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民族团结教育月工作计划 民族团
结教案(汇总9篇)

做任何工作都应改有个计划，以明确目的，避免盲目性，使
工作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
较优质的计划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计划范文，仅供
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民族团结教育月工作计划篇一

三月份 ：

主题： 赛衣盛会

四月份;

五月份 ：

六月份 ：

活动一 走进服饰空间 活动二 探究服饰文化

主题： 欢歌劲舞

活动一 民族戏曲大连唱 活动二 民族工艺大展台

主题： 节日万花筒

活动一 了解各民族与生产有关的节日

课题：赛衣盛会（走进服饰空间）第1课时

一、教学目标:



1、带领学生进入民族服饰空间，了解民族服饰的特点。

2、从民族服饰的特点中了解各民族不同的含意，能区分几种
特色鲜明的民族服饰。

二、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了解民族服饰的特点。

教学难点：从民族服饰的特点中了解各民族不同的含意，能
区分几种特色鲜明的民族服饰。

三、教学准备： 课件

四、教学过程：

一、谈话入题。

1、我们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请问：我国共有多少个民族？
（56个）2、56个民族的服饰是多彩多姿，丰富多彩的民族服
饰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体现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
化底蕴，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揭题：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参加一个：赛衣盛会（板书课题）

二、看一看，辨一辨

1、谈话：一个民族富有特色的传统服饰，是区别于其他民族
的一种标志。我国各民族的服饰有着丰富的样式、精湛的工
艺，体现了多彩的民俗，装点着各族人民的生活，成为中华
大地上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

2、你认识这些民族服饰吗？（课件出示，让学生认一认）

三、走进服饰空间



1、从邮票看民族服饰

（1）下面就让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各民族的服饰吧。（p2—3
页，学生自读，选一个你最感兴趣的，把他记下来）

（2）集体交流（请学生说一说，其他同学对照课本，看看他
是否记住了？）

2、从鞋帽看民族服饰

（1）很多民族的服饰特点？（重头轻脚）（2）这些服饰有
什么含意？

3、从配饰看民族服饰

说说各种配饰的作用或来历。

四、认一认，连一连

1、你能为这些少数民族的同胞找到所属的民族吗？

2、学生连一连

3、交流

五、小结

板书设计：

五、赛衣盛会

多彩多姿

重头轻脚



第2课时

一、教学目标:

1、了解南北方各民族的服饰的不同，知道民族服饰与气候的
关系。

2、了解民族服饰与节庆的关系。

3、了解民族服饰与礼仪的关系，从而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

二、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了解民族服饰与气候、节庆、礼仪等的关系。教
学难点： 教育学生要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

三、教学准备：

1、搜集民族服饰与节庆、礼仪有关的知识。

2、搜集自己喜欢的民族服饰图片。

四、教学过程：

一、谈话

各民族的服饰多彩多姿，但你可知道：各民族的服饰还跟气
候、节庆、礼仪有着紧密的关系，今天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
服饰文化。

二、民族服饰与气候的关系

1、南方人的服饰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质地较薄，无领，
短小轻便，头巾。气候炎热）



2、北方人的服饰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衣料较厚，高领，
长袖、戴帽、穿靴子，袍装。天气寒冷）

三、民族服饰与节庆

1、自学课本上的几个民族的节日的介绍，了解与服饰的关系。

2、你还知道哪些与民族服饰有关的民族节日？（交流）

四、民族服饰与礼仪

1、自学课本上的几个民族礼仪与服饰的关系的介绍。

2、你知道还有这样的例子吗？（交流）

五、展示、介绍

1、展示课前搜集的自己喜欢的民族服饰图片，并对图片作一
简单介绍。

2、设计或展示（课本方框中完成）

六、总结

中华民族文化悠远流长，服饰就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从那
多彩多姿的民族服饰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华民族的丰富多彩
和博大精深。

板书设计：

主题

五、赛衣盛会 服饰与气候：

南方人：质地较薄，无领，短小轻便，头巾。气候炎热



北方人：衣料较厚，高领，长袖、戴帽、穿靴子，袍装。天
气寒冷。服饰与节庆： 服饰与礼仪：

课题：欢歌劲舞（鼓乐叮咚—民族乐器展示台）第1课时

一、教学目标:

1、认识部分常见的民族乐器，知道这些民族乐器是中华民族
的文化瑰宝。

2、分享自己认识的民族乐器，了解这些乐器乐器的来历或特
点。

3、通过上网等途径，寻找民族乐器，知道它们的特点。激发
学生的民族团结之情。

二、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知道民族乐器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教学难点：
激发学生的民族团结之情。

