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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甘肃临夏广河县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
实践，采用调查问卷法、访谈法和计量分析法，总结、提炼民族地区青少年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的现状、存在问题和改进策略。甘肃临夏广河

县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实践主要涉及培育内容、培育方

式和培育者三个方面，受到家庭教育、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不

同程度地存在培育内容深度较浅、广度不宽，传统培育模式与新兴教育方式相

冲突，老中青三代培育者队伍分布不均等问题。建议从理论机制、文化机制和

人才机制三方面入手，集推动历史认同、科学技术和实践形态于一体，不断推

进民族地区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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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

民族地区教育、科技和文化等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但各类意识形态问题也呈现上升趋

势［１］。为此，完善民族地区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机制，对于民族地

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传播和践行，坚持民族平等，实现民族团结与共同

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铸牢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研究多以民族政



策解读、文化涵濡、国家认同和国家治理等为思考维度，以发生学、心理学、历史学和政

治学等为分析视野，以民族高等院校、跨境民族地区、民族自治地方等的少数民族大学

生、民歌节、民族精英等为研究对象，但以西北少数民族自治地区青少年为研究对象且

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资料相对较少。本文基于甘肃临夏广河县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认同培育实践，总结、提炼民族地区铸牢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

机制，分析民族地区铸牢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改

进策略，以期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理论研究与各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提供参考。

一、调研的基本情况

甘肃临夏广河县位于甘肃中部偏西北地区，是伊斯兰文化、汉文化的交汇带。项目

组以甘肃临夏广河县５００位中小学生为问卷调查对象，以甘肃临夏广河县５０位年满１８

周岁的青年为个别访谈对象，就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教育现状进行

了调研。

（一）调研问卷编制

调研问卷是在本领域专家的指导下，在参阅和梳理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编制

而成的，以《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现状问卷调查》为题，共设３０

项调查问卷题目和１６项访谈题目，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民族、性别、宗教信仰、政治面貌

等基本信息，还涉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内容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培育方式认同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者认同等，问卷采用的回答形式为单项

选择与多项选择。

（二）调研效度认定

本次调研选取了甘肃临夏广河县三所中学、一所小学的学生为问卷考察对象，共发

放问卷５００份，收回４９７份，有效问卷４９５份，有效率为９９％；个别访谈考察对象为甘肃

临夏广河县５０位年满１８周岁的青年，有效率为１００％。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方法为调查问卷法、访谈法和计量分析法。调查问卷法、访谈法主要

运用在对甘肃临夏广河县青少年基本情况及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现状的数

据获取，即为研究收集充分的数据和材料。计量分析法则是以调查问卷和访谈法获取

材料所显现的量化数据为分析对象，梳理出甘肃临夏广河县青少年的基本情况及其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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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和培育者等。

（四）调研结果描述性呈现

１．调查对象性别和政治面貌分布

由表１可以看出，调查对象中男性为３１５人，占有效调查对象总数的５７．８％；女性

为２３０人，占有效调查对象总数的４２．２％。其中，共青团员的占比最大，中共党员（含预

备党员）的占比最少。

表１　调查对象性别和政治面貌分布表

政治面貌 男性人数（占比） 女性人数（占比） 总占比

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 １１（２．０２％） ５（０．９２％） ２．９４％

共青团员 ２３５（４３．１２％） １６５（３０．２８％） ７３．４％

少先队员 ５５（１０．０９％） ４０（７．３４％） １７．４３％

群众 １４（２．５７％） ２０（３．６７％） ６．２４％

２．调查对象民族、宗教信仰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维度分布

接受调查的青少年的民族包括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汉族，回族调查对象

相对较多，这与甘肃临夏广河县民族分布情况相符。在有效调查对象中，有宗教信仰的

人数为５２９人，占被调查人数的９７．０６％，他们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总体认同

率为１００％。

由表２可以看出，民族地区青少年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内容的认同度较

高，但对教育方式和教育者的认同度有待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对教育者完全认同的，仅

占３２．１１％，这表明甘肃临夏广河县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面临的困境主

要集中于培育方式和培育者上。

表２　有效调查对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维度分布 单位／人

认同维度 完全认同 基本认同 不认同 说不清

对教育内容认同 ４２１ １０１ ６ １７

对教育方式认同 ３２１ １８３ ２４ １７

对教育者认同 １７５ ３３６ １３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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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自我评价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自我评价方面，选择“完全具备”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受访者仅占２０％，“基本具备”的占比为６５．７１％，“一般具备”和“不具备”

的各占７．１４％。在对“请你给自己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打一个分数”的回答

中，选择“９０～１００分”的占比为１５．７１％，“８０～９０分”的占比为３２．８６％，“７０～８０分”

