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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课”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式教学初探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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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概论课”教学是对大学生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核心阵地。教师应精心设计，把民族团结教育主要内容融
入教材有关章节之中；同时，应大胆进行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民族团结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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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乌鲁木齐“７．５事件”发生后，中宣部、教育部、国家民委（以下简称“两部一委”）于８月２０
日下发了《关于在学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高等学校要将民族团

结教育内容有机融入《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

“形势与政策”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本文结合笔者多年探索体会，谈谈如何将民族团结教

育融入“概论课”教学之中。

１　高度重视：充分认识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性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的基本保证［１］。新中国成

立６０多年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３０多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
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日益巩固，民族团结事业不断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和社

会进步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保证。然而，境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长期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

图谋。在它们的煽动和支持下，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先后在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策划和组织了
两起严重的暴力犯罪事件，不仅严重扰乱和破坏了我国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对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造

成了重大损失。当前我国反对民族分裂的斗争具有严峻性、复杂性和国际性的新特点，必须在政治、经

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采取多种措施来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其中，进一步加强对大学生的民族团

结教育就是一项重要的治本之策。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主干课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简称“概论”）是对大学生开展民

族团结教育的核心阵地。然而，在内地高校，仍有相当一部分“概论”课教师对民族团结教育问题认识

不足，认为“内地高校民族问题不突出，民族团结教育不必小题大作”。事实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我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在不断扩大和深入，民族因素已渗透到社会各领域。就内地

高校而言，师生民族构成多元化趋势日益凸显，一些高校还办有“西藏班”“新疆班”。还有不少内地大

学毕业生前往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建功立业。不同民族的人在一起学习、生活和工作，为各族人民

的相互交流和了解提供了便利。但是，由于各民族在历史传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心理特征等方面

存在差异，难免产生一些问题。对此，如果认识偏差或处理不当，就会激化民族矛盾、引发民族冲突，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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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会酿成民族之间的群体性事件，从而被敌对势力、分裂势力所利用。可见，“民族宗教无小事”，无论

是在边疆地区、民族地区，还是在内地汉族地区，都应对青少年特别是大学生加强民族团结教育。惟其

如此，才能防微杜渐，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和睦相处的新型民族关系。

２　精心设计：保持民族团结教育内容的系统性
“两部一委”《通知》规定，民族团结教育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维护国家统一和热爱伟

大祖国的教育；二是党的民族理论的教育；三是各民族团结友爱的教育；四是民族地区发展成就的教育；

五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法治的教育。民族团结教育要进课堂、进头脑，首先必须进教材。然而，

内地高校并没有开设单独的民族团结教育课，现行“概论课”教材（２０１５年修订版）的相关内容也比较
单薄。因此，任课教师必须通过精心设计，化整为零，把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有机融入到现行教材的有

关章节之中，同时注意保持民族团结教育内容的系统性。

关于维护国家统一和热爱伟大祖国的教育内容，可融入第九章第一节的“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华民

族的优良传统”之中。主要讲授以下内容：第一，在中华大地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之中，中华各民族进行

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不仅共同创造了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而且形成和发展了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

“大一统”观念，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２］。第二，中国上下五

千年的历史，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的历史，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

走向。毋庸讳言，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几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但是，这只是孕育程度更高、范围更大的

大统一之前的“阵痛”。第三，坚持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光荣传统。在中国

历史上，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制造分裂的人，历来被人民所唾弃。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战

争的影响，中国局部地区处于分割状态，各族人民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同各种分裂势力及其活动进行坚

决斗争。第四，维护国家统一、热爱伟大祖国，是每一个中国公民应尽的神圣责任和光荣义务。

关于党的民族理论的教育内容，可融入第十一章第三节的“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之中。主

要讲授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是各民族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

的矛盾，应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加以解决。第二，社会主义时期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

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第三，坚持民族平等、民

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第四，宗教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宗教问题

具有长期性、群众性和复杂性的特点。第五，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

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关于各民族团结友爱的教育内容，可融入第十一章第二节的“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之中。主要讲授以下内容：第一，几千年来，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建设了祖国河山，缔造了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第二，巩固和发展各族人民大团结，关系到国家统

一和边疆稳固，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和各民族地区自身的发展，是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

政和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重要条件。第三，不断推进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我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第四，各民族都应该大力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持祖国利益高于一切，以热爱祖国、建设祖国为荣，以分

裂祖国、损害祖国为耻，共同维护伟大祖国的统一和安全，共同反对一切民族分裂活动。第五，巩固和发

展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必须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做民族团结友爱的模范，反对民族歧视。

关于民族地区发展成就的教育内容，融入第七章第一节的“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之中。

