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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广西为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采用问卷调查法和

访谈调查法对高校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的现状进行研究，发现广西高校大学生民族团结素养呈良性状态，

但仍存在民族团结教育内容陈旧碎散、课程设置不科学、教材建设落后、教育各环节协调脱节、教育方

式方法单一、教育队伍保障薄弱等问题。针对存在问题，本研究提出丰富民族团结教育内容、科学设置

民族团结教育课程、开发民族团结教育特色教材、加强课程教学协同合作、创新民族团结教育方式、加

强队伍保障建设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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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Guangxi as an example, which is a model of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Guided 
b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this study adopts the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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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tud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Guangxi. It is found 
that the quality of national un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Guangxi is in a good state,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outdated and fragmented content of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un-
scientific curriculum setting, the lack of quality education and the lack of quality education.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such as backward teaching material construction, disjointed coordination of 
all aspects of education, single education methods, weak guarantee of education team and so on.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enriching 
the content of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scientifically setting up the curriculum of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developing the characteristic teaching materials of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streng-
thening the cooperation of curriculum teaching, innovating the mode of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m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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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加强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是确保高校实现育人的根本使命和根本任务。当前，加强对大学生进行国

家观和民族团结教育，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在新时代背景下，本

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广西壮族自治

区为例，运用问卷调查方法对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现状进行实证调查研究，查找存在问题，

提出解决对策，以为广西高校及其他民族地区高校开展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工作提供现实的指导和借鉴。 

2. 方法 

2.1. 调查对象 

本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校大学生(在读)为研究对象。 
第一，预测被试：在广西民族大学和广西大学发放 200 份学生卷(1)，回收有效问卷 170 份，回收有

效率 85%，在广西民族大学和南宁职业技术学院随机发放学生卷(2) 2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50 份，回收

有效率 75%，发放教师卷 3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0 份，回收有效率 100%。 
第二，正式施测被试：在广西区内 18 所高校中发放学生卷(2)19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830 份，回收

有效率 96.3%；发放学生卷(1) 19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830 份，回收有效率 96.3%；发放教师问卷 2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00 份，回收有效率 100%。(被测教师和大学生基本情况见表 1 和表 2)本文在样本选

取中釆用随机抽取的方法，以大学生作为首要因素，在兼顾高校层次、民族、年级、性别、学科专业等

因素进行抽样调查。具体调査高校样本共选取 18 所：广西大学(211 高校)、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大

学、广西中医药大学、广西财经学院、广西艺术学院、广西师范学院、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广西科技大

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钦州学院、玉林师范学院、贺州学院、河池学院、百色学院、梧州学院(新升格

本科院校)、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民办高校)、南宁职业技术学院(高职专科院校)。在学校层次上涵盖了

211 高校、普通本科、新升格本科、高职高专等各层级高校，在学校类型上涵盖了综合性大学、师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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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民族类院校、医学类院校、艺术类院校、财经类院校、理工类院校等区内所有类型院校，在学校

地域上包括了分布在桂东、南、西、北、中地区共 10 个地级市(广西共 14 个地级市)的高校。在大学生中

随机选取 2012 级、2013 级、2014 级、2015 级在校的本科、专科学生为样本；在高校教师中随机选取从

事学生管理工作、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的教师为样本，按照事先确定的调查问卷发放原则，通过委托

各髙校从事学生管理工作的教师负责发放、回收调查问卷。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tested teachers 
表 1. 被测教师基本情况表 

项目 类别 人次(人) 百分比(%) 总计 

性别 
男 56 28 

200 
女 144 72 

民族 

汉族 135 67.5 

200 壮族 49 24.5 

其他民族 16 8 

年龄 

30 岁以下 86 43 

200 
31 岁~40 岁 98 49 

41 岁~50 岁 14 7 

50 岁~60 岁 2 1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167 83.5 
200 

中共预备党员 4 2 

群众 29 14.5  

学历 

博士 13 6.5 

200 硕士 140 70 

本科 47 23.5 

职称 

正高 0 0 

200 副高 29 14.5 

讲师 100 50 

助教及以下 71 35.5  

 
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表 2. 被测大学生基本情况表 

项目 类别 人次(人) 百分比(%) 总计 

性别 
男 783 42.8 

1830 
女 1047 57.2 

民族 

汉族 1110 60.7 

1830 壮族 586 32.0 

其他民族 134 7.3 

年级 

大一 515 28.1 

1830 
大二 524 28.6 

大三 551 30.1 

大四 240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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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专业 

