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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高校思政课中华民族历史观教学的

现状、困境及对策

近年来，为了深入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宁夏各市

县多措并举大力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各

高校也着力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校建设。作为民

族地区，宁夏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相对较多，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核心，加强高校学生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使

其自觉担负起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使命与任务，是各高

校必须重视且承担的政治责任。

一、宁夏高校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现状

（一）各高校体制机制建设已初步建立。随着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

作的主线，宁夏各高校提高政治站位，致力于打造党建引领、

多方协同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格局。《宁夏回族自治

区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马克思

主义祖国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宣传教育……

铸牢广大师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

学、宁夏医科大学等高校均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习纳

入了学校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基层党组织“三会一课”、主题

党日等活动，并作为党建工作考核的重要指标，为更好开展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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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奠定坚实基础。

（二）各高校相关课程、教学空间建设取得有效进展。高校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需要相关课程为载体，更需要教育空间的

创设作为课程教学的补充资源。2023年12月《中华民族共同体

概论》教材已正式出版，为中华民族发展史的教学提供了基本

依据，也为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

北方民族大学已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作为通识必修课进

行开设；宁夏大学则作为通识选修课进行开设；宁夏医科大学

也已计划正式开设《概论》课程；宁夏师范大学预计在2024年

秋季学期开始在部分专业开设。而为了更有力地支持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各高校也挖掘了各种教学资源打造了多

维教学空间，如北方民族大学打造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宣传教育中心”、“东归西迁”展览等教育空间；宁夏大学也

在校园通道中布置了宣传民族团结进步的展板作为课外教学资

源进行展示。这些都是各高校集自身所长创设的教学空间，也

是对课堂教学进行补充的重要资源。

（三）宁夏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学共同体已初步

建立。为了推动宁夏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高质量

建设，2023年11月成立了由北方民族大学、宁夏大学、宁夏医

科大学、宁夏师范学院共同建设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虚

拟教研室，这是宁夏高校为推进《概论》课程教学形成的教学

共同体。虚拟教研室的成立为各高校在教学体系与研究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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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合作搭建了重要的平台，也是全区高校开好《概论》课

程的重要平台。

二、宁夏高校思政课中华民族历史观教学的现实困境

（一）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与各门思政课的融合有待进一步

深化。当前宁夏各本科高校开设的几门思政课中，仅有《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能找到部分将中华民族历史观融入其教学的知

识点，其他几门思政课教学对此的体现少之又少。即使是《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也面临着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聚焦不

充分、有关中华民族历史观教学的内容设计不系统等问题。

（二）现有教师队伍与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要求还存在一定

差距。从新出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架构来看，高校中

华民族历史观研究与教学涉及民族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理

论、政治学等多个学科，这也对教师队伍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当前宁夏高校的思政课教师学科背景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哲

学、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没有历史学背景，对中华民族发展

史缺乏通史性了解，在教学中也难以突破“思想政治教育式”

的定式，这势必会影响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作为高校从事一

线教学工作的主体力量，从“术业有专攻”到“学贯古今”是

思政课教师投身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教学必须实现的自我提升

与转变。

（三）各高校内部行政部门与教学部门在目标、任务上的认

识存在差异。作为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重要载体，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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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这门课程的认识也存在差异。

对于高校行政部门而言，目标在于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将

课程开设起来。但对于教学单位而言，开设一门课程涉及到教

学内容的设计、教学过程的组织、教学方案的实施、教学成果

的考核等多个方面。尤其这门课程对教师队伍的要求较高，还

要考虑教师团队的组建、管理等问题。这些需要行政部门与教

学部门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而二者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无

疑又会成为阻滞课程建设的因素之一。

三、中华民族历史观融入宁夏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实践路径

（一）大力发挥教学共同体的引领作用。为了全区高校协力

下好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一盘棋”，需要发挥教学共同体

的引领作用。首先要积极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必须将正确中

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纳入思政课教学体系，在相近学科范围内打

造学科优势群。其次，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虚拟教研室

为依托，定期举办集体备课会、组织优质教师团队打造优势的

“示范课”，作为对全区高校思政课教师进行培训的资源。第三

推动教学资源与实践资源的融会贯通，充分挖掘宁夏民族团结、

共同进步的实践资源加以整合，作为课堂教学的辅助资源在全

区高校进行推广，提升传播宁夏促进民族团结互助的影响力。

（二） 发挥高校科研所长，实现以研促教。对于高校而言，

除教学工作以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科研。宁夏高校作为开展中

华民族历史观科研工作的主阵地，各高校也纷纷为中华民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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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设立了专项课题资助，推动相

关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了推动该主题的研究长效化，相关

部门可以加大对此类研究的支持与资助，促进宁夏高校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科研工作长足发展，助力宁夏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示范区建设。作为高校教师，也要致力于将中华民族发

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研究“实”、研究“透”，将自己的研

究成果融入到中华民族历史观教学中，为教学工作提供有力的

支撑与论证，推动“研”与“教”的良性互动，实现以研促教。

（三）立足“大思政”建设，多层面多形式开展中华民族历

史观教育。对于宁夏高校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而言，从中

华民族历史观融入思政课部分知识点——融入课程思政建设

——融入宁夏高校育人全过程，这是一个由点到线再到面的过

程，这个过程中涉及的主体、环节十分繁多，这也决定了这个

过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只能循序渐进的推进。首先，先从

各门思政课入手寻找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与思政课相契合的知

识点，唤醒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集体记忆，为正确中华民族

历史观教育奠定前提基础。其次，在其他各门课程中挖掘课程

思政元素，结合宁夏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自身特点推进课程思

政建设，实现课堂教学中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良性互动，形

成高校课堂教学中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完整线索。最后，

将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融入高校第二课堂、实践教学全过

程，立足“大思政”建设，不断拓展“大思政课”的内容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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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课堂、实践、场域等多个层面多形式地开展正确中华民

族历史观教育。

（执笔人：北方民族大学　盛　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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