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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既是教育学意义上的知识传授，更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共
同体构建。文章基于民族政治学的理论视角，提出新时代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的三个理论维度：一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层面
的国民教育；二是自我与他者关系层面的启蒙教育；三是传统与现代关系层面的素质教育。由此出发，培育爱国主义的情
结，播种多元一体的种子，提高适应变革的能力，民族团结教育才会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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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Theoretical Angles of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at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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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ational unity is the lifeline of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at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s should be treated as a process of knowledge imparting, and community building at the same time. This
article put forward three theoretical angles of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at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s in the New Era, which
i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politics. First,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it is
national education. Second,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I’and‘Other’, it is enlightening education. Third, it is quality
educa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 So, only by cultivating patriotism complex, sowing the seeds of
diversity and unity, and improving the capability to adapt to change, national unity education could be success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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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工作，把民族平等、
民族团结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基础和价值追求。
《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维护和

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体
现了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对民族关系的精准定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也载明了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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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法治原则。应该说，民
族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内，具有
深厚的法理基础和现实需求。
党的十九大站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高度，明确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
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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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
展。”这为新时代民族团结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
了《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
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指出新时代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要做到“五个坚持”，即坚
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方向，坚持
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根本途径，坚持以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总目标，
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促进民族团结，遵循社会
团结规律，坚持正面引导，坚持齐抓共管、形成
合力，并且强调把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国民教育、
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全过程。这为新时代深化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民族团结教育提出了理论
与实践上的新要求。具有基础地位的中小学教育，
如何实现民族团结教育的目标、进而助力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更是基础的基础。
在实践中，还存在把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简单化、
片面化、形式化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民
族团结教育的成效，甚至产生了负面效应。基于
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小学
民族团结教育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明确其政治
定位、价值定位和实践定位，提出切实可行的原
则、办法，以期对新时代加强中小学民族团结教
育提供有效参考。
一、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的理论研究现状
从政治学上讲，民族团结不会天然形成，就

像“民族”本身不会天然形成一样，有着一定的
科学规律和深厚的建构因素，建基于人类社会发
展的历史进程和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费孝通先
生也指出，中华民族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
的历程[1](P1)，“自觉”的过程正好体现了价值的生
成。同理，民族团结也经历着从“自在”的团结
到“自觉”的团结，要达到“自觉”的目标，就
需要正面引导和教育。

从实践上看，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已经开展
了30多年。国家教委1987年就印发了通知，要求
在各级学校进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加强民族团结教
育，小学和初中则要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将民
族团结教育寓于各种教育活动中。随后，1994年
在天津有条件的学校进行试点，并在上世纪90年
代逐步扩大试点范围。进入新世纪后，民族团结
教育推广到全国中小学。2008年，教育部和国家
民族事务委员会又联合发文，对中小学民族团结
教育工作进行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团结教育工
作，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得到进一步深化，取得
了显著成效。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就指出，
民族团结教育要从小抓起，要把爱我中华的种子
埋在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更加注重从基础和心
灵层面深化民族团结教育，以实现各族青少年的
心灵契合。

从理论上看，自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开展以
来，尤其是近20年来，学界围绕中小学民族团结
教育进行了一些研究和探讨。经过文献梳理发现，
这些研究主要有三个面向。

第一个面向是基于政策的理论思考。有学者
梳理了我国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政策脉络，
把民族团结教育归于德育范畴，重点从课程角度
探讨了提升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效果的路径和方
法，并且认为“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一直是中小学
民族团结教育的主要形式”[2]。有学者从时代的战
略要求角度，讨论了中小学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
政策创新与机制建设问题，指出要“加强教育政
策规划意识，统筹规划，做好顶层设计，构建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全范围、全思维、全方位育人政
策体系”[3]，把学校、社会、地域等领域的资源进
行有效整合，提高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的理论高
度和价值位阶。也有人从多元文化[4]、建国初期一
些民族自治地方的政策做法[5]、国家实施西部大开
发政策对民族地区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的影响[6]等
角度，进行了关于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的理论思
考，但在理论深度等方面仍显得比较单薄，不够
系统和全面。

