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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广西跨境民族地区中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本研究采用量化分析的方法，针对广西跨境民族地区 4

所中学学生进行了量表调查。研究从情感认同、理论认知和意志倾向三个维度，考察了西跨境民族地区中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现状，并提出了铸牢广西跨境民族地区中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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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cross-border 

ethnic regions of Guangxi, this study employed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mong students from four middle 

schools in these areas. The research examined the current statu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emotional identity, theoretical cognition, and 

volitional tendency—and proposed specific strategies to consolidate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mong thes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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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

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和政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重要思想。这

一思想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而且为新时代

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为了贯彻这一重要思想，国家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其中，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深

化新时代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指导纲要》，进一步强调了将

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广西作为多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已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

工作的核心任务，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而广西跨境民

族地区的中学生作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学术界对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量化研究还相对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我们对这一重要群体的认知与铸牢路径的探索。有鉴于

此，本研究通过量化分析的方法，从情感认同、理论认知和意

志倾向三个维度对广西跨境民族地区中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进行了调查和分析，以期能够更好地铸牢广西跨境民族地中

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青

春力量。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随机选取广西跨境民族地区 2 所初中和 2 所高中的中

学生作为调查对象，统一指导语，现场发放调查量表，学生

现场答题，并回收量表。共计发放量表 351 份，回收有效问卷

320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1.17%。

1.2 研究方法

1.2.1 研究工具 
采用陈立鹏等编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量表，由认知、

情感和意志三个维度构成，每个维度有 6 个条目，共计 18 个

条目，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1 代表非常不认同，5 代表非常

认同，得分越高代表中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强。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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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 a 系数为 0.853。

1.2.2 统计学方法 
将量表数据在 Excel 中进行数据录入、整理及核对，采用

SPSS 28.0 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广西跨境民族地区中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得分的性别差异

调查数据表明，不同性别中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分

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结果见表 1。

表 1 广西跨境民族地区中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分的性别

差异

变量 性别 N M SD t

总分 男 160 4.11 0.42 -0.38

女 160 4.15 0.40

认知 男 160 4.08 0.53 -0.42

女 160 4.12 0.50

情感 男 160 4.05 0.68 -0.75

女 160 4.10 0.63

意志 男 160 4.20 0.58 -0.25

女 160 4.22 0.55

从中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总分上看，女生的总分略高于

男生，但差异未达到显著性水平（t=-0.38, p>0.05）；在认

知维度上，女生的得分略高于男生，差异不显著（t=-0.42, 

p>0.05）；女生在情感维度上的得分略高于男生，差异不显著

（t=-0.75, p>0.05）；女生在意志维度上的得分略高于男生，

差异不显著（t=-0.25, p>0.05）。 

尽管女生在总分及各维度上的得分均略高于男生，但男女

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未呈现显著的性别差异，究其原因

可能在于：首先，从社会文化因素来看，女生在社会文化中通

常被鼓励表达情感和建立社会联结，这使她们在情感维度上得

分略高，而男生可能更倾向于内敛或理性表达，使得男生情感

得分相对低一些。女生往往更注重集体利益和人际关系，这使

她们在认知和意志维度上更容易展现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然后从教育与环境影响来看，女生在教育过程中可能

更多地注重情感联结和集体意识，而男生可能更注重个体成就

和独立性，这种教育方式的差异使得女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得分上略占优势。

2.2 广西跨境民族地区中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得分的年龄组差异

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年龄组中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得分存在显著差异，具体结果见表 2。

表 2 广西跨境民族地区中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分的年龄

差异

变量 年龄组 N M SD t

总分 初中 164 4.06 0.43 -4.20**

高中 156 4.20 0.38

认知 初中 164 4.05 0.52 -3.50**

高中 156 4.15 0.48

情感 初中 164 3.98 0.67 -3.80**

高中 156 4.15 0.62

意志 初中 164 4.15 0.60 -3.20**

高中 156 4.27 0.53

注：**p<0.01

高中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总分显著高于初中生，在认知

维度上初中生的平均得分为 4.05，高中生的平均得分为 4.15

（t=-3.50, p<0.01）；在情感维度上，初中生的平均得分为

3.98，高中生的平均得分为 4.15（t=-3.80, p<0.01）；在意

志维度上，初中生的平均得分为 4.15, 高中组的平均得分为

4.27（t=-3.20, p<0.01）。

年龄组差异对中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评分之所以明

显，原因可能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教育体系的阶段性强

化是核心动因。高中阶段系统化开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

题教学，深化了学生对“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理论认知。而

初中教育更侧重基础知识传授，相关内容的渗透性和实践性较

弱。其次，认知与心理成熟度的提升驱动意识深化。高中生抽

象思维能力显著增强，能够从国家叙事层面理解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价值，而初中生更多依赖直观感受。第三，社会化经

验的积累加速认同形成。高中生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在民族

文化节、志愿服务等实践活动中亲身体验民族交融，故而展现

出显著高于初中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3 广西跨境民族地区中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得分的民族差异

