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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国家明确规定的学校专题教育课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学校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课程的实施却不尽如人意，存在形式化、以宣传和活动代替教育等困境。从核心素养的视

野探讨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课程实施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对“为何提出民族

团结进步专题教育”“何谓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等问题的论述，提出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与学生发展的四个

核心素养。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核心素养的四个方面是一个整体。中华文化认同是学校民族团结进步专

题教育核心素养的基础; 团结信念是学校生活中各族学生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积极的情感体验; 爱国情怀是

中华文化认同和团结信念的进一步拓展与升华; 跨文化理解是学生终身发展和适应社会所需要的认识论和

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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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学校思政课程一体

化建设的重要内容，［1］担负着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以及指向“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的根本问题。长期以来，学校民族团结进步

教育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处于表面化、形式化甚至

标语口号化状态，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当作学校

课程与教学之外的政治任务、宣传活动和额外工

作等。究其原因，在于我们缺乏对学校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培养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的学理性

回答，没有把学校民族团结进步专题教育纳入学

校课程与教学体系统筹规划，更没有从培养学生

核心素养的视角审视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对于

学生发展和适应未来社会的重要意义。
核心素养主要解决“教育培养什么人”的问

题。1997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启动

“素养的界定与遴选: 理论和概念基础”工作，这

项工作促进了核心素养概念的提出，推动了很多

国家和国际组织对“21 世纪教育应该培养学生哪

些关键性核心素养，才能让学生更好地健康发展、
幸福生活，成功地融入未来社会”问题的关注与

探讨。2014 年，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全面深化课

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 以下简

称《意见》) ，在该《意见》中，核心素养被置于重要

地位。2022 年，教育部颁布了新修订的《义务教

育课程方案和标准( 2022) 》，明确提出聚焦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培养学生适应未来发展的正确价

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核心素养的提出是

落实学校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具体化，同时

—73—

DOI:10.15946/j.cnki.1001-7178.20230816.005



也为课程改革提供了新的目标和深化的路向。在

此背景下，核心素养的提出便为学校民族团结进

步教育进一步深化拓展了理论基础与研究视野，

也为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课程方案，从课

程与教学视角推进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提供了

依据。因此，有必要通过核心素养的凝练与阐释，

进一步认识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意义和目标

以及学生要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

能力。

一、学校民族团结进步专题教育
提出的缘由

学校民族团结进步专题教育的提出与国际国

内环境变化以及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紧密相关。
当今世界有 2500 多个民族，分布在 200 多个国家

和地区，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

是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都是多民族国家。多民

族国家国民成分的特点是多种族、多民族、多族裔

( 多移民) 、多语言、多宗教、多文化，［2］正如有学

者所指出的，“今天大多数所谓的民族国家实际

上都是多元文化的共同体”［3］。我国著名社会学

家费孝通先生曾提到，20 世纪是个全球性的“战

国时代”，［4］与此相应，21 世纪就是世界范围内的

“新战国世纪”。［5］所谓“新战国世纪”是指 20 世

纪那种“战国群雄”的面貌已受到一种新世界格

局———全球化的冲击，比如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

化、劳动合作及生产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等。
目前，这些全球范围内的冲击使得国与国、族与

族、宗教与宗教等之间的公共关系相互的接触越

来越频繁，冲突、矛盾也由此变得越来越复杂。［6］

全球化将是超越距离的行动和( 共同) 生活，［7］使

世界不同区域的各种实践及其意义被放到同一个

实践坐标轴上。世界不再由相对“分散的文明”
或“分散的政治共同体”所构成。相反，人类生活

在一个“重叠的命运共同体”中。［8］未来，我们如

何能够共同生活，如何建立一种相互支撑、共襄生

长的关系将成为世界各国所要面对的核心难题。
为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新时代对未来公民的