三、教学准备： 多媒体

四、教学过程：

一、谈话入题：

在我国各民族同胞的生活里，乐器是必不可少的。各种各样
的民族乐器，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民族乐苑的奇葩，
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今天，就让我们走近民族乐器，来
了解它们的特点。（板书课题：鼓乐叮咚——民族乐器展示
台）

二、展示乐器，交流学习



1、先让学生认一认，说一说。（多媒体展示）

2、在学生说的基础上，出示介绍，让学生读一读。

3、学生讨论：观察这些乐器、读了介绍后，你有什么发现？

4、得出乐器的分类：击奏类、吹奏类、弹奏类、拉奏类。

5、你还知道这几类民族乐器有……（学生说，说后教师多媒
体出示）

三、交流分享：

1、学生自由阅读，分组交流：你知道了些什么？

2、指名学生说说这些乐器中最感兴趣的民族乐器，并说说为
什么？

四、拓展学习：

五、课堂小结：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具有自己本民族特
点的民族乐器，通过了解这些乐器，我们可以对这些民族的
风土人情有更加深入的理解，从而更好地做好民族团结工作。

板书设计：

鼓乐叮咚—民族乐器展示台

击奏类：铜鼓、象脚鼓、纳格拉… 吹奏类：葫芦丝、咚咚喹、
斯不斯额…

第2课时



一、教学目标:

1、通过听、唱民族歌曲，感受民族歌曲的神韵。

2、介绍民族歌曲和少数民族歌手，激发学生学唱民族歌曲的
兴趣。

3、欣赏、学唱民族歌曲，体会少数民族人民的情感。

二、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通过听、唱民族歌曲，感受民族歌曲的神韵。教
学难点：欣赏、学唱民族歌曲，体会少数民族人民的情感。

三、教学准备： 歌曲准备

四、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谈话入题。

2、谈话：民族歌曲是民族音乐之林中一棵古老而长青的参天
大树，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民族歌曲，
来感受一下民族歌曲的神韵。

二、猜一猜，说一说。

1、读关键词，猜一猜：这是哪首民族歌曲？（指名说）

2、看一看歌名，你知道是哪个民族的代表曲目？（指名说）

3、认一认：你知道这些歌唱家分别来自哪个民族？

三、经典传唱：

1、播放歌曲：《嘎达梅林》《阿拉木汗》《龙船调》



2、听完一首后让学生说说感受，然后老师并作简要介绍。

四、唱一唱：

让学生唱一唱《阿西里西》，感受民族歌曲神韵。

五、课堂小结：

民族歌曲是我们中华民族音乐之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里面
有很多歌曲流传甚广。课后，我们可以去收集并学唱其中的
几首歌，丰富我们的课余生活。

板书设计：

第3课时

一、教学目标:

1、通过观赏民族舞蹈，品味各民族舞蹈的特点。

2、介绍民族舞蹈的来源：源于生活，表现生活之美。

3、学跳民族舞蹈，体会少数民族人民的情感。

二、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通过观赏民族舞蹈，品味各民族舞蹈的特点 教学
难点：学跳民族舞蹈，体会少数民族人民的情感。

三、教学准备：

舞蹈视频

四、教学过程：



一、谈话入题：

我国很多少数民族能歌善舞。每逢节日和重大庆典，各族人
民热情洋溢，全身心地投入到歌舞的海洋之中。今天我们就
一起来投入到这些歌舞的海洋之中，体会一下少数民族的热
情。

二、观看视频，体会欢乐。

1、播放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民族舞蹈。

2、分别说说你有什么样的感受？这些民族舞蹈反映了这些民
族的什么特点？

三、欣赏民族舞蹈，体会民族特色。

1、播放维吾尔族舞蹈，说说：有什么特点？（学生说，老师
相机介绍）

2、同样方法介绍苗族、蒙古族、藏族、云南原生态歌舞。

四、寻找石窟中的舞蹈。

2、这些相似之处说明了什么？

（说明：舞蹈源于生活，表现生活之美。）

五、学跳民族舞蹈。

课后，我们可以跟着视频中学跳民族舞蹈，也可以请音乐老
师教我们跳一些民族舞蹈。

六、课堂小结。

民族舞蹈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热爱生活的体现，这些



舞蹈源于生活，表现了生活中的美。希望我们带着一双发现
的眼睛，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并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

