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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建设的系列工程之一，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深刻反映扎根中国大地

办大学题中之义。以循证方法检视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经验及问题，对深化施策推进工作意义显

著。通过对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相关问题研究在中国知网(CNKI)发文量显性增值区，即自2017年以来

国内定性研究成果进行系统评价，得到完善顶层设计、建构基础要素、创新活动环境等三个方面的经验

证据。此基础上，提出健全“校–院–系”党委分级领导管理制度、构建“民族+”一流学科教学研究

团队、创设“校–社”共治共享对话时空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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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series of projec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universit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
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education of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eeply reflects the meaning of running universities in China. Reviewing the research experience 
and problems of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evidence- 
based method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eepen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rough the syste-
matic evaluation of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results in China since 2017 in the dominant value-added 
area of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in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the 
empirical evidence is obtained from three aspects: improving the top-level design, optimizing the 
environmental mechanism and innovating the symbolic media. On this basis, it is proposed to im-
prove the hierarchical leadership management system of “school-department” party committees, 
build “ethnic+” first-class disciplines, scientific research, teaching teams, and cultivate “school- 
society”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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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之一，自根源处回答了“如何办大学”的

问题。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作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领域，是青年一代正确树立国家观、民族观、

文化观、历史观的关键，深刻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建设的题中之义。处在两个一百年历

史交汇期，如何顺应民族关系发展新常态，深化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亟需新时代高等教育工作者

回答的重要命题。目前，学界围绕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相关问题的研究已有一定量出成果，但总体而

言，仍旧存在系统框架缺位、横向内容狭窄、理论与实践割离等问题[1]。“循证”作为一种教育研究方

法论，廓清了从分析对象到问题解决的过程逻辑，基于证据的教育质量评估对深化施策推进工作意义显

著。鉴于此，本研究采用循证方法，围绕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相关问题研究做出定性系统评价，提取

经验证据，以期推进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理论与实践深度相容。 

2. 循证教育的概貌 

二十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肇始于西方医学领域的循证实践运动(evidence-based practice 
movement)为整合理论与实践澄清思路，以科学证据为依托的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简称

EBM)取得突破性进展，“循证”的社会影响力亦逐渐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延伸。1996 年，剑桥学者 David 
Hargreaves 以题名“教学作为基于研究专业的可能性与前景”的研究报告，首次提出循证教育(Evidence- 
Based Education，简称 EBE)的概念，认为教育必须基于合理科学证据，严格整合教师专业智慧和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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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证据进行教学决策[2]。尔后，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循证教育研究所(Top Institute for Evidence Based 
Education Research，简称 TIER)作出进一步解读，提出循证教育乃基于最佳有效证据，制订教育政策和

进行教育实践的一种哲学[3]。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Russ White hurst 则认为，循证教育是指如何在教学过程

中实现专业智慧与经验证据的整合[4]。专业智慧涉及个体认知经验、一般化观点、多方教学合作的专业

技能等；经验证据涉及各学科教研成果，如参与比较、评估、监督的经验数据[5]。一般而言，循证教育

需从研究设计、质量、数量等严格限定文献纳入标准[6]，证据来自全球可查范围内教育及其相关学科的

既有研究经验，或现有证据单薄情况下生产的可靠证据[7]，通过对同一主题的所有可查原始研究进行二

次研究，合并分析相似性结果后降低风险偏倚，最终得到综合性干预信息。循证教育的执行步骤一般包

括：问题确认、采集证据、批判性评估证据、提取最佳证据、改进方案与总结经验。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教育学的实验研究对象分外复杂，某一寻常问题的解决也可能

存在理论与实践割离的现象[8]。学校往往参照同行经验作出决策干预，而非基于证据的思维与事实改进

办学实践[9]。当循证方法向教育领域渗透，研究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管理者得以纳入同一体系，来

自研究者的最佳证据为教育者的教学实践提供经验反思，受教育者也不再是一个平面化的群体概念，他

们及其相关人物的兴趣偏好、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等都将受到关注，这为理论知识与实践行动的可持续

改进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且成熟的分析框架，由而保障了教育治理专业化、科学化、系统化。在西方国

