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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大中小学思想
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

李宏芳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北京 101101

摘要：当前，各地正在按照《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要求，推进大中小学

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命题之一，

必将会在其实现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中作为主要内容而被高度重视则。我国目前已

形成纵向贯通、横向融合、立体协同的教育体系，但仍需在战略定位、实践创新与制度保障等方

面持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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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定位与

现实挑战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新时代思想政治

教育的核心命题之一
[1]
。领导人指出：“加强

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

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方向
[2]
。当前，大

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面临三重现

实挑战：

1.1 教育目标的碎片化现有教育体系中，

各学段教育目标存在“各自为政 ”现象。

小学阶段偏重道德启蒙，中学阶段聚焦政

治认知，大学阶段强调理论建构，但缺乏从

“共同体情感培育-共同体认知深化-共同体实

践担当”的螺旋上升设计。如某省调研显示，

68%的中学教师对小学阶段的民族教育内容不

了解，导致教学内容重复率高达 43%。这种学

段间的信息壁垒使得学生难以形成连贯的认

知图谱，例如小学阶段接触的民族团结故事在

中学未能转化为制度认知基础，而大学的理论

教学又缺乏实践支撑。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同

学段考核标准存在明显差异，小学侧重行为规

范测评，中学强调知识体系掌握，大学注重学

术研究能力，这种评价体系的割裂导致教育目

标难以形成合力。

1.2 教育内容的断层化课程体系未能有效

衔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逻辑。

小学《道德与法治》侧重民族团结故事，

中学《政治生活》强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大

学《民族理论》聚焦政策分析，这种“故事 -

制度 - 理论”的割裂难以形成认知闭环。研

究发现，学生在不同学段对“民族区域自治”

的认知呈现跳跃式发展，65%的大学新生无法

系统阐述该制度的形成脉络。新疆和田地区的

实践表明，通过“库尔班大叔纪念馆参观-民

族政策宣讲-理论研讨”的递进式设计，学生

对共同体的理解深度提升 57%。跨学段教材分

析显示，关于"茶马古道"的教学内容，小学侧

重商贸路线图绘制，中学要求分析经济交流数

据，大学则需论证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但三

阶段间缺乏必要的承启说明。

1.3 教育资源的分散化优质教育资源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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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实现跨学段共享

