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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形成正确“三观”的保障，正确的“三观”是个体光明的人生之旅的开端。甚至

可以说，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正确“三观”之于个体的意义，远远大于单纯技术、知识的学习

与灌输。针对目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结合地区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我们集中探讨了培育

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分析了高职院校学生尤其是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的特点以

及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在培育和铸牢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最后根据当前存在

的问题结合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的特点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期望对推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

的发展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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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is the guarantee of forming the correct “Three 
Views”, which is the beginning of an individual’s bright life journey. It can even be said that a 
strong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a correct “Three Views” are of far greater signi-
ficance to an individual than the mere study and inculcation of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In view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om-
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in regional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e focused on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ivating and National Community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
ness, and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specially those in 
Aksu Polytechnic, as well as the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of curr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ltivating and anchoring the Chinese consciousness among students, finally, ac-
cording to the current problem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ents in Aks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hoping to be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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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 

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地深入人心，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持续不断地提升，不仅严重动摇

了美西方所主导的旧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的基础，而且中国的持续发展，也向世界充分展现了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与美西方的竞争不仅是综合国力、世界影响力、国际话语权的竞争，更是社会

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孰优孰劣的竞争，而最终的结果，更将影响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世界发展的根本

走向。可以想见，美西方会想尽一切办法，阻碍和遏止中国的发展。虽然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

如今有着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机，但遭遇的风险与挑战同样也是前所未有的。在这样一个事关国家前途

命运、民族命运的关键时期，更加需要全体中国人民、整个中华民族的戮力同心、团结奋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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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我国 56 个民族同团结奋斗、繁荣发展的

根本利益一致的大家庭，各民族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思想上的钢铁长城，就可以维护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

益，可以维护好民族和衷共济和社会稳定和谐，可以抵御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可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

好各族人民美好生活的根本利益，充分体现和实践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1]。因而，牢固树

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某一具体的民族，才是对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顺应。 

1.1. 个人层面 

就个人而言，培育和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成为合格公民的基本要求，也是个体立足社会、实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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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发展的必然要求。人是社会动物，个体的顺利成长与发展必然依赖于社会，与社会相脱节，个体的一

切发展与成长是无从谈起的。个体总是生活于某一群体之中，这一群体小到个体周边，大到小群体所属

的民族、国家。个体要立足于社会之中，必然要有对群体的归属感，且这种归属感要不断地从对周边小

群体向民族、国家大群体扩展。 
我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公民，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对祖国、对中华民族

的强烈归属感，是成为一个合格公民的基本要求，我们生来没有选择成为某国公民的权利，但热爱自己

的祖国，为祖国的事业奉献自己，却是我们能够且必需做到的。并且，为祖国的事业奉献自己，不是牺

牲个人的利益与追求，相反是个体价值实现的必然途径。“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个人的一切”，缺乏

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甚至与民族、国家利益追求背道而驰，不仅直接损害个人的利益，更

可能因此造成对民族、国家利益的危害。 

1.2. 家庭层面 

个体–家庭(家族)–社会–国家，是个体作为社会人的生命轨迹，个体与家庭关联最为紧密，对于中

国人来说，国家看似与个体相距甚远，其实关系密切。“家国同构”是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由家及国，

在家孝亲，在国才能事君忠，国好家才能得以保存、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爱家即爱国，爱国即爱家”，

爱国主义情怀是融入中华民族骨血中对家、国的最深层的情感。我们自古就有“位卑未敢忘忧国”、“苟

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无论身处何处、身

居何位，中华民族对自己祖国的情感、对自己祖国的爱是别的任何民族所无法比拟的。 
家庭是个体成长的最重要场所，良好的家庭教育甚至会影响个体一生的成长发展。家庭也是构成社

会、国家的细胞，维护好社会的良好秩序、实现好国家的有序发展，家庭的建设至关重要。因而，培育

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途径上看，必然始于家庭的建设、始于个体对家庭的热爱、归属和认同。

