想认知与实践能

力等方面得到全面提升，进而自觉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历史重任。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思政课一体化的发展

瓶颈

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过程中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从教育内容、教学资源与实践探索到

协同机制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短板与不足，这些发展瓶颈制约着

教育融入的深度与效果，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

突破。

（一）教育内容衔接断层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

育内容存在明显的衔接断层现象，相关教学内容在不同学段之间

缺乏有效的承接与递进，教材编写与课程设置未能形成科学的梯

度，导致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出现跳跃式发展甚至

断裂 [3]。具体表现为：小学阶段偏重于情感培养与常识教育，中

学阶段过于强调知识传授而忽视理性思维培养，大学阶段理论阐

释过重而实践引导不足。各学段教育内容之间既有重复建设的问

题，又存在严重的知识断层，如中学阶段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的内容与大学阶段的相关内容高度重叠，而对民族政策的历史演

进及其理论逻辑的阐释则相对薄弱，这种教育内容的不连贯性严

重影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整体效果。

（二）教学资源整合受限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面临教学资源整

合困难的瓶颈，大学作为教育资源的重要储备库，拥有丰富的理

论研究成果、教学案例与实践经验，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资源共享

机制，这些优质资源难以向中小学进行有效输出 [4]。各地教育部

门对民族团结教育基地、民族博物馆与文化长廊等实践资源的开

发利用程度不足，未能充分发挥校园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教育中的育人功能。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让学校的每一面墙

都开口说话”，然而当前学校在文化墙建设与维护方面投入不足，

缺乏长效的资源开发与更新机制，致使许多优质的教育资源难以

转化为有效的教学内容，直接影响了思政课教学的生动性与实

效性。

（三）实践探索深度不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在实践层面探索

深度明显不足，现有的教育实践活动大多停留在形式化与表层化

阶段，缺乏深入的理论指导与系统的实践设计，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过分依赖传统的课堂讲授模式，对案例教学、情境教学与体验

式教学等创新方法的运用不够充分，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

参与热情。大中小学之间缺乏有效的实践经验交流机制，教师之

间的教学研讨与互动不足，导致许多好的教学经验与创新做法难

以得到推广与应用，实践探索的局限性直接制约了教学效果的提

升，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难以真正触及学生的思想深

处，影响了教育目标的实现。

（四）协同机制尚未成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协同机制建设

尚未成熟，存在明显的体制机制障碍，大中小学教师之间的交流

合作机会有限，学段间的教学衔接机制尚未建立 [5]。教育教学工

作缺乏统筹规划与整体设计，保障机制建设的关键在于对不同主

体的整体性与交叉性以及统合性的系统设计与落地实施，但当前

的教育管理体制难以满足一体化建设的需要，教师考核评价机制

单一，难以调动教师参与一体化建设的积极性。教学质量保障体

系不够健全，缺乏科学的评估标准与激励措施，学校、家庭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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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之间的育人合力未能充分发挥，多位一体的教育平台尚未形

成，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整体成效。[6]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思政课一体化的突破

向度

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的诸多瓶

颈，需要从多个维度寻求突破，通过构建系统化的教育体系，创

新教学方法手段，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完善保障激励机制等举

措，为教育融入的深入推进提供有力支撑，切实提升教育实效。

（一）构建系统化教育体系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系统化体系需要从顶层设计

着手，统筹规划各学段的教育目标与内容体系，教育部门应组织

相关领域专家与一线教师共同编制分学段的教学指南，明确各学

段的具体教学内容与考核标准：小学阶段重点设置”认识中华民

族大家庭””我们的民族文化”等专题，通过讲故事与看动画等

方式激发学生的情感认同；初中阶段开设”中华民族的历史进

程””民族团结的重要性”等主题，引导学生理解民族团结的历

史必然性；高中阶段深入讲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政策

解读”等内容，培养学生的政治素养；大学阶段系统阐述马克思

主义民族理论与党的民族理论创新成果，着重培养学生的理论思

维与实践能力，各学段教育内容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衔接，形成螺

旋上升的知识结构体系。[7]

（二）创新教学方法手段

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教学方法需要充分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与多样化教学手段，各级学校应建立民族文化数字资

源库，开发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等数字化教学资

源，让学生通过沉浸式体验加深对各民族文化的理解。教师可采

用项目式学习方法，组织学生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寻找身

边的民族文化”等主题项目，通过实地调研、资料收集与成果展

示等环节，使学习过程更加生动有趣。在课堂教学中，运用案例

教学、情境教学与体验式教学等方法，设计民族团结故事分享

会、民族文化展示会与民族美食节等互动性强的教学活动，让学

生在参与中增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8]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需要建立健全教师培养培训体系，提升教

师的专业素养与教学能力，各地教育部门应定期组织思政课教师

开展专题培训，邀请民族理论研究专家进行专题讲座，帮助教师

掌握最新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加强教师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状况与民族政策落实情况的了解，深化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重要性的认识。建立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交流互动机制，定

期举办教学研讨会、观摩课与集体备课等活动，促进教师之间经

验分享与教学创新，设立教师工作室，选拔优秀教师担任工作室

主持人，通过”导师带徒”等方式培养青年教师。组织教师赴民

族地区开展实地考察与研学活动，深入了解各民族文化特色与发

展现状，提升教师的实践指导能力。

（四）完善保障激励机制

完善保障激励机制需要从制度层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

育提供有力支撑，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建立专项经费保障制度，

为教育资源开发、教师培训与实践活动等提供经费支持，加大对

民族地区学校与薄弱学校的支持力度，确保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与

教育质量全面提升。制定科学的考核评价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教育纳入学校办学质量评估体系，作为教师考核与职称晋

升的重要指标，建立教学成果奖励制度，对在教育教学中取得显

著成效的学校与教师给予表彰奖励。构建学校、家庭与社会三位

一体的协同育人机制，设立家长委员会与社会监督委员会，定期

开展家校共育活动，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形成全社会共同参

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良好氛围。

四、结语

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关

系着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新时代思政教育发展，这一融入工作

虽面临诸多现实困境，但通过构建科学完善的教育体系，创新教

学方法，提升教师素质，完善保障机制等举措，定能实现教育融

入的深度推进。在新时代背景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将

持续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广度与深度，引导各族学生

从情感认同到理性认知，从知识积累到实践创新，切实增强对伟

大祖国、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认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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