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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ꎬ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根基ꎬ也是中华民族成员联系的精神纽带ꎮ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各民族共同奋斗的历史观、“和而不同、多元一

体”的文化观和厚德载物的价值观ꎬ这些优秀的文化资源同样是中华文化宝库中闪闪发光的瑰宝ꎮ 在民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校本课程、特色课及选修课和“课程思政”的教学中ꎬ充分挖掘和利用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资源有助于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

中华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ꎬ提升多数民族大学生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认知和体验ꎬ促进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双向认同ꎬ在
此基础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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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成果ꎬ也是马克思主义民

族理论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ꎬ关系到民族团结、
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ꎮ 党的

十八大以来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

调要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ꎻ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各民族

一律平等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１]ꎬ并着重强

调文化的纽带作用ꎮ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ꎬ民族高校大学生是未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的精英力量ꎮ 当前ꎬ有学者聚焦民族地区、民族高

校和少数民族大学生ꎬ主张通过创新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育理念和方法ꎬ构建良好的校园文化等途径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①ꎬ也有学者从文化路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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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ꎬ提出尊重差异ꎬ整合资源ꎬ在包容中凝聚力量②ꎬ
这些探索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研究ꎮ
然而ꎬ如何挖掘、整合资源ꎬ创新和完善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内容和教学体系等方面研究相对薄弱ꎮ 本

文结合多年教学实践ꎬ基于文化纽带视角ꎬ提出从

哲学观、历史观、文化观和价值观四个方面挖掘少

数民族优秀文化资源ꎬ并有机融入思想政治理论

课、校本课程、特色课及选修课和“课程思政”的教

学中ꎬ旨在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自信和对中华

民族的认同ꎬ增强多数民族大学生对少数民族优秀

文化的认同ꎬ在此基础上铸牢民族高校大学生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ꎮ

一、挖掘和利用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资源的必

要性

(一)传承少数民族文化、创新中华文化的需要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ꎬ勤劳、勇敢和智慧的各

族人民在具体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了内涵丰

富、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ꎻ通过不断的交流、碰撞、
融合ꎬ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注入新鲜活力ꎬ共同推动

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ꎮ 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和
谐共生ꎬ没有各民族群体文化的百花盛开ꎬ就没有

中华文化的繁花似锦ꎮ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是各少数民族群体赖

以生存、发展的灵魂和根基ꎬ也是中华文化保持旺

盛生命力、强大凝聚力和伟大创造力的源泉ꎮ 民族

高校大学生既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ꎬ又是中华文化

创新的担当者ꎬ充分挖掘和利用少数民族优秀文化

资源有助于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ꎬ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ꎮ
(二)增强民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需要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维护民族团结和培育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渠道ꎬ解决“培养什么人、怎么

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２]ꎮ 与普通高

校相比ꎬ民族高校大学生民族群体身份多样ꎬ多种

文化异彩纷呈ꎬ交相辉映ꎮ 一方面ꎬ浓厚的多元文

化氛围使青年大学生充分感受到中华多元文化的

魅力ꎬ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创新ꎻ另一方面ꎬ也有大

学生因对个别少数民族群体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

缺乏了解而产生偏见甚至歧视ꎬ造成交往的困难以

及误解ꎮ 民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如果仅仅立足

于一般化的理论教育ꎬ脱离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实

际ꎬ将会因缺乏针对性和认同感而导致实效性不

足ꎬ也很难通过文化纽带有效凝聚共识ꎮ 反之ꎬ如
果能针对民族高校大学生民族群体身份多样性和

文化多元性ꎬ加强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资源的挖掘

和利用ꎬ将会有助于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ꎮ
(三)铸牢民族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需要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ꎬ多元一体是基

