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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以西藏高校为例

李　　丹

（西藏大学政法学院，拉萨　８５００００）

　　［摘　要］　民族地区大学生的民族团结意识对于该地区稳定和发展具有 非 常 重 要 的 影 响 力。西 藏 地 处 祖

国边陲要地，面临严峻的政治形势。因此，分析在西藏高校中如何运用马克 思 主 义 民 族 学 理 论 做 好 大 学 生 思 想

政治教育，对于西藏高校的青年学生健康成长具有实际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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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是宝贵的人 才 资 源，高 校 是 汇 聚 建 设 人 才 的 高

地。处于西藏反分裂前 沿 阵 地 的 西 藏 高 校，如 何 把 大 学 生

培养成为政治上可靠、对党和人民忠诚、有真才实学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 者 和 可 靠 接 班 人，既 是 高 校 坚 持 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的本质 要 求，也 是 高 校 必 须 承 担 的 政 治 责

任。因此做好西藏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巨

大的基础意义和战略意义。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多

种方法和途径，但是西藏高校的特殊环境和地位，决定了西

藏高校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

论作为指导方针，它的工作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十分重要。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的基本理论和观点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 论 在 德 国 诞 生，在 俄 国 和 中 国 等 国

传播、继承和发展的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是科学的理论，是富有生命的理论，也是与时俱进

的理论［１］。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向人们揭示了民族和民族问题的

本质、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原则和

途径，指明了民族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指引被压 迫

民族走向民族解放 和 国 家 独 立。因 此，马 克 思 主 义 民 族 理

论是争取民族解放，促进民族发展，协调民族关系，处理 民

族问题的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２］。
经过长期探索和实 践，我 们 党 也 形 成 了 关 于 民 族 问 题

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中国共产党人以毛泽东、周恩来、邓 小

平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

革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政策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创造性地提出 了 中 国 人 民 进 行 新 民 主 主 义 革 命 的 完 整 理

论，以及解决中国国内 民 族 问 题 以 及 处 理 民 族 问 题 的 一 系

列理论和政策，形成了 具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民 族 学

理论和政策。

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研究其应用价值，不仅在指导

西藏民族工作，更重要的是为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发展民族文化，提升民族竞争力和实现伟大

中国梦，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在西藏高校中运 用 马 克 思 主 义 民 族 学 做 好 大 学 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揭示了民族之间关系的实质及其

对民族发展的重要影响，揭 示 了 民 族 发 展 的 规 律 和 基 本 条

件，指明了民族发展 的 正 确 方 向。由 于 特 殊 的 地 理 和 历 史

原因，西藏地 区 的 民 族 宗 教 问 题 异 常 复 杂，而 分 裂 与 反 分

裂、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也异常激烈，西藏高校作为西藏自

治区人才培养 的 主 要 阵 地，肩 负 着 为 西 藏 地 区 培 养“靠 得

住、用得上、留得下”的合格人才的重要使命，地位十分特殊

和重要。西藏高校中少数民族同学居多，民族关系复杂，民
族问题突出，因此探索 在 西 藏 高 校 如 何 运 用 马 克 思 主 义 民

族学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藏高校的 学 生 面 临 的 国 内、国 际 形 势 也 异 常 复 杂。

他们不仅要面对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趋势

不断发展带来的历史机 遇 和 严 峻 挑 战，面 对 发 达 资 本 主 义

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和国际竞争激烈的压力，更要面对各

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西 方 敌 对 势 力 加 紧 进 行 思 想 文 化 渗

透、实行“西化”、“分化”图谋的复杂局面和达赖集团的分裂

祖国的罪恶图谋。因此，在 西 藏 高 校 学 生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工

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民 族 学 理 论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意 义，它

为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方法。
西藏高校学生中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异常复杂。处于新

时期新形势的新一代大学生，他们有爱国热情和报国之志，
但容易冲动和偏激；成才的愿望强烈，竞争的意识激烈，但

９０后独生子女的优越感和生活中的一帆风顺，带来了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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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坚定，容易灰心丧气；价值观扭曲，个人主义严重，集体

观念缺失等现象较 多。因 此，高 校 在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中 融 入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等 内 容 是 帮 助 同 学 树 立 正 确 的 人 生 观、
价值观，传承时代精神的一大途径。

三、在西藏高校中运 用 马 克 思 主 义 民 族 学 做 好 大 学 生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对策

党的十八 大 报 告 中 强 调 要“努 力 办 好 人 民 满 意 的 教

育”，这就是指我们要把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融入学校教

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全过程，着力提高学生思想道德 素

质，全面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一 代

新人［３］。在西藏少数民 族 聚 居 的 地 区，更 要 坚 定 不 移 地 贯

彻党的民族方针，将马克思民族学进一步融入平时的课堂、
校园文化、课外生活等方方面面，让西藏高校学生自觉主动

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１．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上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是 马 列 主 义、毛 泽 东 思 想 和 邓 小 平

理论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 一 个 不 断 发 展 的 科 学 体 系。马 克

思主义民族观代表了无 产 阶 级 世 界 观 和 民 族 观，在 此 表 现

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 国 民 族 理 论 就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民

族理论的中国化。西藏高校６０％以上都是少数民族 学 生，
以藏族学生为主，因此处理好民族关系、民族问题就是西藏

高校学生学习生活必不 可 少 的 组 成 部 分，而 要 想 处 理 好 民

族问题和民族关系，做好民族工作，就必须坚持正确的民族

观，即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在西藏高校中开设《马克思主义

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概述》《中国民族理论新编》
《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 系》等 重 要 的 民 族 学 课 程，就 是 通