板书设计：

舞姿曼妙—民族舞蹈旋转厅

课题：瑰宝探秘（民族戏曲大联唱）第1课时

一、教学要求:

1、了解我国丰富多样的地方戏曲，知道这些戏曲是我国民族
文化的瑰宝。

2、了解部分民族戏曲的经典曲目，知道京剧我四大行当，典
型脸谱的含义；了解特别杰出的戏曲大家。

3、选择自己有兴趣的一个剧种，深入了解其特点。

二、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了解我国丰富多样的地方戏曲，知晓部分经典曲
目。教学难点：指导学生选择自己有兴趣的一个剧种，深入
了解其特点。

三、教学准备： 多媒体

四、教学过程：

一、谈话入题，激发兴趣。

1、多媒体展示示p29页图片，学生欣赏。

2、谈话：京剧、昆曲、刺绣、织锦、陶瓷、草编、蜡染等都
属于民族艺术，是我国的民族文化瑰宝，也是全人类的财富。



它们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凝聚着各族人民的聪明才
智，需要我们去挖掘、探秘。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人们喜闻
乐见的戏曲世界，感受它丰富的内涵，品味它浓郁的韵味。
（揭示、板书课题：瑰宝探秘：民族戏曲大联唱）

二、自学课文，了解民族戏曲。

2、小组交流。

三、自学分享，拓展学习。

1、按顺序出示图片（多媒体）,指名学生介绍，教师相机完
善，择要板书。

2、你还知道哪些戏曲种类？它有哪些经典曲目？（重点：锡
剧）

四、指导研究，深入了解。

1、你对我国的民族戏曲，最感兴趣的是哪个剧种？课后请大
家去合作收集有关资料，作进一步研究。

2、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学唱一下你感兴趣的曲目。在班队活
动上，我们来一次民族戏曲大联唱活动。

五、课堂小结，深化学习。

今天我们学习了，知道了。

我国有56个民族，民族戏曲只是浩瀚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
分。要传承中华民族文化，我们只有不断学习，努力探索，
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在我们这一代不断得到发扬广大。

五、板书设计



瑰宝探秘：民族戏曲大联唱

剧种 所属民族 经典曲目 突出艺术家 藏戏 藏族 《文成公
主》

《诺桑王子》

《空城计》 梅兰芳

《霸王别姬》

昆曲 汉族 《十五贯》

《长生殿》 朱传茗 《桃花扇》

锡剧 汉族 《珍珠塔》

《双推磨》 瑰宝探秘（民族工艺大展台）第2课时

一、教学要求:

1、了解我国富有民族特色的民间艺术，知道这些民族艺术是
我国民族文化的瑰宝。

2、了解部分民族艺术的特点，感受这些民族工艺的文化魅力。

3、根据家乡的特点，引导学生了解紫砂陶的历史、特点，感
受紫砂文化。

二、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了解部分民族艺术的特点，感受这些民族工艺的
文化魅力。教学难点：引导学生了解紫砂陶的历史、特点，
感受紫砂文化。



三、教学准备： 多媒体

四、教学过程：

一、谈话入题，激发兴趣。

谈话：民族戏曲是我国的民族文化的瑰宝，我们知道，中华
文明历史悠远，能体现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不仅仅有民
族戏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民族工艺大展台，体味一下中
华民族的民族工艺的魅力。（揭示、板书课题：瑰宝探秘：
民族戏曲大联唱）

二、学习名绣，体会美丽。

1、自读课文，思考：课文中介绍了哪几种名绣？各有什么特
点？

2、指名交流。（板书：水族马尾绣、黎族刺绣、湘绣、羌绣）

3、多媒体展示刺绣作品，让学生体会刺绣的美丽。

三、学习名锦，体会精湛。

1、自读课文，思考：课文中介绍了哪几种织锦？各有什么特
点？

2、指名交流。（板书：云锦、壮锦、侗锦、土家锦）

3、多媒体展示刺绣作品，让学生体会织锦的精湛。

四、学习陶艺，体会精美。

1、自读课文，思考：课文中介绍了哪几种陶器？各有什么特
点？



2、指名交流。（板书：唐三彩、建水紫陶、景德镇瓷器）

3、我们宜兴称为陶都，哪位同学来说说我们宜兴的紫砂陶的
历史、特点？（指名说，引导课后研究）（板书：紫砂陶）

4、多媒体展示陶艺作品，让学生体会陶艺作品的精美。

五、学习热贡艺术，体会藏族风情。

1、自读课文，思考：课文中介绍了哪些热贡艺术？各有什么
特点？

2、指名交流。（板书：唐卡、堆绣、热贡雕塑）

3、多媒体展示热贡艺术作品，让学生体会藏族艺术的不同的
民族风情。

六、学习苗家蜡染和大理草编。

1、自读课文，思考：苗家蜡染和大理草编的特点？

2、指名交流。（板书：苗家蜡染、大理草编）

七、指导研究，深入了解。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工艺，
这些民族工艺体现的各族人民的智慧，课后请大家去收集一
下：还有哪些民族工艺，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可以小组合
作收集）

