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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需要靠包括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内的一代代青年人脚

踏实地、接续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文明的

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

实现。”文化作为国家发展、民族延续的精神支撑，能

够在改造世界过程中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实现中国

梦的伟大征程注定是极不平凡的，需要有强大的精神动

力为其实现凝神聚气。

2、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要求

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漫漫历史中

逐渐融合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各民族平等团结、守

望相助、共同繁荣是社会安定有序的基础，是国家蓬勃

发展的优势。少数民族大学生深度融入多元社会、是深

刻体会文化差异的亲历者，是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

的使者。因此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是推

动汉族与少数民族加深认识、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更

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要求。   

3、是掌握高校意识形态主导权的迫切需要

在全球化、信息化浪潮迭起之际，为打造西方文化

一元主导的文化格局，西方国家利用各种手段输出资本

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企图消减发展中国家的民族

认同和文化自信，制造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矛盾对抗。

其主要目标群体就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因此，高校提升

少数民族学生文化自信培育工作的力度和效果，是牢牢

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的迫切要求。

4、是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人才培养必须围绕时代所急、国家所需。当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青年运动的主题是推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少数民族学生自身的全面发

展必须围绕“堪当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而展开。强化

其文化自信的培育，就是帮助他们增强民族自信心、自

豪感，展现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实践能力，以便能够挺立

时代潮头，有所作为。[3]

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面临的困境

围 绕 少 数 民 族 大 学 生 文 化 自 信 培 育 工 作 现 状 ， 本

研究编制了“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现状”调查问卷并发

放，共计回收335份有效问卷。通过分析发现，超过六成

受访者所在高校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

调查发现，受访者多数能够自觉接受文化自信培育相关理

论学习，但在提高认同感、接受度等方面面临困境。

1、学生个体认知差异影响认同度

受教育者个体认知差异往往对所学内容的认同感起

决定性作用，我国少数民族众多，不同民族的群体意识

和能力同样存在差异，少数民族大学生到新环境生活、

就学后，往往产生对母体文化的高度自觉，这可能会影

响对其他民族文化产生排斥等心理，如若没有做好相关

解释工作，常常造成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坚定文化自信的

迷惑和不解，甚至可能出现心理障碍等棘手问题。

2、社会文化传统差异影响接受度

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产生于其民族生产实践，并影响

着本群体的意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由于受长期熏陶，本

民族文化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影响往往根深蒂固，并且

在思想、行为中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部分少数民族

世代聚居偏远，与现代文明交流的时间短、接触面小，

因此民族学生在接触其他民族文化时，往往加大其适应

及接受难度。

3、内容方法选择失当影响培育质效

在落实针对少数民族学生文化自信培育方案时，教

育内容、教育方法的合理选择，能极大程度提升培育效

果。在问卷调查中67.2%的受访者认为“内容枯燥乏味”

是当前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存在的突出问题；

有50.7%的受访者认为“方式方法单一”直接影响文化自

信培育的效果。因此，如何合理选择内容方法成为制约

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重要因素。

协同育人视域下少数民族大学生

文化自信培育的实现路径

所谓协同育人即通过学校、社会、家庭等培养主体

的协同配合，以及课堂教学、实践锻炼、校园文化活动

等培养平台的协同运用，实现培养效果最大化的育人模

式。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同样应该注重多方协

同，以提质增效。

1、工作思路

其一，“家校共育”，形成文化育人合力。前苏联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家庭和学校都是教育者，二

者不仅要一致行动，更要志同道合，抱着一致的信念。

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培育同样应该遵循“家校共

育”的原则，建立畅通的家校联系渠道，及时准确掌握

学生基本情况和日常动态。既要发挥学校教育的主体作

用，也要取得学生家庭的配合，因人而异，精准发力，

形成良好的教育合力。

其二，“校社协同”，打造文化育人场域。文化自

信培育不仅是对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样要掌握积极

践行文化自信的能力和水平，这就需要开展丰富多样的社

会实践活动。高校既要通过课程改革打造培育文化自信的

育人课堂，同时也要联合社会，利用多方资源，打造可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