文科 51.5 51.5 

1830 
理科 34.3 34.3 

医科 4.5 4.5 

艺术 9.7 9.7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68 3.7 

1830 
中共预备党员 159 8.7 

团员 1472 80.4 

群众 131 7.2 

2.2. 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方式开展调查研究。 
本研究综合文献资料研究和咨询专家意见之后，自编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研究调

查问卷》(教师卷)、(学生卷 1)、和(学生卷 2)。其中，教师卷是结构式问卷，学生卷(1)是混合式问卷，学

生卷(2)是结构化量表。教师卷和学生卷(1)主要是分别通过教师和学生的视角了解学校方面开展民族团结

教育情况，不设置反向计分题，学生卷(2)主要是从大学生自身角度了解大学生民族团结素养情况，为测

知大学生填答的效度，设置了 2 道反向题。学生卷(2)经过信度和效度检验，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a 系数

为 0.933，信度指标甚为理想，标准化的内部一致性 a 系数为 0.936，显示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很高，该

量表的信度甚佳。经过数次因素分析，以特征值大于 1 为标准，提取了 4 个因子，4 个因子累计贡献率

为 65.15%，表明由 21 个题项构成的学生卷(2)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为补充文献资料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在广西各高校选取部分大学生通过举行现场座谈，网络视频群

聊畅谈，网络 QQ 或者微信个人访谈，对广西民委和教育厅民教处管理人员、广西高校相关教师采用现

场访谈，电话访谈，网络访谈等方式，收集到丰富的第一手调查资料。 

2.3. 数据分析 

问卷调查数据主要使用 SPSS22.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3. 广西高校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现状 

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实施民族团结教育的对象是大学生，其教育最终成效也体现在大学生身上，即体

现在大学生民族团结认知、民族团结情感、民族团结意识、民族团结行为等核心素养层面上。因此，通

过调查研究大学生民族团结素养现状来分析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成效，查找存在问题，从中分析原因，

并提出最终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本研究问卷计分采用李克特 5 级计分制，以 3 分为中界点，得分高于 3 分表示大学生民族团结素养

状况较好，低于 3 分表示大学生民族团结素养状况较差。通过对问卷数据统计处理，获得广西高校大学

生民族团结教育的整体情况，具体看表 3。 
从表 3 得知，广西高校大学生民族团结素养整体得分(M = 4.191 > 3)，居于中上程度范围，表明广西

高校大学生民族团结素养较高，广西高校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呈良性状态。在四个层面中，以“民族团

结意识”得分最高(4.378)，“民族团结情感”次之(4.375)，“民族团结行为”居第三(4.351)，“民族团

结认知”居第四(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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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Basic situation of ethnic unity educ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Guangxi 
表 3. 广西高校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基本情况表 

层面 人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数 标准差 题项 每题平均得分 

民族团结认知 1830 4 20 13.82 3.422 4 3.455 

民族团结情感 1830 4 20 17.50 2.877 4 4.375 

民族团结意识 1830 5 25 21.89 3.065 5 4.378 

民族团结行为 1830 8 40 34.81 4.928 8 4.351 

民族团结素养 1830 21 105 88.02 11.750 21 4.191 

3.1. 民族团结认知层面 

民族团结认知是民族团结情感孕育、民族团结意识形成、民族团结行为养成的基础，是整个民族团

结思想品德结构的关键要素。本研究通过大学生对自身关于民族团结相关的法规政策和知识，以及高校

民族团结教育活动等认知情况进行自评，以了解广西高校大学生民族团结认知情况。在调查中，研究者

发现广西高校大学生民族团结认知情况比较良好，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具体看图 1)。 
 

 
Figure 1. Cognitive factors of ethnic un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图 1. 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民族团结认知要素情况图 

 
为了能深入了解大学生民族团结认知素养的实际状况，研究者与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大学部分学生

进行了访谈。在访谈中，广西高校大学生对民族团结理论、政策、地位、意义以及本校开展民族团结教

育实施情况等认知程度比较高，与问卷调查结果是一致的。广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关系和

谐，是我国民族团结的模范，这为高校大学生养成较高的民族团结认知素养营造了极为有利的民族团结

生态环境。在这独有的民族团结自然生态中，青年大学生的民族团结认知素养获得润物细无声的天然润

养。广西高校把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要务，不断创新教育方式、教育渠道和教

育载体，把民族团结教育融入课堂教学、课外活动、校园文化、社会实践、日常生活中，加强对各民族

大学生“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的教育，努力提升了各民族大学生民族团结素质。 

3.2. 民族团结情感层面 

民族团结情感是促使民族团结意识和民族团结行为养成的催化剂。在本研究中，通过了解大学生对

实施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视程度、对不同民族间和谐关系的珍视程度以及是否热爱祖国等情况，以了解大

