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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文化是思政教育的文化根基,思政教育需要由传统文化来滋养,植根于传统文化是思政教

育的内在要求。少数民族院校的学生主体是少数民族学生,民族文化是民族学生的文化背景,民族院校的

思政教育自然要和民族文化紧密结合,使民族文化渗透到思政教育中。民族文化与思政教育的结合可以

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也有利于民族学生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增强,即民族文化可以为思政教育提供

思想上的滋养,也能够提供教育方式上的启迪,还能够提供价值理论方面的借鉴,对思政教育有重要的价

值。基于此,本文就民族院校思政教育中民族文化价值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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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族文化在民族院校思政教

育中的价值分析 

1.1夯实思政教育文化根基 

思政教育是思想意识的引导和塑造,

但是其中的各种科学理论观点都是基于

众多地区的实践经验提炼出来的共性经

验和体会,进行过理论加工,相关观点比

较严谨、抽象,不容易理解。在这种情况

下,在进行思政教育时,相关内容的教育

从表面上看和民族院校学生的经验认知

有些脱节,不容易为民族学生所理解,同

时也使得民族学生对于相关内容的学习

产生陌生感。而在把民族文化和思政教

育进行结合时,可以通过两者的紧密关

联,夯实思政教育的民族文化根基,彰显

思政教育的文化底蕴,使民族学生对于

相关理论观点有更多的肯定。 

1.2促进思政教育学科创新 

思政教育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完

善的运作体系,在民族院校中教授什么

样的思政内容、采用什么样的教材、采

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都已经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但是这样的教学模式是在民

族文化没有和思政教育结合时形成的,

是基于原有的文化资源条件所形成的教

学模式,在民族文化引进到思政教育中,

意味着民族院校的思政教育有了更多的

资源可以利用,也有了更多的资源环境

条件可以发挥,自然就会促成民族院校

思政教育的各种创新,如载体创新、教学

形式创新等。也就是说,思政教育可以在

民族文化条件下得到更多的创新契机,

进行更多创新。 

1.3丰富思政教育学科资源 

和其他学科教育一样,思政教育也

需要各种各样的教育资源来补充,更多

的教育资源可以使思政教育在形式、内

容、方法方面有更多选择,有助于思政

教育的目标达成,少数民族院校的思政

教育同样也不例外。民族文化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有的内容直接就和思政教育

的内容高度一致,有的文化内容对思政

教育有很好的佐证意义,还有的文化内

容是思政教育内容的具体展示,等等。

无论是哪些内容,在把民族文化引进到

民族院校的思政教育中时,都会为民族

院校的思政教育提供丰富的课程教育

资源。 

2 民族文化提升民族院校思政

教育的路径 

2.1以民族文化形式诠释思政理论

内容 

民族院校的学生有文化差异和文化

基础薄弱的客观现实,使得民族院校的

思政教育较为不容易。在思政教育内容

和教育目标确定下,加上民族学生的现

实条件制约,思政教育的方法形式便成

为解决问题的主要变量因素。思政教育

形式不仅可以使深奥、抽象复杂的思政

教育内容以更浅显、生动的方式表现出

来,同时也由于相关教育形式和学生认

知特征的契合,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促成思政教

育目标实现。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民族文

化实际上为民族院校思政教育提供了丰

富的教学资源,这里所说的教育资源不

仅包括教育内容方面的资源,同时也为

思政教育的教育方式、教育方法提供了

丰富的资源。在少数民族文化中有各种

各样的文化形式,如民族戏剧、民族音乐

等,这些民族文化形式对少数民族学生

来说再熟悉不过,是民族学生民族生活

的基本组成部分,且相关形式生动有趣,

很容易得到民族学生认可。因此在民族

院校的思政教育中,还可以把相关文化

形式引进到思政教育中,使之成为思政

教育内容的诠释方式。 

2.2借助民族文化阐释思政教育

内容 

思想教育的内容相对于少数民族学

生来说是陌生的,也是难以理解的。而从

本质上来说,无论是思政教育的科学主

义理论还是各种政策,都和民族文化有

着深层次关联,少数民族文化的各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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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表现可以说是思政理论的具体表现,

