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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创新研究》是在国家民委课题（《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
创新研究［项目编号GM-2009-002］“）研究的基础上创作完成的。
在出版之前，国家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吴仕民同志提出重要修改建议；课题的立项和完成，得到了
国家民委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陈改户同志，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金星华同志，国家民委政策研
究室科研处处长朴永日同志等的大力支持。
对于领导的关怀和指导，谨在此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本课题论证和《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创新研究》写作提纲由陈达云同志设计提出；课题
组全体成员分专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研究和探讨，并于2010年元月形成第一稿；随后陈达云先后
三次主持对书稿进行讨论研究、修改补充，进一步完善；2010年6月形成定稿。
各章撰写分工如下：第一、二、三章由陈达云同志撰写；第四、五、六章由吴开松同志撰写；第七、
八章由李红同志撰写，第九、十、十一章由李俊杰同志撰写。
全书最后由陈达云进行统稿。
研究生解志苹负责了课题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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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摘要第一章 国家认同及相关概念的界定一、认同二、民族认同三、族群认同四、国家认同五、大
学教育六、一般性认同危机产生的原因七、认同研究的方法介绍第二章 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
研究意义及现状一、国家认同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内容二、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
的现实意义三、国外相关研究述评四、国内相关研究述评第三章 国家认同教育实践研究及启示一、新
加坡国家认同教育的主要措施二、回归后香港中小学的国民教育三、加、澳、美、苏国家认同教育比
较四、我国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实践及存在的问题五、国家认同教育实践启示第四章 少数民族大学
生国家认同的调查状况一、研究目的二、研究假设三、研究对象四、国家认同测量维度确定五、研究
程序和步骤⋯⋯第五章 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的调查第六章 分析讨论第七章 高校在培养少数民族
大学生国家认同意识方面的现状第八章 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意识的国家战略第九章 提高少
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意识的社会策略第十章 高等院校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意识的对策 第
十一章 民族院校提升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具体途径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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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目标是基于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现状的了解和影响因素的
把握，有针对性地改善目前高校在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意识上的不足，使少数民族大学生自
身能健康成长，并有力地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发展。
　　当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意识总体上比较高，并且大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与民
族认同处于良性发展状态，在外民族介入的情况下，大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意识高于民族
认同意识，但是也有小部分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存在偏激的认同倾向，即过多地或过高地认同于本民族
，甚至超过认同于国家。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在大一至大四阶段不存在年龄显著差异，但存在性别的差异，女生的国家
认同意识显著高于男生。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意识受到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面的影响。
其中就家庭因素而言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家庭收入、父亲职业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意识有显著
影响，父母的教育水平、家庭所在地以及母亲的职业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意识影响不明显。
就学校因素而言，大学开设的课程、校园文化、人际交往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意识有影响，
其中对大学开设的课程越认同，国家认同意识越高；校园文化越丰富，国家认同意识越高；人际交往
广泛能更好地融人大学生活，国家认同程度越高。
就社会方面的因素而言，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意识的因素包括全球化的潮流、网络、新闻媒
体等。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与其行为倾向具有显著相关性，并且高国家认同与良好行为倾向相一
致，低国家认同与消极行为倾向相一致。
　　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意识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亟需构建全方位的国家认同教育体系
，需要建立国家、社会、学校、家庭教育相结合的联动教育机制。
国家认同的重塑，主要包括意识形态的主导、政治运行的公正、国家治理的绩效、公民认同教育的普
及等方面。
社会层面应以文化认同为着力点提升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意识，因为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国家
认同相互依附。
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作为国家认同的两个重要层面和主要内容，构成国家认同中最为持久与稳定的部
分。
只有构建起有效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才具有根基和前提。
目前高校在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意识上存在诸如课程设置不合理、校园文化不够特色、管理
者认识不足等问题。
因此，高校应从完善课程设置、重塑校园文化、改革管理方式等方面人手，积极有效地培养少数民族
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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