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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能否牢固树立

民族团结意识,直接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关系到我国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能否后继有人。要不断加强对青少年的民族

团结宣传教育,把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贯穿青少

年成长成才各阶段,引导各族青少年准确掌握党的民族理论和

民族政策,牢固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和国家观,不断增强对中华民

族大家庭的认同感和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的责任感,

努力培养造就千千万万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 学校是对青少年进行民族团结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中

小学要按照《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要求,在思

想品德课程的框架内,在小学三四年级进行民族知识启蒙教育,

在小学五六年级进行民族常识教育,在初中一二年级进行民族

政策常识教育,在普通高中一二年级进行民族理论常识教育,在

中等职业学校进行民族理论常识实践教育。高校在《思想道

德修养和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和“形势与政策”等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加强民

族团结教育的内容。要搞好民族团结教育课堂教学。民族团

结教育课程按规定课时安排教学。将各阶段民族团结教育教

学内容纳入小学阶段考查,中考、高考和中职毕业考试范围。

要加强民族团结教育教师队伍建设,选拔优秀教师承担民族团

结教育的教学工作。加大对民族团结教育教师的培训力度,通



过组织开展教学研究、集体备课、教学经验交流等,不断提高

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通过各种方式,使民族团结

教育真正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来源：考试大 

社区和家庭在对青少年进行民族团结教育中负有重要责任。

社区基层组织要把加强青少年民族团结教育作为社区建设的

一项重要工作,作出具体规划安排,依托社区的各种活动阵地,

组织开展富有吸引力的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家庭是培养青少

年民族团结意识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

要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以自身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言

行给孩子作出表率。开展五好家庭、文明家庭创建活动,要着

重体现民族团结教育的内容。农村、企业、机关、部队的基

层组织要加强对各界青年的民族团结教育。通过各方面共同

努力,使民族团结教育由学校向家庭辐射、向社会延伸,形成三

结合的教育网络。 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在青少年民族团结教

育中有着重要作用。广泛组织各族青少年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利用好寒暑假和各种契机,以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为

主题,开展国情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形式多样的活动

。发挥团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

业观念,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到民族地区建功立

业,把青春和智慧奉献给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事业。针对青少

年成长特点和思想实际,组织开展主题团队活动、夏令营、红

色旅游、各族师生互访、民族知识讲座、民族歌舞表演等丰

富多彩、生动活泼的体验活动。面向青少年开展民族团结宣

讲活动,邀请民族宗教领域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少数

民族党政领导干部作报告,聘请老党员、老战士、老专家、老

教师、老模范的代表担任课外辅导员,不断增强青少年民族团



结教育的影响力和实效性。 全社会积极营造培养青少年民族

团结意识的良好环境。大众传媒要通过制作以青少年为特定

受众的栏目和节目,营造团结向上的舆论氛围。重点新闻网站

和教育网站要开设青少年民族团结教育的网页和专栏,开展各

种形式的网上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基地和青少年宫、科技馆等,要坚持面向青少年、服务青少年,

加大向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全社会免费开放的力度,开展专题教

育和实践活动,吸引各族青少年参与进来。要充分考虑青少年

的接受特点,精心创作生产一批以民族团结教育为主题的、思

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强的读物、影视剧、动漫作品和游戏软件

产品,让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民族团结的深刻教育。 胡锦

涛指出:“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

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

重要力量。”面向各族青少年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引导

他们牢固树立民族团结意识,是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长远

大计。当今中国,广大青少年具备优良的素质和崭新的风貌,是

值得信任的一代。我们相信,只要“三个离不开”的思想观念

深深扎根于各族青少年心中,就一定能够结出民族大团结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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