而相关政策则可以说是基于民族文化而

推出的政策,如关于少数民族的人口政

策、文化政策等,都是基于少数民族文化

的具体情况实施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

在民族院校的思政教育中,就可以以少

数民族文化来阐释思政教育的相关内

容,如以民族文化的发展历史来论证马

克思主义的文化观点,或者是从少数民

族思想文化中发掘出和思政教育内容

高度一致的思想文化内容,等等,即以

民族文化来阐释思政教育,从而使得思

政教育内容和民族文化在内在上的关

系清晰化,并能够以民族文化的真实性

来使思政教育内容以更加生动、逼真的

形式表现出来。 

2.3举办民族文化的思政主题实践

活动 

在思政教育中,理论教学和实践活

动是两种重要的教育路径,相对于理论

教学,思政实践活动更利于学生获得深

刻体验,对于学生的思想成长有很好的

催化作用,也更有利于思政教育目标实

现。虽然少数民族文化是在民族民间发

展起来的文化体系,和思政教育的相关

内容并无直接关联,但是其在根本上是

思政教育内容在民族领域的具体实践表

现,是思想教育内容的民族文化基础,也

是思政教育内容的民族文化土壤。在少

数民族文化中有很多和思想教育内容相

一致的地方,如民族文化中的个人修养

和民族、国家意识观念都和思政教育内

容的特定部分有着关联。除了这些,还可

以从民族文化中找出更多思想教育的素

材,因此可以思政教育内容为红绳,把民

族文化中的相关素材组织起来开展思政

教育实践活动。 

2.4建设民族文化的思政实践活动

基地 

加强社会实践教学是思政教育不可

缺少的重要环节,这种实践活动既能增

强教学实效性和时代感,一定程度上也

有利于加强学生的思政教育获得感。这

种实践活动一方面可以在校园内进行,

另一方面还需要向校园外拓展。在思政

教育实践活动中,为了保证效果,形成长

期稳定的实践活动机制,高校思政教育

往往都会建立一些稳定的实践活动基地,

以供应学校的思政教育活动。要建设与

民族文化相关的思政实践活动基地,实

际上就是在民族文化资源中挖掘与思政

相关的文化历史资源,结合地方特色,使

学生能能够在民族文化资源中开展历

史研究,汲取其中的思想精神。因此对

于相关基地的建设,不仅需要符合实践

基地通常所需要的各种场地、安全等方

面的条件,还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一方面是以民族文化相关的资源为前

提,另一方面是能够从中发掘出思政教

育的素材来。 

2.5提炼和民族文化相关的思政教

学主题 

民族文化为思政教育提供了丰富的

资源,这种资源不仅体现在教学形式、教

学内容上,实际上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

象,关于民族文化的走向、民族文化的态

度、民族文化的规律等等也在思政教育

的范畴之内。在民族文化没有和思政教

育相结合时,思政教育因没有具体的文

化指向,对于相关文化问题的阐释是笼

统的、泛指的,在其和思政教育结合时,

实际上就为思政教育中的文化问题提供

了具体的落脚点。因此为了使民族文化

对思政教育的价值能够充分发挥,还可

以提炼出和民族文化相关的思政主题,

以民族文化为例证,以思政教育的视角

来进行说明。 

3 结语 

我国作为多元民族聚集的国家,拥

有多元化的宗教信仰、民俗习惯以及思

想观念。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

景下,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成

为国家统筹把控国民意识形态的关键。

民族文化是民族院校思政教育的抓手,

也是思政教育的文化桥梁和借力点,在

民族院校的思政教育中,可以以民族文

化为滋养,使思政教育更加丰满有力,同

时也可以借助民族文化的桥梁作用发挥,

使思政相关的内容知识更好地为民族学

生所认知,最终通过民族文化对思政教

育的价值充分发挥增强民族院校思政教

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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