在讲述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历史性变化时，以举例形式，重点介绍民族地区的发展成就。由于历史的

原因，少数民族一般聚居在比较偏远和落后的地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超过了历史上的五千年，大大缩小了其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这主要体现在：第一，生产力水平得到显

著提高；第二，社会公共事业得到全面发展；第三，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第四，基础设施得到大幅

改观；第五，产业结构得到优化。

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法治的教育内容，分别融入第七章第二节的“正确处理全面深化改

革的重大关系”之中。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在阐释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这一道理之后，以拉萨“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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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乌鲁木齐“７．５”事件这两起恶性暴力犯罪事件以及中东、北非地区因民族问题而引起国家分裂、
社会动荡为例，说明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的极端重要性。同时特别说明，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团结

受到我国宪法和法律的有力保障，任何危害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言行都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３　改革教法：不断提高民族团结教育的实效性
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概论课”教学，还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教学形式和方法。为了提高民族团结

教育的实效性，笔者对传统的“填鸭式”教学进行了大胆改革，尝试运用启发式、互动式、研究式等教学

方法，收到了良好效果。

启发式教学关键在于问题的设置。教师应根据教学目的和内容设置一系列环环相扣的问题。教师

的讲授应视学生回答情况而定。对于学生已经理解的问题，可以少讲或不讲；重点讲授学生还不理解或

难以理解的问题；在完成教学内容的前提下，还可适当延伸，介绍一些相关的知识。这一方面可以增强

教师讲解的针对性，避免面面俱到，提高教学的效率和效果；另一方面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加深其对问

题的理解和记忆。如，在讲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之前，笔者根据教材内容设置了３个问题，即：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是什么？新中国为什么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什么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党和各族

人民的一个伟大创举？问题层层递进，囊括了教材上的相关主要内容。对于第一个问题，学生看了教材

上的定义后很快就能理解。第二个问题是教学重点，第三个问题是教学难点，但教材上只是各用一句话

作了概括性阐释。对此，学生一般难以理解，教师应逐字逐词地对这两句话进行重点讲解。

互动式教学包括课堂互动和课外互动两大类。课堂互动是主要形式，包括提问、让学生“反串”教

师角色以及在一定情景设计之下的“表演”等；课外互动是辅助形式，包括课间同学生的“聊天”、课后对

学生的个别辅导以及网络互动等形式。开展互动式民族团结教育教学，教师应注意以下事项：第一，要

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在第一次上课之时，教师就要摸清所教班级学生的民族成分，并主动公开自己的电

话、微信号，并加入所教班级ＱＱ群。在开展互动教学之前，教师事先根据教学目的确定它的主题、内容
和形式。第二，要做好课堂互动组织工作。为了确保互动式教学的有序进行，教师应说明互动要求，确

定互动角色，掌控互动节奏，并对参与互动学生的表现给予鼓励性点评，以激发学生参与欲。第三，有关

的学生也应做好准备。如，在讲授少数民族的爱国历史时，笔者让该民族的学生“反串”教师角色，收到

了良好效果。但是，这有一个前提———他们必须在课前备好课，因为即兴的“反串”会让学生感到太突

然，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实践证明，由少数民族学生讲述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更能吸引其他

学生，更容易使学生获得“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真切感受。

运用研究式教学法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教学，教师应予悉心准备、精心组织和耐心指导。第一要明确

教学目的。采取研究式教学法进行民族团结教育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要求学生通过创新性的研究形成

新的观点、得出新的结论，而是要使学生进一步加深对已有教学内容的理解。二要拟定选题指南。鉴于

上述教学目的，因学生的研究能力还处于政治培养阶段，教师在拟定选题指南时，不应追求创新性、学术

性，而应着眼于已有的观点和结论。三要指定阅读书目。阅读书目可分两类：一类是全班学生都应阅读

的“必读书目”，如，相关的法律法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有关重要讲话、有关部门组织编写的权威

教材等；另一类是开展研究的参考书目。研究民族问题的论著很多，但良莠不齐，观点不一。为避免学

生受到不良影响，教师在指定参考书目时必须仔细甄别。四要划分研究小组。由于思政课的班级规模

一般都比较大，因此，应按照自由组合原则，形成若干个３～５人的学习小组。这样，既可减轻工作量，又
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五要进行具体指导。当前，由于灌输式教学的长期影响，多数大学生对研

究式教学还一时难以适应。因此，教师应对各研究小组进行更为耐心的指导。六要点评研究报告。对

于学生提交的研究报告，教师应仔细阅读，写出评语。对研究报告的总体情况，要在课堂上进行总结，特

别要注意纠正普遍存在的问题、表扬表现好的研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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