第二个面向是基于调研的实证研究。随着中
小学民族团结教育的广泛开展，一些学者通过对
各地实施现状的调研分析，进行了深入机理的实
证研究。比如，有学者把目光聚焦于大学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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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向这些刚刚踏进大学校园的学生发放调查
问卷，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了解其在中小学阶
段接受民族团结教育的情况，指出我国当前的学
校民族团结教育已整体铺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但也存在施教不均衡，课程、教材建设滞后
等问题，一些因素还制约着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工
作成效的进一步提高[7]。也有学者通过对民族地区
开展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的现状进行考察，指出
了制约民族团结教育成效的因素，即经济欠发达、
认识有偏差、联动机制未形成等[8]。还有研究者对
一些地区的部分中小学进行实地调研，较为系统
地呈现了部分教育者认识存在偏差、受教育者缺
乏正确引导、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效果不明显等问
题，并提出了端正理念、加强督导、强化师资培
训、开设课程、学科互动等建议[9]。实证研究能够
有助于掌握较为鲜活的第一手信息，并且通过参
与式的观察和分析，了解更为细微的因素，但是
这些研究一个共同的不足就是，还没有建构起足
以支撑这一研究的理论框架，所以在理论价值上
还稍显欠缺。

第三个面向是基于实践的方法探索。有的研
究者直接从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践入手，探
讨在课堂、课程、师资等方面的问题与对策。比
如有人从教师的角度入手，认为一些学校缺乏开
展民族团结教育的师资、缺乏培训、缺乏可供参
考的课程设计案例、活动设计案例，部分教师对
当地少数民族习俗了解有所缺欠等问题，解决办
法就是要在师资力量方面加强督导和培训[10]，进
行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的“供给侧改革”。也有学
者从课堂教学这一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的主要渠
道入手，探讨了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的方式和途
径，主张一方面要丰富课堂教学的内涵，通过专
门课程、多学科渗透等形式，发挥课堂教学的主
渠道作用；另一方面还要注重实践活动的设计与
实施，通过环境营造、课外实践、主题活动等形
式，达到寓教于乐、增进团结的效果[11]。也有人
从课程体系、校本课程入手，对民族地区中小学
民族团结教育的课程进行系统研究，围绕课程设
置的基本原则、内容标准、实施途径以及考核评
价等课程核心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12]，指
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效载体是课堂，要结
合民族团结教育的特殊性，实现中小学民族团结
教育国家课程与校本课程的耦合 [13]。这些聚焦课

堂、课程、师资等内容、以实践为导向的探索，
是对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的细致呈现，但因为缺
少在更为宏观层面的学科审视，而弱化了借鉴推
广、理论指导的意义。
综上所述，进入新时代，中小学民族团结教

育要适应国家教育发展总体目标和“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聚焦助力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落到实处，还必须进行更为深入系
统的理论研究和探索，结合新时代的时代特点和
实践需求，找到实现理论、实践、价值契合的切
入点，推动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理解新时代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的理论