应然诉求，各国依据国情在教育政策、教育课程等

方面纷纷作了相应调整。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作

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需要一种新的自觉，需要

思考如何才能培养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文化多

样性的社会中能够和谐与共的未来公民。

中国在经历国际环境变迁的同时，国内环境

也正在经历“社会转型”的挑战。伴随着“社会转

型”，我国民族与社会组合的利益格局已发生巨

大变化，具体表现为各地区相对稳定、封闭的地方

社会已被纳入外部社会体系中，社会流动加速，社

会分化加剧，市场经济下陌生人世界形成等。这

些变化改造着传统的习俗、生活方式和思想价值

观念等，也使我国社会面临传统与现代、中心与边

缘、经济与文化、同一与差异等之间的内在冲突。
社会环境的变化，作用在我国民族问题上便是共

同体意识脆弱，人际、族际关系信任缺失，各种利

益纠纷、经济分配、网络舆论、社会不公、歧视偏

见、教育资源不平等等诱发的冲突、民族矛盾时有

发生，民族社会中各种不和谐因素叠加出现，“平

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受到威胁等。
在这个进程中，时代也在向我们呼唤，呼唤我们需

要一种新的自觉，一种对未来秩序的觉醒与思考，

呼唤我们需要从更高一层的心态去考虑如何在日

益失去信任关系的陌生人世界里构建人际关系和

谐、紧密联结的社会共同体，如何在思想、价值观

念多样的精神世界中构建认同度高、归属感强的

意义共同体。
为适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我国顺应各国教

育改革潮流也做出了“冲击—回应”的现代革新。
具体来看，根据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国情，提

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等重要论述，同时也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爱
国主义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等有

机融入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之

中，努力在多元一体的社会格局中探寻一个全新

的公民教育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方位，提出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并将其

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主线。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强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民族的生命线，

必须把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教育

领域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加强与改进党的民族

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深化内涵、丰富形

式、创新方法，有形、有感、有效的学校民族团结进

步教育常态化机制日益完善。2021 年教育部等

四部委印发了《深化新时代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指导纲要》( 以下称《纲要》) ，明确规定了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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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高中和高等教育各学段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的目标、内容和方法要求。《纲要》规定，“在小学

高年级、初中开设民族团结进步专题教育课，各学

段不少于 12 课时，学校可结合地方课程、校本课

程以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班队会、社会实践等

活动统筹实施”。义务教育阶段小学《中华民族

大家庭》、初中《中华民族大团结》专题教育已在

小学和初中实施。学校民族团结进步专题教育便

是在顺应新时代要求、应对复杂国际国内环境中

应运而生。把学校民族团结进步专题教育，以及

围绕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开展的各种活动纳入

学校课程与教学的整体设计中，准确凝练与阐释

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核心素养，便是首先需要

探讨的问题。

二、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
本质内涵

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属于思政类专题教育

课程，对专题教育课程研究大多是对民族团结进

步教育政策体系的解读和课程意义的阐释，从课

程与教学视角对学校民族团结进步专题教育的研

究较少，对学校民族团结进步专题教育核心素养

的研究更是鲜有涉足。1987 年，国家颁布《关于

在各级学校注意进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加强民族团

结教育的通知》，这是我国第一份在学校教育领

域要求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专门性政策文

件。继这份文件之后，我国又颁发了一系列关于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专门性政策文件和综合性政

策文件，这些政策①的出台推动了学校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研究与实践的纵深发展。目前，我国学

者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内涵的理解主要以两种逻

辑来展开探讨，一种是“单向度”中的民族团结，

另一种是“多向度”中的社会团结。
( 一)“单向度”中的民族团结

“单向度”指以单一维度来看待民族团结进

步教育，这一维度主要指民族维度，并且在学界具

有普遍共识。概括来看，可将以此逻辑展开论述

的观点概括为“要素说”“关系说”“共善说”“活

动说”。“要素说”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看作是由

“民族团结和民族进步两个高度相关但又各具意

涵的概念”［9］共同组成的复合概念，民族团结是

各民族共同进步的基础和保障，实现民族进步、社
会进步是维护民族团结的方向。［10］民族团结进步

即要求物质与精神的协同发展，以发展促进团结。
“关系说”认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各民族之间

