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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三大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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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大学生在思想文化素质和个性心理特征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促进他们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时， 要注意把握和处理好他们的民族心理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相统一、 民族文化认同与中华文化认同相协调、 

原发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相适应三大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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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是民族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抓手。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关系到国家认同、政党认同、民族认同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 [1](11) 。民族大学生作为中华民 

族优秀青年的代表，肩负着维护国家统一、推动民族 

进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使命。对民族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教 

育应当遵循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和民 

族大学生思想心理形成发展的规律。 由于在生活地域、 

民族属性、宗教信仰、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存在差异， 

民族大学生在思想文化素质和个性心理特征等方面具 

有一定的特殊性。应当以问题为导向，寻找认同教育 

工作的切入点、突破口和指南针。以心理认同为切入 

点，着眼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情感、 

意志等过程的整合，是认同教育的基础和前提。以文 

化认同为突破口，着眼于价值引领、文化基因塑造、 

血脉延续，是认同教育的动力和支撑。以信仰认同为 

指南针，着眼于中国梦想、精神动力、幸福感召，是 

认同教育的目标和方向。因此，在对其进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教育时，应当格外注重促进他们的 

民族心理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相统一、民族文化认同 

与中华文化认同相协调、原发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理 

想相适应三大要务，构筑包括各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 

共同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 

一、注重促进民族心理认同与 

中华民族认同相统一 

对民族大学生实施民族心理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 

相统一的认同教育需要既尊重民族大学生本体民族认 

同心理，又努力提升其爱我大中华的高尚情操。这就 

要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八荣八耻” ，尤其 

是将“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等教育内 

容凸显出来。 

民族心理认同的影响往往广泛而深刻。民族心理 

认同即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 

附 [2](140) 。有研究者认为民族认同是在不同民族间的互 

动中发展而成的，是后天形成的。费孝通指出： “民族 

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 

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 ” [3](7) 因此， 

民族心理认同在民族互动过程中、以民族间的心理差 

异为基础而产生、形成。无论什么民族，对本体民族 

的心理认同是第一位的民族认同。民族大学生在本体 

民族文化环境中出生和成长，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对本 

体民族的心理认同逐步产生并不断强化。而在大学阶 

段的学习生活过程中同时接触到越来越多的非本民族 

的社会成员，一些民族大学生在其思想认识中逐渐产 

生一定的价值冲突与心理困惑，如不同社会思潮对民 

族大学生价值观念、理想信念等的影响。这从方方面 

面体现民族心理认同在民族认同中产生的影响的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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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深刻性。 

中华民族是经过长期历史积淀逐渐形成的政治主 

体。民族大学生在与其他民族同学的长期学习生活交 

往过程中，形成了高于本民族的具有共性的思维方式 

和生活方式，构成新的大的共同体。而且通过学校、 

家庭和社会的教育，民族大学生对国家和民族有了更 

深的了解。 在其历史演进中， 我国 56个民族和谐共融， 

构成了成熟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及其中国 

精魂——爱我中华。而且在与国外民族直接或间接的 

接触中自然地把自己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形成对中 

华民族的民族归属感和感情依附感，唤起中华民族心 

理认同。但现实往往具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当前，我 

国进入改革深水区和发展关键期，社会矛盾和民族矛 

盾明显增多。加之新一轮全球范围的民族主义和宗教 

思潮的兴起，国内一些民族分裂分子与国外一些反华 

势力相呼应、相勾结，我国的民族和宗教等问题有加 

剧的趋势 [4](180) 。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民族大学生民族 

心理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相统一的实现。我们必须更 

加重视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 

民族大学生的民族心理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相统 

一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互为因果、互相 

促进。一方面，民族大学生的民族心理认同和中华民 

族认同相统一，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前提。 

如果民族大学生只对本体民族认同，而对中华民族认 

同度不高或是不认同，民族大团结就是一句空洞的口 

号。党的伟大战略部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就失去了群众基础。另 

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推进和民 

族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认同。民族 

大学生必将正确认识本体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关系，对 

二者的认同将趋于理性和科学。事实上，本体民族认 

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在不同层次上有着不同程度的重 

叠。认同、热爱中华民族，就个体来说，是寻求身份 

归属感的需要； 对群体而言，则可以增强群体凝聚力。 

如果民族大学生对本体民族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具有同 

向性和同一性，即在对本体民族有深深的眷恋和认同 

的同时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成员，那么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就具备了群 