本格局ꎮ 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ꎬ中华民族对中国现

代民族国家制度、国家认同和中国梦的实现ꎬ具有

基础性的影响[３]ꎮ 中华民族是否获得普遍的认同ꎬ
不仅要看多数民族的认同ꎬ更要看少数民族是否认

同ꎮ 正如学者纳日碧力戈所指出ꎬ“共同体意识不

能靠少数民族单向铸牢ꎬ而是要靠多数民族和少数

民族双向铸牢ꎬ不仅少数民族要认同多数民族ꎬ多
数民族更要认同少数民族ꎬ共同认同新时代中华民

族” [４]ꎮ 以往我们更多地强调少数民族群体学习多

数民族的文化ꎬ对多数民族群体学习少数民族文化

重视不够ꎻ认同是双向的ꎬ少数民族不仅要认同多

数民族ꎬ多数民族也要认同少数民族ꎬ双向认同才

能真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ꎮ 因此ꎬ充分挖掘

和利用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资源ꎬ加强包括少数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ꎬ不仅有助

于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ꎬ
多数民族群体大学生也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有了全

新的认识和体验ꎬ促进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双向认

同ꎬ进而铸牢民族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ꎮ

二、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中蕴含的丰富资源

(一)“天人合一”的哲学观

“天”和“人”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两个最基本、最
重要的概念ꎬ“天人关系”也是少数民族哲学中首先

探讨的问题ꎬ“同汉族一样ꎬ各少数民族也有反映本

民族特点的哲学思想” [５]ꎮ 在对天地起源的认识

上ꎬ侗族先民认为宇宙起源于“雾”和“风”ꎮ «起源

歌»叙述:“远古时ꎬ混混沌沌ꎬ天地不分ꎬ大雾笼罩ꎬ
世上无人ꎮ” [６]“当初风公住天上ꎬ坤岁上天请他来ꎮ
风公下地四季分ꎬ春夏秋冬巧安排ꎮ” [７] 苗族古歌:
“远古的时候ꎬ天是这个样子ꎬ混沌一团气ꎬ滚滚翻

热浪ꎮ 远古的时候ꎬ地是这个样子ꎬ模糊一团泥ꎬ摇
摆又晃荡ꎮ” [８] 布依族、彝族先民认为气是天地形成

的根源ꎬ天地是由清气与浊气相交发展变化而形

成ꎮ 此外ꎬ还有蒙古族的风、水、土“三坛说”、维吾

尔族的火、水、气、土“四素说”和纳西族的木、火、
铁、水、土“五行说”ꎮ 尽管这些观点对物质世界的

认识并不统一ꎬ但都告诉人们世界的本质是物质ꎬ
物质是由不同的元素构成ꎬ不同元素之间对立、统

８１



第 １ 期 周俊利:多元文化视角下铸牢民族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一构成了世界万物的存在、运动和发展ꎬ体现了朴

素的唯物主义思想ꎮ
在人的起源上ꎬ苗、藏、彝、纳西等民族有“猴变

人”说ꎬ如藏族流传神话传说:“世界上最早没有人

烟ꎬ当时只有一个猴子和一个魔女ꎬ他俩结亲之后ꎬ
用木犁、木头来从事生产劳动ꎬ繁衍子孙ꎬ发展起

来ꎮ” [９]羌族神话«开天辟地»中记载:“洪水潮天淹

没了大地ꎬ只有两姐弟躲在一个大葫芦瓜里幸存下

来ꎬ他俩滚石磨成亲ꎬ生下一个肉团团ꎬ把它砍成坨

坨到处乱撒ꎬ第二天就到处有了人烟ꎮ” [１０] 水族、藏
族、基诺族也有类似姐弟成亲的传说ꎮ 哈尼族«天、
地、人的传说»中有鱼生人、人兽兄弟的记载:“大鱼

从脊背里送出来的那对人ꎬ男的叫直塔ꎬ女的叫塔

婆ꎮ 从大鱼脊背里出来不久ꎬ塔婆便浑身上下怀

孕ꎬ生下二十一个娃娃ꎬ老大是虎ꎬ老二是鹰ꎬ老三

是龙ꎬ剩下的九对是人ꎮ” [１１]此外ꎬ还有卵生说、神创

说以及葫芦生人说ꎬ等等ꎮ 如侗族古歌说:“四个龟

婆在坡脚ꎬ他们各孵蛋一个ꎮ 三个寡蛋丢去了ꎬ剩
下好蛋孵出壳ꎮ 孵出一个男孩叫松恩ꎬ聪明又灵

活ꎮ 四个龟婆在寨脚ꎬ他们又孵蛋四个ꎬ三个寡蛋

丢去了ꎬ剩下好蛋孵出壳ꎮ 孵出一个姑娘叫松桑ꎬ
美丽如花朵ꎮ 就从那时起ꎬ人才世上落ꎮ” [１２]

