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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了《民族及其基本特征》，布置大家结合学过的内容思考

民族和阶级、国家的关系，现在请同学来回答。（对学生的

回答给予评价补充） 民族不同于阶级，阶级是以人们对生产

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而划分的；民族则是以共同语言、共同

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四个基本特征划分的。

在阶级社会中，民族是由不同阶级的人们组成的。在社会主

义社会，阶级消灭了，但民族还存在。民族也不同于国家，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一个国家，可以是一个民族，也可

以是多个民族所组成；国家不一定像民族那样有共同的语言

，一个国家可以有多种语言存在。而一个民族可以是属于一

个国家，也可以分属于几个国家。 导入新课 上节课，我们学

习了关于民族的一般知识，知道什么叫民族，民族有哪些基

本特征，那么我国民族的状况是怎样的呢？现在我们就来学

习这个问题。 讲授新课 二、我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伟

大祖国（板书） 1. 我国民族概况（板书） 关于我国民族概况

，教材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大家阅读时，注意三个问题：

(1)历史情况。（板书） （2）民族的数目。（板书）（3）分

布特点。（板书） 教师归纳讲解：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

可以部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不断形成、发展的 历史。几千年来

使中华民族形成一种共同心理、共同的民族意识。教材在小

栏目中引用了梁启超的一段话，主要是从心理素质上讲的，

是从中华民族的感情、民族心理来讲的，这是炎黄子孙的一



种民族情感，使自己和外国民族区分开来。 第二个问题，我

国民族的数目：56个（板书），这是大家牢记的一个数字，

同时不要把它与少数民族的数目（55个）混淆起来：还有两

个数字大家也要了解，一是汉族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比例

：92%（板书），二是少数民族约占全国人口的比例：8%（

板书） 第三个问题，分布特点，要注意全面掌握理解，即汉

族主要分布在东部和中部，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

整个分布特点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

居”。（板书）我国民族的这种分布特点，是我国国情的一

个重要方面，是我国制定民族政策的客观依据。（教师还可

以从本地区的民族情况和分布情况加以补充说明。） 1. 各民

族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板书） 这个问题教材也作了比较

详细的讲述，大家看书。看书时注意教材是从哪几个层次去

说的。 本框题的第二个小栏目引用了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

这是毛主席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讲到汉族和少数

民族关系时说的。针对大汉族主义，指出中国各少数民族对

中国的历史作过贡献，这既符合中国历史，又是马克思主义

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不论大小、强弱，都对历史发

展作过贡献。我国民族情况也如此，我国的56个民族，有大

小和形成早晚之分，但是都对我们伟大祖国作出了贡献。 教

师启发学生作出归纳： 祖国的统一大业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完

成的。（板书）从总的趋势看，秦统一后的两千年来，特别

是经过汉、唐、元、明、清各朝的努力， 统一不断 发展和巩

固。我国割据分裂的时间与长期统一历史相比，是短暂的。

秦汉统一时期，延续500年：隋唐300年；元、明、清三朝的

统一局面延续600余年。以上大次大统一约占2/3以上的时间。



而历史发展某些时期出现的割据局面，如五胡十六国、南北

朝等时间总共不过700余年，不到1/3时间。而且分裂的时间越

来越短，规模越来越小；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势头越来越

大。元、明、清三个朝代的连续大统一就是证明。这些史实

说明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 

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矛盾和斗争始终是有少数民族参与

的。在历史上不少朝代，如五胡十六国、北魏、辽、金、元

、清，都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他们或者统一了中国的大部

，或者统一了全国。这就说明了祖国的统一大业是各民族人

民共同完成的。 祖国的辽阔疆域和多种经济是各族人民共同

开拓的。（板书）当汉族的祖先开发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原

地区进，各少数民族的祖先也开发了他们居住的广大地区。

几千年的历史说明，我们中国的辽阔疆域和美丽富饶的国土

，是各族人民共同开发的。 例如，新疆的沧桑之变。新疆在

中国古代称为西域，早在2000多年前，西域和祖国内地发生

密切联系。分元前60年，中央政府设西域都护，作为代表西

汉王朝统辖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管理西域。自此以后，西域

便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唐朝时，西域和内地的经济

、文化往来频繁。元朝时期，西域少数民族特别是畏兀儿（

维吾尔）广泛参与了祖国政治历史舞台上的活动，有不少人

对祖国统一和经济文化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到清朝时，

于1884年将西域改称为新疆，意思是“故土新归”，即原有

的土地又回来了，随后又设立新疆省。 解放前，新疆和祖国

各地区一样处于贫穷落后状态，解放后，40多年来已旧貌换

新颜，焕发出勃勃生机，国家给新疆注入了上千亿元的资金

，使国民生产总值与解放初相比，是1949年的40倍。解放前



新疆工来几乎等于零，现在则拥有了初具规模、门类齐全的

现代工业体系。解放前，新疆只有一所大学，现已发展到21

所，各类中等2168所，中小学校8947所，在校生总数304万余

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约占学生人数的2/3。截止1995年，共

培养各类大学生11万人。1994年，新疆医院总数达到1270多个

，遍布城镇和农村牧区，医院总数是1949年的26.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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