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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研究 

——以阿克苏教育学院为例 

刘百仓 

新疆阿克苏教育学院  新疆阿克苏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是民族团结工作的重要指南。职业院校在科学理

论指导下开展多位一体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以加强 “五个认同”教育为重点，强化“五个认同”思想教育，

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教育的广度和深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职业院校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通过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开展实践活动，浸润校园文化，推广国推基地等途径，把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贯穿学校“三全育人”大思政工作格局开展工作，不断丰富教育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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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ractical path of vocational colleges to forge the Chinese nation's sense of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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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cast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national unity and an 
important guide for national unity work.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carry out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cre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scientific theories,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he education of 
"five identities",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five identities", further strengthen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and cast a solid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Vocational colleges can play the role of classroom 
as the main channel, carry out practical activities, infiltrate campus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national base, so as to carry out 
the educa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pattern of the school's 
"three whole education", and constantly enrich the education c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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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并将其写入党章，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

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不难看出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

视越来越重[1]。在当今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具备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职业院校毕业生更能适应跨民族合

作的工作场景，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近年来新疆

按照“地地有高职、县县有职校”的要求，不断推进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规模化、现代化发展，职业院校在办学

质量和招生规模方面取得长足发展[2]。 
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蕴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中华民族大统一

历史传统，内化于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共同体建设的

历史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为解决民族

问题和实现民族团结奠定重要思想和精神基础，也为

实现国家统一，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是

贯彻落实民族工作的重要行动指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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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华民族各民族成员间有着共同的历史渊

源、文化传承和发展目标，这是历史文化基础。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要

途径，从而能够激发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和自豪，减少因

文化差异、地域差异等带来的隔阂和误解。 
其次，中华民族各民族成员间有着共同的价值取

向，这是价值基础。各民族在精神层面上追求共同的价

值目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解决民族问题提

供了统一的价值基础和思想引领。在面对各种困难和

挑战时，各民族能够团结一心，共同应对，形成强大的

合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同努力[4]。 
最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促进民族文

化的交流与融合。各民族文化在相互交流中丰富和发

展，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

的认同和自信，从而减少文化冲突，增进民族之间的相

互理解和尊重。 
2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职业院校工作的主

线 
2021 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巩固

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

通教育协调发展。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个人发

展的作用与普通教育同样重要，甚至表现方式更为直

接。中职、高职既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职

普融通的重要融通部分，在加快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

中起着重要作用。 
职业院校是培养各类专业技能人才的重要场所，

学生来源更加广泛，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学业基

础和学情更为多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有

助于促进职业院校各民族学生之间的交流、交融与团

结，培养学生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和包容，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还能

使学生们能够在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氛围中健康成

长。 
在当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职业教育对

于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促进就业创业具有重要作

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引导各民族学生更

好地服务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需求，培养适应时代需

求的高素质人才，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

繁荣。 
职业院校的教育使命是不仅要传授专业知识和技

能，更要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的人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能够让职业院校各民族

学生深刻认识到自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还能

激发他们自觉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从而自觉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3 职业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阿克苏教育学院是一所中高职教育相互贯通的职

业院校。学院三全育人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开展多样教

育教学活动，让学生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灿

烂文化，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通过开展

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亲身感受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合

作与团结，增进民族之间的情感联系。 
职业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需要坚持推进完善三全育人体系，引导职业院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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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职业院校要开好开齐思政课，要将“四

史教育”即：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融入思政教材，走进课堂；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五观”即：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

化观、宗教观；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主义精神贯

穿教育全过程，不断增强学生的“四个自信”即：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五个认同”即：对伟

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

同。 
同时，阿克苏教育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也为学院三全育人体系注入了新的内涵和价值。学院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三全育人体系在培养人

才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民族团结意识、国家

意识和公民意识，使学生具备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社会

和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3.1 课堂教学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

主要阵地 
（1）发挥思政课程育人功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阿克苏教育学院发挥思政课程育人功能，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是发挥新疆地方思政教材《简明

新疆地方史读本》《新疆地方史教程》作用，帮助学生

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宗教观，增强“五个认同”，贡献

职业院校学生的力量。二是用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引导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三是

加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教育，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提出及历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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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进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基础。四是发挥《思想道德与法治》教材，

加强理想信念，树立四个自信，培养爱国主义情怀，立

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与

法治观，增强法治意识，树立法治观念，深化依法治疆

内涵的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五是发挥《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通过掌握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

艰苦奋斗和不屈抗争，熟知各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为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甘愿奉献，增强学生的五个“认同”。

六是上好《形式与政策》《传统文化》《四史教育》等

讲座，结合新疆经济社会生态等五位一体发展，国家大

政方针，有机融入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最新成果，最新

实践展示，切实感受身边变化，增强“五个认同”。 
（2）发挥课程思政育人功能，强化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民族团结进

步教育，全面构建“三全育人”思政大格局。一是进一

步提升课程思政的育人效果，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贯穿于思政课之外，在学院现有的“课程思政”示

范课中培育思政功能更加明显、特色更加鲜明的示范

课程。二是开展思政课程教学改革项目、思政课题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项研究、课程思政教学比

赛等。三是广大教师充分挖掘思政元素，将有关民族政

策、民族关系的现实案例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相关元素引入课程思政全过程，有机融入课程教学

活动和教育实践，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领贯穿教育

教学全过程。五是在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对“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专项目标，重视各类思想实践

教育，充分调动学生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体

验与认同，同时，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同向同行。 
（3）拓展师资培养培训，铸牢教师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职业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深耕教

师职业素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全体教职工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可进行新进教师培训、骨干教师培训、