凡此种种ꎬ无论是自然演化说ꎬ还是神创说ꎬ都
是各族先民们用日常生产、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或与

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物来说明自身起源ꎮ 尽管存

在着差异ꎬ这些神话猜想却形象地说明人是由客观

现实中的一系列自然物种演变而来ꎬ是大自然的一

部分ꎮ 人类应该敬重自然ꎬ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

由此衍生一系列“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ꎬ这
些思想对促进当前生态环境和谐、良性发展不失为

重要资源ꎮ 当然ꎬ在试图对生命的本源做出回答和

概括时ꎬ先民们有神无神不明ꎬ唯物唯心不分ꎬ其结

论不免带有幼稚、虚幻的色彩ꎬ然而ꎬ这也说明他们

的智慧和思维已经达到哲学的高度ꎮ 正如恩格斯

说:“对于我们来说ꎬ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

外部注入自然界ꎬ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

律ꎬ并从自然界加以阐发”ꎮ[１３]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

少数民族群体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文明成

果ꎬ具有稳定性ꎮ 它维系着各民族的过去、现在和

未来ꎬ也是少数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ꎬ还是各

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特有的文化因素ꎮ 通过对少

数民族哲学观的研究ꎬ我们可以从其内部把握一个

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ꎮ
(二)各民族共同奋斗的历史观

中华民族的历史由各民族共同缔造ꎮ 自古以

来ꎬ少数民族和汉族一样有反抗外来侵略、保家卫

国的优良传统ꎮ 明朝嘉靖年间ꎬ倭寇屡次侵扰东南

沿海ꎬ土家族、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士兵为

抗击倭寇做出重大贡献ꎮ １６２４ 年起ꎬ台湾高山族同

胞曾多次和汉民一道抗击荷兰殖民者ꎮ １６４３ 年ꎬ沙
俄入侵黑龙江流域ꎬ达斡尔人浴血奋战ꎮ 在近代以

来的例次反侵略战争中ꎬ各少数民族群体前赴后

继ꎬ英勇杀敌ꎬ极力捍卫祖国领土完整和中华民族

的主权独立ꎮ 在西北ꎬ英勇的维吾尔族和回族人民

共同抗击英国和沙俄对新疆的侵略ꎻ在东北ꎬ满、
蒙、汉等人民共同抗击俄国入侵ꎻ壮、彝、傣等西南

少数民族抗击法国对滇、桂的入侵在这些抵抗

外敌侵略的斗争中ꎬ许多少数民族官兵将个人生死

置之度外ꎬ以身殉国ꎮ 土家族的陈连升、蒙古族的

裕谦、回族的郑国鸿、左宝贵等ꎬ他们共同抗击了侵

略者进攻的步伐ꎮ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ꎬ全国各族人民共赴

国难ꎬ团结御侮ꎬ共同谱写了全民抗战的壮丽史诗ꎮ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ꎬ青海民众捐献 １０ 万张羊皮ꎬ并受到

政府嘉奖ꎮ[１４]西藏僧俗群众多次献金慰劳前方作战

将士、救济难胞ꎮ[１５] 在新疆“一县一机运动”中ꎬ独
山子炼油厂全体职工 ５００ 余人愿以当月薪资捐献飞

机一架ꎬ还有徐德成、马世镇等汉、回、哈、维吾尔族

职工 ３６ 人捐资超过月薪ꎮ 绥来县宣传队在西山劝

募时ꎬ哈萨克族孀妇嘉义克当场慷慨捐献重 ５０ 两的

元宝一颗[１６]ꎮ １９３８ 年ꎬ云南滇西各族人民用血肉

之躯在崇山峻岭间修筑一条抗战输血管———滇缅

公路ꎮ １９４２ 年ꎬ云南和四川各族人民用最原始的独

轮车和石碾子铺就了驼峰航线机场跑道ꎬ这是滇缅

公路被切断之后唯一的“抗战输血管”和“空中生命

线”ꎬ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输送大量的

战略物资ꎮ 可以说ꎬ一部中国近现代史ꎬ就是一部

中华各民族共同奋斗、缔造、发展、巩固统一伟大祖

国的历史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

同体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ꎬ正如当时传唱大江南北

的流亡曲中唱道:“说什么你的我的ꎬ分什么穷的富

的ꎬ敌人杀来ꎬ炮毁枪伤ꎬ到头来都是一样”国

家危亡之际ꎬ中国人民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觉醒ꎬ
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ꎮ 正确