而这种热爱、归属和认同，也必然会影响到个体对社会大群体的热爱、归属与认同。培育和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要充分发挥好家庭的作用，一方面要发挥好家庭教育的作用，相比社会教育，家庭教育

更加具有影响力；另一方面要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健康向上的家庭氛围，才更能引人热爱，使人产生

归属感和认同感。做好家庭建设的基础工作，由家而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更为牢固。牢固的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而也为个体的发展、家庭(家族)利益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 

1.3. 社会层面 

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是稳定发展的前提。唯有以共同的价值目标，共同的理想追求为纽带，

才能实现社会的长久稳定；唯有社会的和谐稳定，个体的发展才能有根本的保障。这一有机联系全体民

众的纽带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才能最大

限度团结推动社会发展的各方力量，形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最大合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发展面临着更加艰巨

的历史任务，外部敌对势力无法直接阻碍中国的发展，转而挑动和激化社会矛盾、人为制造争端、分化

中国社会以延缓中国社会的发展，这是我们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不得不面对的外部环境。顽强的斗争

精神、爱好和平、追求统一、平等互助是中华民族最可贵的精神品质，维系了中华民族的延续，更是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具备的精神品质。没有各族群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巩固，这种中华

民族共有的精神品质的传承与延续是不可想象的。更加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当前以及今后很

长一段时间内，对于积极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战胜前进道路的各种艰难险阻的意义重大。同样，对于化

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建设的内部矛盾、冲突，如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实现了西方发达国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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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发展，高速的社会发展，也带来了社会矛盾的积聚，与发展伴生的：贫富差距加大、

社会两极分化、社会治理体系不完善等等问题的有效解决，也是不可或缺的。 

1.4. 国家层面 

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五个认同”的前提和基础。近代以来，中华文明蒙尘、国家蒙辱、

人民蒙难，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使我们重新走上了文明

复兴、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让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重新走上了社会发展进步的正轨。“五

个认同”是中国人民实现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中华文明绵延存续、再创辉煌的必然要求，但是

“五个认同”并不是自然而然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时间的流逝，曾经的苦难已经远离、民族的创伤被

不断淡化，人们对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泰然处之，仿佛得之理所当然，甚至稍有不如意，就对国家、社会、

党和政府产生严重不满的情绪，再加上国际敌对势力无时不在、无孔不入的挑拨与鼓动，少数人不仅缺

乏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甚至丧失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

同，这种数典忘祖的思想和行为，对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因此，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不断增强“五个认同”，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和顺利推进，必需引起高度重视。 

2. 高职院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状 

青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国家发展的希望，对于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青年学生，应对“三股势力”

的巨大挑战，尤其要在青年学生中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 

2.1. 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 

高职院校的学生年龄通常在 16~20 周岁，是人生的关键时期，逆反心理强。这一时期的学生学习能

力强，也渴望学习新的知识，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有较强的求知欲，并愿意投入时间与精力，但对自

己不感兴趣的事物，则不会过多关注。这一年龄段的学生，很多是初次离开父母，因此渴望掌控外部事

物，管理自己的生活，希望有自己的自由空间。但是由于社会阅历的不足，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会面

临很多困惑，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往往会感到迷茫、失落，甚至会因为挫败而自我封闭。 
作为“零零”后的年轻人，高职学生有强烈的表现欲，愿意参与班级和学校的事务，但也会因为挫

败而消沉和失落，直至走向反面。高职学生多数是中考或者高考失败的学生，相对而言，学习的基础较

差，很多人存在厌学心理，因此高职学习的最初阶段关系到其后学习的顺利与否。要在入学之初，培养

起高职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热情，使高职学生充分认识到高职阶段的学习对于个人发展成长的重要性。这

一年龄段的学生在认知上并不成熟，正确的“三观”尚未固定，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周边人员的影响，

需要高度重视对他们的教育引导。 

2.2. 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的特点 

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阿职院)的学生除了具有一般高职学生的特点，还有自身的独特特点。首先，国

