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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入新时代，培育民族精神、加强爱国主

义教育，是凝聚中华民族磅礴之力的重大课

题。高等学校应当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线，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到国民教育

特别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大力培

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培养造就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

培育民族精神必须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国家统

一和民族团结的前提。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文化冲

突问题和发展问题不仅是全球热点问题，也

是事关我国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民族团结的重大问题。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

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中华

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要实现各民族的繁荣

发展、和谐稳定，抵御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和

破坏，就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

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强化对伟大祖

国的认同感，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对中华文

化的荣誉感，培育和弘扬新时代民族精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凝聚民族力

量的关键。在中国 5000多年文明史中，古代

各民族政权虽更迭频仍，历经多次战乱、分

裂，但依然归为一统，这主要是由中华文化的

共性所决定的。少数民族与汉族，无论哪一

个民族建立政权，其统治者均以正统自居，都

在维护着中华民族的统一，都在为建立一体

的多民族国家贡献着力量。这种自觉的民族

共同体意识对中华民族的形成、融合和发展

产生了深刻影响，促进了各民族共同发展。

立足新时代的实践需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凝聚了民族力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

强大精神动力，对维护国家统一、稳定社会秩

序具有关键作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振奋民族精

神、激发民族自信的内在动力。伟大的事业

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铸就伟大的梦

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时代民族

精神培育中发挥着振奋民族精神、坚定文化

自信、增进民族团结互信的作用，成为中华民

族特有的情感共鸣。近代以来，在外抗强权

侵略、内求独立解放的长期斗争中，在国家民

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人民的英勇抵

抗精神以及追求民族独立解放的民族精神，

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克服一切艰难险

阻、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从

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到现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各族人民已成

为一个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能动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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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世界并在认识的指导下能动地改造客观世

界的强大动力，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被普遍认

同，且不断产生广泛积极的影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坚持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在

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

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只

有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爱国主

义才是鲜活的、真实的，这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

精神最鲜明的主题。祖国的命运和党的命运、

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共产党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成立近百年来，团

结带领各族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

党反动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新民主

主义革命，进行改革开放，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实现了中华民族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

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

共产党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

的前进方向。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所展

现出的中国力量、中国速度、中国精神和大国担

当，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

大优势，给当代中国青年上了一堂深刻、生动、

鲜活的思政课。当代中国青年要准确把握基本

国情，把握历史规律，坚定理想信念。要发扬斗

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充分认识伟大斗争的长

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敢于直面风险挑战，在进

行伟大斗争中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坚持爱国与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

相统一。实现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是中华

民族的不懈追求。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

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就

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

的历史。我国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

的，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的文

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

共同培育的。民族团结是社会和谐稳定、国家

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当代中国青年要争做新

时代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和守护者，大力弘扬民

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要正确认识和理解我国统

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正确认识和理解“多

元”与“一体”的关系，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历史根基。要把热爱祖国与维护民族

团结结合起来，把热爱民族与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结合起来，把个人成长发展与国家前

途命运结合起来，扬爱国情、立强国志，在投身

国家发展、服务民族振兴的时代征程中成就非

凡事业、铸就别样精彩。

坚持爱国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统

一。中华文化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

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中华民族精

神也一直深深地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核心。在

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家国天

下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

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

大禹的“三过家门而不入”、岳飞的“精忠报国”、

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都体现了古代仁人志士在大难当头，以国为重的

家国情怀。当代青年应加深对祖国悠久历史、深

厚文化的认识，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

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自觉延续文化基因，增强

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作者：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研究基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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