八、课堂小结，深化学习。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知道了几种典型的民族工艺。这些民
族工艺和民族戏曲一样，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中的
组成部分。这些艺术瑰宝，既闪耀着各自独特的光辉，又交



相辉映，照耀着人类文明的天空。作为炎黄子孙，我们肩承
着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历史责任，让中华文明更加璀灿而夺
目。

五、板书设计

瑰宝探秘：民族工艺大展台

陶 艺：唐三彩、建水紫陶、景德镇瓷器、紫砂陶…… 热贡
艺术：唐卡、堆绣、热贡雕塑…… 苗家蜡染 大理草编 课题：
节日万花筒（了解各民族与生产有关的节日）

第1课时

一、教学要求:

1、通过资料查找，研究分享等途径，了解一些民族与生产有
关的节日的来历和故事。

2、这些节日中体会各民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生活的
向往。

二、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了解我国各民族与生产有关的节日的来历和故事。
教学难点：体会各民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生活的向
往。

三、教学准备： 多媒体

四、教学过程：

一、谈话入题，激发兴趣。

各民族的特色节日犹如万花筒，透过节日万花筒，我们可以



了解不同民族的生活习俗，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今天
我们就来了解下各民族与生产有关的节日。（板书课题）

二、了解节日意义，体会民族感情。

（学生自学，体会感情）

三、分享节日，进一步体会感情。

1、自学课文，分组交流。

（一）给牛过节（结合多媒体展示）：

（1）土家族的牛王节，牛是主要劳力，犒劳耕牛，表达对牛
王的敬重。

（2）哈尼族的牛纳纳节（五月初），让平日辛劳的耕牛歇歇
气，对牛的敬意。（3）彝族支系黑话人的颂牛节（立冬），
感谢一年来牛的辛勤耕作。

（二）欢庆丰收的节日（结合多媒体展示）：（1）藏族的旺
果节，藏历七八月间，预祝丰收。（2）仡佬族的吃新节，农
历七月初七，庆祝丰收。

（3）怒族的祭谷神节，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举行祭祀活动，
祈祷谷神保佑。（4）新疆俄罗斯族的春耕节，农历二月底或
三月初。

（5）东北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锡伯族的黑灰节，农历正月
十六，象征吉祥，预祝丰收。

（三）有关生产性节日的传说（结合多媒体展示）：

（1）湖南江华瑶族的赶鸟节，农历二月初一，祈求不遭天灾
人祸，辛苦一年有好收成。



四、课堂小结：

我国各民族的有关生产性的节日还有许多，请大家课后收集。
这些节日，都表达了各族人民朴素的感情，对幸福生活的向
往。

五、板书设计

了解各民族与生产有关的节日

民族 节日 时间 表达情感

祈祷谷神保佑。新疆俄

罗斯族

春耕节

农历二月底或三月初。东北达斡尔族 鄂伦春族

锡伯族

黑灰节

农历正月十六

象征吉祥，预祝丰收。湖南江华瑶族 赶鸟节 农历二月初一

祈求不遭天灾人祸，辛苦一年有好收成。

民族团结教育月工作计划篇二

1、新型民族关系：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



2．各民族自治区经济发展的原因（说明了什么？）：

（1）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2）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贯彻落实民族平等、团结
和共同繁荣的原则；

（4）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

3．我国为促进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采取了哪些政策或措施？

（1）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严厉打击制造民族分裂、破
坏国家统一的行为。

（2）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
荣的原则。

（3）建立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

（4）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设立“少数民族扶贫专项贷款”
等。

4．作为中学生应如何履行维护民族团结的义务？

（2）多做有利于民族团结的事，对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
分裂的言行要坚决斗争；

（3）遵守国家法律，不参与违法活动，自觉履行维护民族团
结的义务。

（4）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做到“三个尊重”，即：尊重各民
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