语水平参差不齐。大部分学生对于教师的授课内容基本能够理解和掌握，但部分国语水平较差的学生，

对于教师的授课内容难以理解和掌握。因而学习的挫败感严重，进而产生厌学、弃学心理，并对身边的

同学产生不良影响。其次，基础较差。很多学生成绩差，不是因为学习能力不强，而是由于人生目标不

明确，因而对学习有拒斥心理。本身基础差，又拒斥学习，必然会增加之后学习与教学的困难。最后，

家庭教育欠缺。学生大多数来自南疆农村，家中普遍子女多，经济状况不佳，父母文化水平低，对子女

教育心有余而力不足，且学生受农村生活习惯的影响，普遍纪律性差、习惯自由散漫、自卑感强、心理

敏感、遇事不够冷静等，这些都为学生的教育引导增添了难度。尤其是农村的宗教氛围相对浓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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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受家庭以及错误思想观念的影响，“三观”出现了偏差。 

2.3. 阿职院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现状 

总体而言，阿职院学生中汉族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程度要高于民族学生。民族学生对于本

民族的文化有较高的认同度，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还有待提高。尽管国语教育、中华优秀文化的

宣传得到普及，但学生多来自农村，与本民族之外的群体接触较少，对中华文化的整体性认识不足，且

或多或少受到周边错误思想的影响，对其他文化有一定的排斥。通过教育引导，多数学生的思想得到转

化，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并不牢固，极易受到不良思想和言论的影响和蛊惑。尤其是学生在学习

和生活中遭遇困难时，会产生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如果再受到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思想极易偏激甚至

走向极端，将对自身遭遇的不愤转为对其他民族的敌视甚至仇视。 
阿职院对于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高度重视，尤其对于生活学习困难的学生给予了特别关注，通过多种

方式，经常性地在学生中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宣传教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牢固的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还需要更多的努力与付出。不仅如此，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能仅仅依靠

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协同联动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方面的工作也有待加强。 

2.4. 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在阿职院中，存在部分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强，“五个认同”不够巩固的问题，问题产生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学生认知出现偏差。学生多认同自己的民族身份，却不认同中华民族的身份。

这些学生从小受家庭和周边生活环境的影响，思维的局限性很大，小农思想、宗教观念、小群体意识强

烈，但对社会、国家大群体观念不强，思考和解决问题，从自身、从眼前利益出发，当个人诉求无法得

到满足时，会错误归因，视之为社会、国家对本人、本民族利益的漠视甚至掠夺，而很难形成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 
其次，学生心智不成熟。不能正确处理好个人、小群体与社会、大群体的关系，在个人利益诉求未

能得到满足时，不是检讨诉求的合理性，而自认为遭到人为或者刻意的不公正对待，甚至将之上升到民

族矛盾、民族压迫的高度。还比如，在日常生活中，只考虑个人得失，将个人凌驾于社会之上，不是努

力使自己融入到社会中，而是要求社会适应、满足自己的需求。这种不成熟的心智，使得部分学生难以

走出自己的小圈子，从而显得与周边社会格格不入，这样的心态，很难形成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最后，学生的家庭原因。近些年来，“三股势力”在新疆尤其是新疆农村地区的渗透严重，农民限

于自身的认知能力，受错误思想的鼓动，很多人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并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这些人很多

是家中的经济支柱，在他们身陷囹圄的同时，也造成了家庭生活的困难，不仅如此，他们的错误行为，

也对家人造成了不良影响——他们的家人会因此成为村里重点关注的对象。很多学生来自这样的家庭，

家庭经济状况差、又常常被另眼相待，这些学生往往会以强烈的自尊掩饰内心的自卑，待人处事极为敏

感，生活中稍有不如意，就可能走向自我封闭与隔离，这样的学生也很难培育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培育和铸牢高职院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对策建议 

3.1. 在思政教育中，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思想的问题要通过加强思想教育的方式来解决，尽管在“大思政”教育模式下，思政教育已贯穿于

学校教育的全过程，但思政课的作用依然明显。思政课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课程，内容更加系统、

