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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五个三年不断线  新疆高职院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路径研究 
杨俊英 

（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学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

要阵地，通过全面坚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三年不断线，全面坚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

思政课教学三年不断线，全面坚持将法制育人融入思政课课前十分钟三年不断线，全面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三年不断线，全

面坚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实践性教学三年不断线的路径研究和实践运用，不断提高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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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9 月 27 日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

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

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疆高职院校地处意识形态领域的

前沿阵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对于高职大学生树立

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建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进而自觉抵制错误思想的渗透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新疆高职

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尽管取得了一定成绩，但

实效性仍有待进一步增强。因此，笔者立足新疆高职院校现状，

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

实意义。 

一、坚持五个三年不断线 新疆高职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教育的重要意义 

（一）有助于进一步引导大学生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

共同体理念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发展，形

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实体，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千百

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焕发强大的凝聚力，就在于各民族有共

同的价值追求，各族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像石榴籽紧紧

抱在一起。高职院校大学生作为接续奋斗的青年一代，是实现

中国梦的主力军，必须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

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增强“五个认同”，维护新

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有助于维护新疆高职院校的意识形态领域安全 

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

建设，对新疆高职学生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

育，引导大学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牢固树立正确

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进而全面推广

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进各民族学生交往交流交融，坚决

抵制错误思想的侵蚀，树牢高校意识形态领域安全意识，使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入学生的心灵，入脑入心入行，进而为新

疆高职院校牢牢守住意识形态工作主阵地，为新时代党的治疆

方略在新疆高职院校落地生根贡献力量。 

（三）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新疆高职院校法治教育实效 

通过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加强法治宣传，

引导大学生进一步明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增强国家意识、

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引导大学生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树

立对法律的信仰。在大学生学习生活中自觉履行宪法和法律规

定的义务，进一步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的法律基础，能够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为促进中

华民族大团结发挥好法治力量。 

二、当前新疆高职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存在

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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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疆高职院校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学习不够扎

实 

通过调研，当前新疆高职院校部分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

理论相关知识掌握不够扎实，对“十二个必须”“四个共同”“四

个与共”和“四对关系”的认识和理解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

还不能全面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层面把握，在行动落实上还需

要进一步加强。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途径有待进一步丰

富 

虽然新疆高职院校深入开展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

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工作，但是由于课时、师资和学生

综合素质参差不齐等因素影响，还需进一步拓展有效路径和方

法，增强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例如还需进一步探索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生活化模式研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有机融入学生日常生活中，点滴渗透，润物细无声。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师资力量有待加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要结合历史学、宗教学、哲

学等多学科知识，对授课教师所具备的知识体系要求比较高，

尤其作为思政课教师，在“大思政课”背景下要开展行走的思

政课、博物馆里的思政课，指导大学生讲思政课等，要求思政

课教师具备深厚的知识储备和理论素养，需要教师进一步加强

学习培训，但是部分教师离高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不能很好发

挥新时代高校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指导作用。 

三、新疆高职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路径探

索 

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要坚持五个“三年不断

线”，不断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教育的针对性、实

效性，提高新疆高职学生的政治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使学生

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进

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认同，真正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 

（一）全面坚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人才

培养全过程三年不断线 

一是确保学生在校期间按照教育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

育厅要求，开设各类思政课程“三年不断线”。将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各类思政课中，特别是要依托《中华民族

共同体概论》课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与实践教育，

通过生动鲜活的教学语言、理实结合地讲好讲活中华民族共同

体基本理念、历史故事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帮助学生树立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二是依托名师工作室、名班主任工作室开展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专题讲座。充分发挥名师、名班主任的引领示范

作用，办好讲好每一场专题讲座，提升教育的实效。 

三是加强网络平台建设，积极利用网络媒体开展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牢牢占据网络意识形态的宣传阵地，通

过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宣传教育的网络平台，讲好中国故事、新疆故事，传播正能量。

同时，加强网络平台监管，坚决抵制不良思想借助网络进行宣

传、渗透，确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正确导向。 

（二）全面坚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思政课教

学三年不断线 

一是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问题导

向，坚持职业院校学生能力本位的原则，采用混合式教学方法，

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思政课教学三年不断线。各门

思政课程内在的价值导向、知识体系、形式内容与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需求同向同行，二者可以形成合力，不断提

升思政课的教学质量。 

二是开好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做到所有在

校学生全覆盖。从学理上讲清楚、弄明白“四个与共”的共同

体意识，更能够从价值观念上使学生强化“五个认同”，充分发

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意识形态领域“举旗定向”的重要作

用，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实效的发挥。 

三是坚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专业课程，发挥

课程思政作用。通过专业研讨、集体备课等手段，把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和思想引领融入到每一门专业课程中，使学生在掌握

专业知识的同时，加深对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了解，提高科

学思维能力，增强文化自信。 



时代教育前沿                                                                        教育探索 

 141 

（三）全面坚持将法制育人融入思政课课前十分钟三年不

断线 

一是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法治教育相结

合。要全面坚持将法律法规教育融入思政课课前十分钟三年不

断线，特别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等法律法规融入思政课课前

十分钟活动，铸牢学生知法守法思想基础。 

二是大道至简，编制法律法规应知应会题。将法律法规应

知应会题融入思政课课前十分钟。让学生熟悉法律法规，做到

知法懂法守法，利用课前十分钟，对学生讲解典型案例，正本

清源，帮助学生增强五个认同，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是提高学生的政治素质。通过课前十分钟法治教育提高

学生的法律素养，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争做合格公民，

自觉做到懂法尊法守法。 

（四）全面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三年不断线 

一是在学生中广泛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教育。通

过主题班会、社团活动营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讲好普通

话的氛围，奠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二是通过“三进两联一交友”活动，增强各族学生之间的

交往交流交融。通过各族学生的学习融合、工作融合、生活融

合，建立和谐的情感关系，树立休戚与共、生死与共、荣辱与

共、命运与共思想意识，不断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三是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协同育人。通过开展学

生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讲思政课，制作思政课微课微视频，

反映学生生活正能量的典型案例，在班级进行交流，使正确使

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讲好普通话精神注入学生心灵深处。 

（五）全面坚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实践

性教学三年不断线 

一是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思政课实践教学

相结合。开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社会调查，

通过行走的思政课、博物馆里的思政课、寒暑假思政课等形式，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有机地融于学生喜闻乐见的各

项活动之中，使学生在兴致盎然中接受党的创新理论,提升学生

的理论素养。 

二是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校园文化宣传相

结合。利用校园宣传栏、文化长廊、校报、横幅、校园广播、

电子屏等进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础理论和树立正确的

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宣传，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有利于大

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三是借助三进两联一交友平台，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

文化艺术体育活动。通过举办文化艺术节，体育节，让学生学

习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活动在一起，形成相互了解、相互尊

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的氛围，像石

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总之，通过新疆高职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的

问题与对策研究，找到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教

育路径，不断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努力培养更多让党

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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