（5）在学校，与各民族同学团结互助，互相尊重。



5．我国政府为什么要严厉打新疆地区的打砸抢烧破坏活动？

（1）打砸抢烧破坏破坏行为是严重的暴力犯罪行为，具有严
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刑罚当罚性等犯罪特征，其实
质是企图把新疆从祖国分裂出去，损害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
益。

（2）中国政府依法打击新疆各种恐怖势力，是为了维护全国
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祖国安全，尤其是维护新疆地区
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安全权和发展权，同时有利于维护中国
周边地区和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民族团结教育月工作计划篇三

“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只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
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
一支支民族团结的歌曲，唱出了我们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理
想、共同的心声。在我心中，民族团结是一束花，我们新疆
就有四十七个少数民族，民族服饰色彩斑斓，民族兄弟多才
多艺。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我身边的民族团结小故事。

我的哈萨克族小伙伴苏尼娅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女生，我和
她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妈妈的单位，苏尼娅的妈妈是我妈妈的
同事，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俩从不相识到相识，从陌生到了
熟悉，从那以后我们便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那是一个烈日炎炎，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和苏尼娅来到十八
区星月广场打羽毛球，我俩打球技术都不太好，我发球不好，
她接球不好，所以该我发球时就让苏尼娅发球我接球。有一
次，我破例想试一下能不能发球成功，结果出师不利不偏不
斜地砸进了离我们不远的水坑里，看着本来洁白的羽毛球现
在变成了沾满泥巴的羽毛球，我和苏尼娅都“咯咯咯”地笑



出了声。

事后我便想，作为比她大一岁的.姐姐，我应该多多练习发球，
不让羽毛球又一次成为“泥巴球”。我下定决心，好好练习
羽毛球。

虽然这是一件小事，但却非比寻常，只有一件件小事积累起
来才能变成一件大事。同学们让我们用真挚的情感来共同维
护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我们的心中生根发芽，让
互帮互助的行动吹响民族团结的号角，让我们都争做民族团
结的好少年！

民族团结教育月工作计划篇四

蔚蓝的天空，是因为有了白云的点缀才不会寂寞；宽广的大
地，是因为有了万物的装点才会生机盎然。在由56个民族构
成的'大家庭里，我们互相帮助，团结一心，一同建造这美丽
富饶的家庭。

民族团结一家亲，56个民族，56个习俗，56种文化，把大地
装点的绚丽缤纷，把祖国的天空描写地雄伟壮丽。

在学校里，我们身边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同学，我们互帮互助，
教学相长，共同学习，共同进步。虽然汉族居多，但每一个
汉族同学都有一个少数民族的朋友，我们彼此信赖，十分默
契，我们同风雨共患难。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老师，他们尽
职尽责，为我们耐心地解答每一道题，让我们打开智慧的大
门。

在社会里，一个乡村，一个县城里都会看见与少数民族组合
邻居，和睦相处，彼此在院里乘凉、唱歌、谈论着自己民族
的习俗，看上去十分的温馨。

在单位里，与少数民族相处十分幽默，一起聊天，一上办公，



一起为美好的社会尽一份力。民族团结是一张合影，他读懂
了人们的心灵，他唱出了人民的心声。

民族团结，是精神的支柱，民族团结，是精神的动力，民族
团结，是不朽的灵魂！民族团结一家亲，让中国走向繁荣富
强，共建美好家园！

民族团结教育月工作计划篇五

主持者：段燕花（班主任）活动内容：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高举维护国家统一、维护社会
稳定、维护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落实关于在我校开展民族
团结教育的指示精神，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各班
学生中深入开展民族团结教育主题班会活动。活动通过宣传
教育、爱国影片班级巡回展演，学习先进典型、爱国征文比
赛、座谈交流等形式展开，围绕“民族团结友爱”、“社会
稳定”等主题进行。

首先，同学们观看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五十六根民族团结柱的
视频，进而引发出本次班会的主题——维护民族团结，共创
盛世辉煌。从这段视频中，同学们体会到了五十六个民族聚
在一起欢度国庆时的喜悦，也对五十六个民族大融合充满了
期待。

3、所有同学应该积极关注各民族自治区域同学的情绪；

4、组织收看《新中国重大决策纪实》这一大型纪录片的第六
集——《民族团结》；

会上，班委同学播放了有关乌鲁木齐“7•5”事件和昆明3.1
恐怖袭击事件的视频短片。观看视频后，各小组代表一一对
这类事件发表了各自看法，同学们纷纷表示，乌鲁木
齐“7•5”事件和昆明3.1恐怖袭击事件，给人民生命财产造



