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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阅读昭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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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奔流不息的金沙江畔，有一个多民族
学生接受教育和快乐成长的摇篮，这里环境
优美、书声琅琅。从建校至今，上万名各民族
学生在这里度过快乐的童年，放飞人生梦想，
这里就是“云南省民族团结教育示范学校”

“云南省民族文化教育示范学校”“云南省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示范学校”——
永善县民族小学。

近年来，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教育
引导各族师生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
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
度认可，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
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在全校形成了
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共同成长的良好局面，
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办学之路，撑起了永
善县民族教育发展的一片蓝天。

强化组织保障
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固化于制

初夏时节，走进永善县民族小学，浓郁的
民族气息扑面而来：一面面图文并茂的文化
墙，展示着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一处处民族
元素的景观小品，印证着学校的质朴初心；一
个个精彩纷呈的校园活动，绽放出各民族文
化的光芒……少先队总辅导员王显学高兴地
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一个抽象
的概念，而是各族师生加强民族团结，广泛交
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真实写照。”

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是新时代赋予教育工
作的新使命，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新手段
和新平台，也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
途径。为此，永善县民族小学坚持把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议程，召开党
总支部会、行政办公会、党员大会、教职员工
大会，学习传达中央和省、市、县民族工作会
议及文件精神，部署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并成立了由党总支书记、校长任双组长的领
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建立工作机制，明确

职责分工，落实“以校园文化建设为阵地、
以多个宣传途径为媒介、以教师学习为手段、
以课堂渗透为主渠道、以校园活动为载体”五
大举措，在全校形成主要领导牵头抓总，分管
领导亲自负责，相关负责人各司其职，师生共
同参与的工作格局。

狠抓宣传教育
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

3月 1日，永善县民族小学在操场上开展
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

“开学第一课”。课堂上，校长李丽以“像石榴
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为题，为全校师生上了
一堂生动的民族团结课。

“通过今天的课程，我深刻体会到在中华
民族这个大家庭中，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
紧紧抱在一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我将在
学校这个大家庭中认真学习，积极参与促进
民族团结互助的各项活动，做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和倡导者。”聆听演讲
后，教师陈祥说。

永善县民族小学始建于 1952年，是云南
省解放后第一批寄宿制民族学校、昭通市唯
一一所省定民族小学，校区占地 30818 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 15737.98平方米，现有教学班
47个，教职工 132 人，在校学生 2523 人，有回
族、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学生 891人。在开
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示范学校创
建中，学校坚持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与
日常教学、校园管理、文化建设深度融合，努
力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校园引向深入，
让民族团结走进课堂、走进师生心里，在校园
生根、开花和结果。

为了更加凸显民族团结教育课的深层内
涵，让民族文化更深入地得到传承和创新，学
校依托课堂教育这一主阵地，将民族团结教育
贯穿日常教学各个环节，充分利用思想政治
课、音乐课、美术课等学科教育，针对不同年级
开展民族团结教育。课堂上，从学生的学习和
生活实际出发，从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入手，充

分挖掘和展示
民族文化、民族传
统、民族精神的各种资源，用
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学生熟悉的语言
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教育、普及知识，以
情动人、以事感人、以理服人，不仅铸牢了师生
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也播下了民族
团结进步的种子。

充分利用校内有效载体，加大民族团结
宣传和展示力度。一方面创新办学理念，统
筹规划设计校园文化环境，把苗族、彝族等少
数民族文化元素融入教学楼、校歌、校徽、校
旗、校服中，精心打造集实物、影像、图文为一
体的红色文化长廊、民族团结教育展厅、民族
团结园等校园教育基地，每学期开学第一周，
由每班教师轮流带领本班学生参观学习，让
学生在实地教学中增强爱党爱国情怀和民族
团结意识。另一方面通过广播、电视、滚动屏
等形式，广泛宣传爱国主义、统一多民族国家
的基本国情、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等内容，播放
少数民族歌曲，并充分发挥师生自主作用，定
期制作民族团结进步宣传专栏和班级黑板
报、展板，图文并茂、生动形象地展示各民族
的民情和民俗，使其成为陶冶学生“主体的
画，无声的诗”。

“在学校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
育，是培养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的要求，也是做好新时代中小学思想政治
工作的必然要求。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就是在
师生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师
生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增
强‘五个认同’，让民族团结的光荣传统融进血
液、扎根心中。”学校党总支书记白富林说。

创新活动载体
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外化于行

“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我叫潘萌萌，来自四年级（3）班，是一名彝族
少年，今天所穿的就是我们民族的服装，以
红、黄、黑三色为主色调，寓意庄严、热情、美
满……”在每周一的升旗仪式结束后，永善
县民族小学都要举行“国旗下的讲话”。在 5
月 20 日这一周的讲话中，6 名少数民族学生
身着鲜艳的民族服饰，为全校师生讲解了本
民族的特色文化和习俗。

“在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中，学校充分利用‘国旗下的讲话’这一德育
教育重要载体，每年收集整理一批演讲稿，
内容涵盖民族文化、红色文化和地方文化
等。通过邀请教师代表、少数民族学生代表
等上台讲话，强化各族师生对中华文化的深
度认知、情感共振、归属认同。”副校长刘家
洪说道。

