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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民族高校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发布日期 ：2007-10-5 19:56:10         作者:海金宝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 预科教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作为文化传播、教书育人的民族高校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成为培育和谐精

神，传播和谐文化，实践民族和谐及引领和谐风气的重要力量，为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和智力支持。 

   关键词：民族高校；社会和谐；校园文化 

   中图分类号：G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83(2007)03-0131-03  

      人类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发展，而发展只有步入科学、和谐与可持续的轨道才能得以真正实现。“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

已成为当代中国的主导潮流，它不仅是一项伟大的理论创新，也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和社会实践，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作为传播

文化、教书育人的民族高校在其中应发挥重要而特殊的作用。 

                                              一、民族高校是培育和谐精神、倡导和谐理念的重要阵地 

       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追求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自身的和谐，其核心是“人”。“在知识时代，受过教育的人和他们

的思想已成为国家的财富……大学所提供的服务是当今社会取得优先优势的关键”
［1］(4)， 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人，在于拥有和谐思

想和观念的人。高校不但培养人的才干，传授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人的精神、理念和品质，教给学生处世的原则与科学的思维

方式。“高校有能力先行一步，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排头兵，从而发挥和谐校园的先导性、示范性、代表性的作用。”
［2］

(26) 所以，在高校的教育过程中发展和谐文化，培养和谐的价值观、和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就显得十分重要。 

首先，提倡和谐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要让学生明白，个人的追求、发展离不开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发展和提升；要强调个性发展与全面

发展相统一，个人与集体、责任与义务统筹兼顾。大学期间正是年轻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与和谐理念，将对其一生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使他们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和人际关系时能有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能力，具备科学辩

证的思维方式和进退有序、张驰有度的行为规范。 

      其次，培育学生良好的心态，健全的人格，促进心理和谐。必须在大学教育中重视心理健康，培育学生乐观、豁达、宽容的精神，

使其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以积极的心态看待事物，面对困难和挫折能积极应对，理性诉求。让学生知道，事物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循序渐

进的过程，面对问题、矛盾时既要积极奋斗，改变不良的社会现象，争取事物向公正、公平、完美的方向发展，又要理性看待发展中的

问题，始终把握事物发展的主流，避免过激思想和行为对社会稳定及个人发展造成危害。 

      其三，提倡和谐教育理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有关和谐教育的思想源远流长。在人才培养上，一直都很重视德才兼备、知行

合一，同时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及自然的和谐，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

是在强调事物的多样性，多样而和谐、共同发展；孟子认为，天时、地利、人和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强调自然和谐的重要性，更强调人的和谐。当今社会更是一个多元一体的社会，更加重视人格化，以协作求发展、以技术复合与

环境复兴为特征。在大学教育中要始终贯穿和谐教育的理念，使学生在德、智、体、美与知、情、意、行等各方面得到协调、有序的发

展，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及协作、协调的意识和能力，并使和谐思想成为学生自觉的思维方式。 

                                                                二、民族高校是和谐文化的传播者 

      和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世间万物和而不同，有序协调，共生共荣，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自然和谐。“中庸”、“和

合”思想根深蒂固，源远流长。民族高等院校是人类文明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之地，有着丰富的文化积淀，在道德教化及人格塑造方面有



得天独厚的条件，应积极挖掘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和谐文化，深入研究，广泛传播，使和谐思想深入人心，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和民

众自觉，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理论与智力支持。 

       需要强调的是，民族高校在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传承方面具有优势，而各民族文化遗产中有关和谐的内容异常丰富，需要大力挖

掘、整理、介绍，尤其是民间传统文化、宗教文化中存有大量具有民族特色的伦理道德和行为准则，涉及人与神（自然）、人与人、民

族与民族乃至家庭、社会、生产生活各个方面，其中不乏人伦、秩序、仁爱、和睦的思想，对促进社会和谐大有裨益，是难得的精神食

粮。在各民族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中，调节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内容相当丰富，“概括起来，在个人与社会方

面，强调集体主义、团结协作、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共财物等，如我国苗、侗、瑶、彝等民族中存在的石碑制、款规、瑶老制等制度

就是一种集体力量的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主张惩恶扬善、诚实宽容、慷慨仗义、重义轻利等”，这些伦理道德思想“是以整体

的形式存在于我国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在塑造社会成员和维护社会秩序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3］(12)；而民间口传文学中那些

有趣的动物报恩故事，无疑在道德教化的同时，也在宣扬着朴素的环保和动物保护思想；各民族神话、史诗中有关各民族“同源共祖”

的记载，更是中华民族民族认同意识的绝妙写照。 

      在社会生活急剧变化，各种思潮泛滥，传统道德日益沦丧的当今社会，那些尚未污染、纯净的民族优秀文化就显得弥足珍贵。而这

些来源于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中的思想观念也易于被本民族群众所接受，其感召力、约束力远不是他民族文化所能代替的。在这方面民

