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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少数民族因地理特征和人文环境的多样性,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少数民族大

学生在这些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及西方文化影响之下形成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也呈现出多元化

的特征,有些思想不利于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甚至危害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不利于国家经济、文化和

社会建设。高校应积极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思想引导,坚持立德树人,善用新媒介和新技术努力促进

文化融合,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养优秀人才。本文以云南为例,对少数民族文化与思政教育的

相关内容进行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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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少数民族文化与思想政治教

育的关联性分析 

1.1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赖于少数

民族文化并从中得到发展 

云南是中国民族种类 多的省份,

除汉族以外,人口在6000人以上的世居

少数民族有彝族、哈尼族、白族、傣族、

壮族、苗族、回族、傈僳族等25个。其

中(按人口数多少为序),哈尼族、白族、

傣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

景颇族、布朗族、普米族、阿昌族、怒

族、基诺族、德昂族、独龙族共15个民

族为云南特有,人口数均占全国该民族

总人口的80%以上。各少数民族世代在生

存的过程中,从 初的原始社会、人与自

然的关系中逐渐形成包含着意识、情感、

规则等 初的道德的世界观念、宗教习

俗等, 终形成当地错综复杂少数民族

的文化。从历史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来

看,少数民族在每一个历史或现实时期

形成的民族文化都在生活、工作等社会

活动中自觉或不自觉的影响着民族成员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种影响可

能是本民族之间的,也可能各民族之间

的相互影响。如傣族的泼水节与景颇族

的目瑙纵歌节的大型活动,每年正值这

两个节日时已不再只是本民族进行联欢,

而是云南各少数民族一起有序地参与联

欢活动,通过这样的实践活动,各民族更

加团结融合,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道

德风尚。少数民族文化中形成道德规范,

也直接影响着当地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秩

序。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有赖于当地少数

民族文化,并以此文化形 为载体,将思

想政治教育融合进当地民族文化当中。

在当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少数民族

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性主要

在于充分挖掘少数民族文化中那些思想

性、政治性相关的意识、情感、规则等

道德观念成分,有助于针对少数民族大

学生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从心理

上形成认同感,提高少数民族地区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1.2思想政治教育与少数民族文化

的运行具有一致性 

首先是实践性的一致性。思想政治

教育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实践性就是它们

的现实性和时效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开

展首先必须依赖现实的人,其对人的教

育内容来自于人们日常的实践生产活动,

而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也是依赖本民族

群体,其民族文化也来自于日常的实践

生产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价值性,

只能用社会实践来检验。思想政治教育

的开展 终是为了提高人类的思想道德

意识和社会的整体水平。少数民族文化

则 终也是回归到本民族成员生活中指

导个人的思想和实践行动,维护民族社

会的秩序,以此来体现每一个阶段少数

民族文化存在的价值。因此,思想政治教

育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联性体现在通过

社会实践活动,二者都是与社会生活实

践直接相关的。其次,是时空的一致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从来都不是在静止

密闭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它需要结

合人这个主体的现实条件和社会各种条

件有序开展。因人的思想素质与政治素

质的形成就不是一个封闭的时间和空间

中形成,而是处于当地特定的历史条件

当中,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性和特色。同时,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受到当地

自然和社会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

及当地制度变迁的影响。这种影响具有

历史性和现实性。 

1.3思想政治教育与少数民族文化

运行的内容具有交叉性 

思想政治教育和少数民族文化在运

行的过程中具有相互交叉和重叠的地方,

也有明显的差异性。首先是二者内容的

相同点。第一,二者能对人的思想和行为

产生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旨在要求

文化建设从政治素质、思想理念和道德

观念上提高人的素质,以做到遵纪守法、

遵守社会秩序和行为规范。少数民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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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则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慢慢形成,它

包括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规范、

语言文字和行为规则等内容。这些内容

影响着本民族成员的思想观念,规范着

他们的行为活动。第二,体现在培育和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

任务在于动员全社会成员学习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少数民族文化多数宣扬的本

民族成员对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

规范、语言文字和行为规则的遵守和忠

诚,从而从思想上起到对族群成员思想

和行为的引导作用。进入21世纪,思想政

治教育的内容与少数民族文化出现内容

上的融合。思想政治教育在少数民族地

区可以利用这些相同的内容,推动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树立少数民族成

员正确的价值观,充分调动少数民族的

积极性,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2 少数民族文化对少数民族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2.1民族文化带来的民族认同危机 

传统民族文化影响之下的少数民族

大学生的本民族意识特别强烈,对于其

他民族文化在认同上形成屏障和壁垒,

民族文化的保护意识和民族自治意识也

尤为强烈,再加上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所以对

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帮

助他们在文化交流和碰撞过程中形成文

化适应和民族认同的工作就非常具有特

殊性。如若不然,他们可能就被“西化”、

“分化”势力影响并利用,被这些分裂势

力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劝诱做出不利于

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行为。 

2.2民族文化产生的文化冲突危机 

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各自传统民族文

化影响之下形成了固有的行为方式和生

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和汉族学生的生

活方式形成了文化冲突,产生一些日常

生活中的禁忌行为和用语,在双方缺少

认知和了解的情况下,容易引起误会和

冲突。比如汉族学生邀请回族学生吃饭,

没有选择回族餐厅或者邀请对方食用猪

肉亦或是邀请对方饮酒,这就可能产生

冲突。回族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信仰伊

斯兰教,食用猪油、猪肉或是饮酒都是其

宗教信仰的禁忌,信仰伊斯兰教的学生

会认为这些行为是对其宗教信仰的亵渎

从而引发矛盾和冲突。 

2.3民族文化导致的思维桎梏危机 

少数民族大学生受各自传统民族文

化影响在接受现代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

思维桎梏,对自己民族的文化自信本是

好现象,但是思维的固步自封却不利于

现代文化的学习和传承,不利于不同文

化之间的交流和提升。文化大交汇的激

荡有利于培养文化的时代性,使文化向

着更加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前

进。少数民族大学生思维桎梏,通常在其

行为模式上表现为更加容易从众,处世

更倾向于抱团和守旧,甚至是自我孤立

或者盲目排外；在学习方面缺乏自信,

简单把自己定性为基础差、学习能力弱,

不愿与他人交流寻得学习上的帮助等；

在思维上缺少创新。少数民族大学生是

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后备力量,他

们如果没有一个开放性的思维,不解放

思想,对于其自身知识文化的学习、少数

民族地区的发展、增强民族自信等都是

不利的,久而久之甚至影响国家的长治

久安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3 结语 

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形

成与主流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两层文化

的相互关联性。在少数民族地区,思想政

治教育无论是其自身承担的使命还是理

论的不断丰富都受到当地少数民族文化

的影响。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对于丰富和创

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内容,提高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具有现实意义,

而且对于促进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和发展、加强民族团结都具有极其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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