调查结果表明，中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变量上

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结果见表 3。

表 3 广西跨境民族地区中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分的民族

差异

变量 民族 N M SD t

总分 汉族 186 4.14 0.40 0.52

少数民族 134 4.12 0.42

认知 汉族 186 4.11 0.51 0.45

少数民族 134 4.09 0.53

情感 汉族 186 4.08 0.65 0.60

少数民族 134 4.05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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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民族 N M SD t

意志 汉族 186 4.22 0.56 0.38

少数民族 134 4.20 0.57

汉族中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平均得分为（M=4.14）

略高于少数民族（M=4.12），但不存在显著差异（t=0.52, 

p>0.05）；在认知维度上，汉族平均得分为（M=4.11）与少数

民族（M=4.09）差异不显著（t=0.45, p>0.05）；在情感维度上，

汉族平均得分为（M=4.08）略高于少数民族（M=4.05），但未

达显著性（t=0.60, p>0.05）；在意志维度上，汉族（M=4.22）

与少数民族（M=4.20）差异不显著（t=0.38, p>0.05）。 

中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变量上得分不存在显著

差异，其原因可能在于：首先，国家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政策推动了文化融合，通过课程渗透与实践活动，有效缩

小了不同民族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差异。其次，

当前学校普遍采用混班教学和混合住宿模式，促进了不同民族

中学生之间的跨民族互动。再次，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公

平措施取得突破性进展，其接触系统性国家叙事话语的频次增

多。民族差异对中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虽未达统计

学显著性，但文化传承、教育模式和社会互动等潜在因素仍值

得关注。

3 铸牢广西跨境民族地区中学生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策略

3.1 针对性别差异的铸牢策略
在铸牢广西跨境民族地区中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策

略构建中，应注重社会性别理论与教育公平原则，构建民族身

份与性别特征双重响应的课程体系。面向男生的理性认知特征，

通过边疆治理史实推演等虚拟仿真实验，强化系统性思维训练；

针对女生的情感表达优势，借助跨境民族口述史叙事工作坊，

深化文化共情体验，同时严格遵循性别平衡原则优化教学组织。

教学实践层面要创新跨性别协作机制，通过角色轮转设计促使

学生突破传统性别分工，在边疆文化空间营造、族际交往实践

中实现认知重构与能力互补。将教师的专业发展与教材文本分

析能力、差异化教学能力的提升相结合。教师要积极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思政要素转化为学科话语

体系。教师还需运用角色扮演、情境模拟等适合中学生的教学

方法，设计“假如我是界碑守护员”等性别角色体验活动，引

导男生深化家国情怀的感性认知，帮助女生提升边疆史实的理

性建构。 

3.2 针对年龄差异的铸牢策略
对于广西跨境民族地区中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年龄

差异，在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策略时，要立足皮亚杰

的认知发展理论框架，依据初中生由具体运算思维向形式运算

思维的认知发展规律，设计此学段适配的铸牢路径。初中阶段

课侧重具象化认知图式建构，通过边疆历史事件的增强现实还

原、民族文化符号的实物解码等沉浸式体验，促进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感性内化；高中阶段可转向抽象化思辨能力的培养，

创设跨境治理模拟协商、民族要素辩证分析等思维场景，促进

高中生系统性认知体系的发展。在情感培育层面，初中生通过

家史采编、情境剧场等具身化的体验以建立情感联结；高中生

则借助政策辩论、社群仿真等反思性活动实现价值认同的升华。

在行为养成方面，初中生以角色扮演、积分激励等结构化任务

培育行为自觉；高中生则通过社区治理提案、边疆沙盘推演等

复杂性实践促进责任担当的实践转化。而对于教师，则需构建

多学段教学胜任力。初中教师应提升情境创设与具身教学的能

力，高中教师着力发展批判思维引导与理论迁移的能力。

3.3 针对民族差异的铸牢策略
针对广西跨境民族地区中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

差异，需立足“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构建超越民族身份差

异的共生型教育生态。虽然研究发现各民族学生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水平呈现均衡化特征，但仍需通过文化深层互鉴进一步

优化其认同结构。因此，针对广西跨境民族地区特有的文化交

汇特征，开发“边疆文化符号解码”讲座，以京族哈节、壮族

铜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载体，引导汉族学生理解少数民族文

化中的国家叙事基因；开展“跨境民族叙事重构”沙龙，通过

叙事重构技术将族群记忆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

育资源，引导少数民族中学生实现从文化符号认知到中华文化

主体性认同的价值跃迁。教师则需接受民族心理学的相关培训，

掌握跨文化的心理分析能力，精准识别不同民族中学生的关键

认同点。总之，以文化互释为纽带，以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为

载体，促进铸牢广西跨境民族地区中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形式平等向实质交融的范式升级。

4 结语

本研究采用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考察了广西跨境民族地

区中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研究发现：广西跨境民

族地区中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性别差异未达统计学显著

性，但在社会文化、教育方式与心理特质的综合作用下，女生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总体水平和各维度略高于男生；年龄差

异表现为高中阶段学生显著高于初中生，这印证了教育深化与

认知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民族差异虽未形成显著差异，但文化

传承模式与社会互动密度的差异值得持续关注。本研究后续将

运用行动研究方法追踪评估课程改革、实践项目对铸牢广西跨

境民族地区中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长效影响，以期为新

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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