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大纲

课程名称：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课程类型：公共必修课

课程学时学分：36学时，2学分，其中：实践教学环节12学时 

课程适用专业：

课程开设学期：第二学年第一学期(理科)、第二学年第二学期 

(文科)、预科学生

课程先修要求：无

一、课程目标

【知识目标】:学生能复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理论，能 

分析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中的“四个共同”,能正确把握“四对 

重大关系”;能概述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样态与特点；能 

列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能力目标】:学生能辨别并反对有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错误史观；学生能联系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中的过程， 

深刻领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要性及中国共产党是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与掌舵者；学生能准确认识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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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文明成就以及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增强对中华民族的 

认同感和自豪感；就是要立足中国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坚持走 

自己的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团结奋斗；在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规律， 

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任务，自觉推动中华民族共 

同体建设。

【素质目标】:学生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不断增强 

“五个认同”,树立“四个与共”的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铸就中国心、铸造中华魂；学生能积极参与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学生会思考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大势中规 

划人生蓝图，树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的高远理想， 

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课程定位】:作为民族院校的特色与必修的思政课程，服 

务于中央民族大学“培养可堪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各民族优秀 

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提供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的意识形态所需的知识、能力以及素质支撑。

二、课程内容简介

课程共有十六讲内容。第一讲：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 

第二讲：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第三讲：文明初现与中华 

民族起源(史前时期);第四讲：天下秩序与华夏共同体演进(夏 

商周时期);第五讲：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初步形成(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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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第六讲：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第 

七讲：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隋唐五代时期);第八讲： 

共奉中国与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时期);第九讲：混一 

南北与中华民族大统合(元朝时期);第十讲： 中外会通与中华 

民族稳固壮大(明朝时期);第十一讲： 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 

局底定(清前中期);第十二讲： 国家转型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 

(1840-1919);第十三讲：先锋队与中华民族新选择(1919— 

1949);第十四讲：新中国与中华民族新纪元(1949—2012);第 

十五讲：新时代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012一);第十六讲：文 

明新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一讲  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

【教学内容】

第一节基本概念

第二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理念 

第三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第四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掌握“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等概念的科学内涵、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基本 

内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渊源、建设中华民族共同 

体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要求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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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目标：能够在理解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  

国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实践要求的前提下，较为深刻地理解新时  

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必要  

性、重要性；能够辨别不符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言行， 

并自觉抵制，能够在言行上自觉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看齐， 

结合学习生活，多做有利于民族团结与各民族交融的事。

素质目标：牢固树立正确的“五观”、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 

观和“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增强“五个认同"和“三个意 

识”。

【教学重点】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概念的内涵、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 

理念的主要内容。

【教学难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渊源和实践要求。

第二讲 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教学内容】

第一节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第二节中华民族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深入了解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历史脉络，深刻理解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深入认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先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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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关系。

能力目标：能够结合中华民族发展史认识和理解“四个共同” 

“五个认同”;结合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进程，

解释中国共产党承担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历史角色和理论逻辑。

素质目标：在唯物史观基础上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在 

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同时，对各类错误史观、历史虚无主义 

论说进行批判和思考，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素养 

与实践能力。

【教学重点】

1.地理与中华文明衍生关系； 

2.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特征；

3. 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解放的理论逻辑；

4. 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教学难点】

1.对正确历史观与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概念解释与教学 

传 播 ；

2. 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逻辑。

第三讲 史前时期：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起源

【教学内容】

第一节中华民族的起源与早期中华文化圈 

第二节华夏初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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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中华文明特性的基本形成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中华民族的本土起源的依据、表现；中华文明的 

起源及其突出特性；

能力目标：能够在理解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脉 

络的基础上，认识史前时期，中华大地的农耕、渔猎、畜牧等经 

济形态不断互动与演进，各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与互融，各族群不 

断迁徙与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 

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格局。

素质目标：理解史前形成的“文化中国”对“政治中国”的  

重要意义，正确回答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够不间断地发展延续至今， 

中国为什么能够不断走向更大范围更多元的统一等问题。

【教学重点】

1. 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何时起源；

2.早期“中华文化圈”是如何形成发展；

3. 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

4.各区域融入早期中华文化圈的情况。 

【教学难点】

1.早期中华文化圈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起源发展的四个阶段 

及其特征；

2.早期中华文化圈形成过程中各区域文化的交流互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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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天下秩序与华夏共同体演进(夏商周时期)

【教学内容】

第一节夏商时期：华夏共同体的孕育 

第二节西周时期：华夏共同体的发展

第三节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共同体的成熟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能够了解和掌握夏商周时期民族融合发展的2— 

3个历史事实。

能力目标：能够运用辩证方法看待夏商周时期政治制度在不 

同历史阶段对中华民族交融发展的作用。

素质目标：能够从夏商周时期天下观、天命观的确立，引导 

同学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

【教学重点】

1.夏商周时期天下秩序的内容、特点、意义；

2. 中华文明的价值基础奠定：先秦时期的天下观、礼乐制、 

宗法制、分封制、天命观；

3.夏商周时期“蛮夷戎狄”融入华夏族的进程及其对中华文 

明的发展带来的积极意义。

【教学难点】

1.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演进的历史脉络；

2. 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夏商周时期发展的主线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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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初步形成(秦汉时期)

【教学内容】

第一节构建大一统政治秩序 

第二节形成统一经济体系

第三节重塑社会生活

第四节深化文化交融格局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学生能认识大一统的制度体系、特点及其优越性； 

学生能理解大一统体系下的藩属体系与边疆治理(汉匈关系、西 

域问题)。

能力目标：学生深刻认识和理解推广使用通用语言文字的重 

要 性 。

素质目标：正确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观与认同。 

【教学重点】

大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基石；汉匈关系、西域问题 

的认识与理解；推广使用通用语言文字重要性的认识。

【教学难点】

大一统制度体系的核心及其优越性；从大一统视域全面审视 

汉匈关系、西域问题。



—9—

第六讲  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

【教学内容】

第一节政权并立与政制趋同

第二节分立政权下的经济交往 

第三节社会变迁中的结构重塑 

第四节动荡时期的文化发展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学生能列举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认同扩大的体现； 

学生能复述魏晋南北朝时族群大迁徙大融合。

能力目标：学生能举例例证云冈石窟中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历史内涵；能对把北魏等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视作“渗 

透王朝”的错误史观进行分析并抵制。

素质目标：能深刻认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各族群互相涵化， 

共同书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重要篇章的时期。通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入华与中华民 

族大交融的学习，使学生明白少数民族是主动融入中华，而非被 

动征服。

【教学重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制趋同的深层原因。 

【教学难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大冲突与大碰撞的时期，也是大交融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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