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区别 民族理
论的论文(模板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区别篇一

赫尔德说，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20世纪末对应于全球化浪
潮，民族主义的兴起如压弯的树枝的反弹（伯林语）。而中
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也与国学、后现代主义、
自由主义并起，成为90年代的四大主义之一。

一民族、民族国家以及民族主义

民族、民族性，以及民族主义，某种意义上是现代性的产物，
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这些人造物之所以在18世
纪末被创造出来，其实是从种种各自独立的历史力量复杂
的‘交会’过程中自发地粹取提炼出来的一个结果；然而，
一旦被创造出来，他们就会变的‘模式化’，在深浅不一的
自觉状态下，他们可以被移植到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地域，
可以吸纳同样多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型态组合，也可
以被这些力量吸收。”[1]民族“是一种想像的政治共同体-
并且，它是被想像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
同体。”“想像的共同体”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
实”。

中古之后，基督教信仰逐渐，各种思潮乃以其他符号或事物
取代上帝的位置。自由主义是个人，社会主义是社会，民族
主义则是以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取代上帝。民族本质上是一
种现代的想像形式，它源於人类意识在现代性过程中的一次



深刻变化。

使这种想像成为可能的有两个重要的历史条件，首先是认识
论上的先决条件，即中世纪以来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所发生的
“根本变化”。这种人类意识的变化表现在世界性宗教共同
体，王朝，以及神谕式的时间观念的没落。这三者构成
的“神圣的，层级的，与时间终始的同时性”旧世界观在人
类心灵中丧失了霸权地位，人们于是开始想像“民族”这
种“世俗的，水平的，横断时间的”的共同体。新的时间观
即华特。班雅明所说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而18世纪
初兴起的两种想像形式：小说与报纸“为‘重现’民族这种
想像共同体提供了技术的手段”，因为他们的叙述结构呈现出
“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依循时历规定之节奏，穿越同质而空
洞的时间的想法”，而这恰好是民族这个“被设想成在历史
之中稳定地向下（或向上）运动的坚实的共同体”的准确类
比。民族想像的另一个社会－结构上的先决条件，是“资本
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
这三个因素之间“半偶然的，但却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
促成了拉丁文的没落与方言性的“印刷语言”的兴起，而以
个别的印刷方言为基础而形成的特殊主义的方言－世俗语言
共同体，是“民族”的原型。

民族主义的经典定义是：“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是全等
的”[4].伯林概括民族主义的四大特征是：坚信归属一个民
族的压倒一切的要求；构成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员的有机的关
系；保持某一种特殊的信仰、追求某一种特殊的政策、服务
于某一种特殊的目的、维持某一种特殊生活的一个理由、或
许是最有力的理由，就是这些目的、信仰、政策、生活
是“民族的”；最后，在诸多争夺权威或忠诚的竞争者中，
民族的诉求是至高无上的。[5]民族主义是一元论的，一种完
备性学说。阿伦特认为民族主义的错误在于混淆了民族成员
与公民，所以损害了多样性。

阿克顿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一种他称为“民主理论



的产物”，另一种他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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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为我们坚持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不断在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打开了新的理论
视野。

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都产生于党和人民事业发
展的实践进程中，也都是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服
务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
思主义，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
是保持党在理论上实践上先进性的本质要求，具有充分的理
论依据。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由具有共产
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基于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共同的
纲领和严格的纪律组织起来的政治集团。理论上的先进性和
实践上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最
鲜明的本质特征。党要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
思想，作为全党团结前进的精神旗帜，作为改造客观世界和
主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保持和发展党在理论上的先进性，
必须重视学习、善于学习。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
吸收人类全部知识的基础上产生并且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
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思想理
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准确掌握和自觉运用这一具有丰
富知识含量、思想含量的先进理论，没有老老实实的态度、
扎扎实实的功夫和持之以恒的毅力认真学习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在学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马克思主义民
族理论相结合认真领会自己的工作中，为教育事业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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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在研究民族理论
和民族政策的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
它揭示了民族发展的规律，提出了一系列民族理论的纲领和
方法。在学习民族理和与民族政策课程的过程中，我们要不
断创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注视教学内容的时效性
和合理性，培养学生们具有初步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念。
本文结合少数民族地区教学工作，略谈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课程的教学内容创新问题。

关键词：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教学创新

中国共产党自产生以来就很重视民族的问题，依据马克思主
义的民族理论制定了许多合理的民族政策，为全国各族人民
的平等团结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随着改革开
放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掌
握党的民族政策，是每个学生的必须掌握的知识。因此，在
关于民族**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应当结合学生的实际，增强
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学的时效性和创新性。

1课程目标上，老师要做到知识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我国民族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格局。学生们在掌握了我国民族的基本情况后，通
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让学生科学的认识我国民族
与民族**的根源，使同学们树立各民族相互依靠，谁也离不
开谁的观念，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与世界观，让学
生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

在教学过程中，老师要培养学生们的民族意识。培养他们热
爱少数民族，热爱中华民族，使学生们形成促进各民族的进
步和团结，维护祖国和平统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贡
献的正确民族意识。作为党培养的优秀知识青年，我们应当



处理好这些关系。让学生们成为共产党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的拥护者和执行者。纵观民族发展的历史，中国在民族**上
是解决得最妥当、最好的。是任何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这
应完全归功于我党正确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要让学生们
了解党的民族政策，了解新民族政策带来的成就，特别要让
学生们了解少数民族地区在民族政策指导下，取得的伟大成
就，从而正确理解党的民族政策，自觉地成为我党民族政策
的`拥护者和宣传者。

