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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构建
胡 银，王文静，朱少云

（西南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泸州 646000）
摘 要：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构建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也具有实践中的可行性。高校铸牢大学

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建构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夯实意识形态阵地的重要手段，也是推进民族文化和

现代文化相融，深化大学生民族认同感的关键途径。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需要从学理维度，增强

信服力；从价值维度，提升亲和力；从现实维度，聚焦凝聚力，最终为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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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se System Construc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Forging
Their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HU Yin，WANG Wenjing，ZHU Shaoyun
（School of Marxism，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Luzhou，Sichuan 646000，China）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a discourse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onsolidate students'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has both theoretical possibility and practical feasibi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scourse system in col⁃
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forge their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nherit and develop
Marxist theory and consolidate the ideological front. In addition，it is a major approach to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cul⁃
tures and modern cultures for students' deeper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The discourse system with which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reate their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needs to be enhanced in its
credibility from the academic dimension，to be improved in its affinity from the value dimension，and to be intensified in
its popularity from the practical dimension. Consequently，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can be high⁃
lighted and refined among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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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
客观实体在人脑中的主观映射，随着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衍生以及人的社会化思维内化而成。在当今
世界多元化趋势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
族得以延续和壮大的根本思维理念，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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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共同体”
外化到“民族共同体”发展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聚合，这一生成逻辑的发展理路，可以得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进步之

源、人民幸福之本。高校作为国家培育民族后备力
量的重要阵地，要全面深入研究新时代大学生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新实践和新发展，拓宽教育
工作领域的新视域、新思路、新办法，遵循高校教育
工作的顺势发展规律，不断推进高校教育整体工作
向上、向好、向前。

一、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话语体系前提性认知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与高校教育的

深层次融合，要回答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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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与高校教育工作之间融合创新的可能性和可

行性问题，为高校加强大学生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

体系建设提供现实和理论基础。

（一）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

体系何以可能？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其内生“思

想”是否能充分应用于高校教育“行为”当中，两者

的融合是推动高校“立德树人”教育工作的前提。

“何以可能？”可以从逻辑起点和规律契合两个方面

进行阐释。一是逻辑起点，“思想”和“行为”是高校

教育工作整体规划部署的重要范畴，也是具体落地

教育实践的推进要素，两者的逻辑起点是相吻合

的。追根溯源，高校在德育过程中其“思想”和“行

为”是辩证统一的，“思想”和“行为”能够共同作用

于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

系构建当中。二是规律契合。随着党和国家对意

识形态工作的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涵盖了各

个民族在社会变化、文化衍生、物质生产中的发展

规律。由于高校教育过程中涉及的因素繁杂且广

泛，高校能够通过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

体系规律，更加清晰地把握育人重点，明晰教育发

展目标方向。

（二）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

体系何以可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在原有高

校“传统”教育基础之上赋予其方法、内容上更

为“潮流”的元素支撑，这也是两者融合“何以

可行”的重要原因。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话语体系为高校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思维

方式，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已经

成为各地区高校民族工作的重点，就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与高校教育的融合现实探索而言，

高校教育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整

合性、共享性、开放性相融合，能够进一步深化

高校教育工作的规律和认知。其次，高校通过

构建稳定的话语内容体系，塑造大学生与民族

文化相融的情感价值、道德范式，使各民族大

学生之间衍生相互认同、相互吸引、相互亲和

的心理逻辑，形成不同大学生和不同民族文化

之间的黏合力，减少民族文化在传播之间的摩

擦。高校在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

下，广泛尊重、广泛学习、广泛借鉴，充分吸收

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优秀元素，打造好高校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理想路径。

二、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

语体系的价值意蕴

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

质力量。”［2］话语作为理论传播的载体，从社会化发

展中产生演变，并对社会历史思想去糟取精。党的

十八以来，党中央重视保持各民族团结互助的和谐

关系，汇聚一切可以汇聚的力量，携手五十六个民

族共谋发展，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校探

析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构

建，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文化相融的重

大创新命题，是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现代化的重要动

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传播路径。

（一）思想导向：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夯实

意识形态阵地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始终

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意识形态指导的理论，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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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要“坚持马克

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3］。
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稳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整体

发展和安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国家整体意识

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中国随着文化

建设不断向前发展，各个民族文化内部也发生新的

变化，对于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

出了新的要求。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话语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性发展，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内涵特征，也

是高校践行爱国主义行动的具体体现，为高校整体

发展建设指明了未来方向。

当前在思考国内社会意识形态工作发展的同

时，也不能忽略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意识形

态领域的较量从来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随

着全球国家的交往日益频繁，西方反华势力通过各

类传播领域不断向中国“输入”西方的“普世价值”，

妄想从思想上阻碍中国发展。西方国家不断从直

觉、感官的角度，胡乱编造和肆意解读中国的民族

政策，公开支持民族分裂势力的发展，企图颠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抵御西方意识形态入侵