学生民族团结情感素养的现状。在调查中，研究者发现广西高校大学生民族团结情感素养较高(M = 
4.375)，具体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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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emotional elements of national un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Minority Areas 
图 2. 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民族团结情感要素情况图 

 

在访谈中，大学生们都纷纷表达热爱本民族、热爱中华民族、热爱国家，珍惜团结和谐的民族关系

现状，珍惜各民族大团结之情关于民族团结情感主题的访谈情况，这佐证了问卷调查的结果——广西高

校大学生民族团结情感素养比较高。从大学生反馈的情况看，大学生民族团结情感素质的养成，与社会

环境、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国家发展、自我感受等因素都密切相关。强大的综合国力有利于大学生产

生对国家的认同感和爱国的自豪感，团结和谐的民族关系有利于大学生之间形成团结、互助、和谐的关

系，注重爱国主义的家庭教育有利于为大学生从小就种下热爱中华民族、热爱中国的种子，系统全面的

学校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形成系统的全面的高层次民族观和国家观，善于反思的自我感受有利于大学生形

成和增进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和热爱。广西高校大学生养成充满正能量的民族团结情感，国家发展、社

会环境、民族关系、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自我反思等因素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3.3. 民族团结意识层面 

民族团结意识是有利于促进大学生自身加强民族团结认知，激发民族团结情感，养成民族团结行为

习惯的关键要素。在本研究中，通过了解大学生对民族团结重要性、高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重要

性、是否愿意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否赞同党和国家关于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的举措等方

面的看法，以此调查大学生民族团结意识层面的情况。在调查中，本研究发现广西高校大学生民族团结

意识非常高(M = 4.378)，具体看图 3。 
 

 
Figure 3. College Students’ consciousness of national unity in Minority Areas 
图 3. 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民族团结意识要素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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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谈中，研究者发现大学生所表达的观点也体现出他们具有较高的民族团结意识，这与问卷调查

的结果是一致的。广西高校大学生在民族团结意识层面体现出大学生群体总体上都意识到民族团结的重

要性、大学生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意义、认同和支持国家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举措，具有较强的民

族团结意识。民族团结意识是一种深层次的要素。在民族团结认知的基础上，在民族团结情感的触动下，

民族团结意识暗生和潜藏于人的思维意识深处；当民族团结意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进入某个特定的场

域，就会反作用于民族团结认知和民族团结意识。广西高校营造了浓厚的民族团结环境氛围，在不断提

升大学生民族团结认知，增强民族团结情感的过程中，也培育了大学生民族团结意识。 

3.4. 民族团结行为层面 

民族团结行为是民族团结思想品德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民族团结行为养成是民族团结教育最高层

次的目标。本研究通过对大学生平时积极主动参加维护民族团结活动的情况、反对“三股势力”的行为

表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中国民族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在假设

国家受到外国侵略时，是否会积极参加抵抗等情况进行调查，来了解大学生民族团结行为素养的概况。

在调查中，发现广西高校大学生的民族团结行为素养比较高(M = 4.351，具体看图 4。 
 

 
Figure 4. The elements of national unity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in Minority Areas 
图 4. 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民族团结行为要素情况图 

 
通过与大学生进行深度访谈，研究者也发现广西高校大学生积极主动参与维护民族团结活动，民族

团结行为素养较高。大学生民族团结行为素养访谈情况与问卷调查结果一致，都体现了绝大多数大学生

具有较高的民族团结行为素养。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行为实践是一切逻辑范畴的起源，又推动逻辑范

畴的发展。在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中，大学生民族团结认知、意识、情感都为大学生民族团结行为奠定

了基础，反过来，大学生在亲历实践民族团结活动中也增进了其对民族团结的认知、情感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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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广西高校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的存在问题    

4.1. 民族团结教育内容陈旧碎散 

民族团结教育内容是高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核心和关键。当前，高校民族团结教育内容供给

主要包括课程教材内容和日常教育内容。这两大板块共同构建了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

内容来源。两者各有千秋，各有利弊。前者内容系统全面，但偏于陈旧，更新滞后；后者内容灵活多变，

但零散碎片，缺乏体系。 

4.2. 民族团结教育课程设置不科学 

2015 年以前，教育部只针对中小学(中职)进行民族团结教育课程设置要求，但对普通高校应采用哪

些精准的内容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只是笼统要求在民族院校开设《民族理论与

民族政策》课程。广西只有广西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广西大学和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四所

