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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中国教育体系全部过程。然而，其教学效果却差强

人意，尤其是不同高校、不同专业学生学习意识更是参差不齐，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思想

政治教育的环境下，如何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是思想政治工作战线人的重要任务。论

文以民族地区音乐专业为探索样本，结合专业特征，在“大思政”教育背景下，尝试将“课程

思政”新模式融入专业特征之中，着力“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思想政治

教育根本性问题，以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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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ers. Takingmusic specialty in minority areas as a sample, combining

with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tries to integrate the new mode of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focusing on the fundamental issu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Who to train people, who to train, and how to train people", in order to

strengthen ideological and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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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Guizhou Colleges for Nation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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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ning Yang

1 引言

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2013年，
习近平同志在给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全校学生的回信中这

样写道：“我国各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

部分。”2017年 11 月，习近平同志在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

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中写下殷殷嘱托———永远做草原

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近平同志又于 2019年 7 月 15日

赴内蒙古自治区考察调研，了解社区基层党建、民族团结融合

等情况。随后，他来到赤峰博物馆，了解当地历史文化沿革，同

古典民族史诗《格萨（斯）尔》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亲切交

谈。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多种方式强调了弘扬中国各民族文化

的重要性，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在新时代环境下如何强化民

族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一个关键课题，还强调要不

断创新工作思路，增强对青年的凝聚力、组织力、号召力。少数

民族地区高校更应该突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学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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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让思政课堂有活、有神、有型。

2 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学情分析

结合思想政治课程《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的课程构架，按照课程内容构架次序，分别选取

不同时期时代特征背景的爱国歌曲作为研究对象。少数民族

大学生具有的民族情感、文化、语言等特殊性，不仅仅作为处

于青年的德、智育关键期，是三观成熟期间，且原生性、先赋性

的本民族认同感同样处于构建时期，对于理性认知客观事物

的心智尚未完全成熟，辨析各种信息本质的判断力依然不足。

然而大学生又处于三观成熟的关键时期，必须以大学生喜闻

乐见的方式引导其对民族、国家、制度、文化、道路等要素达到

确实、客观、深入的认知，夯实民族地区大学生坚定“四个自

信”的思想基础。

本文选取 3 首典型民歌作为课堂教学题材，分别是藏族

歌唱家才旦卓玛老师演唱的《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反映邓小

平改革开放伟大创举的《春天的故事》、反映贵州省在西部大

开发中旧貌换新颜的《总书记来到布依寨》等。目的就是引导

学生了解从曲目内容所表达的时代变迁的原因、意义，让学生

立足家乡与生活环境的万象更新事实中领会时代的日新月异

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内在联系。歌曲，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

中凝练出来的思想表达的一种艺术形式，其具有旋律性、思想

性统一的内在特征。古今中外，歌曲都在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

中被赋予特定的思想内涵。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人们发现音乐

系大学生一般文化课基础较之其他院系相对较弱，而且以往

的思政课主要是“满堂灌”的教学方式，教学效果欠佳，学界一

直提倡的“以生为主”的课堂教学模式依然难以形成。基于本

质专业素养，学生对该艺术表达内涵与形式最为熟悉、亲近，

故而需要教师因人制宜、因材施教。

3 曲目的思想内涵及感染力

3.1 作品的思想内涵解析

音乐的力量是巨大的，是人类本能的精神需求。音乐的旋

律可以穿透时空、穿越国际、穿透人群，亘古以来就是人们抒

情达意的重要形式，给人以冲击灵魂的感受，是人类共同的精

神食粮。优秀的民族歌曲都是旋律与思想的有机结合，在给人

带来美感的乐感的同时，又通过高度浓缩的歌词表达某一中

心思想。是一种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载体，正是如此，才广

为人们所热爱，对于民族院校大学生尤其重要。古今中外，诗

词歌赋等艺术形式都是人类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如贵州黔

东南侗族大歌、苗族飞歌，以及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等各个

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艺瑰宝，在文化多元化的

当下，引导大学生自觉认知主流正能量艺术形式，对抵御各种

歪曲、污损党、国家和制度的浊流和树立“四个自信”具有举足

轻重意义。

本文选择的作品《共产党来了苦变甜》是电影《农奴》的一

首插曲，叙述藏族农奴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下翻身得解放的

中心思想的歌曲。曲目内容通过排比的手法将藏族同胞生活

境况做了铺垫叙述，从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社会新旧比较，凸显

中国共产党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歌曲《走进新时代》则是

中国在进行“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开放伟大时代转折新局面视

野下谱写而成的作品，是中华人民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

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真实写照，奠定了中国走进一个全

新的发展时代的主题。第三首是《总书记来到布依寨》，取材于

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视察黔西南的重大实践，这

是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真切关怀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