全国仅32%的高校与中小学建立思政课共

建机制，76%的中小学缺乏专业民族教育教师。

调研发现，民族地区 83%的小学教师未接受过

系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方法论培训，导致

教学停留在节日庆典等浅层活动。北京科技大

学 “钢铁思政”"项目通过“高校教师 + 企

业工程师 + 中小学教师” 的跨学科团队，开

发出 “从矿石到钢轨” 的一体化课程，学生

家国情怀认同度提升 38%。教育资源数字化进

程显示，虽然省级教育云平台覆盖率已达89%，

但跨学段资源共享率不足 24%，民族地区双语

教学资源库的互通性仅为 17%。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维教育体

系建构

2.1 纵向贯通的目标体系

小学阶段（启蒙期）：通过“五个一”工

程（一首民族团结儿歌、一个民族英雄故事、

一次民族服饰体验、一场民族运动会、一幅民

族全家福绘画），培育“中华民族一家亲”的

情感认同。广西某小学的“三月三”"民族文

化节，让学生在竹竿舞、抛绣球等活动中感受

民族交融。该校开发的《民族服饰图鉴》校本

教材，将 56 个民族传统服饰纹样转化为美术

课程素材，学生民族文化认知准确率提升至

92%。引入“民族文化小使者”制度，每周由

学生担任不同民族文化的讲解员，形成持续性

的浸润式教育。

中学阶段（认知期）：构建“历史-现实-

未来”"认知链。以“丝绸之路”为主题，初

中学习张骞通西域的历史，高中分析“一带一

路”"倡议，大学开展跨境民族问题研究。浙

江某中学的“重走长征路”研学活动，通过实

地考察增强学生对共同体的历史认知。该活动

配套开发的 AR 地图应用，使学生在红军长征

遗址扫描二维码即可获取民族政策演变史料。

创新设置的"民族政策模拟听证会"，要求中学

生围绕民族地区发展议案进行政策推演，培养

制度认同感。

大学阶段（实践期）：实施“三个一”实

践计划（一项民族地区调研、一次民族团结宣

讲、一个民族文化创新项目）。中央民族大学

的 “榴籽”石"志愿服务队，连续 12 年赴边

疆地区开展双语支教，学生责任担当意识显著

增强。其开发的《民族地区教育现状白皮书》

被纳入教育部政策参考，39%的调研成果转化

为地方民族教育实施方案。增设“民族事务治

理模拟系统”，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再现民族地

区治理场景，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2 横向融合的内容体系

历史维度：整合《中国民族史》《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格局》等学术成果，开发“中华民

族共同体发展历程”系列课程。内蒙古师范大

学的 “大中小学同上一堂中华民族历史课”，

通过虚拟仿真技术重现昭君出塞场景，学生历

史认同感提升 41%。课程设置的“历史辩论”

环节，要求中学生分析“和亲政策"对民族交

融的影响，大学生则需论证其在当代的价值转

化
[3]
。建立“民族历史事件坐标轴”，将文成

公主入藏、土尔扈特东归等重大事件进行时空

关联教学。

文化维度：建设 “中华文化基因库”，

将各民族文化符号转化为教育资源。云南某中

学将东巴文字、孔雀舞等融入校本课程，学生

文化自信指数提高 29%。该校与云南大学联合

开发的《民族文化解码》数字课程，通过 3D

建模展示少数民族建筑技艺，获全国教学创新

大赛特等奖。开展“民族非遗工坊”项目，邀

请传承人指导学生学习苗绣、维吾尔族乐器制

作等技艺，已有 127 件学生作品入选省级文化

交流展。

实践维度：构建“校内 - 校外 - 网络”

实践矩阵。上海交通大学的“科学家精神融入

思政课”项目，组织学生参与大科学装置建设，

培养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能力
[4]
。参与 FAST 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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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望远镜建设的 132 名学生中，87%表示通过