众基础。 

如何帮助民族大学生实现本体民族认同与中华民 

族认同相统一？费孝通教授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 

局”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思路。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  56 个民族的民族实 

体，这 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 统一而不可分割 

的整体。在这个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 

中华民族是高层。第二，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经历了 

从分散的多元到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汉族是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是多元基层中的核心元。 

第三，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 

同，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 

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多层次的整体 [5](18) 。据此 

理论，民族大学生的本体民族认同是低层次的民族认 

同，与高层次的中华民族认同可以并行不悖、和谐统 

一。要增强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维护平等、团 

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实现全国各民族繁荣发 

展 [6](152) ，培养社会主义民族事业优秀人才，必须加强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教育，教育民族大学生在本民族意 

识基础上，升华到更高层次的超民族认同，实现本体 

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相统一。 

结合高等院校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 

实际，要增强民族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认同，就应当整合四个课堂，即整合课堂教学、校园 

文化活动、社会实践和网络虚拟课堂四个课堂，形成 

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荣辱观认同的合力。一是课堂教 

学。课堂教学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加强民族大学 

生社会荣辱观认同的主渠道、 主阵地。 对于不同类别、 

不同层次的民族大学生，要牢牢把握，将社会核心价 

值体系融入课堂，增强理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是校园文化活动第二课堂。发挥校园文化活动的隐 

性德育功能，在润物细无声中提升民族大学生的思想 

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三是社会实践第三课堂。发挥 

社会实践的养成作用，拓展民族大学生对社会主义荣 

辱观从初步认知到自觉践行的有效途径。四是网络德 

育虚拟课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在哪儿重点就应 

该在哪儿，阵地就应该在哪儿 [7] 。要主动抢占网络新 

媒体新阵地。要努力把握规律性、提高预见性、增强 

自觉性、注重实效性，充分发挥先进技术传播先进文 

化的优势，使网络新媒体成为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荣 

辱观认同教育的新阵地。 

二、注重促进民族文化认同与 

中华文化认同相协调 

对民族大学生实施民族文化认同与中华文化认同 

相协调教育， 就是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 “两 

种精神” ， 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 

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灌输到受众的头脑中 

去。用与时俱进的中华新文化强化民族大学生的精神 

支柱，既保留其本体文化之精华，又根据时代之要求， 

为其提供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精神动力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20 卷第 5 期 62

支撑。

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是一种时代强音。民族文化认 

同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纽带，是民族共同体生命 

延续的基因工程。所谓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 

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文化的肯定性 

体认，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精神、价值的认同。 

民族文化认同指对本体民族独特的包括物质和精神层 

面的文化的认同。中华文化认同指对吸收借鉴了  56 
个民族文化融合成的中华民族精粹文化的认同。民族 

文化认同是多元多层次文化相互渗透并不断整合的过 

程。在全球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已有越来越多的国 

家注意到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性，采取各种措施维护 

本国的文化安全，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性 [8](19) 。当代 

中国高度重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民族 

文化。

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过程有其自身的特点。对 

于民族大学生来说，进入大学不仅意味着离开熟知的 

社会环境，转移生活时空，更意味着从母体文化进入 

多元文化。这就必须面对文化冲突与文化适应的问 

题 [9](172) 。 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个体对其母体文化和主流 

文化会抱以不同的态度，国际跨文化心理学会创始人 

之一贝瑞认为有整合、同化、分离以及边缘化等四种 

文化认同态度的模式 [10](44) 。民族大学生文化认同的不 

同态度和途径是其现实文化状态的写照。在现实中， 

民族大学生对本体民族文化的认识夹杂着矛盾心理， 

导致其对民族文化和中华文化的认同存在某些不协调 

的方面。其突出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 

面对主流先进文化及西方发达文化，民族大学生容易 

产生自卑心理。其次，民族大学生对本体民族文化保 

持高度自尊，对危害和破坏其文化的言行极其敏感。 

最后，民族文化传统在开放环境中积淀成独特的心理 

经验，固化为一种文化惯性力，牵制他们的思维模式 

和行为方式，从而深刻影响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民族文化认同与中华文化认同相协调是增强民族 

