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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中民族教育的现状及对策思考
李　琴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社科部  广东广州  510665）

摘　要：目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民族教育存在着诸多问题与不足，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客观分析其原因，才能有针对性地制

定有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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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忽视了民族教育的重要性，以

至于目前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处于薄弱环节，我们必须客观的分析当

前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民族教育现状和原因，有针对性的制定对策，

才能提高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民族教育现状
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民族教育主流是值得肯定的，

我国现有的民族教育使绝大多数毕业生都能科学正确看待我国民族

问题，为巩固和发展祖国的民族团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

民族教育教学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值得我们深思，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一是教育对象针对性不强。目前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地

区的高校中，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民族教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途

径差别不大，教学没能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需要而展开教学。各民

族大学生的教育背景、家庭环境、社区环境、个人阅历、思想状态

有着较大差异性，民族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也应有所区别。

二是民族教育教学内容单薄。目前我国除了在少数民族院校

中开设必修课《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外，其他少

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的普通高校大多没有开设民族教育的相关课

程。而现有民族教育模式是在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进行教学。

但目前四门思政课程中都没有专门的章节系统的进行民族教育，相

关内容分散单薄而不成体系。大学生们所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

论和党的民族政策并不全面，在教学中偏重于民族政策和理论的教

育，而忽略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民族心理、民族精神的教育。

三是教学内容缺乏时效性。目前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民族教育的

内容主要还是延续建国以来形成的教学体系，反映时代变化和局势

变化的时代性内容和主题不够突出，随着新型传媒的发展，网络时

代的来临，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民族教育也要相应做出调整。

四是教学方法和教育途径单一。目前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民族教

育教学方法较为单一，传统教学方式中的单一讲授与灌输使得当前

民族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而且民族教育目前仍是学校教育在唱独

角戏，缺乏合力育人的长效育人机制。

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民族教育困境原因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民族教育困境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

主观上的原因，也有客观上的原因。

(一)观念上不够重视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民族教育出现的诸多问题与人们观念上的

原因有着密切的联系。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民族关系的融合

与友好相处局面的形成，使得大家对民族问题的教育逐渐忽略了。

而且在我国多民族国家体系中汉族人口比例高达90%以上，主体民

族汉族地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少数民族较少，民族意识的淡

化，也促使人们对民族教育的忽略。

(二)投入上不足

虽然建国后国家从政策上一再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民

族教育，但教育部门并没有规定所有大学都开设固定的课程和制定

统一的教学体系，并缺乏相应的投入，使我国的民族教育建设处于

薄弱环节。虽然国家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民族问题日益复杂和频

繁发生，国家不断强调要加强民族团结等内容的教育，但目前为止

仍没有形成相对稳定和系统的教学体系，民族教育仍然处于“运动

战”的状态。

(三)对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不够深入

目前学术界对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民族教育教学方法研究历程，

研究的深度、广度还不够深入，对若干理论问题都没有分门别类的

研究，完善的理论体系尚未形成。而且大多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没有认真分析民族教育的重点、难点和特殊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

育中的民族教育教学内容没有进行系统研究，如有的学校仅就马克

思主义民族观进行教学，有的学校仅就党的民族政策和理论进行教

学，一些教师本身就不了解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特点和教学基

本方法，因此造成了教学质量的不断下降。

(四)教学渠道不宽

目前我国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以学校教育为主，缺乏教育的整

体合力。学校是大学生进行民族教育的主渠道，家庭是日常场所，

社会是大课堂，三者相互配合才能形成整体合力，否则就会出现孤

掌难鸣的结果。

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民族教育的对策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闭合系统，构成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要素

有教育者、教育介体(包括教育目标、内容、方法)、受教育者等。①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当前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环节都出现

了一些问题，因此要加强民族教育必须从教育的各个环节加以重视

和建设。

(一)以主体建设为核心：加强教学主体的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民族教育的主体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主

体，因此要从两个方面加以建设。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高低主

要取决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者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因此

首先要加强对授课教师的培训指导，让他们掌握思想政治教育中民

族教育的内容体系，并知悉如何在思想政治教学过程中进行有效的

教育教学，指导他们通过不断学习提高民族教育的理论水平。其次

还要加强对教育对象的研究。在教学中掌握学生的基本情况和思想

动态是教学有效开展的重要前提。我们要充分研究90后学生的行为

特点和思维方式，研究各种社会思潮对学生的影响程度，研究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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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民族问题的基本看法、观点和困惑点，才能在教学中做到因

材施教，产生良好教学效果。

(二)以介体建设为重点：加大教学目标、内容、方法的系统化

建设

在教学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发生教学关系是要通过一系列的中

介来完成的。列宁曾说过：“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

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民

族教育中介包括民族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等一系列要素。

首先要制定合理的民族教育目标。虽然国家也颁布了不少单项

的如加强民族团结教育的条例，但在现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

标中，并没有民族教育的具体目标，因此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

中突出民族教育的具体要求。

其次要加强民族教育教学体系的研究与开发。民族教育的教学

内容的制定要兼顾民族教育的基础性、长效性和时效性，并做到合

理分布。民族教育教学内容的基础性和长效性是指民族教育中基础

性知识和永恒性主题。突出党的民族政策理论教育、团结观教育、

平等观教育等内容，各门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做到相互配合，重点突

出，避免重复。

最后在教学方法上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授课方式，积极开展网络

多媒体教学，加强互动式、研讨式教学，加强实践教学等，不断加

强课程教学的吸引力。

(三)以机制建设为保障：构建合力育人大德育模式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民族教育要走合力育人的模式，构建全员育

人、全程育人、全方位三全育人的模式。全员育人是指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和学校各部门的所有公务员和教职员工都参与到民族思想政

治教育中来，充分发挥不同主体言传身教的不同功能。全程育人是

指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要贯穿学生四年的教学过程中，构建全程学习

的模式，因此要研究在大学生的四年学习生涯中如何进行分层次教

学，形成一套从易到难的教学体系。全方位育人模式是指要构建学

校、社会、家族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从而构成一种全方位、立体

式教学模式，增强民族教育的实效性。

注释：
①张耀灿 ,郑永廷 ,等 ,著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人民出版

社,2006:22.
②列宁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7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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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所在。要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需要教育者进

行角色转换，把大学生作为主体，从主体间性教育理论出发来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

(二)注重对环境的把握与改造

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现实社会环境与教育者要传递

的思想政治意识所基于的社会环境的一致性非常重要。当现实社会

环境与教育者所传递的思想政治意识不匹配时，为了使这种意识顺

利传递，必须变革现有的社会环境。使大学生在这个社会环境中通

过实践活动所形成的思想政治意识，能够和教育者所要传递的思想

政治意识相一致。变革社会环境重在消除大学生现实社会关系中的

消极因素，形成良好的社会表象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

(三)厘清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教育过程中，必须在坚守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把理解、把握、阐释、改造和提升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作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在注重形式和

手段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把握内容。从人的本质出发，在思想政治

教育活动中，形式和手段只是途径和媒介，人作为具有意识性的主

体，最终所要甄别和吸收的只能是思想政治意识的内容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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