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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团结始终是关系国家统一、国家安全、国家治理的大事。民族团结教育的使命、实

践路径等有利于促进“五个认同”，有利于解决民族问题，有利于国家和社会治理。“民族团结是

一个过程，是一个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央提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思想和实践有

助于消解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失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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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各民族团结奋斗，就没有国家发展、稳

定、安全”“民族团结是发展进步的基石”“民族团

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这些都强调了民族团结始

终是关系国家统一、国家安全、国家治理的大事。“民

族团结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

过程”，通过文献分析，我们发现民族团结教育逐渐

成为研究的热点，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民族团结

教育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学校民族团结教育、边疆

地区（主要是新疆和西藏）的民族团结教育等方面。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思想为民族团结教育提出

了新的要求，已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一、研究取样与数据分析 

2016 年 9 月 28 日，在 CNKI 高级检索栏目里,

以“民族团结教育”为主题，同时勾选核心期刊为

来源类别进行检索，共检索 264文献。然后剔除“目

录索引”、“讲话”“报道”、“工作动态”等非学术文

章，在 EXCEL中录入 184篇学术性文章的题录信息，

形成“民族团结教育研究文献”数据库。 

从文献的年度分布、文献来源期刊、文献是否

获得基金项目支持、作者相关情况等多个方面进行

系统梳理，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

法，回顾该领域研究现状，以期展望未来发展方向。 

（一）文献的年度分布  

从表一，可以发现，2010 年以前，以民族团结

教育为主题的研究论文数量较少，1992年至 2009年

的 18年间，样本文献 32篇，占总样本文献的 17.4%；

2010 至 2015 年，每年有 20 篇左右论文发表。民族

团结教育研究成为当前我国民族教育研究的前沿与

热点问题之一
[1]
，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对乌鲁木齐

“7·5”事件的理论回应；二是民族团结教育实践

调整的结果。民族团结教育作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

持的战略任务，主要实践是广泛宣传党关于各民族

平等团结的主张，贯彻执行一系列增强民族团结的

政策
[2]
。1992 年至 2009 年的 18 年间，以号召宣传

民族团结教育的非学术性论文较多，占年度总文献

百分比为 61.9%；2010年至 2015 年，研究贯彻执行

增强民族团结教育政策的学术性文章占年度总文献

比例，稳定在 80%左右。号召宣传与实际工作相结合

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践经验之一
[3]
。 

表 1 文献年度分布及所占百分比 

年度 1992-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年 1-9 月 总计 

有效文献 32 22 32 23 19 23 22 11 184 

总文献 84 26 37 31 22 26 26 12 264 

年度有效文献占年度总文献百比例 38.1 84.6 86.5 74.2 86.4 88.5 84.6 91.67 69.7 

年度有效文献占总有效文献百分比 17.4 12 17.4 12.5 10.3 12.5 12 6 100 

（二）文献来源期刊 

来源期刊是衡量研究领域专业化水平和综合化

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本研究选取的 184 篇样本文

献中，发表在 71种核心期刊上。1992年至 2009年， 

每年均有 1 至 3 种核心期刊发表以民族团结教育为

主题的文章，2010年至 2015年,每年至少有 11种核

心期刊发表该类文章；发文量排名前十的核心期刊

分别为：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 篇），民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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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17篇），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5篇），黑龙江民族丛刊（14篇），贵州民族研

究（11 篇），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9 篇），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

篇），教育与职业（5 篇），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5篇），思想理论教育导刊（4篇）。

上述期刊按照北大核心期刊分类标准，属于民族学

大类的有 6 种；属于教育事业、师范教育、教师教

育大类的有 1 种；属于职业技术教育、自学大类的

有 2 种；属于中国政治大类的有 1 种；共发表论文

105 篇，占论文总量的 57%，其中 2010至 2015年，

共发表论文 89篇，占论文总量的 48.4%。 

（三）课题项目情况 

课题项目基金资助是推动我国民族团结教育研

究不断深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本研究中，得到各类

课题项目资金资助的论文 104 篇，占论文的 56.5%。

按照第一课题项目统计，国家级基金项目资助的论

文有 34篇，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论文

有 29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论文有 2篇，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3 篇；国家部委项目资助的