的历史观是一个国家、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ꎬ它不仅

是对过去的认知ꎬ也直接影响对现在和未来方向的把

握ꎬ是培养和增强青年大学生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

感的重要前提ꎮ 通过各民族共同奋斗史实的讲述ꎬ有
利于澄清青年大学生思想上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ꎬ自
觉抵制狭隘的民族主义历史观和虚无主义历史观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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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ꎬ也有利于唤醒沉睡的历史记忆ꎬ在鉴往知来中ꎬ青
年大学生深刻认识到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

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ꎬ才更有前途ꎬ更有希望ꎮ
(三)“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文化观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ꎬ中华民族形成多元

一体的文化格局ꎬ各民族群体在长期生产、生活实

践中共同创造了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传统文化ꎮ
一方面ꎬ各民族独特的文化影响着民族成员的思

维、意识及价值取向ꎬ形成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ꎮ
另一方面ꎬ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ꎬ相互影响ꎬ形成

“你中有我ꎬ我中有你”的局面ꎬ进一步增强中华文

化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影响力ꎮ “民族创造出文化ꎬ
文化又融凝此民族ꎮ” [１７] 正是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

新鲜注入ꎬ推动了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ꎬ形成了

儒家思想主导下的多元文化认同ꎬ成为民族认同和

国家认同的基础ꎮ 在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时ꎬ我们不

仅要了解瑰丽璀璨的«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
词、元曲、明清小说ꎬ还可以有针对性地讲解一些广

为流传的少数民族文学史诗ꎬ藏族«格萨尔»史诗、
蒙古族«江格尔»史诗、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

斯»以及维吾尔族大型套曲«十二木卡姆»等ꎮ 历法

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ꎬ研究发现中国古代彝族

«十月太阳历»早于古巴比伦«太阳历»、古埃及«太
阳历»、墨西哥«玛雅太阳历»、印度«太阴历»和汉族

«阴阳历»ꎬ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发现使中国排名由

末位而跃居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之首ꎮ[１８] 医学上ꎬ中
医、蒙医、藏医、苗医、壮医等同样都是中华医学宝

库中的耀眼明珠通过这些文化史的讲述ꎬ少数

民族大学生由衷体会到各少数民族群体是中华民

族的一分子ꎬ同样为光辉灿烂的古代中华文明做出

贡献ꎬ民族自豪感、自信心油然而生ꎻ同时ꎬ多数民

族群体大学生也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有了全新的

认识和体验ꎬ促进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双向认同ꎮ
然而ꎬ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不是各民族群体文化

的简单相加或相减ꎬ它是各民族之间频繁接触ꎬ密
切往来ꎬ彼此渗透ꎬ融为一体的过程ꎮ 在此过程中ꎬ
各民族群体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和多样性依然存

在ꎮ 对此ꎬ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客观现实ꎬ并
加强宣传教育和正确引导ꎻ否则ꎬ就有可能变为狭

隘的民族意识ꎬ加深民族隔阂ꎬ不利于文化的交流

与融合[１９]ꎮ 例如ꎬ风俗习惯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

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生活方式ꎬ与一个民族的心理、
文化和思想感情密切相关ꎬ具有敏感性ꎮ 一个民族

往往把其他民族对待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态度看作

是对待自己的态度ꎮ 针对“十里不同风ꎬ百里不同

俗”的现实ꎬ历史上中国统治者强调“修其教不易其

俗 ꎬ齐其政不易其宜”ꎻ针对文化的多样性ꎬ费孝通

先生强调指出:“各美其美ꎬ美人之美” [２０]ꎬ即每个

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精粹ꎬ要相互尊重对方的价值

标准ꎮ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ꎬ在文化全球化、多元化

的今天ꎬ我们更应该理解、尊重各民族群体文化ꎬ并
加强相关宣传教育ꎬ使多元文化在宽松和谐的氛围

中交流、融合ꎬ优势互补ꎬ进而共同发展ꎬ推陈出新ꎮ
(四)厚德载物的价值观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形式多样ꎬ有鸿篇巨幅的文