全面，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政课的教学是基础，是“大思政”教育方针落实的保障，有了思政课教学

的基础，“大思政”教育理念才能得到更好地贯彻，因此要特别重视思政课的教学。针对阿职院部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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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中存在的问题，在思政课的教学中，尤其要注重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学生的“五

个认同”。因此，要加强对中国的历史、新疆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教

育。 
首先，要加强中国历史的教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续五千年，而不曾中断的文明，通过对中

国历史、中华文明五千年辉煌历史的教育，使学生切身体会和感受中华文明的伟力，自觉产生对中华文

化的自豪感，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其次，要加强新疆历史的教育。教育学生，新疆是新疆各族人民共有的，在新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

程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新疆辉煌的文明成果、悠久的历史文化；新疆从来都不是某个民族的专属，

中央对新疆地区的管理由来已久，新疆从来就是中国固有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中华民族是由各民族共

同构成的，各族人民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等。通过对新疆历史的学习，不断提升学生

抵御错误思想侵袭的能力和自觉。 
第三，要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教育。通过教育，使学生深刻认识到，今日的幸福生活来之

不易，我们拥有的一切来自于我们几十年来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新疆的

发展进步从来都离不开祖国的支持。要使学生牢固树立这样的认识：新疆的过去、今天的发展离不开祖

国，未来的发展同样也不能与祖国有须臾的分离。 
最后，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教育。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

强的艰辛创业史，也是中华民族在迷茫中追寻真理、在黑暗中探索光明并最终从苦难走向辉煌的艰苦奋

斗史。通过党史学习，要使学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与尝试，但却始终寻找不到解

决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面临的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两大历史难题的正确途径和方式。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

的改变始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百年历史学习中坚定理想信念，在感受中国共产党

人艰苦创业历程中砥砺奋斗，在解读中国共产党理论实践中培养创新精神 [2]。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学深悟透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促动自己保持清醒头脑，站稳政治

立场，旗帜鲜明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 [2]。 
历史映照现实，顺应历史就是对自己、对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尽责与尊重。了解和熟知历史，能使

我们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通过历史学习，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才能更好地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所

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的教训也是对当下的我们的警醒，“团结是福，分裂是祸；稳定是福，动乱是

祸”，接受历史教训，我们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祖国的未来、新疆的未来发展前景才会愈加光明。对

于阿职院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五个认同”的巩固情况，加强学生的历史教育，有针对性的开

展历史教育是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五个认同”的基础性工作，必需持之以恒的

做好这项工作。 

3.2. 在对学生的关爱中，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培育和铸牢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要加强对学生的关爱。归属感是认同的前提，要使学生

有对班级、学校的归属感，就要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给予学生更多的关心与爱护。 
首先，从教师的角度看。教师尤其要给予潜在的问题学生更多的关爱，要经常性地与学生谈心谈话，

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与生活中的难题。问题学生的出现，背后常常有一定的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原因，教师

要努力拉近与学生的距离，深入了解学生生活成长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在此基础上，才能理解学生出现

问题的原因，并针对性地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在教师与学生的深入互动中，在教师与学生不断加深的相

互了解中，学生对教师信任感不断提升，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学生产生归属感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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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学生的角度看。问题学生通常心里敏感脆弱，他们其实有与别人交往的强烈意愿，但是因

为各种原因，他们无法完全敞开心扉，生怕受到伤害，一旦感觉受到伤害，会对人产生极度的不信任感，

甚至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在这样的状况下，他们是很难融入到群体之中去的，归属感更无从谈起。很

多时候，一些问题和困惑学生不愿与教师交流，但能与同学、同龄人交流，教师要利用好、发挥好潜在

问题学生的周边同学的积极作用。周边同学能及时将潜在问题学生的思想动态、心理变化向教师汇报，

并帮助教师发挥心理排解、疏导的作用。对于周边同学不当的思想与言论的影响，教师要及时发现，予

以正确的引导，避免不良后果的出现。班干部在日常管理中，尤其要注重班级同学主动性的发挥，为同

学参与班级活动创造条件，努力营造大家的事情大家一起做，班级事务人人有责，同学之间相互关心、

相互帮助的良好氛围。良好的班级氛围、团结友爱的同学关系，是归属感产生的基础条件。 
最后，从学校的角度看。良好的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是学生归属感形成的根本保障。作为学校，