论文有 28篇，其中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

助的论文有 11篇，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

助的论文 2 篇，教育部基地等其他项目资助论文 6

篇，国家民委各类研究项目资助的论文 9 篇；各省

和自治区项目资助论文 32篇；高校设立项目 10项。

分别占课题项目的 32.7%，26.9%，30.8%，9.6%。其

中 39篇论文有 2个以上基金项目资助。因此，必须

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引领，不断推动我国民族团结

教育研究的本土化和科学化水平。 

（四）研究对象情况 

我国在各级各类学校进行民族团结教育，对

样本文献的学校类型进行分析发现：以高等学校

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有 81 篇，以中小学为研究对象

的论文有 26 篇，未涉及各级各类学校的论文 77

篇。这表明，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工作是当前民族

团结教育研究的热点。其中，以高等学校为研究对

象的论文主要关注的是民族团结教育的内容，民族

团结教育历史使命和路径选择，民族团结教育的模

式、成效以及影响因素；以中小学为研究对象的论

文主要关注的是民族团结教育课程建设、内地西藏

班和新疆班。 

不论是边疆内地，还是城市农村，都要进行民

族团结教育，对样本文献的区域分布分析，结果如

表二所示：侧重对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团结教育的研

究，侧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民族团结教育研究，

侧重对新疆、藏区民族团结教育的研究。 

表 2 样本文献的区域分布情况表 

区域分布 篇数 百分比 区域分布 篇数 百分比 区域分布 篇数 百分比 

边疆 16 8.7% 城市 14 7.6% 新疆、藏区 28 15.2% 

内地 5 2.7% 农村 2 1.1% 其他地区 14 7.6% 

未涉及 163 88.6% 未涉及 168 91.3% 未涉及 142 77.2% 

总计 184 100% 总计 184 100% 总计 184 100% 

二、研究内容综述 

（一）民族团结教育基本理论和实践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民族团结教育思想逐

步形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教育的理论基

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团结问题。中国共产党民

族团结教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运

用和发展，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

我们党坚持从民族问题出发，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 

民族团结教育使命的嬗变。共产党成立到新中

国成立这一时期，民族团结教育的第一使命就是反

对压迫、争取独立。这时民族教育还不具有国民教

育的特征，范围仅限于党内、军队中、部分少数民

族上层、少数民族干部和部分少数民族群众
[4]
。也就

是说，民族团结教育的对象是进步分子、工人、进

步青年及青年团团员，主要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及 

党的纲领政策，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组成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
[5]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团结教育的目标是

共同发展。这一时期，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明

确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是解决我国民族

问题的基本原则。为此采取了“派下去，请上来”的

方式，疏通民族关系；进行民族识别，引导各民族共

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大力培养选派少数民族干部；

帮助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尊重

和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等多种措施。现在，在促进

共同发展措施不减的基础上，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

族分裂是民族团结教育的首要内涵，它是“反对压迫、

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民族团结教育的主题虽具有

历时性
[6]
，但是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促进民族地区发

展，增强认同，反对分裂这条主线确从未发生过变化。 

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践路径。新时期“民族团结”

的实践路径可以在继续坚持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保证各民族政治权利的基础上，通过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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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构筑“文化纽带”、加强法制建设、创新民族

团结宣教模式等多种方式实现全方位、全方向的发

展，努力增强针对性与实效性
[7]
。在民族团结教育的

实践路径上，从宏观上看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的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国家政策

的实施等来保障教育导向、创设教育氛围和优化教

育环境；从微观上讲，则需要在国家认同的内容、

方式方法和渠道载体上下工夫。民族团结教育实质

上是多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涉及意识形态建

设就要尤为强调意识形态的主导权问题，加强党的

领导，就是坚持多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权，

坚持民族团结教育的正确方向。我国民族团结教育

的实践具有以下特征:一是颁布民族团结教育地方

法规、各级各类学校开设民族团结教育课程，实现

民族团结教育的制度化和法制化；二是要处理好增

强共性与尊重差异、强调物质建设和推进精神涵养、

理论阐释与形象表达方式、传播知识与接受思想、现

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等基本关系。三是加强各民族交流

交往交融，推进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 

国外相关理论的介绍。主要是从社会学和心理学

两个视角来展开的。前者主要包括涂尔干的社会团结

理论和金麦尔的四阶段理论。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

认为，局部机械团结会随着人口流动、社会开放、分

工复杂、教育进步而实现向社会有机团结的转型（谭

玉林，2011，博士论文）；社会学家金麦尔提出了不

同族群和文化群体交往过程中文化意识变化的四阶

段理论，由第一阶段向第四阶段发展最有效的途径，

就是各民族之间平等积极的交流和交融。后者主要

是认同理论。从贝理的涵化心理双维度模型理论框

架，揭示稳建的民族互动与团结基于和谐的涵化，

即兼顾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对两种文化持整合策

略。依据詹姆斯·班克斯所提出的文化身份认同类

型学理论，根据个人文化身份认同形成不同阶段的

特征，设计民族团结教育课程，以期实现民族团结、

国家凝聚。 

（二）学校民族团结教育研究 

学校民族团结教育的目标和任务是提高教育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建立和完善科学的指导体系，促