化典籍、各具特色的风俗习惯ꎬ还有多彩多姿的传

统节日以及口口相传的民间文学ꎮ 这些文化传统

中含有丰富的思想道德教育资源ꎬ对少数民族的人

生观、价值观乃至世界观产生重要影响ꎮ 譬如:苗
族有“雄公是好汉ꎬ一声一声喊ꎻ后边顶前边ꎬ互相

推着走ꎻ爬上高山巅ꎬ回头来拉手”的古歌[２１]ꎻ壮族

有“壮家讲互助ꎬ莫顾自家忙”之说ꎬ“一家起房百家

帮”ꎬ“春耕待插秧ꎬ有牛要相帮ꎮ 挨家轮渡种ꎬ合力

度大忙ꎮ” [２２]这种勤劳互助、乐观向上的道德精神是

实现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ꎮ 瑶族有“万物中金子最

贵ꎬ为人在世ꎬ信用最贵”ꎻ布依族谚语说:“人要中

心ꎬ树要实心”ꎬ“明人不做暗事ꎬ明秤不称黑货”ꎬ这
种诚实守信和重视契约的精神是当前重建社会信

任体系的重要资源ꎮ 藏族有“多做善事获吉祥ꎬ多
做坏事遭祸殃”ꎬ“死时不分弱与豪ꎬ一切众生皆难

逃ꎬ生时不肯做善事ꎬ死后难以把罪消ꎬ该做何事细

思考”的格言[２３]ꎻ维吾尔族有“挑水要用扁担ꎬ挑名

要用德行”的谚语ꎬ其古典长诗«福乐智慧»多次强

调知识和智慧ꎬ提出“智慧是一切美德的根本” “世
人学得了知识美德ꎬ自能行为善良ꎬ品行端正” [２４]ꎬ
这种崇尚知识、弃恶扬善的美德是构建当前良好社

会公共道德的重要借鉴ꎮ 壮族有“我劝晚辈们ꎬ孝
顺老年人ꎮ 老人若生病ꎬ服侍要殷勤ꎮ 早端洗脸

水ꎬ晚端洗脚盆ꎮ 口渴帮倒茶ꎬ风冷要关门”的劝孝

歌[２５]、苗族有 “兄弟笑和家不败ꎬ妯娌笑和家不

分”ꎬ“兄弟不和金变土ꎬ家庭不和富变穷”的谚语ꎬ
这种尊重孝道、倡导家庭和睦的良好品质是加强社

会主义和谐家庭美德建设的重要保障ꎮ 挖掘少数

民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德育资源是弘扬中华民族

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ꎬ也是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客观要求ꎮ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途径

(一)切实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阵地作用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系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ꎬ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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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民族团结和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渠道ꎬ
也是加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主阵地ꎮ 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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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形势与政策 ５
门课程组成ꎮ 在教学过程中ꎬ高校尤其是民族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时ꎬ要因势利导把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资源引入课

堂ꎮ 譬如:在“马原”课程中ꎬ教师在讲授“物质世界

的客观存在”时ꎬ适当介绍少数民族思想中“天人合

一”的哲学观ꎻ在“思修”课堂上ꎬ教师在引导青年大

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时ꎬ有针对性地融

入少数民族厚德载物的价值观ꎮ 这样既有助于提

升民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ꎬ也
有助于加强青年大学生对各民族群体优秀文化的

了解和认知ꎬ增进彼此间的友好交流与和谐相处ꎮ
(二)多层次整合运用校本课程、特色课及选修课等

渠道

为了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ꎬ理解、掌握党

和政府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以及了解我国各

民族的基本概况ꎬ民族高校普遍开设«民族理论与

民族政策概论»课程ꎬ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课程弘

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ꎬ培育和铸牢大学生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ꎮ 除此之外ꎬ我们还需要利用校本课