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保障。这是因 

为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核心，具有绚丽多彩表现 

形式的中华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血脉，是全民族人们 

共同的精神家园，是社会核心价值传播的文化载体。 

反之，民族大学生对民族文化和中华文化认同的不协 

调将制约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如，对 

本民族文化过度认同而对主流文化排斥、对本民族文 

化和中华文化都不认同而对西方文化高度认同等都是 

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错误认同行为。我们必须清 

醒地认识到只有对主流文化的高度认同是增强中华民 

族凝聚力的重要保障，是抵制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侵 

蚀的重要保障。 

要让民族大学生对本民族文化认同和对中华文化 

认同相互协调，就必须帮助他们找出各民族文化的契 

合点，重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化的契合点是指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集、共性、共同点。用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引领和整合多元文化 

发展，交融出多重复合的文化契合点。主流文化与多 

元文化之间的契合点越多，其他多元文化就越接近主 

流文化要求；文化契合的合力越大，推动政治、经济、 

社会发展的作用越大；文化契合的面积越大，人民群 

众的共同思想基础越牢固，国家软实力越强大、社会 

越稳定、人民精神生活越幸福 [11](127) 。文化契合点不可 

能随意找到，文化自觉不可能自发实现，必须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中通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 

多种形式、多种途径的学习、宣传、传播、引导、培 

育才能实现 [12](54) 。应当运用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等理 

论 [13](580−581) ，整合多元文化，把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 

在特定的条件及意义下结合起来，形成文化意义上的 

共同群体。这种群体虽无共同的族源，但在文化意义 

上却有共同的意识、利益感及文化的归属感 [14](31) 。从 

民族事业人才角度来讲，民族大学生应当成为民族文 

化整合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 

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认同教育 

应当抓住四个要素，就是要从教育的主体、客体、介 

体和环体等四个方面同时努力。在教育主体方面，要 

强化全员育人理念，充分调动包括辅导员、班导师、 

任课教师在内的全体教职员工的积极作用，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融入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 

过程。在教育客体方面，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刻把握 

民族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和成长规律，充分发挥民族大 

学生中的优秀榜样示范作用，通过朋辈教育加强民族 

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在教育介体方 

面，要把握时代特征，充分掌握互联网、手机等新媒 

体的特点和功能，使网络新媒体成为促进民族和谐的 

有力武器。在教育环体方面，要营造各族学生和谐共 

处、民族文化和而不同、困难面前同舟共济的良好教 

育环境，充分发挥教育环体的感染、促进和约束作用。 

三、注重促进原发宗教信仰与 

社会主义理想相适应 

对民族大学生实施原发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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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适应教育， 就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 “共 

同理想” ， 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把二者统领 

起来。这对加强民族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提升民族 

大学生对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民族大学生没有理想信念不行，而没有科学的理 

想信念更不行。民族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 

是民族事业的希望和未来，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和实现中国梦的生力军。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 