和各民族内部和睦相处、相互理解和尊重、彼此具

有相互依存、良性互动关系的过程和状态，是不同

民族在社会生活和交往联系中的和睦、友好和协

调、联合，［11］其内涵是互动、整合与和谐，具有改

善民族关系、促进社会稳定、维护民族共同体和谐

共生的功能。另外，民族团结有动词和名词两种

词性。作为动词，它的指向是关于各民族的一种

互动行动; 作为名词，是指各民族的一种互动关系

或结果状态。“共善说”认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就是各民族群众实践“公共善”的教育，具有生活

属性和全民属性，目的是引导我国各族人民共居、
共学、共事，学会共同生活、形成积极的共善关系

并持续性地经营共同生活。［12］，［13］“实践说”认为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为了达到密切民族关系、增
进中华民族认同、维护国家统一、促进各民族共同

团结奋斗与共同繁荣发展的目的，采取恰当的教

育方法、教育艺术、教育载体，在各族人民( 纳入

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等全方位教育中)

中达到教育效果，融文化性、综合性和常态性于一

体的实践活动。［14］，［15］教育内容既有与普通教育

相重合之处的科学文化知识，又有民族团结进步

教育自身特有的内容，［16］如民族问题、民族关系、
民族文化知识、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等。

( 二)“多向度”中的社会团结

“多向度”指以多重视角或多元思维来认识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概括来看，主要有以下四种观

点和看法。一是“人本说”，认为学校场域中的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如同语言教育、历史教育等其他

类型的学校教育一样，都旨在追求人的积极改变，

它既属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也属于学校德育。
因而都需要首先回答“人的发展”这一根本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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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15］二是“多因素说”，认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已有

研究仅是从民族范畴来探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内

涵的丰富性。实际上，在多民族社会中出现的诸

多问题，其根源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

多方面，民族因素仅是其中一个方面。三是“超

越说”，认为人的观念会随社会进步而改变，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是个动态概念，会随时代精神的发

展变化而被赋予新的意涵、出现新的理解与判断。
也有学者指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从政策下沉到

社会生活，日益呈现为社会团结与社会进步，［17］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恰恰是非民族的，需要上升

到公民教育的高度，需要具有超越单一民族的视

域和内容，最终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建构。［16］四是“综合说”，综合了“人本

说”“多因素说”“超越说”的观点，将民族团结进

步教育的本质看作社会团结①。持这种观点的学

者认为，人类存在多种组织形式，［18］ 如家庭、族

群、集体、宗族、民族、国家、种族等，民族作为一个

“类”，只是其中一种组织形式。人不是单个的个

体，“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人正是

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不断建构属于自己生存的组织

形式，并通过这些共同体的团结来维系自身的生

存和发展。因此，民族关系实质上是人与人、群体

与群体以及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19］它反映的是

“群居的人，关系的社会”的事实。这种观点超越

了宗教、民族、疆域、国家等的界限，是在一种更广

的视域中探讨人类社会公共团结的问题。
( 三) 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内涵

综合以上阐释可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涉及

了多种学科知识体系，其内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并不会因遵循“种差+属”的定义规则就可以一语

言明。目前，学界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内涵的理

解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或研究需要来表达，难免

有以偏概全、以局部说明整体之嫌，忽略了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知识体系的综合性。具体来看，从民

族维度来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内涵进行探讨，是

将人类概念缩小至民族概念范畴，是从单方面的

各民族之间的不同来探讨团结问题。从多维视角

出发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内涵进行阐释，是从多

方面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来讨论人类公共团结问

题。如果只强调以单一民族属性来认识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便很容易走入“化约主义”③的误区，将

影响民族团结进步的因素简单地化约为民族因

素，在实践中也容易与社会政治议题相关联，人为

地赋予它政治敏感性，狭隘地将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理解为权力再生产的工具、意识形态的象征符

号等。如果只强调从普遍的人的多面性、多样性

来探讨社会团结，也势必会忽略多民族国家的

“社会事实”，削弱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民族性以

及特殊性的认识。因此，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内

涵的把握不能简单归类为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

应把抽象的概念还原到与之相关联的社会关系结

构中去理解。基于以上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复杂

内涵的认识，尝试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提出一个

较具整合性的概念。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 ( 1)

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以及人与群体之间( 包括不

同民族以及同一民族内部之间) 为生存与发展在

双向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和而不同、平等尊重、
理解包容、相互融合、相互依存、和合共生的认知、
情感与行为; ( 2) 引导学生理解人类多样性和社