的角度思考，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道路依旧“任重而道远”。大学生作为还未踏入

社会的群体，思想观念并未成熟，高校教育工作通

过践行“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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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4］，凝聚好各

个民族优秀的文化理论，能够有效抵御各种外来

“反动”思想的渗透颠覆，打牢铸好维护国家统一、

民族团结的思想长城。

（二）实践引领：推进民族文化和现代文化相融，深

化民族文化认同

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新时代，对于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发展

需要人才。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阵地，国家对

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

要求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实现民族文化与现代

文化相融合，铸牢大学生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是推

进中华民族持续走向现代化、走向未来、走向世界

的关键性环节。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层面、实践层面

以及制度层面全力整合推动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构建，深化学生民族认

同感，以实现高校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由“点”到

“线”及“面”全力带动国民素质整体提升。

在长期民族工作中，党能够在不同的阶段准确

把握住现实的客观发展规律和未来发展脉络，不断

地在实践中创新开展民族教育工作，习近平总书记

在 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对“积极培育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5］进行了阐释，2019年在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线”［6］，2021年在中央民族会议上提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

‘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7］从“积极培育”到“铸

牢”的变化，可以得出民族工作在党的整体工作中

重要程度不断提升。首先，这一变化显示了党在民

族工作过程中，注重凝聚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力量，

也表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融合了现代文化

和民族文化元素从而形成的。其次，其变化显示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从“普及”程度走向了“强

化”程度。国家人才教育培养工程中对铸牢大学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正在不断深化和明确，

当前在实践中将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话语体系构建作为教育工作的主线，是深化

大学生民族文化认同感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民族

文化、现代文化融合人才强国计划的重要路径。

三、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话语体系构建路径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

以来最伟大的梦想”［8］，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共同祈

盼，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输出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高校构建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要注重

学理维度、价值维度、现实维度的整合统一，理清楚

“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三大问题，同时突出

“三重维度”各自“最大值”，注重“信服力—亲和力

—凝聚力”的“三力”话语体系搭建，力求从最优路

径探究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

系构建。

（一）正向学理维度，增强话语体系信服力

话语表达是否具有信服力，取决于其话语内容

是否具有真实性和共情力。因此高校在话语体系

构建时，要严格遵循话语学理基础，坚持“正向”的

逻辑理念和话语思维，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

语体系“是什么”的关键问题。

1.突出学理真实性突出学理真实性，，坚持好实事求是坚持好实事求是。。话语体

系的真实性是话语内容对于现实物质的客观表现，

不加主观随意编撰的内容，坚守构建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话语体系的基本底线。马克思认为：“理论

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9］高校在铸牢大学生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构建时应抓住客观事

实主要矛盾进行探究，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绵长，各

民族在整体社会发展、文化衍生、物质生产的过程

中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同时在生产交往过程中也

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交流与融合，这是历史发展的客

观事实。高校在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话语体系构建中要遵循客观事实和发展规律，善

于用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的事件，讲好真情实感的

民族故事，帮助大学生走出狭隘的主观思维空间，

从科学且客观的角度看待各民族文化的融合趋势，

打破大学生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壁垒，架构起大学生

与民族文化相互促进的桥梁，踏出“自我”空间，步

入“大我”世界，变“个体”为“整体”，使大学生与各

民族之间心与心相连，情与情相通，汇聚成强大的

“共同体”力量。

2.革新学理体验革新学理体验，，理清楚理论融入逻辑理清楚理论融入逻辑。。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情感的升华，在大学生群体

中主要表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结构理念的

认同，认同是学理观念基础上重要的“情感体验”。

“国家认同是嵌入在学理价值这个大框架中奠立

的”［10］。因此，高校铸牢大学生民族共同体意识话

语体系要注重打造好话语、情感体验空间，让学生

从多元化的理念内容和教育活动中体验到良好的

教育教学，不断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

的内在理论内容，把“四个自信”“五个认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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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核心价值观”“党史学习教育”等重要新时代主

流理念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当中，

厘清各重要思想价值体系中内在逻辑观念。一方

面要梳理清楚主流理论观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血脉相连的逻辑关系，研究好不同背景之下“中

华各民族一家亲”的故事，用科学、理性、客观的内

容总结出一套具有时代和民族特色文化的话语体

系。另一方面，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渊

源，凝练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时代格局和优秀

民族文化中特点，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

的内容和主流理论的逻辑内涵结合起来，增加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的体验感，让学生“知其然”也“知其