族院校将大有可为。所以，加强民族文化的交流、传承和研究，既是民族高校责无旁贷的职责，也是民族高校办学特色的绝好体现。 

                                                          三、民族高校是民族和谐的实践者 

      所谓民族和谐就是民族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团结和睦，共同发展。民族高校的存在与发展本身就是我国致力于民族和谐的生

动写照。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院校已发展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巩固边疆、加强民族团结

方面作出了特殊贡献。 

      民族高校在招生、就业、专业设置、科研、学生活动等方面长期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在资金投入和政策方面向少数民族倾斜，使得

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广大学生获得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体现了民族平等。在大学校园内，少数民族学生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得到了

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学生的权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成为学习和研究的热点、亮点，许多少数民族典籍被整理出版；

广大民族学生在老师指导下对本民族文化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有了展示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平台，各民族文化得以最大范围的交流，促

进了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借鉴。在学生思想教育方面，民族高校十分重视民族知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民族平等、民族和谐

的宣传教育，使各民族学生在校期间牢固树立民族和谐的理念和“三个离不开”的思想。当学生们走向社会，回到民族地区后，他们不

仅是民族地区的建设者、管理者，也成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捍卫者，为稳定社会、发展边疆作出贡献。 

       民族高校的特点之一，就是民族学生集中，而各民族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生活习俗各不相同，民族文化的相互碰撞、交融是不

可避免的。要承认和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证明，多样性的互动交流是激发创造力的源泉。多样性是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多样性的民族文化共存共生，则是创造和谐社会、激发社会创造力的重要条件”
［4］(5)，如果不注意协调、妥

善解决，必将引起思想混乱，甚至引起社会动荡。所以民族高校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利用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积极倡导不同文化之

间的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使民族团结、和睦相处、共同繁荣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各民族的共识。大力营造和谐的文化氛围，使各民

族的大学生在这样的氛围中去思考、感悟、理解，净化灵魂，升华人格，完善自己。 

      总之，民族和谐既是党的民族教育政策的核心，也是民族高校独特的教育理念。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民族高校的存

在与发展是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和谐思想的生动体现和成功实践。 

                                                        四、民族高校是社会和谐风气的引领者 

      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要关心人、尊重人，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助人成功，助人成才，学校

与个人和谐发展，相互促进，体现了高校发展的价值取向。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实践，民族高校在教育管理过程中应

当成为积极的实验者和示范者。“大学应该是处理社会主要问题的实验室和范型，大学生和教职工应成为一个理性的群体，在这个群体

中，人的心灵得到培育和锻炼，从而能够面对最大、最持久的挑战”，所以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守护人和传承者，还应当成为它所在社

会的巨大变革力量，“能够普遍引领社会进步”
［1］(34) 。 

      高校的这种示范作用主要是通过其独特的校园文化及其培育功能得以实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构建和谐校园也是全面建设和谐社

会的必然要求和生动体现。和谐文明的校园文化对在校师生有潜移默化的功能，不仅影响他们的思想观念，也会影响其行为举止，并通

过他们与社会的联系，对整个社会风气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引导作用。 

      首先，和谐校园应是民主法制的校园。学校的管理、运行，师生的权利和义务，利益的分配都必须建立在民主法制的基础之上。合

理有序的制度，科学民主的管理不仅能使学校正常运转，也使得广大师生在一个和谐民主的环境下充分发挥各自的能动性，各尽所能，

各得其所，和谐发展。 

      其次，和谐校园应是公平正义的校园。一个公平正义的校园意味着在良性机制下，机会是均等的，竞争是公平的。在校园内，任何

人都可以通过公平竞争获得自身的利益和发展，各方面的利益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协调。 

      其三，和谐校园应是诚信友爱的校园。基于诚信友爱的校园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内耗和摩擦，有利于个体身心健康和事业成功，使



学校整体利益最大化，从而增强学校的凝聚力。人们可以在相互信任和相互关爱中感受做人的价值和尊严，体验生活的美好，激发无限

的创造力。 

      其四，和谐校园应是安定有序、文明的校园。在一个制度健全、管理完善、秩序良好、安全文明的校园内，每个人都有较大的发展

空间，每个人的潜能都有可能得到最大的发挥，从而进一步促进学校的发展，使其社会影响日益扩大，最终通过学校、师生与社会的互

动，发挥高校对社会的影响作用，引领社会风气。 

      总之，民族高等院校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在构建和谐社会、创建和谐校园的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为民族地区的可

持续发展，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提供人才和智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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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society involves participation and efforts of all members of our society. 

As the front for culture progress and moral educatio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ethnic minorities 

should bring their advantages into full play, implanting harmonious culture, practicing harmonious ties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playing a key role in creating a harmonious enronment, so as to prode powerful 

theories and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for ethnic minorities; social harmony; campu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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