里程碑，全州人民欢欣鼓舞，记录了少数民族地区在党和国家

关怀下奋力后发赶追的贵州精神面貌。

3.2 作品的思想感染力

在曲目选择上，笔者依据课程构架的时间先后而定，即：

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的

时间脉络，每一首歌曲都是当时的社会思想的反映。中国共产

党诞生后，以民族解放为革命目标，从建立工农红军开展武装

斗争夺取政权、到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路跌宕起

伏的艰难行进，用鲜血铸造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嵌入了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的解放的主题

思想。

《共产党来了苦变甜》

--作词:黄宗江 作曲:彦克--
喜马拉雅山啊再高也有顶啊

雅鲁藏布江啊再长也有源啊

藏族人民再苦啊再苦也有边啊

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啊

喜马拉雅山啊再高也有顶啊

雅鲁藏布江啊再长也有源啊

藏族人民再苦啊再苦也有边啊

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啊。 [1]

《春天的故事》歌词其实就是生活的抽象凝结，也是对历

史过程的叙事，当下大学生无法亲身经历当时的社会经历，自

然就不能对历史过程进行真切体会。歌曲《春天的故事》展现

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历史画卷，呈现出中国第二次革命性的跨

越，实现了新中国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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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故事》

词：蒋开儒，叶旭全

曲：王佑贵[2]

1979年
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

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

奇迹般的聚起座座金山

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

春晖啊暖透了大江两岸

啊 中国 啊 中国

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

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

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

1992年
又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

南海边写下诗篇

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

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

春风啊吹绿了东方神州

春雨啊滋润了华夏故园

啊 中国 啊 中国

你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

你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

捧出万紫千红的春天。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是贵州 3个少数民族自治州

之一，也是中国成立自治州最晚的一个。2005 年 2 月 11日，

正在贵州考察工作的胡锦涛同志专程来到黔西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兴义市的纳灰村，看望基层各族干部群众。歌曲《总书

记来到布依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而作，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

人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关怀。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伟大战

略以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产、生活水平发生巨变，国

家从政策、资金等多方面对西部地区进行大力扶持，贵州搭上

了发展的快车道。黔西南州同样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社

会各方面得到长足发展，人民群众无不欢欣鼓舞。

《总书记来到布衣寨》

作词：杨湘粤 朱德荣 作曲：朱德荣

红艳艳的霞光铺满天

暖融融的春风过山前

总书记来到我们布衣寨

山欢水笑尽开颜

和我们一起打糍粑

和我们一起过新年

嘘寒问暖情意重

农家乐里庆团圆

绿油油的麦苗随风卷

醇香香的米酒分外甜

总书记来到我们布衣寨

鸟语花香醉心间

领我们同走小康路

领我们共建幸福园

民族团结手拉手

党心民心紧相连

盛世乐章响起来

吉祥花开又一年

盛世乐章响起来

吉祥花开又一年

总书记关怀我们布衣人

和谐美满在人间。[3]

可以说，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十分重视少数民

族地区的发展，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制定了《民

族区域自治法》，明确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权限与范围，为少数

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提供具体保障。“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贵

州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源，党和国家不仅仅在政策与财力方

面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同时还心系贵州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

生活。2005年春节，胡锦涛同志来到黔西南看望布依族群众，

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怀民族地区的生动写照。

4 曲目的创作背景与课堂设计

4.1 创作背景

中国近代以来，自 1840年鸦片战争后，逐步沦为西方、日

本殖民侵略者争相掠夺欺凌的对象，始于晚清的洋务运动、变

法维新等作为均未能解救封建帝制，而其后的辛亥革命也未

能开启中国的独立自主局面，之后便是军阀混战、日寇全面入

侵；二战后再是 3 年内战，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全国各

族英雄儿女浴血奋战，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苦终

于迎来了曙光。全国解放，万民欢呼，多民族的中国更需要一

个具有科学思想、强大执政能力的政党来领导，这是历史和人

民的选择。3 首歌曲按照课程顺序先后：中国人民站起来———

富起来———强起来的发展逻辑排列。歌曲《共产党来了苦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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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创作的，反映的是当时少数民族地

区人民解放后翻身做主人的历史变化，从政治脉络而言是一

件里程碑意义的伟大更新的历史事件，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

革。国家迎来独立自主，人民当家做主，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

成，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在藏族地区，对广大贫苦人民

而言，许多地方之前实行的“农奴制度”，是没有土地。没有合

法财产保障、没有人格尊严等的黑暗制度。《走进新时代》是在

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叙事。建国

后，经过计划经济的特殊历史时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来

到转折点，在邓小平同志的敏锐判断和大胆布局下，中国走上

改革开放的崭新道路，生产力得到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

到积极改变。曲目《总书记来到布依寨》则着眼贵州黔西南自

治州的视阈，2000年 1月，中央决定开展“西部大开发”战略，

是基于中国整体平衡发展思路的伟大实践。2015 年，习近平

同志再次到贵州视察工作，为贵州的跨越式发展所取得的成

就感到高兴，并且鼓励贵州各界继续发扬新时代贵州精神，为

脱贫攻坚战取得最后胜利而不懈奋斗。贵州逐步改变了“天无

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落后局面，这是社会主义

现代化在少数民族地区彰显优越性的光荣礼赞。马克思和列

宁对无产阶级革命性质已经做出历史性概括，对无产阶级政

权的理论内涵也清楚定义，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基于政党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其执政的根基。

