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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现状及展望
邹 慧 黄 燚

宜宾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四川 宜宾 644000

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统一战线、民族团结思想息息相关，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脊梁，民族的

希望，对于中华民族的正确认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关键。学界在“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上

涉及广泛，研究热点主要聚焦于理论、政治、文化及实践路径，为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

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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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

讲话中强调：“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1]大

学生作为未来的中坚力量，重视其民族意识形态引领

工作，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发展格局，才能自觉维护民

族利益，形成统一战线。

以“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在 CNKI

上进行文献检索，截止到 2023年 12月，共检索出1135

篇，其中高频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628 次）、

“中华民族”（221 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99 次）等，尤其是十九大召开之后，关于“大学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研究迅速增加。其中研

究热点主要聚焦于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

研究视角、政治定位研究视角、文化研究视角、培育

路径视角。

1 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研

究

1.1 理论基础

党的二十大精神确立了继续巩固意识形态领域中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同时提出要推动理论学科的

高质量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命题也深刻蕴

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内在逻辑。秦玉莹（2021）

认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中华民族建设及民族关

系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民族观是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
[2]
秦健（2023）同样认为“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其

内涵包含民族身份、政治文化与利益一致的认同。
[3]

谭亚莉（2023）则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角度解析了意

识主体、内动力和生成基础三个方面内涵，以此提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现路径。
[4]
张亮（2022）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理论基础是中国式现代化，解决区域发展问题和身份

认同问题的重点分别是经济基础与人民主线。
[5]

1.2 价值内涵

准确掌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内涵，才能

确立价值立场和培养目标，夯实共同体意识形态的基

础。许烨（2023）认为厘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内涵和意义，有助于各民族的友好交往，在铸牢共

同体的道路上要坚持坚持本我，坚持党的领导，把握

大局，团结协作，丰富理论体系，完善制度保障。
[6]

孙琳（2021）则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在于

认同，包括对国家的认同、政治的认同、文化的认同

和价值的认同。
[7]
青觉（2018）将“共同体意识”拆解

成了“共同体”与“共同体意识”进行元概念解析，

在体识关系与民族语境下解析了“共同体”与“共同

体意识”的关系，并且在“中华民族”限定语下进行

了更深层次的解读，
[8]
高承海（2019）总结了学者们对

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的三个理解，一是心理认

同过程，二是“多元一体”的民族观，三是维护国家

统一的集体认同，进而得出了整合性的价值内涵。
[9]

2 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定

位研究

2.1 政策指引

贾昌路（2023）分析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现状，认为培育路径较为局限，呈现出不够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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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面不够的局势，通过紧密联系“三全育人”体系，

在不同学生生涯阶段贯穿多渠道培育方案，发挥出广

大大学生在民族复兴道路上的重要作用。
[10]

石俊（2022）

也以“三全育人”为视角，探索全员、全过程、全方

位引导大学生牢固树立共同体理念的新路径。
[11]

张伦

阳等（2021）认为促进当代大学生的认同感，需要立

足于“五个认同”，“两个大局”，分析理论逻辑、

现实基础、实践路径。
[12]

王靖宇（2022）探讨了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涵与践行 “两个维护”

的重要意义，针对云南边疆大学生党员践行 “两个维

护” 的现状与不提出对策。
[13]

李从浩（2021）通过对

29 所高校就“五个认同”认知认同问题调查分析得出，

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五个认同”处于积极认同的状态，

影响因素涉及性别、生源地、经济收入等方面。
[14]

马

成明(2022)论述了现代化背景下民族地区的健康发展

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五位一体”

全方位着手，健康发展是民族地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互为保障的关键。
[15]

2.2 多元一体格局观

多元反映了中华民族内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一

体则是中华民族团结一体。顾超（2019）提到目前大

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面临多元文化冲击的挑

战，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具

有必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正确认识“多元一体”

是培育的前提和关键。
[16]

于春洋（2020）以“多元一

体格局”为分析工具，深入剖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底层秩序和外围结构，他认为中华文明是一种复合型

的文明形态，不仅多要素共生，还不断有新要素汇入。
[17]

赵旭东（2021）构建了以人、社会、文化为主要要

素，以人为核心，以文化为枢纽的一体多元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三角形结构模式，它们的差异性和共同性

虽有不同却又相互支撑。
[18]

3 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研

究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各族人民的民俗

风情、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文化传承不仅是一个

文化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教育过程，不仅要物质富有，

更要精神富有。

3.1 民族文化

周俊利（2021）认为要不断深入挖掘各民族优秀

文化资源，在利用的同时加以传承与创新，是增强思

政课堂实效性的需要，更是铸牢民族高校大学生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需求。
[19]