家，循证教育得到社会普遍认同，乃至政府财政支持，已然成为当代教育学领域的一种重要研究思潮。

但在我国，循证教育仍旧处在初探阶段，“证据”的教育研究意义亟待学界关注。 

3. 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定性系统评价 

系统评价是高质量证据生产的循证方法之一。随着循证教育的不断发展，基于定性研究的系统评价

被广泛用于指导教育实践，从不同视角定性地洞察、分析、解决问题，提供契合现实境况的可靠证据。

定性系统评价(Systematic Review)即围绕某一特定研究问题，以科学的、规范的方法全面检索、严格筛选、

客观分析纳入文献，对之作出风险偏倚判断，综合研究经验得到可靠结论的一种二次研究方法[10]。定性

系统评价由提出问题、确定纳入与排除标准、筛选文献、质量评价、提取资料、综合资料、结果与讨论

等环节组成[11]。本研究参照定性系统评价模型 SPIDER (见表 1)的证据纳入标准，对新时代高校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相关问题研究进行深入剖析。 
 
Table 1. Qualitative system evaluation model SPIDER 
表 1. 定性系统评价模型 SPIDER 

SPIDER 模型 特点 

研究对象(Sample) 以个体为单位，样本相较群体更为适用 

研究内容(Phenomenon of Interest) 倾向探讨研究对象其需求、观点、态度及经验等 

研究方法(Design) 观察法、个人访谈、焦点组讨论、参与式研究等方法 

评价内容(Evaluation) 非量化的主观指标 

研究类型(Research Type) 定性研究、定量研究、混合型研究皆可纳入 

3.1. 提出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华民族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12]。但处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如何顺应民族关系发展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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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亟需新时代高等教育工作者回答的重要命题。面向教育科学化时代，循

证方法为弥合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沟壑提供了重要思路，其“渐进式”的内容分析逻辑对深入理解复杂性、

特殊性研究对象及问题意义显著。本研究围绕新时代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相关问题研究展开循证探讨，

即哪些对策可解决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现存问题、如何增进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效、深化高校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应如何施策。 

3.2. 确立纳入与排除标准 

定性系统评价常用模型 SPIDER 的纳入标准：研究对象 S (Sample)为高校；研究内容 PI (Phenomenon 
of Interest)为新时代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对策、路径、方式；研究方法 D (Design)为观察、访谈、个

案、实地考察等；评价内容 R (Evaluation)为高校内部因素、其他外部因素(如地理、经济、文化等)；研

究类型 R (Research Type)为定性研究。 
排除标准：第一，未涉及高校；第二，对策分析模糊；第三，研究方法不清晰；第四，非定性研究。

值得关注的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属中国语境范畴，研究应秉守本土原则。同时，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相关问题研究在中国知网(CNKI)发文量逐年上升，尤其自 2017 年以来形成显性增值区，这与党的十九

大工作报告谈及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存在直接关联。鉴于此，补充两项排除标准：外文文献、2017 年

以前发表的文献。 

3.3. 筛选文献 

参照定性系统评价常用模型 SPIDER 指标，在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 月 1 日时间区间，以“高

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大学&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院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三类关键词组合

方式检索文献，其他栏目默认。自中国知网(CNKI)分别获得文献 222 篇、214 篇、215 篇，借助软件 EndNote 
X10 删减重复文献后共计 206 篇。 

依据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由两位研究员背对背阅读所有原始文献的题目、摘要和全文，提取符合

SPIDER 模型纳入标准的研究，藉以降低纳入文献的选择性偏倚。最后，排除综述文献 5 篇，排除研究

对象、内容、方法、类型及评价内容不符文献 170 篇，保留参与质量评价文献 31 篇。 

3.4. 质量评价 

使用质量评价工具 CASP (Critical Appraisal Skills Program)中的定性研究清单(Qualitative Checklist)对纳入

文献进行风险偏倚判断。评价内容共计 10 项，每项评价结果表述为“是”、“不确定”、或“否”(见表 2)。 
 
Table 2. Risk bias judgment based on quality evaluation tool CASP 
表 2. 基于质量评价工具 CASP 的风险偏倚判断 

评价内容 是 不确定 否 

1) 是否清晰表述研究目的？ 31 0 0 

2) 是否恰当应用定性研究方法？ 31 0 0 

3) 研究设计是否适应研究目的？ 18 13 0 

4) 研究对象其招募计划是否适应研究目的？ 19 12 0 

5) 资料搜集方式是否恰当解决研究问题？ 12 19 0 

6) 是否充分考虑研究者与参与者的相关性？ 11 8 12 

7) 是否考量伦理问题？ 6 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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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8) 资料分析是否严谨缜密？ 18 9 4 

9) 是否清晰表述研究结果？ 31 0 0 

10) 研究价值与意义有多大？ 15 16 0 

3.5. 提取资料 

通过对纳入文献的题目、作者、发表时间、调研地点、研究对象、方法及结果等核心资料作出分析，

结合定性系统评价所建构问题(即哪些对策可解决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现存问题、如何增进高校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实效、深化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应如何施策等)展开合理性探讨(见图 1~3)。 
 

