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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多民族国家大都十分重视

国内各族群之间的关系。通常的做

法是，制定各种法律法规，保障各族

群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在经济、社

会、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制定相关

政策，反对和消除族群间的歧视。最

重要的是，在全社会构建文化之间、

族群之间多元、平等、包容的社会主

流价值与文化。对学校而言，重点在

于培养学生具有平等、多元、尊重、包

容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行为。

2008年，我国颁布的《学校民族

团结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规定了民

族团结教育的指导思想、目标与任

务、途径与方法，明确了民族团结教

育作为中小学一门课程的定位。凡

到民族地区学校，校长们都乐意谈学

校民族团结教育的成就，学校各种制

度、规定一应俱全，民族团结先进集体

的奖牌挂满了学校的会议室，学校对

民族团结教育给予了高度重视……

作为中小学的显性课程，当前民

族团结教育实施的状况如何呢？以

我的观察，至少存在三个误区：

一是把民族团结教育等同于

“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宣传的典型

方式就是单向的政策法规解读或灌

输，定期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宣传

月”活动，表彰民族团结先进集体

和个人。学校里到处是标语、宣传

栏，看起来热热闹闹，民族团结教

育完全被形式化、表面化了。

二是将民族团结教育理解为主

要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一些

地区和学校特别强调在少数民族地

区、民族学校开展民族团结教育——

似乎民族团结的责任主要在少数民

族，没有主体民族什么事情。而许多

研究表明，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常

常大于少数民族对汉族的偏见。

三是把民族团结教育的意义和

目的仅仅定位为维护社会稳定。一

些民族团结教育内容，常常会列举

很多负面的事例甚至是恐怖事件说

明民族之间不团结带来的危害。民

族团结当然会带来社会稳定，但是

把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直接对应起

来，则削弱了民族团结教育的意义

和价值，反而会造成负面理解。

对中小学生来讲，民族团结有时

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在学生们的

生活中，比较容易理解一个班集体需

要团结，同学之间有矛盾、有冲突了，

需要通过沟通达到相互谅解。在一个

很大的国家里，十多亿人口，几十个民

族，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学生，他

们都有可能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其他民

族的同学。怎样和自己没有接触过、

不认识的人或族群团结在一起呢？这

涉及团结概念的社会学、政治学理论

问题。团结的概念用于群体或民族之

间时，对学生来讲的确比较抽象。因

此，仅通过课程了解关于民族的知识

和政策法规，并不足以培养出具有平

等、包容意识和行为的现代国家公民。

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的共同基础，

不能通过灌输和宣传的方法植入学

生的头脑中。民族团结教育应该在

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下，面对丰富

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资源，包括民族

间冲突与融合的历史，让学生通过自

我探索，寻求各民族实现团结的共同

基础和路径。建构超越民族身份、文

化的国家认同和公民身份认同，贯穿

于青少年学生社会化的整个过程之

中，也是个体终身探索和建构的过

程。我们应该把民族团结教育融入

学校、家庭和社会文化之中，使其成

为具有文化濡化功能的潜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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