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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新时代背景下,国家领导人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原则

以及理论基础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华民族观,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价值意蕴,有利于增强各族人

民的爱国主义情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应有的力量。时代是不断发展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在发展过程中展现出不一样的新时代价值意蕴,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深入的解读所蕴含的价值

意蕴,结合时代意义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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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new era background of balancing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overall situation, the 

principle and theoretical basis proposed by the state leaders to build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enriched the CPC people's view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has far-reaching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value implications,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the patriotic feelings of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and 

contributes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times are constantly evolving, 

and forg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has shown different new values and implic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herefore, in practical work,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interpret the value implications 

contained, clarify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based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imes, and provide a Chinese 

style solution for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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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

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巩固阶段,同时民族复兴中的问题

也逐渐的显现,因此在新时期背景下要根据现代化社会的发展

现状,明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价值意蕴以及核

心方向,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助推我国

的良好发展。 

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价值意蕴 

1.1政治凝聚——稳固国家统一基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政治上显示出巨大凝聚力量,

成为巩固国家统一的基石和核心因素。在我国多民族国家框架

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像一根强有力的纽带把各民族紧紧

地联系在一起,让所有国民都深切地体会到,国家统一才是每个

民族的共同利益。在历史上,各民族联合抗御外敌入侵的英雄事

迹不胜枚举,不论是古代抗御外族入侵的壮举,还是现代反抗列

强的悲壮,各民族中华儿女抛弃差异,并肩奋斗,共同捍卫祖

国的领土完整、民族独立。这一经过漫长历史过程而发展起

来的对共同政治命运的认识,到了新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与升华[1]。 

就国家治理体系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包括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得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坚实思

想基础。它确保各民族政治上平等,允许少数民族充分行使自治

权利并参与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每个民族都是国家政治舞台

中的代表人物,能充分反映本民族意志和要求,并一起对国家发

展战略和政策的制定提出建议。比如,国家在作出五年规划等重

大决策时,要广泛听取各民族地区意见建议,并充分考虑到各民

族发展的需要与特点。这一民主参与机制既强化了各民族对于

国家政治体系的信任感和认同感,又推动了各民族间政治上的

沟通与协作,从而构成有机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从而有效地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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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民族分裂势力在我国的孳生与扩散,保证了我国政治上的高

度一致与安定,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政治目标的实现

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1.2文化传承——培育民族精神根脉 

文化传承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价值彰显,

如同源头活水不断为民族精神根脉提供滋养,中华民族文化

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它是各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所创造出来的智慧结晶。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特点,

比如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中包含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等都

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整体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少数民

族文化也是异彩纷呈,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音乐,傣族孔雀舞

艺术形式表现出了独特民族风情与创造力。这些丰富多采的

民族文化互为表里,互相促进,共同形成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

体的格局[2]。 

1.3社会和谐——推动多元融合与共生发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社会层面强力推动多元融合

共生发展,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动力。在多民族国家里,每

个民族因地域、历史、文化的不同而形成各有特色的社会生活

方式与习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张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理

解,互相宽容,破除民族间的鸿沟和偏见。在日常的相互交流中,

各个民族都能以开放和友好的心态去理解和接受其他民族的差

异,同时也尊重对方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比如在多民族聚居

社区或者城市里,汉族居民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节日习俗等,

而少数民族居民则主动融入到地方主流社会生活之中,共同构

建了一种和谐、融洽的社区氛围。这一多元融合、共生共荣的

社会环境,有利于不同民族间的沟通与协作,推动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和教育方面进行了广泛合作

并取得了共同发展。从经济方面看,各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相互协

同,共同构成产业链条,例如新疆棉花产业和内地纺织业之间的

协同,不仅拉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还能满足其他区域产业需

求；从文化领域来看,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融合,丰富着人

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着文化创新、繁荣着文化产业；在

教育方面,各民族学生互相学习,互相沟通,加强彼此间的友谊

与文化认知,发展跨民族交往与综合素质。另外,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还有利于化解民族之间可能发生的各种矛盾与争端,

在发生误解或者冲突的情况下,每个民族都能在共同体意识的

基础上通过和平协商等形式化解各种问题,保持社会和谐与稳

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推动多元融合共生的实现,为建设

公平、公正、包容、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让所有中华儿女

能够在这一大家庭里安居乐业,分享民族发展的硕果,共同开创

美好未来。 

1.4国际交往——展现大国包容风范 

在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今天,在国际交往领域中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独特而深刻的内涵,成为展示大国包容

风范的一面鲜明旗帜。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一直秉持“和而不同”

和“海纳百川”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中,并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色。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文化对内融合,对外和谐相处