成了巨大损失，在各族人民心中留下了深重伤痛，但是这起
事件破坏不了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的主旋律，动摇不了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
展的信心和决心。

维护和巩固民族团结，就是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反对民族
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祖国统一是民族繁荣进步的根本保障，
民族团结是社会安定、国家昌盛的必要条件。历史和现实都
表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
分裂、民族纷争，则国破家亡、人民遭殃。各民族之间的团
结，以祖国统一为基础，以国家的繁荣富强为依归。坚决反
对一切破坏团结、分裂祖国的活动，坚决维护国家的利益、
尊严和荣誉，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和光荣使命。在社会主
义制度下，我国实现了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各族人民的根
本利益是一致的。在社会主义法制的框架下，充分尊重民族
特点和民族差异，充分重视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
切实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益，促进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学
习、互相合作、互相帮助，民族团结才有坚实的基础，共建
共享和谐社会的理念才能真正落实。

国内外反动势力蠢蠢欲动，意在借此机会打击祖国的统一事
业，我们应该持以清醒头脑，分析反动势力的拙劣伎俩，坚
决予以反对和打击，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祖国
的统一大业。

通过本次民族团结教育，大部分同学表示开始认真思考，从
小事做起，关爱身边的同学，构建和谐校园以及构建和谐社
会，为民族团结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最后，主题大班会在
热烈的气氛中胜利结束！

民族团结教育月工作计划篇六

在我国辽阔富饶的土地上，生活着五十六个民族。这五十六
个民族就像五十六朵花，在中华大地上盛开！



在这五十六个民族中，汉族人口最多，约占全国总人口
的91.59%。其他五十五个民族人口虽少，但他们居住的地域
十分广阔从我国东北的乌苏里江流域西北的帕米尔高原从海
南岛的椰树林到内蒙古的大草原，都居住少数民族。我国少
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方在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
甘肃、青海、云南、贵州、四川等。这些地方大都位于祖国
的边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少数民族人民世代为保卫祖国
边疆而奋斗不息。

我们伟大的祖国五十六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和谐相
处，开拓了祖国的大好江山，这和我们民族之间的团结互助
是分不开的。近年来，我国政府也常常派人去帮助少数民族
发展。

有位汉族干部，在母亲年迈，三个孩子未成年，妻子体弱多
病的情况下，两次响应国家号召，主动要求进藏工作。他把
藏族人民当做自己亲人，关心藏族人民疾苦。他为藏族牧民
看病、治病；用自己的收入，给生活不好的藏民买衣、买粮；
还抚养了两个藏族孤儿。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人民的好干部，不行因公殉职，倒在了
他所热爱的土地上。得知这个噩耗，成千上万的藏民失声痛
哭，在他的墓周围，老百姓敬献的哈达堆成了雪白的小山。

他，就是维护民族团结的好干部——孔繁森！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让
我们和少数民族的姐妹们团结起来，把我们的国家建设的更
富强！

民族团结教育月工作计划篇七

在我成长的道路里，经历了许多快乐，悲伤或后悔的事：有
的使我感到无限的骄傲与自豪；有的使我忧伤与烦恼；有的



在时时激励我要奋勇前进；有的能常常告诫我要引以为戒；
有的让我至今后悔莫及；还有的让我难以忘却……总而言之，
每一件事都常常萦绕在我脑海或浮现在我眼前，让我久久难
以平静但总能帮助我一步步的走向成功，而那个最令我敬仰
的便是“团结”这个词。

记得去年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听见楼上传来了阵阵喧闹声
夹杂着几声叹息，由于父母不在家和我的种种好奇心占了上
风，于是我就跟着几位阿姨上了楼，。楼上人挤得满满的。
都围着王心悦的家门口七嘴八舌的说个不停。好像发生了什
么大事一样，我挤也挤不进去，正在东张西望的时候，我竟
发现妈妈也在门口和一位老奶奶说话。于是我赶紧跑了过去
问到：“妈，他们这是怎么回事，咋都围在这里呢？”妈妈
说：“你怎么也出来了，王心悦他们全家昨天回家看亲人，
今天回家发现家里被盗了，只留下他们的衣物用品，最可怕
的是那张存了三万元的银行卡不翼而飞了，”我的心不由的
一震，王心悦本来就生活的很艰苦，父母都没有工作，只是
在外面做一些杂活来过日子，这怎能不使人感到焦急与无奈
呢？我也真替他们难过啊。真不知道他们以后该怎么办啊！