 
Figure 1. Annual volume trend 
图 1. 年发文量趋势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sites 
图 2. 调研地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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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ype of research object 
图 3. 研究对象类型 

3.6. 综合资料 

综合资料作为定性系统评价的中心环节，通过对所纳入文献的整合直接决定系统评价结果[13]。主题

综合(Thematic Synthesis)是综合资料的重要方式之一，即从所纳入文献提取研究经验以形成明确观点(描
述性主题)，综合相似观点后作出新解释或说明(分析性主题)的一种定性资料采集方式。本研究依据“三

级诠释”分析框架，从 31 篇纳入文献中采集证据，共提取 143 个描述性主题，综合观点形成 15 个分析

性主题，汇总归纳为 3 个类别。 
类别一，完善顶层设计。累计 6 个分析性主题，具体如下：第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多方协同

共育机制，通过优势互补实现教育资源整合，优化部门运作效能，完善高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常态

化大思政布局。第二，健全高校党委统筹引领，政宣工团齐抓共管，各院系合作参与的领导机制，增强

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效性。第三，把握党的政治建设制高点，实现党建与学科建设有机融合。第四，

建立校党委学生工作部牵头协调，院系党委书记具体负责，学生工作队伍贯彻落实的权责分工制度，推

进高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重心下移。第五，关注高校所属区域社会民族关系，秉持安全底线思维，

弹性调整工作部署。第六，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人才培

养方案。 
类别二，建构基础要素。累计 5 个分析性主题，具体如下：第一，构建高校学术科研体系。立足国

际比较视野，结合本土社会环境，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培养精神信仰坚定、

理论水平卓越的专业化学者群。依托高校区位优势，定期开展田野工作，发掘地方社会民族团结进步传

统经验，推动理论与实践深度相容。第二，优化高校学科建设体系。统筹推进“民族+”一流学科群生长，

畅通多学科交流互鉴、协同研究渠道。第三，完善高校课程教材体系。遵循“四观”教育原则，打造理

论联系实际、传统经验交融现代科技、时空逻辑对称的立体化课程教材。第四，健全高校教学活动体系。

基于“五个认同”行动目标，开辟要素细化、系统科学、全域包容的教学时空，通过探究式教学、活动

式教学、体验式教学、网络式教学共育模式，深化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第五，完善高校考核评估体

系。建立主体责任落实清单，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纳入各单位年终绩效考核范畴。 
类别三，创新活动环境。累计 4 个分析性主题，具体如下：第一，深化高校“课程思政”工程建设。

发掘多学科课程所涉猎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将党的理想情怀、爱国主义精神意志、法制教育底线思维

贯彻课堂教学全过程。第二，培养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专业化师资力量。特邀领域专家开展涉及民族

问题、理论、政策的专题座谈和培训班，通过案例引导、演说论辩、实验研讨等多样化渠道，发展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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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思维。第三，创新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践活动。如评选表彰、文化研学、对口帮扶等。第四，

搭建高校“互联网+民族团结进步”公共服务平台。联系民族理论及政策，通过品牌化高校自媒体传播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影响力。 

3.7. 结果与讨论 

定性系统评价结果是通过筛选文献、质量评价、提取资料、综合资料等过程性分析所得到的超越原

先研究经验的新观点或概念。紧扣系统评价所建构问题，从以下几点展开讨论。 
第一，筛选文献过程发现大量原始可查存在研究目的、设计或方法模糊的现象。未被纳入定性系统

评价模型 SPIDER 的文献普遍缺乏理论基础，“证据”往往来自研究者的主观认知感受，结论解释力较

弱。同时，表彰报道、模范叙事、政策公告等内容约占原始可查的 1/3，量化研究稀缺、理论研究单薄、

同质化研究过多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成果输出转化率，因此未来研究需注重从分析对象到解决问题的实效

性。面向教育科学化时代，循证方法为转变研究思维，深入教育实践，做出专业判断及知识分析创造了

广阔前景，立足“证据”的教育发展研究亟待学界关注。 
第二，质量评价过程中发现，部分文献在资料采集、研究者反思、伦理分析等问题上存在较高风险

偏倚。具体表现为研究方法的叙述、样本数据的收集、证据资料的分析相对模糊，未检视研究者对结果

的内在影响，亦没有回答实验研究是否取得被试知情意愿，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证据”价值。同时，