的现实经验为国际交往中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典范。 

从国际交往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着中国

积极提倡和实践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和协作。中国尊重世界上

不同国家的民族构成,文化特色及其发展路径,坚决抵制一切形

式的文化霸权和种族歧视。不管是双边外交活动,多边国际会议

或是全球性文化交流项目,中国一直高举包容和合作的旗帜。例

如,在推动“一带一路”计划的过程中,中国与沿线的许多国家

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文化交流,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艺术表演、文

化展览、学术研讨等活动相互碰撞、相互启发。中国在以开放

包容姿态迎接各国文化进入的同时,积极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国

门,增进沿线各国各地区民心相通。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使中国具有了应对国际民族事务,

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特殊作用和责任。面对地区性民族冲突和矛

盾,中国以其丰富的民族和谐共处经验,主动扮演斡旋调解角色,

主张以和平对话方式、通过协商合作解决这一问题,对维护世界

和平稳定奉献了智慧和力量[3]。面对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和气

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中国凝聚了本国所有民族的力量,积极应对,

同时和其他国家携手合作,彰显大国责任和担当,用实际行动阐

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含义和对国际交往的积极作用,

进一步增强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打下扎实的文化和理念基础。 

2 新时代价值意蕴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方法 

2.1改进教育模式 

改进教育模式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的途

径。从教育体系上讲,要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师资培养几个

方面协同工作。在课程设置中,建构一个系统而全面的中华民族

共同体教育课程体系非常关键。教育是渗进血液、透入灵魂的,

一定要从小就抓,从幼儿园就抓。自学前教育阶段起,通过绘本、

儿歌、游戏等活泼有趣的形式植入民族友好、团结互助等启蒙

内容,使幼儿对多元一体民族格局有一个初步的认知。进入中小

学,历史、地理和语文都要深入融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关

知识,如历史课要细述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历史过程,如文

成公主进藏推动了汉藏民族的交流与融合这样的经典案例,使

学生了解到每个民族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关系[4]。高等院校肩

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使命,是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办学治校各领域、贯穿教书育人

全过程,培养政治坚定、素质过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高等教育阶段则可以设置民族学和人类

学的专门进阶课程来深入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内涵

和时代价值,发展学生研究和创新思维、储备民族关系研究和民

族政策制定人才。 

在教学方法上,应摈弃传统的单一灌输式教学方法,积极运

用情景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多元化教学方法,情景教学通过对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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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交往场景的模拟和对历史事件的再现,能使学生沉浸在不同

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的情感之中。实施“石榴籽”工程,组织学生

参加“石榴杯”系列文化活动,搭建各民族学生交往交流交融平

台。如课堂中模拟古代丝绸之路贸易往来情景,使学生各自充当

各民族商人角色,开展商品交换和文化交流互动。实践性的教学

方法鼓励学生走出学校,深入到民族区域进行研究、支教和文化

保护等多种活动。比如组织学生赴少数民族聚居地参加传统手

工艺的传承工程,在实践活动中认识民族文化的魅力、提升民族

情感等。另外师资培养也是教育模式改进的一个重要依托。定

期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培养,提升教师民族理论素养

和教学能力,让其能将有关教育内容自然、高效地贯穿于日常教

学之中,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植

根于一代代学子的心田。 

2.2继承传统文化 

继承传统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基础。传

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之瑰宝,更是每个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之源。首先,加强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整理工作,政府要增加

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抢救和保护濒临灭绝的民族传统技艺、语

言文字和民俗文化。如将部分少数民族古代刺绣工艺、特有民

族语言等记录下来,加以整理并数字化保存下来,并建立民族

文化数据库和博物馆等,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能够保存于

后人。同时鼓励民间力量介入到文化保护中,比如扶持民族文

化传承人培育和传承,以家族传承和师徒传承来保障传统技艺

薪火相传。 

其次,促进民族传统文化不断创新和发展,现代社会中的传

统文化要想永葆生机和活力,就必须与时俱进。把现代科技和民

族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例

如,通过运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这两种技术来呈现

民族的文化遗产,能够让观众仿佛置身其中,深入体验古代文化

的吸引力；利用互联网平台对民族文化产品进行宣传,例如民族

特色音乐和舞蹈视频,扩大文化宣传渠道,扩大民族文化知名度

和影响力。再者促进了不同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组

织开展各种民族文化节和文化交流周,为民族文化的展示和交

流建立平台。在开展活动时,不同民族之间能够互相学习和借鉴,

比如汉族书法艺术和少数民族图案设计互相结合,产生更多具

有创意和美感的艺术作品,通过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感

情和认同,并共同丰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从而在文

化传承、创新大潮中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3 结束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价值理

念上具有一定的相通性,同时也是指导我国现代化社会发展的

重要精神支柱,因此在新时期背景下,需要根据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价值意愿,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建设合作共赢的国

际关系。有效地应对内外部环境对我国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全面

的增强我国综合竞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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