所以然”。

（二）深化价值维度，提升话语体系亲和力

高校在中华民族共同意识话语体系的构建当

中，应坚持提高大学生对于各民族文化认同的价值

共享和认同，在价值维度深化过程中，找重点、布全

局，回答好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了谁”的关键问题。

1.坚持价值共享坚持价值共享，，注重博采众长注重博采众长。。话语体系价

值共享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反映，也是文

化得以传播和延续的重要途径，更是中华民族发展

道路的真实写照。中国不同民族最深层次的区别

首先体现在特色民族文化的理论含蕴和实践肌理

上。不同的民族文化是差异性和统一性的共同体，

是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反映，能够影响民族文化

在传播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导向和特征。

语言是民族文化传播最为基础的价值载体，也是高

校在教育过程中教育学生认识民族特色，揭示民族

文化发展规律的重要工具，其功能使民族文化在自

然的状态下得以综合呈现出真实状态，并使之广泛

传播在大学生当中。高校在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当中，价值维度要站在“建

设民族共有家园”“共同繁荣发展”主流民族观的基

础上，尊重各民族差异性，为大学生积极参与民族

文化建设提供思想上的前提条件。高校在“共同繁

荣发展”等价值共享的主流观念前提下，突出各民

族文化的不同价值特色，激发大学生的好奇心与主

观能动性，使大学生与民族文化产生情感共通和心

理共鸣，促进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话语体系发展与完善。

2.厚植价值认同厚植价值认同，，把握住协同联动把握住协同联动。。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价值认同就是推动大学生对支持民族

事务或参与民族活动的价值底蕴。高校在话语体

系的建构中，要从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来，到人民群

众的生活中去。从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高校发

展目标角度思考，协同各民族文化环节和领域的关

键要素，增强话语体系的可塑性与引导性，把话语

基本内容与核心价值用大学生所喜闻乐见的方式

呈现，让各民族的不同文化被大学生更容易认同。

高校在唱响主旋律的主题内容时，增添靠近大学生

生活的语言、案例以及形式，不再让理论“束之高

阁”，协同联动主流价值与特色民族文化，让大学生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去学习和理解知

识，做到话语体系动情、动心、动脑，不断增强话语

体系教育的功能性和有效性，将话语体系与主流内

容紧密相连，赢得大学生从内心深处对于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切实增强话语体系的感染力。

（三）夯实现实维度，聚焦话语体系凝聚力

话语体系的现实维度是指教育主体在话语传

播过程中，为达到预期传播目的而采用的手段和方

式。高校在现实维度的基础上，构建铸牢大学生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要找准落脚点，明

确“做什么”的关键问题。

1.打造现实模型打造现实模型，，丰富话语传播形象丰富话语传播形象。。高校在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时，要坚持“多

元一体”的主流格局，尊重各民族文化的语言特色，

做好各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收集者”，也要做好

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传播者”。首先，把大学生置

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现实环境

当中，通过高度凝练的话语体系，贴近高校发展实

际情况和大学生的现实需求，充分发挥大学生主观

能动性，让大学生以自发的形式认知模式诠释、选

择、内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容，通过自

觉、自省以及自悟的方式同破坏民族关系的错误思

想进行斗争。其次，打造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

体系现实模型，丰富其内在形式，做好现实力量与

精神力量的辩证统一，在话语体系构建过程中大力

把社会主义模范人物、民族英雄等现实人物的事迹

与新时代民族文化相融合，解决语言体系空洞无力

的问题，更容易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印刻在大学

生头脑当中。最后，吸收不同民族的语言符号标

志，整合为大学生通俗易懂的语言模型，拉近大学

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之间的距离，引

起大学生与民族文化的情感共鸣。最后构建话语

体系以民族文化为基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

类命运共同体等主流思想为核心，现实维度为桥

梁，架构起共同体话语与民族话语现实模型，促使

主流话语从教学中心向学生四周扩散，提升话语体

系传播效果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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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营造现实传播场域营造现实传播场域，，提高话语教育效果提高话语教育效果。。法

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一个场域“可以

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

网络，或一个构型”［11］。话语的主体、对象、客体以

及传播平台等构成了话语的场域，话语体系场域同

各要素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话语场域构成由各元素

所组成，各元素在话语场域中发挥作用，双方彼此

互为基础和前提。广泛打造教师与学生交流平台，

积极鼓励教师通过多渠道的方式与学生进行交流，

在交往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加强学生对于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整体认知，用思想相通增进学生与民

族文化之间的交流“降低族群偏见、化解刻板印

象”［12］，形成“互为补充、互为前提”的格局。高校在

具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常话语教育过程中，

要善于打破民族文化与大学生之间的交往藩篱，在

“共享、共学、共发展”的格局中打造校园传播场域，

突破传统高校传播形式，积极推动“积极推进民汉

合校，形成共学共进的氛围和条件”［13］。同时要通

过现代网络场域，塑造好信息化、数字化、媒介化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传播网络空间，把“互联

网+”作为新兴场域传播平台建设的切入点，创新传

播形式，充分发挥教师主体的能动性，提高学生主

体的积极性，提升话语体系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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