进各民族学生交往交流交融。学界重点关注的是民

族团结教育课程、民族团结教育资源、民族团结教

育基地等相关研究；民族团结教育课程包括认知性

民族团结教育课程、活动性民族团结教育课程和隐

性民族团结教育课程，民族团结教育课程的研究主要

聚焦于民族教育课程的理论基础、民族教育课程目标

取向、民族教育课程设计、民族教育课程模式、民族

教育课程内容等方面。民族团结教育资源包括学校资

源，家庭社会资源，地域资源，文本和音像资源，民

族团结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应当以国家认同为目标导

向，遵循协同性原则、公益性原则与发展性原则，将

政策支持、制度保障、主体优化及平台建设作为关键

路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是国家民委评审命

名，具有宣传教育功能，在促进民族团结、密切民族

关系、维护国家统一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物博物

类、革命纪念类、旅游文教类等场所。国家民委先后

命名四批 102个全国民族团结教育基地。建设民族团

结教育基地的关键是内涵，重点在教育内容，将基地

教育资源提炼出民族团结教育的内容，让学生在参与

实践活动中掌握到民族团结知识，并使其思想觉悟进

一步升华，自觉地增强民族团结进步思想意识。 

（三）新疆、西藏民族团结教育研究 

习近平指出，“新疆的问题最长远的还是民族团

结问题”，“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必须放到维

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上来”。新疆、西藏民族

团结教育问题是民族团结教育研究的重点。研究以

维护祖国统一和“去极端化”为重点，服务社会稳

定和长治久安为目标；以抵御和防范宗教极端思想

渗透为核心，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实践；以法制建设

为抓手，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新疆、西藏民族

团结教育中突出问题的解决。 

三、研究的前瞻 

“对于实际生活中不可避免出现的种种民族矛

盾，党和政府正在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这也就是说，民族团结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社会治

理、国家治理的过程”。 

中央于 2010年首次提出并于其后进一步完善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

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理论中国化做出的新发展。“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理论，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概念体系，深化了人

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发展规律的认识。“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目标是消解民族认同与国家

认同失序的问题。因此，“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限度及力度的问题”是学界讨论的焦点。 

另一个研究的重点区域是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

教育，尤其是新疆以促进民族团结、遏制宗教极端

思想蔓延等为重点，先后颁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条例》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

极端化条例》，标志着新疆解决民族团结问题法制化

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新疆民族团结问题研究的热

点主要包括：新疆解决民族团结问题的基本路径；

双语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去极端化”工作；创新

宗教管理；宗教极端分子的教育转化；南疆农村社

会治理体系；对口援疆、兵地融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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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unity is always a matter of national unity, nation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mission and practice path of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are conducive to promoting "five identities", to solving ethnic 

problems and to national and social governance. "National unity is a process, and it is a process of social and state 

governance, ". The ideology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exchanging, communicating and blending "put forwar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helpful for eliminating the disorder.of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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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校园网络媒介为窗口积极开展文化宣传工作 

高校在意识形态工作开展过程中，要加强校园

网络媒介信息流动监管，一方面避免外来不良思想

浪潮的信息流入校园环境内，给学生、教师的思想

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可充分利用网络信息传

播的时效性，让更多学生及教师透过网络化平台了

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传播的价

值点，做好校园文化宣传工作，为校内意识形态工

作的开展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6]
。 

综上所述，高校是社会人才的汇聚地，也是思

想文化碰撞的前沿阵地。在现代社会环境中，高校

应将意识形态工作视为高校发展主要任务之一，将

高校打造成为意识形态工作开展的前沿阵地，为高

校的持续化、规范化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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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wenty-first Century is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modern trend in addition to pay 

attention to students'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teach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lso need to always pay 

attention to the changes of students' thought, and strengthen ideological work to train more talents with more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high-quality for the society. This paper regards the ideological work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ees Xi Jinping’s socialist ide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as foundation, and explores a 

new approach to ideolog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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