要不断完善学校管理的体制机制，提升校园整体的管理水平，努力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风气，活泼严肃

团结有序的班级氛围，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够在其中学有所获、行有所规、心有所属。学校要健全对学生

的关心关爱机制，比如对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要提供助学金、奖学金的帮助；对心理存在问题的学生要

提供必要的心理咨询服务；对有创业意愿且有创业能力的学生搭建平台，提供必要的经济和技术支持；

建立健全有效的对学生诉求、意见的回应机制，做到学生有诉求，学校必有回应，及时解答学生在学习、

生活中的困惑；建章立制，规范管理学生事务；健全学生管理机制，明确班主任、辅导员的日常工作清

单与基本职责，切实发挥好教师的教育引导作用，使教师对学生的关爱落在实处。 
总之，做好学生的关心关爱工作，需要学校、教师、全体学生三方的共同努力。学生对归属感的形

成，需要教师对学生真诚的包容与关爱、同学之间的互助与团结以及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三者有机融

合，才能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巩固。 

3.3. 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要通过思政教育使学生从理性上认识到，培育和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对个体生存发展的重大意义，更要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形成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重要性的感性认识。 
首先，要发挥好各类基地、博物展馆的教育引导作用。中华民族不是停留于纸面上或者人们的思想

观念中，他是在各族人民长期共同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并在历史的发展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地

区各类教育基地、博物展馆的展陈就是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新疆历史明证，有了思政教学的基础，再

通过参观场馆的直观体验，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将会更加巩固。 
其次，要发挥好先进社区的示范引领作用。为推进民族团结、加强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地区加大

了社区“五个嵌入”的建设力度，涌现了大批民族团结示范小区，这些小区就是现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各族人民团结共荣的生动案例。从社区居民和谐相处、安居乐业的现状，可以得出结论：尽管民族

不同，人们在语言、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生活习惯、风俗信仰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但幸福安康的生活，

是各族人们共同的理想与追求，并且离开任何一个人的努力这一目标都不可能实现。通过对民族团结共

建模范社区的考察，要使学生充分认识到：生活于新疆大地上的人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共同的

价值追求，历史和现实决定了新疆各族人民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分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最后，要发挥好学生假期的社会实践的作用。学校要对学生假期的社会实践活动进行系统规划，有

意识的为学生参与社会生活创造条件。鼓励学生在假期参与社区活动、主动利用假期承担村里的工作、

积极做义工服务社会等，学生通过实际参与社会工作，一方面，使其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前对社会有一个

初步的认识；另一方面，通过自己实际参与社会工作，更好地理解基层在贯彻政府决策的难处。通过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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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学生能够更加清醒、理智的认识世界、面对挫折与可能的不公正对待。社会大

学会教导学生，要努力顺应社会、融入社会，而不是奢望社会适应个人。参与社会实践，也有利于个体

正确认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并培养起对错误思想、观念的辨别能力，有助

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更加巩固。 

3.4. 在自觉维护和促进民族团结中，不断铸牢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自觉维护和推进民族团结事关新疆乃至全国的稳定与发展，是新疆长远发展的根本要求，是新疆每

一个干部群众的责任与义务。作为青年学生，作为新疆未来发展的希望与栋梁之材，更应该以维护和促

进民族团结为己任，并在积极维护民族团结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认识，铸牢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首先，维护和促进民族团结，是个人顺利成长和发展的需要。没有各民族的团结，就难有社会的稳

定与有序，而这是无论个人也好、群体也好发展的前提。因此，青年学生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努力成

为维护和促进民族团结的引领者，积极传播社会正能量，教育自己的亲人、朋友、邻居形成对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正确认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于普通群众的心中。尤其要使普通群众也认识到：中华