宗教信仰与民族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存在张力。任 

何一种宗教都有不同程度的民族性, 任何一个民族也 

都有不同程度的宗教性。我国许多民族至今几乎全民 

信教。如藏、蒙古、土、裕固、门巴等民族信仰藏传 

佛教；傣、德昂、阿昌、布朗等民族信仰南传上座部 

佛教；回、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吉克、塔 

塔尔、柯尔克孜、撒拉、东乡、保安等  10 个民族信 

仰伊斯兰教 [15](25) 。研究表明信仰某种宗教的大学生比 

例为 22.5%，其中 87.5%来自全民信教的民族 [16](54) 。 

这说明民族大学生信教者比例明显高于汉族大学生， 

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全民信教的民族。一般人对 

宗教的信仰都有认知、选择、信仰等过程，而对民族 

大学生来说， 他们的宗教信仰缺少认知和选择的过程， 

大多是因家庭的信仰而信仰。他们对宗教的信仰具有 

如下特点：随着出生而产生，缺乏认知过程；被动赋 

予信仰， 而非主动选择(至少在有独立思考行为能力之 

前如此)； 全民信教， 周围宗教氛围浓郁； 信仰存在 “流 

动的边际” ，即信仰不坚定。如对 111名信仰伊斯兰教 

的民族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其中  45.2%的学生对伊斯 

兰教表示半信半疑 [17](95) 。基于民族大学生宗教信仰的 

特点，很难将它归类于既有类型中 
① 
， 我们尝试把这种 

宗教信仰称为“原发宗教” 。 

在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教育过 

程中，原发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理想相适应是必须解 

决的重要问题。社会主义理想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原 

发宗教信仰和社会主义理想认同教育有利于推进民族 

大学生精神家园建设。这是因为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 

普遍性的认识产物，信仰是人类最基本、最深刻的精 

神活动和精神现象。民族大学生的原发宗教信仰以有 

神论为出发点，具有被动性和可变性。而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以无神论为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 

的崇高精神追求。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差异。民族大学 

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比较模糊，是非的判断 

力和选择力不强 [18](90) 。只有实现原发宗教信仰与社会 

主义理想相适应，实现两者的和谐统一，民族大学生 

的精神才有归宿，目标才能明确，奋斗才会恒久。 

为此，应该加强民族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 

育，帮助民族大学生实现原发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理 

想相适应。我们必须帮助民族大学生认识到马克思主 

义宗教观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 

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之上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宗教 

和宗教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我们必须帮助民 

族大学生全面理解宗教信仰自由：公民有信仰宗教的 

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 

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 

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我 

们必须帮助民族大学生树立理性认识，认识到宗教与 

科学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宗教的消极方面对民族大学 

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自觉运用科学有一定的阻碍作 

用。因此，我们在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时，要 

大力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精神，使民族大学生自 

觉自愿热爱科学、相信科学、运用科学。最终增强民 

族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认同，激励 

其将个人梦、民族梦融入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中来。 

结合民族大学生信仰认同教育的实际，应当引导 

民族大学生切实坚定信仰、践行信仰。最根本的是要 

把信仰建设的最新成果运用到民族大学生信仰认同教 

育中，取得实效，比如落实划清四个重大界限，把意 

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重要工作来做等。大学阶段是人 

的信仰、价值观念趋于成熟稳定的关键阶段，也是心 

理健康水平、道德健康水平提升的关键阶段，两者是 

辩证统一的关系。共产主义的科学信仰作为崇高的普 

照之光，存在于生活事件、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应 

当从生理、心理、道德、社会发展等角度加强渗透科 

学崇高信仰的认同教育。在生理方面，信仰认同教育 

包括肉身、衣着、服饰、家属和私有财产等方面的认 

同教育。这是信仰认同的生理基础。在心理方面，信 

仰认同教育包括价值观念、审美视角、意志过程、情 

感过程和认知过程等方面的认同教育。这是信仰认同 

教育的心理基础。在道德方面，信仰认同教育包括政 

治信仰、思想观念、道德修养和法律修养等方面的认 

同教育。这是信仰认同教育的核心。在社会发展方面， 

信仰认同教育包括帮助学生做好生涯规划、 职业规划， 

引导学生遵守法律法规、道德规范，争做适合自身发 

展的模范社会角色。这是信仰认同教育的目标。信仰 

认同教育的理想状态应当是通过以上四方面的认同教 

育使民族大学生皈依于科学崇高信仰，自觉自愿认同 

共产主义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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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按照不同分类标准，宗教分为多种类型，如：原生宗教和次生 

宗教、自然宗教和人为宗教、古典宗教和现代宗教、传统宗教 

和历史宗教、秩序宗教和救赎宗教、预示宗教和神秘宗教、教 

会宗教和大众宗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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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ree essential factors for enhancing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identification with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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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have  some  special  features  in  the  personal  psychology  and  in  the  cultural 
aspects. Therefore, in the educ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identification, educato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unity  of  ethnic  psychological  identity  and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the  coordination  of  ethnic  cultural  identity  and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the interadaptation of primary religious belief and the socialist ideal. 
Key  Words: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identification,  identity;  links;  Polit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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