梁杰皓（2023）论述

了西藏红色文化源于中华传统文化，价值内涵丰富，

是民族和地域元素的结合产物，在面对外部思想和族

际张力下，探究西藏红色文化与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

辑结构，是西藏大学生内在的精神力量，也是共同体

意识的重要保障，可以通过利用西藏红色文化资源，

搭建教育基地、完善红色育人机制、构建红色教学课

程体系等实践路径巩固红色文化氛围，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
[20]

张继焦（2023）聚焦传统节日，弘扬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精神层面的追求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探究全国性、区域性多民族的共有节日，

跟随历史、文化、民族路径了解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

等文化资源。
[21]

3.2 文化认同

普丽春（2023）基于文化传承视角，强调了铸牢

民族地区共同体意识的离不开民族文化的传承，民族

文化中蕴含的文化内涵是共同体意识的催化剂，遵循

学生内在发展规律，激发学生认知、情感、实践认同。
[22]

张耀影（2023）分析了黄河文化的内涵、与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关联性，认为需要探寻其文化价值、

传播路径等来创新黄河文化的发展，通过黄河文化推

动文化交流。
[23]

廖鹏（2023）认为铸牢大学生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是

有着“天下大同”、“和合”等耦合之处的，在价值

取向和目的诉求上也有统一之处，坚持扎根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以文化引领意识是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内在动力。
[24]

4 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路

径

裴圣愚（2023）拟定了围绕体感认知题目作为大

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况调查，对数据进行分

析得出体认现状，基于此提出情景式优化情感认同；

完善多主题和多学科共同参与的协同机制；重视思政

课程载体的教育深化路径。
[25]

付蕾（2023）针对“00”

后大学生群体特点，提出思政教育的网络化全面推进，

构建线上线下共同教学方式，形成教学、文化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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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促进“00”后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

认同。
[26]

江真映（2023）讨论了高校开展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教育的必要性，应要通过理想信念、爱国主

义、民族文化、现代文明等方面进行教育，丰富思想

政治课的内容，加强教师队伍的队伍建设。
[27]

郑晓娜

（2022）从课程体系、文化认同、网络育人、实践育

人、保障机制五大方面来探讨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培育路径。
[28]

王典（2023）围绕数字化变

革，提出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重新构建多民族社会关

系，教育环境由封闭到开放，教育主体由单一到多元，

教育内容由静态到动态，教育模式变为交互式，数字

赋能可以提高教育的信度和效度。
[29]

张宇峰（2019）

通过对 15 所上海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的数据调研，总结

影响因素，提出有针对性的培养路径，如加强化家校

联系、构建新型师生关系、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交

流等。
[30]

耿俊茂（2019）提出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的

主体性，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特征问题，引入主

体间性理论，增强沟通交流、激发自觉提升、共建优

化协同发展，通过更新主题系统的平衡、形成新时代

民族理论体系、打造交流氛围、体验与实践结合、健

全教育队伍来提升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果。
[31]

对于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内涵及培育路径，学界已

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但就如何铸牢共同体意识的

实践路径、实证调研、跨学科领域交叉研究、文化交

流互鉴融合等方面研究成果有所欠缺，如何更加深入

的了解大学生思想状态及信息融通网络，充分调动积

极性、能动性、主动性，正确认识多元性中寻求共同

性的中正之道，最终形成自觉维护中华民族统一战线

的坚实力量。

5 大学生铸牢共同体意识研究启示

基于目前学界对“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研究，在针对共同体意识的推动者、执行者、接收

者的侧重研究上还需进一步深入。

5.1 细化培养主体

不同的传播主体，其传播目的有所不同，传播的

内容各有侧重，而接收者思想政治认知素养不同、现

实认识不同、情感态度不同对于共同体意识的接受程

度与接受方式也会不同。 传播主体主要为政府机构、

各级各类学校、基层党组织、一线教师、学术群体等；

政府机构多承担的是丰富共同体意识内容与内涵，各

级各类学校承担的是对文件进行解读，展开各类课程、

讲座等，基层党组织及一线教师则是承担教育教学的

具体开展，学术群体在关注相关政策文件形式下，根

据自己的学科领域展开相关研究。然而却忽视了受教

育群体的多样性，厘清受众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教

育活动，有利于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展开。

5.2 深化共同体意识内容

思政问题的研究普遍集中于政治学、马克思主义、

民族学、教育学等学科领域，这并不利于问题的研究

创新与实践开展。加强学科交叉融合，建立具有综合

性的共同体意识内容体系，特别是加入计算机、人工

算法、智能 AI 等学科研究，将提高共同体意识的理论

研究创新性与丰富性。

5.3 转化接收群体

在推进共同体意识工作上，多为单向为主，双向

互动不足，开展各类交流交往交融的活动是非常有必

要的，特别是在大学生群体中，举办民族交流互鉴活

动，例如：以民族特色文化为背景，在活动中了解文

化、理解文化、传承文化。以期在不同类型的活动联

通中，达到“被动-半主动-主动”的培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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