正在喧闹的高潮，几位警察来了，原来他们是来调查情况的。
于是我们让开了路，随着人群的移动，我看见王心悦的妈妈
趴在墙上一边用拳头捶着墙一边喊到：“以后这日子还咋过
啊！”她爸则在墙角蹲着不停的吸着烟，而心悦则是看看爸
爸又看看妈妈，也哭了起来，不知是什么打破了这时安静的
气氛，只见值班室的李大妈拿着几件衣服和一百多块钱走到
心悦妈妈身边安慰的说道：“来，小玲，别这么伤心，这总
会过去的。

这不，还有我们呢！你就甭哭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必
须手下。”心悦的妈妈收下了钱和衣服，感激的点了点头这
下气氛又变得热闹了，刘阿姨从楼下急急忙忙的跑下来，手
里拿着三个饭盒送到他们家，说：“不吃饭怎么可以？”说
着就掐去心悦爸爸手里的烟，把饭盒递给了他，心悦爸爸端



着饭盒，大滴大滴的眼泪打在了上头。

几个淘气的男孩也纷纷拿出自己心爱的玩具，亲手递给了王
心悦。这时，全场人都伸出了援助之手。有钱出钱，有物给
物，有力出力，忙得不可开交。王心悦爸爸的一个朋友也起
身站在前头带着大家唱到：“团结就是力量······”
歌声激昂有力的回荡在整个家属院，弥散在每一个角落里。
随着飘飘悠悠的歌声，我们看见王心悦一家眼里再一次闪出
了幸福的激动的泪花。

这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爱在这个世间原来还是尚
存着，这时我亲身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这样亲密，
同时团结友爱的精神也在我们心灵深处荡涤着每一个人的灵
魂。在此，我也希望整个中华民族也能有这种民族团结的精
神，繁荣富强！

民族团结教育月工作计划篇八

大家好，我是来自五团中学的参赛选手，今天在这里我要给
大家讲一个学生的故事——《我的维吾尔学生阿不都》。

阿不都是我的学生，他热情、大方、努力、阳光，他给了我
许多美好的印象。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入他的生活，一起聆
听他与汉族师生的点点滴滴。

维吾尔族学生阿不都，是五团中心中学八年级的学生，在他
一年级时，他就跟随父母来到五团，走进了五团一小的校门，
从此成了汉校里的“小巴郎”。如今他已经16岁了，在五团
学校上学也有8个年头了。八年来，他与汉族老师和同学结下
了深厚的友谊，他的许多故事在五团中学传成了一段又一段
的佳话。

记得在他刚进入五团一小的那一年，由于不同的文化差异和
习惯曾经给幼小的他的生活和学习带来巨大的困难。他在学



校感受到了无比的困惑和恐惧。他是左撇子，害怕同学和老
师的嘲笑;他不会说汉语，害怕老师不喜欢他，同学们欺负
他;但他的疑虑马上就在小学班主任田荆树老师的帮助下消失
了。田老师给了他太多的回忆，曾帮他学写汉字的是田老师，
帮他说好汉语的是田老师，帮他处理同学关系的还是田老
师……这位田老师帮助了他，后面也有更多像田老师一样的
老师在默默的帮助着他。在学校温暖的大家庭里，他就像一
棵努力汲取营养的小树茁壮成长。老师们的帮助也使得他比
别的同学更懂事、更努力。由于他优良的品质和不懈的努力，
从一年级到现在，他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优异的成绩和开
朗活泼的性格也使得阿不都成为了同学们心目中的“小博
士”、“小词典”、“开心果”。每当他取得优异成绩时，
他都会说：这都是老师的教导和帮助的功劳，我自己并没有
那么优秀。

在这样的环境下，阿不都渐渐地成长成为了一名中学生。进
入中学的阿不都明显感到了课业负担的加重。可是他又遇到
了一位无私帮助他的好老师——廖静文。廖老师知道他对汉
语的有些意思不能完全理解时，总是想办法解释给他听，同
时还让班里的同学帮助他。很快，阿不都就适应了中学生的
学习，在第一次考试时，他就进入了年级前五十名。

阿不都还是一位“热心肠”。班里的桌凳坏了，他总是第一
个发现，第一个维修;班里的玻璃碎了，他也是第一个买来新
的装好;班里面谁的学习有困难，他总是第一个前去帮助;在
学校组织的为玉树地震献爱心的活动中，他毫不犹豫的拿出
自己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五元钱，捐给了灾区人民。课
外活动中，他总是不落人后，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曾在团中学
“五四汇演”中表演魔术，他用自己精湛欢快的表演，赢得
了观众的好评，成为五团中学的小明星。他的“爱心”
与“热情”使他成为了同学们心中最可爱的人。