的占比为２５．７１％，“６０～７０分”的占比为１７．１４％，“６０分以下”的占比为８．５７％。可

见，甘肃临夏广河县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培育与践行还有一定的

差距。

除此之外，在实地调研过程中还发现，甘肃临夏广河县青少年宗教信仰比例较高，

以伊斯兰教为主，这与甘肃临夏广河县的民族构成和历史文化有着密切关系。通过问

卷调查和个别访谈，可知该地区有宗教信仰的青少年的思想观念、知识教育和实践形态

都与家庭环境、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有着深刻的关联性。通过数据统计发现，在进入小

学前就已经有宗教信仰的学生占比为９８％，说明家庭环境和民族文化是影响民族地区

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的重要因素。如在回答“宗教信仰是否影响

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这一问题时，有９３．４％的青少年选择了“完全影响”，

仅有０．９８％的青少年选择了“完全不影响”，特别是１６位大学生受访者中有９人选择了

“完全影响”，这说明即使是走出临夏在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他们对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认同仍然与从小的家庭教育、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密不可分。

二、调研的基本情况

基于对问卷调查、个别访谈及其结果的计量分析和民族地区青少年认同教育的规

律，可知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和培育者是民族地区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

培育的关键。

（一）民族地区铸牢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培育内容

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容的认知维度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２］。

根据十九大报告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论述，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认知维度》为题进行了调研，调查结果如表３所示。民族地区６０．３７％的青少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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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但不能准确记忆具体内容表述。在与５０位个别访谈对象的

交流中，发现他们所认知和理解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梦”“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等具有相似性。在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过程中是否应进一步

加强和深化其具体内容认知培育”的回答中，有９７．８％的调查对象选择应进一步深化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科学内涵和具体内容的认知，说明应加强对“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具体内容的培育。

表３　调查对象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情况

内容认知结果 人数 占比

清楚但说不出具体内容 ３２９ ６０．３７％

听说过但说不清楚内容 １７６ ３２．２９％

完全没有听说过 ４０ ７．３４％

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内容的拓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贯通中国各民族文化、经济和政治等的统一体，是中华民族命运

共同体的显现和表达［３］。通过对问卷和个人访谈数据的统计，得知拓展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内容是推进民族地区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其

一，增加培育内容的深度。调查发现：民族地区８０．２％的青少年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培育内容不深，培育者总是将具体内容一带而过，并未讲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历史演变和深刻内涵。在５０位年满１８周岁的青年中，有９１．３％的受访者对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容的认知只停留在对字面意思的理解，并不清楚其深层次内

涵。不仅如此，在与部分中学生的聊天中还发现，他们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化。因此，应当厘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和内在逻辑，以提高民族地区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认知、认同和践行的积极性。其二，扩大培育内容的广度。调查发现：民族地区

超过９０％的青少年反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内容不广，培育内容仅涉及报告、文

件和政策，而未与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和中国历史等相结合。不仅如此，中小学生中有

７５．６％的调查者完全同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不仅应有知识学习，还应有社

会实践和校园文化生活等，他们中９５．７％的受访者希望学校可以多组织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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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地区铸牢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培育方式

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灌输培育方式

做好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工作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施教过程中教育

者惯用且效果较好的培育方式［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会自发形成，灌输式培

育方式是民族地区铸牢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的必然选择，也是推进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教育和系统培育的重要方式。

调查发现，８９．４２％的青少年认为通过思想政治课进行灌输式培育是获得感最强的

培育方式，而选择家庭教育作为培育方式的受访者仅有１．４５％，说明灌输式培育方式对

民族地区铸牢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有着深刻影响。如“您是从哪些方

式认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题，回答“学校课堂”的占比最高，为８４．２９％，

“朋友圈”的占比为８．５７％，“电视”的占比为４．２８％，“父母及家人”和“杂志书报”的占

比均为１．４３％。对于“你经常和谁讨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题”，回答“父母”

的占比为２．８６％，“老师”的占比为２７．１４％，“朋友圈”的占比为６７．１４％，“网友”的占

比为１．４２％。可见，甘肃临夏广河县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认知主要

来源于学校课堂及与同学、朋友间的交流。但是，也有７８．８２％的受访者认为灌输式培

育方式以教育者传授、板书式传统培育模式为主，过于老套，课堂互动不足，对信息技术

等的使用率较低。可见，灌输式培育方式中传统教育模式与新兴教育方式之间的矛盾

是民族地区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渗透培育方式

民族地区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还采用了渗透式培育方式。渗透式培

育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的重要方式，有效地推进了青少年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工作［５］，并为铸牢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了良好的

环境。

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受访对象大多有宗教信仰，但随着经济文化水平和教育水平的

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他们的宗教观变得更为包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认同正与宗教信仰、民族文化和科学教育逐步融合。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新时代民族

地区青少年虽承认自己有宗教信仰，但是有９８．４％的受访者认同中华民族共同历史、共

同价值和共同物质等核心问题。在被问及对宗教活动、社会实践、红色纪念馆参观等活

动的喜爱程度时，有７８．６％的受访者选择更愿意参加学校组织的校园文化活动。在个

别访谈中还了解到，宗教信仰中善恶、感恩等伦理道德要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认同培育的目标具有相同之处。虽然甘肃临夏广河县青少年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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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认知不够深入，但是相关部门在甘肃临夏广河县党委的领导下，不仅组织青少年参