维度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在对中小学民族团

结教育的研究领域，理论维度的建构是一个短板。
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本身具有很
强的政策性，造成了无论是教育供给还是受教育
者认知，都更注重实际操作，注重“行”的形式
而忽略了“知”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是源于缺少
对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进行学科理论的系统研究，
导致理论进路不开阔、理论维度不宽广，理论视
野比较狭窄。基于此，笔者尝试以政治理论为起
点，探讨新时代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的逻辑进路
和理论维度，以期在论述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的
必然性、基础性、实践性基础上，阐明它的理论
确指和实践启示。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小学民
族团结教育的实质就是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引导
主客体认清“物我关系”[14]。所有的理论探寻，
都离不开对人本身的哲学思考。在“存在与时间”
的哲学框架下，人的外部世界的实在性，归于某
种本身已经存在的一种衍生样式的行为举止，通
过观察存在者的行为举止，找到他们之间的关系，
进而让存在得到了实在的意义[15](P231-237)。这启示我
们，关系作为一种实在，是对物质实体的超越，
由此引申出对“关系实在”的思考。在这一点上，
关系实在论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进路，作为关系
者的事物及其本质“是由特定的关系来定义的，
关系的改变，在一定条件下对应于对象及其本质
属性的改变。在对象和环境的客观联系和关系中，
还包含着人及其实践同对象的关系在内，从而构
成某种认识情景”[16](P13)。因此，找到关系的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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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认识的情境，对于分析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
目的具有重要意义。当我们展开理论分析的时候，
需要打破封闭的实体单元观念，在一个开放的社
会体系中、在一个动态而严谨的进程中、在一个
具体的现实情境中，分析各个实体之间的互动关
系与相互影响。受此启发，笔者将中小学民族团
结教育的理论框架总结为三对关系，即国民教育
层面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启蒙教育层面自我与他
者的关系、素质教育层面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三
者分别对应了新时代深化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的
必然性、基础性和实践性。通过对以上关系的理
论分析和价值追溯，可以较为清晰地建构出中小
学民族团结教育的理论之维。
（一） 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在国家与社会关系

层面，体现为国民教育
国民教育是一个既有法律层面意义又有政治

层面意义的概念。因此，在将中小学民族团结教
育置于国民教育概念之下进行探讨之前，有必要
先对国民教育之“国”进行界定，也就是对国家
进行界定。国家作为当今世界最为主要的政治行
为体，统摄着人类的生活，历来是学者们研究的
重点，也是现代政治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从其
内涵上看，国家与政治一样，处在定义的多元化
网络中。在西方传统理论中，国家要么被视为
“一个民族的财产”，这个民族“是很多人依据一
项关于正义的协议和一个为了共同利益的伙伴关
系而联合起来的一个集合体”，这种依据更多是
“出自自然植根于人的某种社会精神”[17](P34)；要么
被赋予“一种人格”，它的意志被视为人们的意
志，人们的同意成为国家人格化的契约[18](P57-58)。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一体”既体现为一种伦理
传统[19]，也体现为一种政治秩序，形塑着人们对
国家概念的认知以及对家、社会、国家关系的认
同。国家被国民所向往、所依靠，正是受益于这
种人格化精神。英国社会学家戈兰·瑟伯恩
（Goran Therborn） 发展了波朗查斯的观点，认为
“国家既不应该被认为是一套特殊的制度，也不应
该被认为是一种工具，实际上，而应该是一种关
系———一个给定社会中阶级关系的具体化的汇聚，
而且，这一观点也适用于国家的两个不同侧面，
即国家权力与国家机器”[20](P34)。美国学者里普森
也认为“国家包括具有权利和义务的公民、制度
和权限、原则和权力，它是结构化的关系网络”

[21](P42)。笔者认为，国民与国家形成关系对应和互
动的基础，正是源于国家广泛的象征体系，源于
这种结构化的关系网络。因此，本文中将国家定
义为人格化与结构化的关系网络。在这一网络中，
它包含了由观念与实践所组成的权力场域。