班主任培训、二十大精神专题培训。同时，加强教师的

实践研修和研学，参观博物馆、文化馆、历史文物古迹

等。例如就近参观阿克苏博物馆、柯柯牙纪念馆、三五

九旅军垦博物馆等。还可以通过党员主题党日活动、微

党课大赛、支部书记将党课、知识竞赛等实践活动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2 实践活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

途径 

通过各类实践活动，充分发挥课外实践育人功能，

让学生在参与实践活动、体验感悟中厚植爱国主义和

民族团结情怀，引导学生共知、共情、共思、共行，让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学生心中，践行在学习生活

之中[6]。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目标，开

展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活动，建立有感有效的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项目群。一是特色课间操、

运动会、艺术节、文化节、体育节等动感十足的活动。

二是举办“典礼仪式润化工程”系列活动，以“开学第

一课”、升旗仪式、入学教育、毕业典礼等活动为载体，

将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国家

安全教育、传统文化教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

入典礼仪式教育体系，增强师生的价值认同、使命认同

和情感认同[7]。 

3.3 校园文化浸润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

育的内生动力 
（1）坚持科学教育理念，注重校风、班风建设 
坚持“学高为师，德厚为范”的办学理念，制定校

训、班规，中职学生行为准则，张贴校园标语、班级文

化墙建设等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对师生的涵养，达到润

物无声的教育。 
（2）开展各类精彩纷呈的校园文化活动 
紧紧围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积极向上

的思想引领全院学生，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主题，扎实开展传统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通过征

文、竞赛、展览、文化艺术节、观看红色电影、参加志

愿服务及学生社团活动、开展红色探访研学、“民族团

结一家亲”田径运动会、课外社会实践等活动，引导学

生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理念，并将其转化为学生的自

觉行动。 
（3）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传播渠

道 
通过校园广播、校园橱窗、校园网、学院主页服务

等载体传播中国好声音，中国好故事，逐渐构建起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资源体系，营造民族团结

浓厚氛围。形成相相互欣赏、相互学习、互包容、相互

帮助的良好学习氛围，强化民族团结认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让学生在共学、共事、共居、共乐的环

境下更好地成长成才。 
（4）依托重大节日，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成立“红柳之声宣讲团”，依托重大节日纪念并开

展专题讲座，开设红柳讲堂，专题报告宣讲，对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主题宣讲，积极开展民族团结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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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活动，坚持不懈进行“国旗下宣讲”等活动，增强各

民族学生对国家、对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5）落实“四混”“三结对”，增进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开展“三

进两联一交友”、“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落实“四

混”“三结对”措施；（四混：混合编班、混合住宿、

混合用餐、混合办公，“三结对”：师生结对、民汉教

职工结对、基层群众与教师结对）“班主任谈心谈话”、

“爱心生日会”等活动，促进我院各民族学生交往交流

交融，引导各族学生扣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第一粒扣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校园氛围，

同心共筑中国梦。 
（6）坚决落实学生“资助政策”，做好学生感恩

教育 
按照国家政策给与中职学生享受国家“三免一补”

的资助政策，对困难学生进行生活补助，享受国家相应

津贴补助。积极拓展困难学生“勤工俭学”岗位，解决

困难学生生活和学习问题。通过多项措施，在解决学生

实际困难中传递党和国家给予的关心关爱，增进学生

的认同感，引导学生感恩党、感恩祖国，进一步强化“五

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4 国推基地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

示范推广平台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着重要的文化载体和交流作

用。对于职业院校来说，全面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

育意义重大。大力提高教师和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素养和使用能力是职业院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重要途径[8]。语之润，润在心更润于行，不断优化学

院语言文字教育教学体系，在教育教学体系中持久根

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加强推广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分

层设计 
一是教师层面，加强相关制度法律法规学习；明确

教师从教证书要求；将普通话纳入绩效考核；采取多种

方式进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将普通话纳入各级

各类考核；教师结对帮扶等措施，不断提升教师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素养。二是学生层面，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规范纳入校园管理、教学管理、校园文化建设；新入学

学生采取摸排分班并调整语文和普通话课时量；实施

教师责任到人的包班制；讯飞腾达普通话模拟软件、

“畅言普通话”APP 使用率；采取师生结对帮扶、生

生结对帮扶；组织开展演讲、知识竞赛等营造浓厚氛围

提高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能力。 
（2）具化推广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方法 
一是购买“畅言国语”APP，师生免费使用，帮助

师生提高普通话过级率。此外，每日早读、晚自习均设

时间进行普通话学习；二是结对帮扶全力提高学生普

通话水平，例如开展“小手拉大手”学习普通话，小班

强化培训等多种方式。三是开展“书香润校园”读书节

活动。在重大节庆日和校园文化艺术节开展主题演讲、

红歌比赛、经典诵读大赛、“三字一画”、汉字听写大

赛、童话剧比赛等活动，将推广国家语言文字和传播中

华传统文化相融合，达到寓教于乐，润物无声的目的。 
4 结束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

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

的共同体理念。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

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是我们

党坚持“两个结合”、着眼“两个大局”，深刻总结国

内外民族工作经验教训，深刻洞察中华民族共同体发

展趋势，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9]职业院校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使来自不同民族的学生

能够相互理解、尊重和包容，增强民族间的交流与合作，

营造团结和谐的校园氛围，进而推动社会的民族团结。

职业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通过发挥课堂主

渠道作用，开展实践活动，浸润校园文化，推广国推基

地主要途径。坚持把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

育贯穿学校三全育人大思政工作格局，坚持推进完善

三全育人体系；坚持聚焦主线，优化各类活动的体系建

设；坚持培根铸魂，不断丰富教育载体[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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