多学科交叉研究成果较少，政治学视野下的教育政策分析偏多，研究成果话语依附性较强。这种情况的

出现可能与研究者学术背景、文献写作范式、期刊市场定位等有关。另外，鉴于部分文献仅研究某一所

特定院校，属个案研究成果，“证据”的普适意义难以衡量，故将这类成果的研究价值判断为“不确定”

项。 
第三，提取资料过程中发现，多数成果的调研地点及对象为中西部地区的民族院校。高校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相关问题研究着重分析少数民族，考察国际与国内、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之间

如何团结进步的理论图鉴稀缺[14]，且多数研究没有关注到高校-区域社会的文化生态关系。同时，诸如

大学生籍贯、专业、性别、族别等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相关性探析不足，以致规模化的定量系统评价

无法开展。鉴于此，围绕所建构问题做出对策分析的实证研究理应作为深化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重

点方向。 
第四，综合资料过程中发现，多数研究的“证据”都覆及完善顶层设计、健全环境机制、创新符号

媒介等三个方面，但在领导管理、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上略有差异。由于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分属不同上

级主管部门(即中央部委或各省区市政府)，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工作系统、受重视程度亦不同。譬如，民

族类院校普遍设置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通识课，部分中西部高校结合区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等因素自主编写了地方课程，而非民族类院校仅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简要谈及相关内容。另外，多数成果

对“互联网 +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技术意义理解较为浅显，围绕这一取向的研究亟需深入。 

4. 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深化理路 

本研究围绕新时代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相关问题，即哪些对策可解决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现存

问题、如何增进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效、深化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应如何施策等，自 2017 年以来

国内定性研究成果中提取了可靠证据。立足系统评价结论，结合实际研究情况，对未来工作提出以下几

点建议。 

4.1. 顶层设计：健全“校–院–系”党委分级领导管理制度 

健全高校党委分级领导管理制度，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需以校党委学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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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处)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领导管理核心，将立德树人与民族团结进步相融，立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根本方位，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内容写入高校党建思政责任清单，制定与完善年度教学、管理、

评估工作规划。在规划编制过程中，需适时与所处区域内其他高校党委领导交流互鉴，为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工作深化推进提供经验证据。工作落实下移至各院系，应由党委书记第一负责人统筹安排，组织专

兼职辅导员、学生党员、学生干部全程参与[15]，且结合院系专业特色和学生背景特征(如籍贯、专业、

性别、族别等)，重点关注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服务情况，兼顾对少数民族骨干学生的教育培养及使用，

弹性调整具体工作部署，但需在指导思想、既定目标、关键内容上与学校层面一脉相承。 

4.2. 基础要素：整合“民族+”一流学科教学研究团队 

构建“民族+”一流学科教学研究团队，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顺利推进的根本依托。在大学治理视野

下，学术科研、课程教学、学科建设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整合兼具交叉性学科背景、专业性骨干师资、

综合性教研素质的一流学术群，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的深入与落实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各高校的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亟需结合自身发展优势，明晰专业定位，稳定“民族+”一流学科生长点，组建政治学、

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背景交叉相容群策群力的专业化教研团队，着力“全

过程”思政课建设。譬如第一课堂的教学设计，需立足既定课程体系和教材内容，由教研团队成员根据

自身学术领域优势，合作编写专题式教学大纲，合理分配讲授学时，根据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历史文化、

民族时事热点等分析单元特征，科学化编排教学案例，关照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导学生分析

与把握中国的立场、态度和方法，洞察中华民族复兴之机遇、变革和挑战。 

4.3. 活动环境：创设“校–社”共治共享对话时空 

开垦“校–社”共治共享对话地平，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顺利推进的重要基础。需关照高校与区域

社会文化生态，最大限度地激励多方协同参与，联合发力。依托高校所处区域、地理优势，吸纳政府、

事业单位、企业、乡镇等社会力量，共建民族团结进步课堂、项目、活动、网络。譬如，建立各级党校、

行政学院与高校联合教育制度，及时跟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主线问题，加强基层干部培训，清扫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工作盲区；通过公益帮扶、文化研学、校社联盟等组织师生调研团队，现场感知民族区域社

会概貌，从而规避“过失无知”1 所引起不同民族成员间的神秘情绪和心理疏离[16]；搭建“互联网+民
族团结进步”融媒体平台，通过“想象接触”2创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虚拟时空，尝试以微电影、云

旅行等多样化渠道引导大学生认知共情，消解族际刻板印象，实现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成本–效益的最大

化；创新“校–院–系”文化品牌，扶持学院文化、社区文化、校友文化等发展建设，以润物细无声的

方式将普适应价值化入日常生活，以期增进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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