过科学的理论学习，让 同 学 们 了 解 民 族 和 民 族 问 题 发 展 的

一般规律及解决民族问 题 的 原 则 方 法，在 共 同 学 习 生 活 中

有效地处理好民族问题、民族关系，友好相处，共同团结 进

步，让民族团结之花结出社会和谐稳定之果。
２．在日常教育管理 中 高 举 爱 国 主 义 旗 帜，不 断 加 强 思

想政治教育

由于近几年达赖集 团 分 裂 祖 国，与 我 们 争 夺 青 少 年 的

阴谋始终没有改变，因 此 在 西 藏 高 校 中 加 强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是必不可少 的。我 们 要 不 断 加 强 高 校 青 年 的 爱 国 主 义 教

育，坚持旗帜鲜明、针 锋 相 对、掌 握 主 动、争 取 人 心、强 基 固

本的方针，始 终 树 立 高 举 维 护 社 会 稳 定、维 护 社 会 主 义 法

制、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 结

的旗帜，谋长久之策、行固本之举，下好先手棋、牢牢掌握反

分裂斗争主动权，切实 维 护 社 会 稳 定，确 保 西 藏 长 治 久 安，
在同达赖集团的 斗 争 中，树 立 我 们 都 是“战 斗 队”和“突 击

队”的信念，唯有全力以赴，才能胜利。
发挥好宣传的主阵 地 作 用，充 分 利 用 好 第 二 课 堂。我

们要牢记“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育人指

导思想，充分利用课堂外的活动载体，如班会、团学活动、社
团活动等，积极融入爱国主义教育，全过程贯穿、全方位 贯

穿，让爱国主义成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
３．在社会实践过程 中 牢 固 树 立“三 个 离 不 开”政 策，深

入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工作

社会实践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有着不可言喻的重要作

用，因此我们将丰富多 彩 的 实 践 活 动 融 入 马 克 思 主 义 民 族

的思想政治教育，让同学们感受到民族团结是福，分裂动乱

是祸的实际意义。通 过 开 展“暑 期 三 下 乡”、参 观 新 农 村 建

设示范工程等活动，亲身感受新西藏的巨变，坚定西藏各族

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 的 领 导 下，在 社 会 主 义 大 家 庭 中 才

能过上幸福生活的信念。
在社会实践中，大学 生 可 深 切 地 感 知 我 国 是 一 个 有 着

五十六个民族的多民族 国 家，各 民 族 和 睦 相 处 是 马 克 思 主

义民族学的基本观点，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 治

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的 重 要 保 证。西 藏 自 古 以 来 是 中 国 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 藏 族 在 内 的 西 藏 各 族 人 民 是 中 华 民

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要经常性地开展“三 个 离 不 开”政 策 教 育，使 学 生 充 分

认识到藏族是我国各民 族 大 家 庭 的 重 要 一 员，坚 决 维 护 民

族团结，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

汉族，各少数民族相 互 依 存 的 观 念。通 过 扎 实 有 效 的 宣 传

教育，大学生 会 深 刻 认 识 到，我 国 是 一 个 统 一 的 多 民 族 国

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全国人民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共
同创造了绚丽多彩的中 国 民 族 文 化，形 成 了 中 华 民 族 多 元

一体的格局；深刻认识到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的根本所在，
生命所在，各民族只有和睦相处、相互包容、同心同德、共同

努力，才能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４．在校园文化活动中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高校应在各 项 校 园 文 化 活 动 中 融 入 核 心 价 值 观 的 教

育，让学生认识到社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是 凝 聚 当 代 大 学 生

共识、实现团结和谐 的 根 本 途 径。因 为 核 心 价 值 观 蕴 含 着

人们对世界、人生、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价值共识，深

刻影响着每 个 当 代 大 学 生 的 思 想 观 念、思 维 方 式、行 为 规

范，是人们思想上精 神 上 的 灵 魂 旗 帜［４］。西 藏 是 多 民 族 地

区，要把人们思想意志凝聚起来，没有一个有效发挥统摄作

用的核心价值观是不科 学 的，因 此 在 西 藏 高 校 中 通 过 开 展

诚信教育、学雷锋活动、新旧西藏对比教育等丰富多彩的校

园文化活动，可让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５．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在科研中育人

我们培养的大学生 要 有 科 研 创 新 能 力，在 导 师 的 带 领

下，在科研中融入科 学 的 精 神。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培 养 科 学 的

思维方式，需要从主、客观两方面着手。一是积极引导西藏

高校学生面向生活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二是

积极引导西藏高校学生加强民族团结意识，只有共同努力，
互相借鉴，发挥民族特色，才能做好具有西藏特点的科学研

究。三是要培养科学精 神，为 形 成 合 理 的 思 维 方 式 营 造 良

好的精神氛围［５］。培养 学 生 们 对 科 学 研 究 的 兴 趣，学 习 科

学文化知识的动力，激发求知欲望，引导他们把有限的精力

投入到为祖国建设发展中。
在２００５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

指出，要从党和人民事 业 发 展 全 局 的 高 度 深 刻 认 识 做 好 民

族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党的民族理

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以及民族基本知识的教育，引

导各族干部群众增强振兴和维护民族团结的坚定性和自觉

性。我们要看到在西藏 地 区，运 用 马 克 思 主 义 民 族 学 做 好

西藏高校学生的思想政 治 教 育 工 作 的 重 要 意 义，但 也 要 清

晰地认识到这不是一蹴而就或是一劳永逸的，是长期的、细
致的、全面的，同时也是艰巨的。因此我们要积极探索新途

径、新方法，既要在课堂上做好思想政治教育，也要在日 常

教育管理、社会实践等各环节上下功夫，从而培养一批适应

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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