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得(优
质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教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得篇一

如同个体成员会不断追问自我生命的存在价值与意义一般，
一个国家和民族也需要时时省思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目标
定位与理想追求。显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上述双
重省思的产物，呈现出小我和大我的深刻关联。

一方面，一个人就像一滴水一样，可以映射出一个国家和民
族的缩影。也就是说，小我之个体的观念意识与行动取向，
会深刻地影响大我之整体的形象、面貌与走向。另一方面，
这滴水又会跟随大江大河汇入大海，流向远方。

换言之，大我之整体的生存状况与未来愿景的构思，又会直
接关乎小我之个体的生命质量与期待。因此，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和意义，就可以从整体和个体的双重视角
加以审视。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只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
歌里唱的真好。中国人民经历了多少苦难，还是那么团结。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精诚团结，才能自立于世界，才能
谋求进步和发展。特别是我们这些作为新世纪的接班人的青
少年更应该学会团结，这样才能立足社会。继承和发扬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作为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



生活中，我们要学会团结，了解团结的重要性。让团结伴随
我们。今天的中国需要团结，明天的中国更需合作，让我们
共同建设美好的祖国。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新时代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铸牢意识是成员间关系交往互动的过程性存在。正是在这个
过程中，诸种联系才会发生，才会生成，价值才会呈现。也
就是说，当你真正的走出自我确定的边界去接近自然，去触
摸世界、去倾听他者的心灵召唤，去为他人做一份贡献时。
你的感知体验、行动意向、存在价值才会慢慢变得饱满。

在努力去构织关系的过程中，一个人才能慢慢形成一种相对
稳定可靠的归属状态。当然，意识铸牢并不存在于消解个体
的独立自主，也不是放任群体性的盲从，而是需要你心存理
性判断，知识经验和价值信仰，并具备独立自主的能力。

教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得篇二

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大国，是一个拥有56个
民族的多民族国家。而团结，正是中国必不可少的。

五千年来，也有许多著名的民族团结的事。比如，昭君出塞、
孔繁森的故事等。

孔繁森出生于1944年7月，是山东聊城人。1979年，国家要从
内地抽调一批干部到西藏工作，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孔繁森
主动报名，并写下了“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
不还乡”的条幅。1993年春天，孔繁森赴任阿里地委书记后，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全地区106个乡村他跑了98个，行程
达8万多公里，茫茫雪域高原上到处都留下了他深深地足
迹。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完成任务返回阿里途中，不幸



发生车祸以身殉职，时年50岁。就这样，一个优秀的干部永
远离开了我们。

对于一个小团体，团结可以成功，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团
结是和平的象征，团结就是力量!

教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得篇三

团结就是力量，五十六个民族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还记
得，上学以后，我学会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中国人”慢
慢又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中国的强大”。

从小，我就为我能生活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而自豪骄傲，
因为我知道，这片土地，汇聚的56份热情;这片土地，汇聚的
是56种希望;这片土地，汇聚的是56颗炽热的爱国之心!

我知道，我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是一个各族儿女都
团结一心，共同推动社会繁荣的发展大国。

有句话说得好“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自古以来，钓鱼山本
来就是属于中国的`领土，一个小小的日本，想买我们的领土，
不买就抢，全国与世界的人民，我相信，现在都看得清日本
是一个怎样无耻、霸道的、小到用一百个日本，才低得中国
的领土。

在这一点上，足够证明中国人民的团结，比团结，比人力我
们样样赢你，小小的日本，你不要嚣张，最后的胜利是要靠
民心所向的。



教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得篇四

从整体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比找到路的方向和归属，更能
给大家带来希望和幸福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良好发展即是
如此，总是建立在一定的意识自觉、精神指引和美好追求上，
这离不开共同体意识的有效支撑。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关乎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气质与命运走向，有助于明确
政治方向、汇聚智慧力量、提供精神归宿、巩固国家善治、
捍卫民族尊严。

