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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才培养模式

本课程教学组主要负责我校《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此课程自 2020 年后在国家民委的

指导下，正式更名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教学工作，对象为全校各个专业的一

年级新生，开设的时段是每个学年第二个学期。教学模式主要以课堂讲授和讨论为主，并辅

之以课外实践。人才培养模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第二，课堂讲

授与线上教学相结合。第三，以局部带整体的教学模式。

本课程的人才培养模式有两种：

（一）校内人才培养模式：建设师生共同体，促进教学相长。作为一门“思政”课程，教

学的主要目的不能仅仅停留在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的阶段，而应在理论传授的基础上，在师

生“共情”的基础上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与情感融入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

构建中。因此，教师必须不断研究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心理特点，不同专业学生的学科特点，

找到最精准的切入口与最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改革，在改革中不断深化

教学。因此，这是一个教学相长、共同进步的建设师生共同体的过程。

（二）社会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服务社会，建设校内外协同机制。本课程的教师通过高层

论坛、授课、讲座、会议、参访等形式，将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与思考传送到社会及企事业

单位，在扩大了本专业的社会影响的同时，更为社会及企事业单位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

关理论与史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了应有贡献。同时，此举也是教育部倡导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化的初步实施与开端，为后期全面开展积累了经验。

二、教学内容

此课程在 2020 年 9 月前名为《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2020 年 9 月后在国家民委的指

导下，正式更名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更名后，课程的主旨、内容、结构和课程

归属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课程的主旨从让学生了解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转向铸牢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课程的内容从以我国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讲授

为主，转为从历史、地理、文化、社会等各方面论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及形成过程、规



律、机制等；课程的归属原属于我校民社学院的民理教研室，现归属于我校中华民族共同体

研究院。

三、教学方法手段

教学手段沿用了传统的课堂讲授与课堂讨论相结合，理论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线上

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方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作为一门思政课，具有以下特

点：1、政治性强，因此理论讲授必须准确无误，在纲领性、原则性的理论讲授上不能随意

发挥；2、趣味性弱，因此教师备课要下很大功夫，寻找经典、有说服力同时兼具趣味性的

例证；3、大班教学，对老师的控场能力要求高，老师不仅要熟记授课内容，同时要具有较

强的掌控课堂能力，结合各班学生的专业背景和实际展开教学；4、教案统一，需要教师结

合各自研究专长灵活授课，扬长避短地展开教学。

四、教学研究。

（一）教学组的老师围绕教学内容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开展科研，产生

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自 2019 年成立优秀教学组织以来，已经撰写多篇与课程相关的论文，

其中两篇还荣获中国人类学民族学 2020 年年会优秀论文奖。

（二）与校内外相关机构合作，共同推动课程教学研究。2020 年 11 月 21 日，课程教学

组依托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联合湖北名师工作室（民族学）、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

散杂居民族研究专业委员会、国家民委民族教育发展研究基地三个机构承办了中国人类学民

族学 2020 年年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高校教学中的融入与实践”专题分会，进一步深

入探讨了本课程如何在教学中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五、 当前本课程教学的亮点、难点及重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前民族工作的主线，是习近平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

国化的创新性论断，也是中国应对百年未见之大变局的重要举措，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教育”既是课程教学的亮点，也是难点和重点。

（一）亮点

亮点一：领导高度重视，由我校党委书记和校长亲自领导新教材的编撰工作。由于本课

程当前在民族高校的特殊地位，我校组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教材编撰领导小组，

由我校党委书记边境和校长李金林为组长，杨胜才等副校长为副组长，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院的院长等相关部分负责人为组员的领导小组，领导和指导编撰工作的具体实施和开展。这

是我校自建校以来，首次对一门课程的教学实践如此重视。



亮点二：多部门协调推进。由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课程的教材编撰内容分属

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因此在学校各部门的协调下，

课程教学组联合校内相关学院、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进行充分协商和探讨，共同合作完成本

教材讲义的编撰。

亮点三：研讨更加频繁，交流更加充分。传统的集体备课和探讨以月为单位，每月一次；

现在的集体备课和探讨以周为单位，几乎每周都要进行一次集体备课和探讨，对编撰的问题

和困惑进行交流，并探索解决路径。

亮点四：课程理论及内容更新频率更快。鉴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理论正处

在不断地解读、充实、完善的进程中，因此，课程小组必须保持随时学习，随时更新的状态，

力争最快速度地将中央的新理论、新提法等融入课程教学转改中。

（二）难点

难点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内涵处于探讨中，尚无定论，因此深入探讨课程概念内

涵是本课程的一大难点。

难点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在教育教学中有效融入，尚有待进一步的理论演绎

和实践检验，这是本课程难点、重点、也是亮点所在。

（三）重点

重点一：充实新的教学力量，充分发挥多学科、多视野的研究与教学。鉴于“中华民

族共同体”的研究是一个跨民族学、人类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领

域，因此增加授课人员的专业多元性非常必要。

重点二：培养已有教学力量的跨学科视野，积极与学校多专业多学科交流互动。

重点三：进一步严格课程的培训试讲制度。本课程历来就有对新入授课教师进行培训

试讲的制度。现在更加严格地执行此制度，将流程式的试讲制度变为资格准入式试讲制度，

凡无法通过试讲的老师，均不允许登上讲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