但是与同学的交往中阿不都也遇到了一些困惑。那是上学期
的事了，由于和班里的一名汉族女同学发生了一些小矛盾，



阿不都很痛苦。他不知道为什么那位同学会误解他想帮助她
提高学习成绩的好意，却总是对他心怀敌意，并且告到老师
那里说自己欺负女同学。阿不都的困惑一度使自己很痛苦，
但很快在阿不都了解了这位同学的具体情况之后而敞开心扉
的化解了这场矛盾。

阿不都的生活是快乐的，也是阳光的。但是一件本不关他的
事却让他惊恐不已，那就是发生在xx年7月5日的乌鲁木齐打x
砸x抢烧事件。“7·5”时间的发生，一夜之间似乎每一个维
族同胞都成了怀疑的对象。7月7日这天阿不都没来上课，老
师们为他担心，同学们议论纷纷。7月8日，阿不都仍然像往
常一样，背着书包出现在同学们的视野当中。有调皮的同学
逗他，“阿不都，你昨天是不是去乌鲁木齐了，干了啥坏
事?”“阿不都，以后我们再也不去你们家玩了。”……作为
一个15岁的中学生，他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他只是微微一
笑置之，和往常一样上课、写作业……在学校开展的少数民
族同学座谈会上，他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他说，如过没有汉
族同胞对他们家的帮助，没有汉族师生对他的照顾，没有的
繁荣发展也就没有他的幸福生活和来之不易的学习机
会。“7·5”x事件的发生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愚昧和无知而犯下的
滔天罪行，他也深深地为遇难的同胞感到伤心和难过!因此他
懂得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

他，就是我的维吾尔学生阿不都，他正像一只小鹰展翅翱翔
在蓝天，他是大家学习的好榜样，也是民族团结的“新模
范”，我们期待着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让我们用这些平凡的小事来铭记这个维吾尔学生的不平凡，
这将使我们更懂得“民族团结”的伟大意义，为了我们下一
代的美好生活，请我们紧跟党的民族政策和方针，做一个维
护民族团结的好公民!

谢谢大家!



民族团结教育月工作计划篇九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很高兴能参加这次演讲比赛。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
《盛开的民族团结之花》。

中华民族，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她孕育出了五十六个英雄民族，共同捍卫着祖国统一和民族
团结，书写着灿烂的中华文明。在多民族聚居、美丽富饶的
宁夏同心，我们只有互相依存， 互相促进，团结一心，共同
发展，才能构建永久的和-谐。

自从两会工作会议召开以来， 新闻媒体对我们宁夏报道，无
论是新闻里还是老师们都在说：宁夏迎来了大发展、大繁荣
的最好时机，一幅副支持宁夏跨越式发展的宏伟蓝图正在被
绘制。国家的关怀，远在内地的祖国人民的支持不是 春风胜
似春风，吹绿了宁夏各族人民心底的希望、吹开了宁夏各族
人 民心底的最美的花儿。宁夏的花儿响彻了贺兰，这是一朵
民族团结的花儿，这是一朵幸福的花儿，就像贺兰山上盛开
的马莲花，迎风摇曳、尽情绽放。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
之间也相互离不开，”这三个离不开的思想表现了我一直很
喜欢的那句话：天山轻松根连根，各族人民心连心。在各族
人民心连心的民族大家庭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先进人物和
事迹，最让我感动的是海小平叔叔的故事。海小平叔叔是一
个土生土长的普通的回族人民-警-察， 但是他又是不普通的，
因为海小平叔叔正凭着他的所作所为感动着同心、感动着宁
夏、感动着中国。

几年来，海小平叔叔把自己全部的生命献给捍卫人民利益的
事业中， 他的事迹已经深深地烙在了在各族人民的心中，
在全国营造出人 人求团结、处处讲团结、事事谋团结的浓厚



氛围，民族团结之花在这里纵情怒放。

在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中民族团结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各族 人民之间的关心和爱护是天经地义的。让我们心连心，
手挽手，为宁夏的安定团结贡献自己的一片爱心，为祖国的
繁荣昌盛携手共进!让我们向阿里木叔叔学习，用自己的 真
情和行动浇灌一朵朵民族团结之花， 让民族团结之花开得像
火一样红!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