2在教学内容上，要与时俱进，把新时代的精神注入新的民族
理论中

任何理论都要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也是如此。
在民族教学过程中，老师要突出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处理民族
**的政策与理论，把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坚决贯穿
到民族理论和政策的课堂教学中，把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
少数民族地区在党的科学民族政策指导下，现代化建设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将这些内容贯穿到民族教学中去，
可以引导学生们执行党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的自觉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改革开放的
新局面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问题，在总结我党历史经
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工作的理论指导，为民族工作的开展
指明了道路。所以，老师在进行民族理论和政策的教学过程
中，要把三个代表贯穿其中。

科学发展观理论是胡xx同志等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总结现代化
建设的经验、顺应历史潮流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对我党关于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点的继承与重大发展，它是关于马克思主
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重要体现，是与马克思主义、三个代
表思想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指导方针，是发展社会主义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
理论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它的要求是经济、社会、人的全面



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根本的方法是统筹兼顾，平衡全国各地
区的发展能力，增强少数民族的发展机会，最终实现各民族
的统一协调发展。统筹兼顾的思想是要根据民族地区的发展
状况与民族地区的实际，制订一些符合实际的政策与措施，
领导各族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用先进的科学发展观指
导工作，是党的民族理论和方法创新的根基本要求。

胡xx同志在党的报告中庄严提出：“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
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深入开展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
衷共济、和谐发展”。所以，我们把新时代的精神纳入到民
族教学的内容里，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民
族政策有着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3教学形式要灵活多样，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民族理论课在课堂的教学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空洞和乏味、学
生不感兴趣等问题，如何让民族理论课生动活泼起来，提高
学生学习民族知识的兴趣。笔者认为，我们要解决两个重要
问题。

(1)老师要坚持教学手段的多样灵活，教学方法要寓教于乐。

在民族理论的教学中，老师要尽量采用一些多媒体技术，多
选学生们感兴趣的、熟悉的生活案例，引导学生们讨论与剖
析案例。与此同时，学生们要从课堂走到社会中，深入少数
民族地区，通过实地参观、考察参观和访问等形式，提高他
们的学习民族理论的兴趣。例如，带领学生们参观少数民族
文化展览馆，使学生们感受到少数民族的悠久历史与辉煌的
文化，增强学生们的民族自豪感，带领学生们考察新农村建
设，并进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调查等等，使学生们感
受到，在党的正确民族政策的引领下，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通过这些灵活多样的实
践活动，学生们既增加了民族知识，又增长了他们的见识，



教学成效十分明显。

(2)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拒绝空洞的说教。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是对世界民族和民族状况进行了深入
研究的前提上，对无产阶级处理民族**的经验进行了深入总
结的基础上建立与发展起来的，所以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
创造力，并深深地扎根于民族地区的土壤中。学生们在学习
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时，是要用它处理具体的民族**、
民族工作，解决实际的问题。所以，在民族教学中，要尽可
能的联系社会和学生们的思想问题，以解决学生们在思想与
认识上的不足。

4结语

在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课程教学中，我们要做到民族**的
知识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教学过程中要坚持与时俱进和创新
精神，把新时代的创新精神注入新的民族理论中，老师在课
堂教学过程中，教学形式要力求灵活多样，做到民族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增强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教学的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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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毕业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我得到了各位老师、同学的很多
指导和帮助。在此，我非常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孙大雄教授，
从论文的选提，搜集材料、文章框架直到写作，从论文的初
稿到定稿反复修改的整个过程，孙老师以其耐心、认真的指
导和严格的学术要求帮我把握论文整体的脉络走向。孙老师
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丰富的知识使我终身受益。

我非常感谢刘一纯老师、陈志英老师在论文开题时对我论文



所提出的中肯意见和建议，使我可以及时纠正某些内容考虑
上的不足和偏向。

我非常感谢我的同学们和我的室友们。在华师这三年的硕士
研究生学习生涯中‘得到的他们的爱护与关切，建立了深厚
的友谊，希望这种友谊常青。非常感谢我亲爱的同学刘义深、
曾美玲等各位的互帮互助。非常感谢我的宿舍姐妹们塔西克
孜、刘婧和徐甜，没有你们，就没有我这三年快乐充实的研
究生生活。

我非常感谢我的家人。他们默默无闻的支持每每成为我前进
的不竭动力。在我的教育方面，父母从没有过多的要求我，
只要学习上需要什么他们一定帮我实现，谢谢他们在学业和
生活上无私的支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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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在尊敬的导师夏雄军教授的悉心指导下独立完成的。
导师夏雄军教授在本文的选题、论证和写作过程中给予了精
心的指导，而时常被导师扎实的文学基础、严谨求学的治学
精神所感染，无论是学识，还是为人，导师夏雄军教授都是
我学习的榜样。

感谢康涛副教授在开题阶段提出的宝贵意见为本文论文的完
成打下了基础，提出了许多富于针对性和指导性的意见和建
议。在此，谨向康涛副教授致以诚挚的感谢!在湖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两年的学习期间，学院的领导和老师给了我莫大的
关心和帮助。为了我的论文，师大附中民族乐团指挥教师李
鹏程老师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在此，对各位领导和老师一并表示表示衷心的感谢!还有我亲
爱的同学们，为我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对他们无私的帮助，
我也深表谢意!



虽然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各位领导和老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和帮助，但由于本人能力水平有限，论文中还有一些不足之
处，恳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