高校开设有专门的民族团结教育专门课程，其他大多数非民族类普通高校没有开设民族理论与政策教育

课程。 
再看民族团结教育课程的课时量设置。课时量的多少，体现着课程在学校教学体系中的地位。如果

课时量逐渐压缩，明显体现该课程在教学体系地位不断弱化。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各民族院校纷纷压

缩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的课时量。现阶段，广西民族大学该门课程课时安排仍保持在 36 学时，但是

广西区内其他院校对于民族团结教育课时设置，则少于 36 学时，有的学校甚至仅仅 3 个学时。 

4.3. 民族团结教育教材建设落后 

教材建设是课程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教材的选择直接影响着课程方案的实施及效果。广西民

族大学根据党的“十二条”新规定，结合广西民族关系和民族形势的情况，编写出广西民族大学专用的

民族团结教育教材《民族大义十二和建导》，这本教材现在供其他兄弟院校共享使用。现在，广西区内

其他高校依然主要使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本教材作为民族团结教育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所以，少数

民族地区高校民族团结教育教材建设严重滞后于民族团结教育的形势需要。 

4.4. 教育各环节协调脱节 

在现实中，学校各个教育环节或部门、各教育工作者和管理人员各自为战，对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

意义认识不一致，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协作和分工的整体效应。行政机关管理人员与管理学生一线教师

之间的不协调；课程专任教师与学生管理人员的不衔接；各课程教育环节不衔接。 

4.5. 民族团结教育方式方法单一 

大多数高校积极采用多种多样的教育方式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比如，课程教学教育方式、校园文化

浸润方式、社会实践体验方式、情感感化教育方式等等。这些方式都有效地促进了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

工作的开展。但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大多数学校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都是暴风骤雨般或者大水漫灌式的，

没有对大学生进行精准分类分层教育，即“滴灌”，比如，千篇一律式的标语口号、走过场费时费力、

劳民伤财，却无法浸润人心，因此，这样的教育方式对大学生产生的教育效应是表面的，短暂的，没有

能够做到真正入脑入心。 

4.6. 民族团结教育队伍保障薄弱 

缺乏足够和优质的教师队伍是当前广西高校民族团结教育最突出的问题。目前，乃至未来所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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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队伍培养数量和规模极大。但是，除了民族高校已经具备专业的师资力量之外，其余非民族类院校所

需的专业人口缺口是非常大的。此外，师资队伍专业化素养有待提升，大多数教师的民族团结专业知识

基础是比较薄弱的，且缺少专业的培训，如表 4。 
 
Table 4. Teachers’ evalu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team of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表 4. 教师评价民族团结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情况表 

项目 类别 人次 百分比 总计 

学校有没有从事民族团结教育的专(兼)
职教师 

有专职教师 21 10.5 200 

有兼职教师 54 27.0  

以上两者皆有 26 13.0  

以上两者皆无 99 49.5  

您参加民族团结教育相关培训的情况 

每年定期参加 8 4.0 200 

不定期参加 48 24.0  

没有参加 144 72.0  

您对民族团结知识的了解情况 

非常了解 2 1.0 200 

比较了解 53 26.5  

一般 76 38.0  

较少了解 60 30.0  

不了解 9 4.5  

您希望长期从事民族团结教育工作吗 

希望 52 26.0 200 

不希望 20 10.0  

服从安排 128 64.0  

5. 广西高校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的应对措施 

5.1. 丰富民族团结教育内容 

民族团结教育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在民族团结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的今天，少数民大地区大学

生民族团结教育内容也应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习近平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

要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亲和力，拓展其教学内容，增强育人育德的吸引力[1]”。因此，少数民族地区

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内容就体现在及时吸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族团结实践的最新经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时代的维护民族团结的法律法规等作为新的教育内

容，以内容的时代性、新颖性和生动性，打动人、吸引人和塑造人。 

5.2. 科学设置民族团结教育课程 

以“互联网+”思维引领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课程设置。2008 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要

求在高等院校开设民族团结教育课程。为了适应当今时代潮流的发展，必须引入“互联网+”思维对课程

进行高效科学设置。通过“互联网+”的渠道，民族团结教育内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

遵循循序渐进的规律，由点到面逐步推进，最终实现为全国高校普遍提供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资源。

当前应立足于民族院校现有优秀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课程教学资源，比如，中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

大学等民族院校已建成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还有一些省区民族院校的省级

精品课程，转化为微课、翻转课堂等多元一体、多样一致的“慕课”系统，再通过构建省级、国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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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联盟平台”，进行跨院校、跨地区的辐射教学。 

5.3. 开发民族团结教育特色教材 

民族团结教育教材是高校大学生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媒介和载体，然而，高校民族团结教育教