在某种程度上，国家与政治互嵌，国家认同
是政治认同的关键，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
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
灵性活动”[22](P12)。这体现为对国家的认可、服从
以及在国家体系内拥有安全感、归属感，但对一
国国民而言，国家其实是一个遥远模糊但又可以
接近的想象，是生活世界的象征之网。国家之于
国民教育，就相当于民族之于民族团结，就是要
在国民心中塑造对国家和“国民”集合体本身的
认同，以国民教育之实践服务于民族国家之建构，
实现国家与国民关系的内涵式互动。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语境下，国家与国民集合体在价
值层面融合为一，即中华民族共同体。2014年中
央民族工作会议和2017年党的十九大，都对此做
出了顶层设计的政治安排，提出积极培养、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了国家的在场性和国
民的参与性。有学者就明确指出了这一实质，认
为“中华民族语境中的共同体和共同体意识自然
摆脱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在场性” [23]。因此，
讨论国民教育，必须对国家建构的现实场景进行
勾画，才能在价值、象征之网中找到认识本质、
解决问题的“线头”，并从中生发出理论研究的意
义。对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而言，更是如此。

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的行为主体，既有宏观
层面的国家、政府、学校等机构，也有教师、家
长等行动者，从结构上看，他们是作为“供给侧”
而存在。其客体则是以中小学生为主的受教育者，
在一国之中常常被誉为未来的花朵、未来的希望，
在“古今之争”的论辩体系中，是比前一代人更
为古老的人。因此，从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审视，
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的价值指向，第一位的就是
塑造未来合格的“公民”，他们与国家构成了一种
“从具有历史规定性和经济社会规定性的社会人出
发，超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探寻既坚持各
自的自主性，又强调相互形塑互促的” [24]关系实
体。这种合格应该包含了认同国家、热爱国家、
建设国家的价值认知与实践体系，这一关系实体
印证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原则。世界上没有哪

18· ·



一个国家会去教育和培养不热爱自己的国民，宣
称个人绝对自由的资本主义不会，预言国家终将
消亡的社会主义也不会。在国家主导和存续的人
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推动国民之间融合和国内民
族团结是历史必然也是大势所趋。

人因其社会关系总和的本质，架起了国家与
社会“交往”的桥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最
终指向为人的解放、成长和发展提供一个既有物
质保障又有精神呵护的现实场景。党的十九大描
绘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聚合了全国各族
人民的爱国心和精气神，凸显了“中华民族”在
国民与国家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在这个过程中，
国家统摄之下的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具有理论与
实践、历史和现实多方面的必然性，要充分发挥
好教育的作用。因为，“在一切方法之中，教育
是使人民得到‘一个民族形式’的最重要的方
法”[25](P20-21)。
（二） 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在自我与他者关系

层面，体现为启蒙教育
对启蒙的讨论离不开对启蒙运动的考察，尽

管本文不是从思想史角度讨论中小学民族团结教
育的思想基础，但也有必要给定一个关于启蒙的
概念框架，以实现理论逻辑的完整，并建构分析
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起点。正如有学者在考察了启
蒙运动的概念历程之后所指出的，“欧洲启蒙运
动的兴起与全球化的初始、新航路开辟、科学革
命的成功、欧洲内部思想的跨文化交流以及对中
国文化的认知等背景有关联”[26]。但对于何为启
蒙或启蒙运动，有学者就直接指出“我们无法找
到一个正式的答案”，这一方面是因为启蒙运动
“并没有一个宗旨明确的誓言或者信条”[27](P8)；另
一方面也没有必要在人类解脱自身的漫长时段中
去确认一个开始或结尾。应该说，一个时代有一
个时代的启蒙，一种文化有一种文化的启蒙，但
启蒙运动的四大理念，即理性、科学、人文主义
和进步，在价值层面穿越时空，为我们提供了认
识人类自身、理解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基础。
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是人从蒙昧走向理性的

标志。就像美国学者艾伦·布卢姆谈到启蒙时指出
的，“《理想国》的公式———若想让罪恶在城邦中
永远消失，权力和智慧必须恰好一致，是对启蒙
运动意义的完美表达” [28](P237)。之所以需要启蒙，