程、特色专业课及选修课等多渠道、多层次传授少

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ꎮ 首先ꎬ校本课程是学校在实

施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的前提下ꎬ以学校为本位、由
学校自己确定的课程ꎬ是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重

要补充ꎮ 校本课程内容全面、重点突出ꎬ讲解详细ꎬ
有利于全面、系统、大面积向学生传授少数民族传

统文化知识ꎮ 其次ꎬ针对民族高校特点ꎬ开设藏族

伦理道德、彝族文献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等特色

课程ꎬ挖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ꎬ深化青年大

学生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理解和认知ꎮ 再次ꎬ开设中

国少数民族哲学、中国少数民族风俗与禁忌、民族

戏剧、少数民族音乐欣赏、民族文化研究等选修课ꎬ
拓宽学生视野ꎬ全面了解包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在

内的中华传统文化ꎬ增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ꎬ进
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ꎮ
(三)大力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

和针对性ꎬ同时指出“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
种好责任田ꎬ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

行ꎬ形成协同效应” [２６]ꎬ这一讲话为高校各类课程教

学工作指明新的方向ꎬ并首次提出高校各类课程要

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协同育人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教育

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提

出:要“大力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教学

改革ꎬ梳理各门专业课程所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

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ꎬ融入课堂教学各环

节ꎬ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

一” [２７]ꎬ该纲要明确高校要把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通过“课程思政”建设全方位地渗透到各类

课程当中ꎮ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ꎬ教育部制定通过«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２８]号召全国所有高

校、所有学科专业全面推进“课程思政”ꎬ发挥好每

门课程的育人作用ꎬ真正实现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

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ꎻ在内容上ꎬ推进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ꎬ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加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等ꎬ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

平同志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观点ꎬ也是马克

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ꎮ 在英语、
文学、音乐和美术等人文社科类课程的教学中ꎬ适
时挖掘蕴含的“课程思政”元素ꎬ将包括少数民族

优秀文化资源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有机融入课堂教学ꎬ达到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ꎮ 当然ꎬ全面推进“课程思

政”建设ꎬ还需要全国高校教师的共同努力和不懈

探索ꎮ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

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ꎬ它不仅关系到民族团结、社
会稳定和国家安全ꎬ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ꎮ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ꎬ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

的根脉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是培养和

增强文化认同ꎮ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少
数民族优秀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天人

合一”的哲学观、各民族共同奋斗的历史观、“和而

不同、多元一体”的文化观和厚德载物的价值观ꎬ这
些优秀的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各群体成员联系的

精神纽带ꎮ 民族高校大学生是未来民族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的精英力量ꎬ民族高校肩负着服务民族地

区和少数民族的特殊使命ꎬ能否培养一批坚决维护

民族团结、促进祖国统一的栋梁人才直接关系到民

族地区和国家的长远发展ꎮ 因此ꎬ在民族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校本课程、特色课及选修课和“课程思

政”的教学中ꎬ我们不仅要学习和发扬多数民族的

优秀传统文化ꎬ还要充分挖掘和利用少数民族优秀

文化资源ꎬ真正发挥文化的桥梁纽带作用ꎬ实现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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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通先生所倡导的“各美其美ꎬ美人之美ꎬ美美与

共ꎬ天下大同”ꎮ 只有这样ꎬ才能增强少数民族大学

生中华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ꎬ提升多数民族大学生

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认知和体验ꎬ促进少数民族

和多数民族双向认同ꎬ进而铸牢民族高校大学生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ꎮ

注释:
①　 相关研究有:蒋文静、祖力亚提司马义:«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层次及实践路径»ꎬ«民族教育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ꎻ陈锦均:«民族高等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时代使命»ꎬ«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１９ 年第 ２０ 期ꎻ包银山、王
奇昌:«民族地区高校推进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探析»ꎬ«民族教育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ꎻ张立辉、许华锋:
«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探析»ꎬ«西南民族大学学报»ꎬ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ꎬ等等ꎮ

②　 相关研究有:宫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ꎬ«中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ꎻ孟凡东、王占斌:«新时

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建设路径探析»ꎬ«江苏大学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ꎻ马英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为民族团结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ꎬ«云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ꎻ孙秀玲:«正确认识“多元一体”是培养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ꎬ«红旗文稿»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０ 期ꎬ等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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