有助于明确政治定位，指明行动方向。“没有方向的船，什
么风都是逆风”。作为党和国家在十九大提出的重要论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对新时代包括民族工作在
内的.各项工作的具体开展提供政治定位、点亮行动的明灯。
在深化改革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行动指南，更有助于确立民族共识、巩固集
体认同、铸牢整体意识，激发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建设性
与能动性。

有助于汇聚集体智慧，凝聚发展力量。谚语有云，“众人拾
柴火焰高”。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行动指南并努力
维护共同体的行动举措，实际上是一个智慧聚集与力量凝聚
的过程。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每一个别的人常常是无善足
述;但当他们合而为一个集体时，却往往可能超过少数贤能”。
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正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发
挥中，我们党和国家才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了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飞跃。因此，新时代仍需努力铸牢这种意识，以充分
凝聚人心、汇集有效资源、整合进步力量。

有助于共筑精神家园，提供精神归宿。现代社会在带来丰饶
物质的同时，也裹挟了浮躁、焦虑与不安，而后者的凸显即
是共同体意识缺失所带来的精神空虚的表现。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实际上是扎根中华文明的沃土，汲取民族文化
的营养，创新性地构筑安宁真诚的精神家园，形成一个共同



认同、栖息的精神意义世界。唯有如此，才能滋养并慰藉共
通性的内在心灵，形成精神上的共有归宿。

有助于维系良好秩序，巩固国家善治。有情有义，方能行稳
致远，一个国家和民族也是如此。大家有情有义，同铸共同
体意识，才能开展有效的互动与合作，形成充满活力的制度
体系与治理格局。共同体意识的存在与铸牢，是善治形成并
巩固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其蕴含的权威理念、规范意义，是
成员形成正当性、有序性观念和行为的重要依托和体现。与
此同时，共同体意识还蕴含着一种对未来的积极期待，从而
对秩序的未来延续与创新提供良好的保障。这些都将有助于
促进成员主体的多元合作与共治，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福
祉。

有助于促进民族振兴，捍卫集体尊严。集体尊严是一种不可
冒犯的独立自主状态，但更是一个赢得尊重的担当贡献过程，
这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大家共建共有的价值感。这种尊严
状态既建立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坚实基础之上，又依赖
于每一个国人的付出、担当与贡献。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在
近代蒙受外来侵略、内部衰败苦难的民族而言，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铸牢与否，直接关联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兴衰和尊严。

教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得篇五

第一，加强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宣传教育。

要坚持不懈地开展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民族法规以及民族
团结、民族基本知识教育。

高度重视和防范出现伤害民族感情、有损民族团结不良信息
的传播。

努力经过形式多样、扎实有效的宣传教育使党的民族理论和



政策以及“三个离不开”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第二，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坚持广泛深入地开展民族团结提高活动，真心实意地为少数
民族群众和民族群居地方办实事、办好事，充分尊重少数民
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在节庆、饮食、
丧葬等方面的特殊需要。

第三，正确处理影响民族团结的问题。

第四，切实发挥少数民族干部和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的作用。

进一步提高依法管理民族事务水平，妥善处理涉及少数民族
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矛盾和纠纷，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
民利益，维护社会稳定。

教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得篇六

民族团结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政治基础，祖国统一、民族团结
是各族人民之福，祖国分裂、民族冲突是各族人民之祸，加
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三心合一心，
黄土变成金”。

团结是力量，团结是财富，团结是生产力，团结是国家发展
进步的基础。“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使数万同胞遇难、
数百万人痛失家园，灾区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蒙受
巨大损失。地震天不塌，大灾有大爱。

地震发生后，全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传播
着血浓于水的中华民族骨肉亲情、民族大义、文化大同、无
疆大爱，全国各族人民充分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爱国
主义精神，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这是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
果，是党富民强国大政方针的生动写照，充分展现了中华民



族团结一心、风雨同舟的强大力量。

高举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
族团结的旗帜，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爱民族团结，像保
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民族团结，自觉扞卫各族人民的根本
利益，扞卫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严厉打击民族分裂主义，
坚决粉碎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分裂破坏图谋。

只有各兄弟民族手挽手、心连心，团结一致，才能众志成城，
抵抗自然灾害，应对金融危机，在风云突变的国际局势中立
于不败之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