跨学科协作深刻理解了“科研共同体”的内涵。

开发“民族地区云实践平台"，学生可通过远

程协作完成民族文化传播方案设计，已有 23

个方案被地方政府采纳实施。

2.3 立体协同的保障体系

师资培养：实施“双师型”教师培育计划，

要求高校教师每年至少到中小学授课 20 课时，

中小学教师每两年到高校研修 1 个月。山东师

范大学的“思政课教师成长共同体”，通过跨

学段集体备课，教师专业能力提升 35%。其创

建的“教学问题诊疗室”已解决 237 个学段衔

接难题，形成经典教学案例 89 个。建立“民

族教育导师制”，为每所中小学配备高校理论

导师和行业实践导师，构建“三位一体"指导

体系。

资源共享：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云

平台”，整合全国 56 个民族的教育资源。广

西的“双师教学”模式，将优质课程同步传输

到33个县的乡村学校，受益学生达36.5万人。

平台设置的“文化拼图”游戏模块，通过收集

各民族特色成就解锁知识关卡，日均活跃用户

超 50 万。开发“民族文化数字孪生系统”，

实现对 56 个民族特色村寨的虚拟漫游，已建

成 238 个数字民族文化空间。

评价改革：建立“三维评价体系”（知识

掌握度、情感认同度、实践参与度）。宜昌市

的“纵横一体化协同平台”，通过过程性评价

与终结性评价结合，学生思政素养提升 42%。

其研发的“民族情感雷达图"测评工具，可动

态追踪学生共同体意识发展轨迹，误差率低于

3.2%。创新“成长档案袋"制度，收录学生参

与民族团结活动的影像资料、实践报告等，作

为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依据。

3 实践创新与典型案例

（1） 新疆和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的破

局之路成立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联

盟”，通过 “高校结对帮扶-集体备课-实践

研学” 的机制创新，将库尔班大叔纪念馆、

沙海老兵精神等资源转化为教育素材。2023

年以来，组织“石榴籽研学团祖国行”活动，

带领学生赴北京参观国家博物馆、中央民族大

学，学生国家认同度提升 53%。创新设计的“沙

漠绿洲”实践课程，要求学生团队合作完成节

水灌溉系统搭建，在实践中体会民族团结的工

程智慧。建立“双语教学资源中心"，开发维

汉双语思政课程包，覆盖当地 89 所中小学，

教师教学效能提升 41%。

（2） 北京科技大学：工科院校的特色探

索打造“钢铁思政” 品牌，将钢铁工业发展

历程与共同体意识培育深度融合。开发 “从

矿石到钢轨”的沉浸式课程，学生在虚拟仿真

炼铁场景中，深刻理解“各民族共同缔造新中

国工业体系”的历史逻辑，课程获评国家级精

品思政课。其建设的“钢铁精神主题馆"年接

待研学团体 128 个，开发的 VR 炼钢体验设备

已推广至 37 所中小学。创新“工业遗产研学

路线"，组织学生考察首钢园区、攀枝花三线

建设博物馆，撰写《工业记忆中的民族精神》

研究报告，其中 28 篇获省级奖项。

（3） 广西：民族地区的系统推进建设

“壮美广西” 地方课程，开发《民族团结》

《红色广西》等教材。通过 “双师教学” 模

式将优质课程输送到乡村学校，利用 VR 技术

重现湘江战役场景，学生对革命精神的理解深

度提升 47%。百色起义纪念馆推出的“时空对

话”全息剧场，通过 AI 换脸技术让学生与历

史人物互动，参观者情感共鸣强度提升 61%。

实施“民族文化传承人进校园”工程，聘请

176 位非遗传承人担任校外辅导员，开发《壮

锦织造》《侗族大歌》等特色课程，学生民族

技艺掌握率达 78%。

4 未来发展的关键突破点

（1） 深化理论研究建立 “中华民族共

同体教育研究院”，加强跨学科研究
[5]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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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关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发展规律”“ 一

体化课程设计模型 ” 等重大课题，为实践提

供理论支撑。清华大学牵头的认知神经科学研

究显示，14-17 岁是共同体认同形成关键期，

该成果已应用于 56 所示范校的课程设计。建

立“民族教育大数据中心”，采集分析全国

230 万份学生认知发展数据，构建民族意识培

养的量化模型。

（2）强化数字赋能构建“元宇宙思政课”，

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教育资源确权与共享。开

发 “中华民族共同体”虚拟仿真实验，让学

生在数字场景中体验民族交融的历史进程。华

东师大研发的“数字敦煌”协作平台，支持多

地学生共同修复虚拟壁画，在文化守护实践中

增进共同体意识。推进“教育脑科学实验室”

建设，通过神经反馈技术监测学生民族情感变

化，优化教学方案设计。

（3）完善保障机制将一体化建设纳入地

方政府考核指标，建立“中央 - 省 - 市 - 县”

四级联动机制。设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专

项基金”，每年投入不低于教育经费的 3% 支

持相关项目。四川凉山州实施的“教育质量捆

绑考核”制度，将高校与对口中小学的教学成

果进行联合评估，促使资源下沉效率提升28%。

制定《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标准》，明

确各学段在教学目标、内容衔接、资源共享等

38 项核心指标的具体要求。

5 结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系统工

程，需要大中小学协同发力、久久为功。通过

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融合、立体协同的教育体

系，我们能够培养出具有深厚共同体情感、高

度文化认同、强烈使命担当的时代新人，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力量。正如领导

人所强调的：“各民族要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

在一起”，这既是历史的经验，更是未来的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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