就是因为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还存在认识的偏
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会最终导引认同的建构与
关系的互动。因此，有必要建构启蒙的叙事框架，
来支撑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探讨。实际上，也有
学者已经在启蒙框架下讨论自我与他者的问题，
将启蒙界定为大众的启蒙，在这方面应该坚守的
立场是“我们”对“自己”和“同胞”的启蒙[29]。
而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上，就有强调民族之间的
差异是天然的、客观的 [30]原生论者。也正是因为
差异的存在，造成了“我”与“他”的分野，如
果在处理差异上缺乏有效的教育引导，就可能造
成“惧怕差异”的“戏剧化困境”———“这部喜剧
用低俗的幽默和荒诞的景象，摆出了一个任何共
同体都会遭遇的难题，即如何处理一系列的差
异———性别差异、老少差异、传统与新奇之间尤
其是美丑或者说好坏之间的差异”[31](P1)。
启蒙既是一种目的，同时还是一种工具。通过

在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领域对启蒙的理论运用，
可以在有关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上嵌入理性和
认同，因为“在考察任何政治共同体时，尽管表
面存在着差异和对立，同样需要找到这样一种统
一，也需要找到一种超越时间的永恒”[31](P43)。这
种统一和永恒是共同体的进步、是自我与他者关
系的和谐，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
开谁”的互嵌结构。在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
过程中，对这种统一和永恒的寻找和塑造一直在
进行着。如果以新中国成立为时间节点划分，并
且以汉族为例，就是“在西方社会的冲击下，建
国以前的汉民族想象与建构是一种自我寻找与定
义，而建国以后的汉民族书写却依赖于对少数民
族他者的分类，进而体现主体汉民族的现代性与
同质性”[32]。更为重要的是，对作为整体意义上
的中华民族的建构与体现成为当代中国民族国家
建构的主要目标。
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以自我认同为核心，认同

是对自我身份以及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寻找和确认。
从认识论角度看，就是要对自己作为“我”本身
以及“我”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互动中
的角色和心态有清醒的自我认识，依靠理性主宰，
具有人文关怀。自我认同是“人对自身本真所是
的一种真实的觉悟……用黑格尔式的语言来说，
就是人的一种真实的自我意识”[33]。这种自我意
识真实与否，离不开对差异的包容和自我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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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开在教育中赋予同情精神。早在2000多年前，
亚里士多德或许就已经观察到了人类的这一经验
以及各种组织的多样性，“这令他发现了一种稳
定性，而这种稳定性的基础不是否定差异，而是
包容”，因为，对人类世界而言，“差异意味着生
活，认识论上和政治上的生活”[31](P273-274)，它们实
质上构成了人类真实世界的价值基础，一种人与
人友爱共处的论辩基础，正所谓“和而不同”。
因此，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在中小学这个特定

的教育阶段和实践情境中，具有了启蒙的意味。
作为启蒙教育的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是塑造良
好的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基础，对于真正意义上的
民族团结与进步不可或缺。
（三） 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在传统与现代层

面，体现为素质教育
传统与现代的变奏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因为在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
对传统与现代的深刻反思。传统深深根植于中国的
文明土壤，而“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着人
们以往的社会秩序，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34]。
在讨论“为什么”以及“怎样”开展中小学民族
团结教育的问题上，也离不开对传统与现代的价
值审视，而且，因为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集中于
“中小学”这一时空复合体，既要照顾到年龄阶
段，也要考虑到学校场景，所以这一价值审视还
必须以对“素质”的关怀为起点，以求在批判性
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中深化对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
的理论认知。

在中国语境中，素质教育有其特殊的意味，
开始实施素质教育的历程几乎与我国改革开放的
进程同步，体现了政治决策的实践指向。在教育
领域，有关素质教育的制度安排也体现着传统
“应试教育”向现代“素质教育”的转变，以实现
教育的现代化。1985年，党中央作出了深化教育
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宗明义地指出“教育体制改
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
人才”。1993年印发的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
要》再次聚焦教育改革，在中小学教育方面提出
了“发展基础教育，必须继续改善办学条件，逐
步实现标准化。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
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
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
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