会多元性以及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

体中个体与他者彼此命运关联的公民教育。

三、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
核心素养

由课程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可知，无论是学校

显性课程或是隐性课程，凡存在于学校教育过程

之中、具有课程意义的教育因素，都应该有明确

的、阐释清晰的核心素养的表述。学校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有其特定的知识体系、专题教育的实施

形态、明确的目标要求，准确凝练与阐释学校民族

团结进步专题教育核心素养的基本内容与结构，

是有效实施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基础性工

作。民族团结进步专题教育要培养学生的核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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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社会团结”借鉴了国外关于社会团结的研究，主要从处于同一社会( 国家) 中的公民角度出发，探讨社会中“公共团结”
问题。参见刘刚．新疆民族团结教育历史进程、基本经验与实践策略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2018: 73。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501。
“化约主义”又称“化约论”“还原论”，是一种哲学思想，认为复杂的系统、事务、现象可以通过将其化解为各部分之组合的方

法，加以理解和描述或将复杂事象经分析简化，由最基本元素的性质去了解整体事象变化原理的理念。



养，即民族团结素养，主要指学生在学习中以及实

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正确的价值观、必备品格和

关键能力，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育人价值的集中

体现。根据以上认识，可以将学校民族团结进步

教育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即文化认同、团结信念、爱国情怀和跨文化理解。
( 一) 文化认同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建立在某种真实的认同

之上，主 要 聚 焦 于 对 文 化 这 一 集 体 的 记 忆 认

同。［20］所谓文化认同是指人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中华民族和各民族最

有意义事物的肯定性体认，［21］并在个体中反映出

的一种文化价值观和归属倾向。［22］文化认同包括

对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认同，两者关系并不

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的，而是并行不悖的。中华

民族自古是多元的统一体，是多民族不断交往交

流交融而形成的，中华文化根植于和而不同的多

民族文化沃土，自然也是多元的统一体。“四个

共同”［23］表明，一部中国史就是各民族交融汇聚

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也是我们认识中华文

明起源和历史脉络、构建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知识体系的基础。文化认同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

神脉络，是同心圆的圆心，是最大的公约数。文化

认同也是“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基础。因此，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有了文化