材内容供给端之构成和质量一直是困扰高校民族团结教育工作者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制定

了相关的政策要求加强民族团结教育教材建设。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的课程和教

材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由于民族团结教育内容是立体多层多类的，因而在编写民族团结教育教材

时要精心设计、缜密安排，既要符合教育内容自身的内在逻辑和科学性，又要注重针对少数民族地区高

校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接受能力。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团结教育教材还应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特

点，突出本土化、民族化的特点，构建一个分层次、有针对性的国家统编教材、地方教材和校本教材体

系。从国家层面出发，全力推动统编民族团结教育教材进入高校课堂里使用，其教材内容主要体现和强

化国家民族团结意志的落实。地方教材和校本教材的内容主要体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地方特色和民

族特点，强调各地方各民族的具体实际情况。地方教材和校本教材重点联系地方实际，重视与国家统编

教材衔接，形成具有本土化、民族化的国家、地方和校本教材有机结合的阶梯递进式教材体系。 

5.4. 加强课程教学协同合作 

少数民族地区高校要继续坚持课堂主渠道教育作用，要旗帜鲜明地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守护好民族

团结这条“生命线”。通过开设民族团结教育专题课、思想政治教育、民族理论与政策等课程，促进“三

个离不开”、“五个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

强……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

应[1]”。因此，高校要打破民族团结教育理论课教师“单兵作战”、理论课“孤岛化”的窘境，让所有

课程都彰显新时代高等教育育人新使命，深入发掘各类课程的育人资源，着力构建民族团结教育与思想

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教学的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立体化体系，达到全课程育人效果。高校教育工作者要

在大学所有课程的讲授中，把增强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和谐、凝聚人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

和责任融入各门学科课程教学之中，使民族团结教育理论课能重在传授民族团结理论，并加强民族团结

思想引领，同时使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在润物无声地渗透民族团结教育。 

5.5. 创新民族团结教育方式 

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创新民族团结教育方式必须要根据地区、学校、学生的特点，与时俱进，充分运

用各种新的教育方式，灵活运用各种新的载体，脚踏实地，落实各项教育工作。第一，加强课堂教学主

渠道建设，是增强大学生民族团结认知教育主要形式，必须不断优化提升课堂教学形式的教学质量。随

着大数据、云计算、网络技术等新技术不断与教育深度融合，慕课、微课、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崭

新教学模式纷涌呈现。高校民族团结教育可以借鉴国内外发展网络课程的先进经验，在教学实践的基础

上构建“互联网+”的教育教学平台。第二，民族团结教育工作者在教育过程中重点把握教育情景的设计，

既要创设认知情境，又要有体验情境。教育工作者综合运用民族团结教育中富于正能量的情感因素，最

大限度地积极引导和正面影响大学生。第三，强化民族团结教育直接行为实践形式和虚拟行为体验形式。

直接行为实践形式是指以社会实践为载体的民族团结行为教育方式，即主要通过组织师生深入民族地区

开展社会服务或社会实践活动，使广大师生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产生更为直接的接触与交流，对于他

们深入了解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与风土人情，增加民族情感，深化自觉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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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念具有积极的作用[3]。虚拟行为体验是通过创设某一特定民族交往情景，让大学生在其中感受和体

会，并作出相应的行为反应。这分为现实模拟行为体验和网络虚拟行为体验。 

5.6. 加强队伍保障建设 

民族团结教育者是党的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组织者与实施者，只有加强民族团结教育教师队伍建设，

打造一支结构合理、素质过硬、后继有人的民族团结教育教师队伍，民族团结教育的长远发展才有希望，

民族团结教育有效性的增强才有组织保证。面对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的形势，所要求

的民族团结教育工作者具备的素质，习近平概括为“四有”：“做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情

操；要有扎实知识；要有仁爱之心”[4]。准确而全面地领会和落实这一丰富内涵，是我们真正建设好高

校民族团结教育教师队伍的关键所在。 

6. 结论 

本研究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广西为例，研究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的总体

现状、存在问题、影响因素、基本对策等主要内容，旨在探讨新形势下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民族团

结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路径。综观历史和现实，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民族团结素养呈良性发展态势，

民族团结教育开展取得了显著成绩，积累了具有特色的工作经验。但国内外反动势力、我国改革开放深

度拓展的现实、高校民族团结教育的现状等多种因素多种矛盾汇聚交织一起，对大学生的民族团结素养

的培养和提升也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对此，唯有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与方法，认清现状，对

症下药，革故鼎新，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事业方能在新时代

中健康快速可持续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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