的特色。”把对应试教育的改革视为教育标准化、
现代化的现实课题，其目标意在全面提高国民素
质。1999 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
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对“素质
教育”进行了明确定位：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
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
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
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
班人。我国开展素质教育的实践构成了中小学民
族团结教育的经验底色。

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着多元共生
的文化传统，同时也对应着“冲击-回应”[35](P132)的
现代革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一条各
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中国特色解
决民族问题的道路，较好地弥合了传统与现代之
间的缝隙。可以说，我们党“在传统经验教训和
现代理论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和丰富的民族思想，
并不断经过实践检验和修正，逐步形成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
问题的基本主张”[36]，体现着爱国、创新、包容、
厚德的整体价值和个体体认。开展中小学民族团
结教育，必须在实践理性上有所突破，坚持围绕
综合素质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包容他者、尊
重差异的理性训练中，促进各民族青少年提高传
承民族文化、适应时代变革的能力。在如何对待民
族传统这一关键问题上，“既要肯定现代化冲击其
陈腐落后内容的正当合理性，也要看到继承和弘
扬民族优秀传统，守护千百年来形成的美好精神
家园，对于促进现代化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37]，
这也是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应有之意。

从素质教育的维度探讨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
的路径，就是要看到教育的实践性，真正在教育
过程中引导青少年适应传统与现代的主题变奏。
在这一点上，教育的地位无可取代，因为“认识
真理的器官，需要通过教育来唤醒”[38](P223)。与此同
时，还“必须确保这种有识字能力的、统一的文化
的确正在产生，确保教育的产品不是劣质的、不合
格的”，而且“只有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39](P50-51)。
这也是国家大力推行素质教育、强调深化中小学
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践起点。
三、新时代深化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的对策

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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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中，笔者从国家与社会、自我与他者、
传统与现代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小学民族团结教
育的理论维度，实质上是对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
内涵的界定，目的在于厘清当前理论与实践领域
还存在的认识误区和价值盲区。值得注意的是，
从国家叙事和整体视角考察，中小学民族团结教
育，就体现为塑造合格公民、激发爱国心的国民
教育，包容他者、尊重差异的启蒙教育，传承传
统、适应现代变革的素质教育，基本涵盖了中小
学民族团结教育的理论框架、价值目标和实践导
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小学民族
团结教育也要适应新时代国家发展的目标，既要
抓住“中小学”这一对象特征，也要聚焦“民族
团结”这一目标追求，还要用好“教育”这一实
践路径，推动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在塑造青少年
健康心灵、系统知识和友爱情怀方面发挥作用，
为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应
有贡献。
（一） 在国民教育层面：注重培育爱国主义的

情结
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

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爱国
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把“坚持以维护祖国统
一和民族团结为着力点”作为总体要求之一，把
“强化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作为基本内
容，并且对“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要面向全体人
民、聚焦青少年”进行了明确。这也对开展中小
学民族团结教育提出了要求。
具体而言，在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过程中加

强爱国主义教育，应该把握好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要注重国家整体形象的呈现，让孩子们
能够感受到祖国的“实在性”。在呈现国家整体形
象方面，要注重对国家叙事的总体把握，有效运
用国家象征体系和仪式，突出对国旗、国歌、国
徽、首都、宪法等国家象征的系统整体介绍，并
且运用好这些象征元素营造浓郁的爱国场景和氛
围。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爱国心，同时注重将
爱国心具体化，抓住中小学生接受知识的科学规
律，在具体实践中引导中小学生树立热爱祖国的
观念，避免空讲爱国道理，却不知何为爱国。要
通过讲故事、互动式的教育方法，把爱祖国的价