认同的基础，人们生活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中，有着

共同的文化记忆，有着共同的文化理念，有着共同

的价值追求，有着共同的身份建构和归属，反映了

民族共同体对自身情感依托的集体意识。培育学

生的文化认同，有助于“将新的一代带入人类优

秀文化精神之中，让他们在完整的文化精神中生

活、工作和交往”［24］，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彼此认

同的共同情感、道德、信仰和价值观”［21］; 有助于

帮助学生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和共生关系

的体认; 也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观、民族

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学生对中华民族的归属

感、认同感。
( 二) 团结信念

团结信念是实现共同理想或完成共同任务而

自发形成联合或结合的过程，是对个体或群体与

他者关系( 包括人际关系、族际关系等) 的判断和

总体看法，是情感、认知和意志的有机统一体，具

有引导思想和行为的功能。但具体来看，不同的

语境对团结信念内涵的阐释有着不同的意义。从

中华民族形成史来看，团结信念是中华民族“大

一统”丰富思想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凝练，是中华

文化传统中守望相助的伟大民族精神以及各民族

亲密无间的亲情意识。从个体或群体间社会关系

来看，团结信念是一种双向依存关系，它反映的是

个体或群体( 包括各民族) 交往过程中出现的友

好、亲密、合作、互助的关系状态。这种关系意识

体现为尊重各交往主体差异性和自主性，尊重差

异和自主是确保交往主体地位平等的前提。只有

以各主体平等为基础才会形成友好、合作、和睦的

双向依存。从人类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存在来

看，团结信念是一种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共生智

慧。团结并不代表排斥差异。相反，正是人与人、
群体与群体之间差异的显著，才反映出人与他者

紧密关联的共生关系。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

尔干( Emile Durkheim) 在《社会分工论》中指出，

社会分工打破了以相似性为基础的机械团结，但

创造了以差异性为基础的有机团结。文化多样性

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我国乃至世界文化

充满活力的表现。我们需要明白“那些不同于我

们的文化并不是一种错误，而是对特定环境的适

应性”［25］。我国有 56 个民族，各民族在生活实践

中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俗、文化艺术、建筑风格

等，这些丰富的民族特性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和

而不同、和合共生的文化图景。培育学生的团结

信念，有助于帮助学生感知共同生活在人类命运

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彼此命运相连的关

联性，增强学生中华民族凝聚意识; 有助于学生认

识“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帮助学生形成平等和

尊重的态度; 有助于学生打开自我设定的边界，扩

展每个人的理解并且激励他们超越自身的狭隘利

益，从小我走向大我，形成公民意识、责任意识、国
家意识以及与各群体共生共荣的共同体意识。

( 三) 爱国情怀

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都

没有被压垮过。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经受住种种难

以想象的风险和挑战，始终能够维系各族人民团

结统一，激励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自强不

息、艰苦奋斗，是因为中华民族一直都有强大的精

神动力作为支撑，这个精神动力就是爱国情怀。
爱国情怀是人们对自己祖国热爱、忠诚的情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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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行为，是人们对自己家园以及民族和文化的

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是调节

个人或集体与祖国之间关系的道德要求、政治原

则和法律规范，它反映的是个人或集体与国家之

间的依存关系。［26］爱国情怀主要表现为: 一是家

国情怀。爱国情怀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由骨

肉亲情到同胞之情，再到对骨肉同胞间的相互依

存，再到对所属族群的归属与拥护，由对所生养家

乡的眷恋扩展为对锦绣河山的热爱，这种具体的

血缘、族缘、地缘情感又会进一步转化为对祖国的

自豪感、认同感以及守护、维护的思想和行动。人

们只有认识到个人、家庭、群体、民族和国家互动

共生的社会关系、家国关系，意识到个体、家庭等

的社会责任，才能以家国天下的视野和情怀来看

待个人、家庭、群体、民族的发展，自觉承担起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二是国家认同。
爱国不是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历史的、具体的。
它来源于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种种感知和体

会，建立在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广泛的社会认

知基础之上。这里的认知包括对国家历史、疆域、
文化习俗、语言、民族、物产资源、意识形态等各方

面的认知与认同，通过对这些知识的学习加深未

来一代对中华民族共同历史的情感记忆，并对国

家未来发展充满希望与自信。培养学生的爱国情

怀有助于学生了解个人、家庭、群体和国家之间的

相互依存性; 有助于学生形成对家乡、国家和中华

民族的认同，形成家国一体的集体价值观念; 有助

于唤起学生放眼世界，增强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己任的使命感。
( 四) 跨文化理解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

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作为一个多文化、多民族、多
语言、多宗教的国家，各民族间多样文化和谐共生