为进一步加强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植入学
生心灵，学校积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
团结教育主题实践活动。各个年级以“中华
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开展
班会、少先队活动和团队活动，进一步增进
同学们团结友爱的民族情。学校以落实“双
减”政策，开展课后服务为契机，开设彝语、
苗语、蜡染、月琴、芦笙等兴趣爱好班，引导
每位学生至少参加一个项目，邀请专业老师
授课，既传承了民族文化，又丰富了学生课
余文化生活。

在此基础上，结合儿童节、元旦节、教师
节、建党节、苗族花山节、彝族火把节等节
日，组织开展国学吟诵、学生才艺大赛及少
数民族体育运动会，为各族师生搭建了一个
展示才华、相互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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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 结 花 ”开 满 苏 甲 乡 中 学
记者 杜恩亮

本版图说：
①永善县民族小学学生吹奏葫芦丝。

②永善县民族小学学生展示古筝才艺。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 12学生们身着民族服饰进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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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

学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重要阵地，作为一名教师，韦茹茵深知教
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
径。9年来，韦茹茵以“润物细无声”的方
式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
日常教学，引导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

生活即教育

“老师，端午节去我家过吧！我们那
里恰好过花山节，有很多好玩的。我们苗
族在这一天都会穿上民族服装，聚集在跑
马坪子唱歌、跳舞……”“老师，你一定要
来，我们煮好火腿等你！”苗族学生小梅和
小权热情地对韦茹茵说。

昭阳区苏甲乡是苗族、汉族、彝族融
居的多民族乡，在举行重大节日活动时，
苗族、彝族同胞，带着最真诚、纯朴的感情
用牛角、羊角向客人敬酒，唱起苗族、彝族
敬酒歌，苗族花山节、彝族火把节是他们
充分展示民族传统的好机会。

苏甲乡中学位于苏甲乡苏甲村，每个
班都有苗族和彝族学生。韦茹茵在学校

担任教科室主任、教研组组长兼79班班主
任，任语文课教师，所带班级有苗族学生5
人、彝族学生 2人。为了让少数民族学生
融入班级、学校这个大家庭，学校曾每周
开设一节“地方与民族特色”课程，进行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国
旗下演讲。美术课上，教师带着学生鉴赏
少数民族特色美，让他们绘画民族服饰，
学做少数民族的手工。在校园文化艺术
节上，专门组织学校的苗族同学穿上民族
服饰，用优美的舞姿展示苗族舞蹈，将苗
族文化带进校园，带到同学们身边，增强
同学们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
极性与主动性，也增强了少数民族同学的
民族自豪感。

79班，亲如一家

“非常感谢韦老师、同学们，是你们给
我们带来了帮助和鼓舞。79 班这个大家

庭真的是太温暖了。”小杰爸爸热泪盈眶
地表示，学校为小杰举行爱心捐款活动让
他们一家感受到了浓浓的爱，他们会一辈
子铭记在心。如果没有教师韦茹茵多次
主动联系，可能小赵的病情就会被延误。

温暖的一幕出现在昭通市第一人民
医院的病房内，韦茹茵带着儿子杜睿哲去
看望患化脓性脑膜炎、做了开颅手术的小
杰。在医生的医治下，小杰恢复良好，目
前已经出院。在小杰生病期间，彝族同学
小润、小凤等为小杰筹集善款和祝福语，
还自发给小杰的课本摘抄好各个科目的
上课笔记，他们的行为不但感动了小杰及
其家人，也让韦茹茵深受感动。班级的凝
聚力更强了。

动之以情，深厚的情感是形成共识的
表现，韦茹茵在教学中、生活中不断增进
各族学生的情感认同，找准情感共鸣点，
强化共情效应。通过请学生吃火锅、喝奶
茶，带学生一起做包子、包粽子等方式找

准心理契合点，营造了“亲如一家”的氛
围。苗族学生小梅是留守儿童，一到周
末，就独自一人在家，让韦茹茵心疼不
已。她担心小梅的人身安全，怕她缺少
关心关爱……一到周末，韦茹茵就经常
跟小梅聊天。彝族学生小润，生活在重
组家庭中，韦茹茵定期家访，深入了解她
的生活状态，尽可能地给予她更多的关心
和帮助……对有实际困难的学生，韦茹茵
都会在心理健康、生活等方面给予“菜单
式”特色关爱。

民族文化进课堂

平时，韦茹茵比较关注班级里的少数
民族同学，为减少班级内部的矛盾冲突，
她特意上了一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题的班会课。目的在于让学生
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及其重
要性；培养学生正确的民族观、国家观和

历史观，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通过
班级讨论与实践活动，使学生能够将共同
体意识转化为日常行为。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韦茹茵采取针对
性措施，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和文化素
养。在给学生上彭荆风的《驿路梨花》时，
韦茹茵着重讲具有雷锋精神的哈尼族小
姑娘以及知恩图报、怀有感恩之心的瑶族
老人，讲述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无私奉
献、乐于助人的良好社会风气，让学生认
识到，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宗
教信仰、价值观念等，引导学生尊重他们
的差异，尊重他们的选择和生活方式。只
有在尊重中相互理解，才能融合共进。引
导学生树立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的意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此外，韦茹茵还通过课外阅读推广活
动、作文竞赛、主题班会、文化活动等将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埋在学生
的心里，让其生根发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