值观念植根在心灵深处。
（二） 在启蒙教育层面：注重播种多元一体的

种子
中小学生处于接受知识的早期，应该注重在

这一时期进行民族知识和多元一体的知识引导。
实际上，早在2008年，教育部办公厅、国家民委
办公厅就联合印发了《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
要（试行）》，强调在各级各类学校扎实抓好以马
克思主义民族观、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为重点内
容的民族团结教育工作，培养各族学生的民族团
结意识，并且将民族团结教育纳入思想品德课程
框架，提出在小学三四年级以民族知识启蒙教育
为主，在小学五六年级重点进行民族常识教育，
在初中一二年级加强民族政策常识教育，在普通
高中一二年级开展民族理论常识教育，并且明确
了教育的具体内容标准，提出了启蒙教育的实践
要求。

实践中，要注重播撒多元一体的种子，引导
中小学生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他者，习得尊
重差异、包容多样的价值取向。可以从三个方面
着手：一是加强文化普及。在学校课堂中，安排
专门课程，积极讲授民族知识，引导中小学生了
解多元文化的魅力，夯实民族知识基础，避免因
无知和误解引发未来社会的隔阂与冲突。二是加
强互动交往。可以通过组织到民族地区参观、各
民族中小学生之间结对等方式，引导学生之间广
泛开展互动，在互动中增进了解、增进感情。三
是正确认识差异。要在日常教学中，通过正确引
导、纠纷疏导等方式，帮助中小学生正确处理文
化、习俗、信仰等方面的差异特征，建立开放包
容、理性平和的心态秩序。
（三） 在素质教育层面：注重提高适应变革的

能力
素质教育的提出是相对于应试教育而言的。

从这一点来看，开展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既要摆
脱本身被应试教育束缚的困境，以免落入应试教
育的窠臼，也要避免因为应试教育的整体压力而
被挤占时间。同时，由于教育的失败会破坏社会
的凝聚力和流动性，为此国家必须花费更大的预
算和代价来应对诸如更大的公共健康费用、更高
的社会福利支出、更高的犯罪率等不良后果，所
以必须在教育公平、整体水平上下功夫，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加拿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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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列文 （Ben Levin） 的论述中得到启发，他指
出“公平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意味着一项保障
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平职责，它还有着更深刻的意
涵，即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只有当学习之益被广
泛共享，而且最强势者与最弱势者之间的鸿沟缩
到最小之时，才能向好向善发展”[40]。
素质教育的效果取决于课程、师资和教学方

式的革新。为实现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提高学生
适应变革的能力，一方面要优化课程设置。学校
教育中，课程设置对国民团结、民族自豪感等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要通过把绘画作品、民间故
事、小说和音乐等纳入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课程，
实现课程设置的优化、多样化，避免课程窄化、
应试化。另一方面要创新教学方式，真正的教育
不应仅限于口训，而要更注重实行，这对中小学
民族团结教育中师资力量和教学方式提出了要求。
要通过师资培训、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革新以及
引入社会实践等方式，提高课堂的吸引力、感染
力，避免被动式、填鸭式教学，将学生的积极性
调动起来，提高学生在应对现代社会变化时的综
合能力。
四、结语
从目前各地实践看，民族团结教育在中小学

的教育安排中属于思想政治和德育教育的范畴。
在这一安排下，全国各地中小学校都要理直气壮
开好这门思想政治课，在科学理论、教学理念、
价值理想层面积极探索、实践作为，确保中小学
民族团结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因为开展中
小学民族团结教育不是简单的权宜之计，而是事
关中华民族大团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实
践课题，决不能在形式上搞“应付”，违背了民族
团结教育的原则和初衷。

需要再说明的是，以国家与社会、自我与他
者、传统与现代这三对具有实在特征的关系为起
点，来论述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的理论逻辑，并
不是要强调这种二元对立的困境，而是试图在理
论研究中对一些看似对立的概念进行建构和调适，
以实现逻辑的自洽和理论的更新，并对实践有所
启示、借鉴。不可否认的是，对于中小学民族团
结教育的理论研究，还需要更多有效尝试，而且
实践所需也呼唤更多的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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