离不开相互间的跨文化理解。跨文化理解是对与

自身文化有差异或冲突的文化现象、风俗、习惯等

有充分正确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以尊重、包容态

度予以接纳与适应的能力与思维方式，主要包括

“国际理解”和“民族理解”两方面的内容。“国际

理解”是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回应。全球化浪潮

将我们带入所谓没有国界的社会，国家、种族、族
群、个人等处于一种“脱域机制”①中。与此同时，

人们也处于一种“出走”状态。美国政治学家本

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认为“民

族”是想象的共同体，但随着人们的“出走”，世界

范围内人们的交往日益频繁，“民族”既是想象的

也是现实的。在这种背景下，各种文化在不断渗

透与融合的同时，不同国家、不同群体文化间的差

异也突显出来。如果不同文化间的矛盾处理不

当，很容易会带来摩擦与冲突。因此，我们需要一

种“国际理解”教育，需要了解不同国家人们行为

的差异，是人们适应其所处特定文化生态环境和

社会历史的结果，［27］不能武断地判断其优劣，而

要从其“民族生境”中去理解和接纳。“民族理

解”是对我国文化多样性事实存在的积极回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以往既有

的地域界限和民族界限，［28］各民族间的跨区域流

动和交往逐渐增加。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我国

文化多样性的“社会事实”缺乏认知，容易对其他

民族的文化产生偏见，导致不同群体在交往中因

文化误解而产生矛盾与冲突，最终形成不利于民

族团结的态度与行为。“民族理解”就是要让学

生了解多民族国情、正确认识区域间发展差距、文
化差异等，以增强学生对他者文化的尊重和包容

以及与各民族学生交往交流交融的心理预期。文

化之间的相互承认和尊重是跨文化理解教育的基

础，任何一个文化群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都包含

着文化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承认。加拿大哲学

家查尔斯·泰勒( Charles Taylor) 认为，“我们的认

同部分地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得不到承认或

只得到扭曲的承认能够对人造成伤害”。② 也就

是说，他人的承认就像一面镜子，人们是从这面镜

子中看到自己的，从而确立自己的认同，进而影响

他们对待社会和国家的态度。跨文化理解不仅包

含文化的自我认同，也包含文化间的尊重与包容。
文化之间的尊重与包容，不仅是认知或态度，也是

一种能力。对学生跨文化理解能力的培养，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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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吉登斯将“脱域机制”视为现代性的动力之一。“脱域机制”将社会关系从特定场所的控制中强行解脱出来，使社会关系摆脱了

本土的情景，又通过宽广的时空距离对其加以重新组合。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M］．夏
璐，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17。

来源于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一文。参见汪晖、陈燕谷． 文化与公共性［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90－291。



帮助学生以尊重包容的态度分析、对待他者文化，

形成对他者文化尊重、欣赏的态度，学会共生共

存; 有助于学生形成国际视野，帮助学生树立双重

意识，即“不但意识到自己文化的独特性，而且意

识到人类共同遗产的存在”［29］。

四、结语

把学校民族团结进步专题教育纳入课程与教

学的研究视野，凝练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核

心素养，是实现立德树人教育目标的有益尝试。
学校民族团结进步专题教育核心素养的四个方面

是一个整体。中华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是学

校民族团结进步专题教育核心素养的基础，是进

一步培养学生国家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
中国共产党认同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

起点。团结信念是学校生活中各族学生交往交流

交融过程中积极的情感体验，是中华文化认同、中
华民族认同与社会生活和学生经验相联系的实践

能力。爱国情怀是中华文化认同和团结信念的进

一步拓展与升华，包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

神，维护民族团结、捍卫国家主权、尊严和利益的

意识和行动。跨文化理解是学生终身发展和适应

社会所需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热爱和平，尊重和

理解文化多样性，具有国际视野和人类命运共同

体意识，同样是学生适应未来社会的学习与发展

的价值观与方法论。
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无论是作为思政类专

题教育课程，还是渗透、融入学校相关科目之中，

其培养目标是明确的，立德树人的意义是重大的，

对学生核心素养要求是清晰的。学校民族团结进

步教育核心素养培养要注重各学科的相互渗透与

融合，以及跨学科主题活动的开展; 要加强教育内

容与社会生活、学生经验的联系，注重发展学生在

真实情景中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要努

力创设使各民族学生在交往交流交融和共学共进

的氛围中共同成长进步的学校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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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e Competency

WAN Ming-gang YANG Jin-xiang
( Ｒesearch Center for Ethnic Educational Development，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Gansu 730070)

［Abstract］ The education of ethnic unity and progress is a special school education curriculum clearly
stipulated by the state． It is an important way and carrier to cultivate the community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to establish correct views of history，nation，country
and culture． However，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ducation curriculum of ethnic unity and progress in schools
is not satisfactory，and there are difficulties such as mere formalization，and replacing education with publicity
and activities． Exploring the education of ethnic unity and progress in schoo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e
competenc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thnic unity and progress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schools．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why to put forward the special education of ethnic unity and
progress”and“what is the education of ethnic unity and progress”，the article proposes the four core qualities
of school ethnic unity and progress education and students’development． The four aspects of the core quality
of ethnic unity and progress of school education are a unified whole．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is the basis of the
core school education of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unity belief is a posi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mong students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school life; patriotism is the
further expansion and sublim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and unity belief;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is
the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that students develop and adapt to society．

［Key words］ school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education;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special subject
education; core competency; competency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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