民族共同体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不是政治创造的产物；巩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符合各族人民的利益，而

不是基于某种政治利益的考量。 
其次，维护和促进民族团结，事关本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每个人所属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群体

中的小群体，其前途与命运其实是与国家、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回顾中国的历史，中央

政权强大时，地方的发展也有可靠的保障，比如强盛的汉王朝，就能够有效的团结起西域各国驱逐匈奴，

既维护了国家主权的完整也为地方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中央政权衰弱时，地方的发展不仅难以实

现，甚至可能因此遭受奴役和压迫，比如孱弱的晋王朝，甚至只能勉强维持中央政权，无力对抗少数民

族政权对王权的冲击，致使民族矛盾、民族争端不断激化，终酿成五胡乱华、生灵涂炭的悲剧，人民甚

至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维系。维护和促进民族团结，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

要求，破坏民族团结刻意制造民族争端引起民族分裂的，最终损害的本民族的利益，剥夺的是自身的发

展机会。 
最后，维护和促进民族团结，事关国家的兴盛繁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繁荣昌盛的原因从来都不

是单一的，天时、地利与人和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人和”是其中最根本的决定因

素，人和意味着，构成国家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各自的作用与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并且，作为构

成国家整体的部分之间，也实现了充分的配合与补充。中华民族是整体，各个民族是构成中华民族不可

或缺的部分，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社会主义中国的繁荣昌盛，不仅仅是各个民族的兴盛发展，更要求

各民族之间精诚团结、紧密配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最大限度地激发起社会发展的潜力，汇聚

起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力量。要达成这一目标，不仅需要在维护和构建民族团结的同时，培育和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要求我们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精神纽带，将各族人民紧密联系起来，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而不懈奋斗。 

4. 结语 

高职院校的学生是较为特殊的学生群体，作为大学生群体，他们在能力素质上与一般的大学生还有

不小的差距；就心智的发展程度而言，他们虽然已经步入大学，但心智的成熟程度甚至可能仍然停留在

中学阶段。高职学习对高职学生而言是人生新阶段的开启，顺利渡过这一阶段，他们的未来必将是光明

可期的，因为他们不仅掌握了一门谋生的技术，且比一般的大学生更早、更快地步入了社会，踏上了人

生的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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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高职学生走好这人生的关键一步，高职院校教师责无旁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牢固与否，

决定了高职学生“三观”的正确与否，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其未来的人生之旅，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正确的“三观”使人行于正轨，并催人奋进；淡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很难催生出正确的“三

观”，只能使人踏上歧途，堕入泥潭，并终将自食其果。国家的发展，需要有一技之长的人才，但我们

更需要德才兼备且胸怀国之大者的人才。高职院校的教学必应以此为目标，因此，我们建议高职院校应

着重做好以下工作，铸牢和巩固高职院校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一，我们必须要踏实做好高职

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精心设计和打磨思政课程的内容，尤其针对民族学生，要特别重视学生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和铸牢。其二，要加强日常管理与教育帮扶，充分发挥好学校的日常管理、教师

的教育引导以及学生间互帮互助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在对学生的关心关爱中，展现社会大家庭、生

活共同体的温暖，不断铸牢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三，要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如参观

各类展馆、参加社区工作等，通过各类实践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和感受自己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员

自豪感和荣誉感，通过有形有感的观览活动及社会实践，不断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后，中华民

族是生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民族团结是维系和确保共同体持续长久发展的根本基础，

要使学生充分认识到维护民族团结对个人、对自身民族以及对整个国家长远发展的重大意义，自觉做维

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先锋，不断提升和强化自己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员的意识。 
就个体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根本上决定和影响了学生一生的发展轨迹，从社会、国家层面

看，当前我国正处在向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前进的关键阶段，机遇千载难逢，挑战前所未有，最终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意识形态领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显得至关重要，因此要对其持之

以恒、常抓不懈，不能有丝毫放松 [3]。同样，树立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确保个体的顺利成

长与发展。总之，铸牢和巩固高职院校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正确的“三观”，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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