加各类文化活动，而且不断浚源和发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宗教文化相结合的

方面，积极引导宗教文化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取得了一定的

实效。

（三）民族地区铸牢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培育者

教育者队伍结构和素养构成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

同教育的效果。新时代，民族地区铸牢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的主力军

是甘肃临夏广河县各级党委、团委和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在铸牢青少年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认同的培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者的队伍结构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甘肃临夏广河县教育精准扶贫效果日益明显，特别是

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师资力量得到了极大的补充，推动了民族地区

铸牢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工作的开展。在具体的培育工作中，丰富多元

的培育者队伍可以给培育对象留下深刻印象，并提高培育对象的认同度。可以说，夯实培

育者队伍结构是连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要路径。

调研发现，在回答“您认为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者队伍结构最主要的原

因”这一问题时，选择“年龄分布不均”的占４６．７％，选择“教师的职称”的占２０．１％，选择

“教师的学历”的占１５．６％。可见，培育者队伍的年龄分布是影响民族地区青少年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的影响因素之一。对于“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

育过程中，您会介意培育者民族吗”，有８４．２％的受访者更希望培育者为本民族，１０．６％的

青少年选择不介意，受访的大学生均选择了不介意。此外，在与甘肃临夏广河县教师的交

流中也了解到，当下铸牢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已取得一定效果，其中一个

重要的原因就是学校教师以回族为主，但在践行方面也有一定的引导困难，主要原因是老

中青三代培育者队伍的分布严重不均，特别是青年教师队伍占比不足。

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者的素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从政治、情怀、思维、视野、自律和人格六

个方面对思政课教师提出了要求，即“强”“深”“新”“广”“严”“正”，对什么是好的思政课

老师，如何成为好的思政课老师，以及新时代思政课教师队伍的素养建设指明了方向［６］。

在实地调研中，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者的素养

得到了青少年的认可。他们认为培育者不仅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培育

者，还是带头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示范者，是他们学习和崇拜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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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请您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者素养进行评分”这一题，９６．４５％的受访

者选择打９０分以上。对于“您认为培育者素养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有何关

系”，６７．４２％的受访者表示培育者具备良好的素养有利于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认同。对于“您认为培育者素养对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是否会有影响”，

７６．４５％的受访者表示完全影响。

三、民族地区铸牢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的优化机制

（一）理论机制：以历史为根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理论集成放在优先发展的

战略地位

理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的基础。一是要增加和拓宽中华民族历

史培育的深度和广度。一方面，培育者要立足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国国情，向青少年讲清

楚、说明白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必不可少的重要

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培育者要充分发掘中华民族历史，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地方志、革

命英雄的人物传记、遗存文本等中华民族共同体资源，有意识地构建和强化各民族融合

发展的历程，推动中华民族历史的演进发展，帮助青少年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认

同和历史感知。二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渗透和教育。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

思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承人，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结合

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革命，不断调整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和理论，提出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观点。培育者要以生动活泼且受青少年喜爱的话语和

方式，结合历史、国际等视野，推进青少年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和践行。

三是要在理论集成的基础上提升理论内涵的包容能力，重点建设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核心的科学知识体系，研发智能化的理论分析工具，集科学知识、民族文化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于一体，不断提升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综合研

判和分析能力。

（二）文化机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动力，构建现代文化联动体系，健全文

化激励考核机制

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的灵魂和根基［７］，深刻影响着民族地区

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的效果。一是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在校园文化活动等具体实践中，渗透和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蕴含的少数民

族文化，以帮助民族地区青少年更好地理解、内化和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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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形成文化联动机制，根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的需要，选取各民族在

中华民族历史上作出伟大贡献的具体案例，借助思想政治课，利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

等网络科技，让各民族优秀精英人物在不同时空、同一情景下再现，为青少年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营造良好氛围。三是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

中建立文化发掘的考核激励机制，以提高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青少年发掘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中所蕴含的本民族文化的积极性。四是要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共同培育的进程，建立以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导向，资源丰富、科

学技术先进的培育平台，并在严格监管的基础上制定量化考核体系。

（三）人才机制：强调人才引进与培养共享，建立现代化的培育目标和战略主题

人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的保障和关键。一是要继续推进民族地

区人才引进政策，夯实青年培育者队伍，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这是实现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目标的关键。二是要提升培育者的整体素养，加大以

新兴教育方式为专题的培育，尝试建立或优化适用于民族地区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认同培育的新兴教育平台，以加强各培育单位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共享不同单

位的资源。三是要注重人才培养，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的实战化专

业队伍，在各地区建设队伍培育基地，定期开展培育理论讲座和交流会，设立相关研究

课题和实践训练项目等。四是要定期组织培育单位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

培育观摩和竞赛活动，全面检验培育者的专业能力，进一步提升培育工作水平。五是要

加大信息技术队伍的建设，积极开创“网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培育”项目，打

造专业化的培育者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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