在中国各民族共同当家做主的政治现状下，各民族的认

同意识主要涉及国家、民族、政党等 3个方面，在多民族国家

中，民族认同无法离开国家而单独存在，国家会因其内涵的建

构性与工具性而试图引导、建构这种认同意识，但同时，国家

也必须承认对于民族成员个体而言，民族认同也是一种原生

的、先赋性的意识[4]。在民族、国家、政党认同的 3个维度间构

建内在的理论逻辑，是解答大学生对 3者关联性认知的重要

路径。

4.2 曲目思想解读维度

课堂教学必须结合教材主题思想，因材施教，因人制宜。

3 首曲目分别结合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社会主义国家认同、

中国共产党认同。

一是民族共同体认同。中国具有 56个民族，属于多民族

统一的国家形式，作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本身具有民族身份自

我认识，且基于长期的生活环境所影响，此种原生的、先赋性

的民族情感认知是不可转移的。以《共产党来了苦变甜》为

例，词曲基于藏区群众在新中国建立后得以翻身解放苦变甜，

是脱离长期以来在黑暗农奴制奴役的全新状态，身心的解放

源于共产党领导的全体中华民族的伟大革命胜利，共产党对

各个民族一视同仁，多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为少数民族同胞

带来了生存与发展的平等权利。民族认同的建构性与赞同性，

都说明了这种认同意识的变化会受到外部对象或条件的影

响，而并非纯粹内生的现象，民族认同本身就是在族际互动中

因差异而形成的意识，在认识到民族认同一定程度可以加以

建构的前提下，调控这种认同需要从塑造其赞同性认同的方

向入手，通过制度设计与政策投入，优化民族所处的环境条

件，从而促使民族成员对于自、他民族群体都采取更为积极的

态度，进而形成各民族“美美与共”的和谐局面[5]。任何一个民

族都立于本族与他族的共同环境之中，从民族权利平等的宪

法层面考析，少数民族之间本质上主体地位是一律平等的，然

而，不能忽视实然境况的发展差异性，西方国家同样不能避免

国家发展各群体差异性境况。中国人口基数大疆域辽阔，民族

众多，问题复杂，更需要从制度与政策层面精准构建，从少数

民族地区内在软实力与外在物质环境改善，以强化获得感与

幸福感，进而升华到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认同。

二是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可以从公民身份认同与国家认

同来审视，以雄辩的事实告诉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国是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人民像“石榴籽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家

认同中的归属性认同与民族认同中的归属性认同相似，是对

国民身份的归属。赞同性认同则是对国家政权、政治制度、政

治过程等方面的赞同、支持与否，也可以视为公民对于国家政

治合法性的赞同与否，这种赞同与否的态度同样也是对于所

处政治环境的反映，通过国家的政权建设、政策实施等方式以

增强国家合法性，从而对公民的国家认同进行塑造。比如，学

校教育作为培育国家意识的基础途径之一，通过在教育模式

上构建基于积极、真实体验的教学方法与内容，就能够有效促

进国家认同的增强[6]。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而言，应该通

过对周边事物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

就来做叙事性讲授。事实是，在中国，国家掌握着各项社会资

源与丰富的政策、法律工具，拥有强大的施政能力，作为政治

行为主体，自然对于民族发展议题也就拥有了决定能力。民族

地区的不同民族在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设计下享有了自治权

利，通过行使自治权为自身发展找到适宜之路，并且国家对于

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繁荣的关注，意味着国家愿意以自治地方

为单位进行资源倾斜，这些支持发展的各项政策为各民族的

共同发展提供了积极助推。

三是政党认同。探讨中国的民族认同意识还需要注意政

党认同，因为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采取的民族制度与民族政

策都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意识形态。可以说，党的意志在

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中国民族政治的塑造。历史雄辩证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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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赢得

了独立，取得了改革开放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秉持

“权为民所赋，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以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描

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设的宏伟蓝图，在波诡云

谲的国内、国际环境下，肩负全国人民进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光荣使命，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核心。通过以学生最熟悉的

载体引导其思想方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功能。在艺术表

达方式之中，通过歌曲语言、旋律来颂扬社会主义精神内核，

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追求。人们取得的一切成就都离不开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认识到这个关键要素，才能使少数民

族地区大学生感知中国共产党是今天美好生活的引路人，自

觉认同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质。

5 结语

艺术源于社会生活，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民族文化，

各民族文化表达形式千姿百态，但其内在抽象的艺术思想本

质又是异曲同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立足“为什么歌颂？

歌颂什么？如何歌颂？”的问题，将少数民族、社会主义事业、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机结合，凝练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

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带来包

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的中心思想。人类对于音乐表达形式无不是具有共性

的，因此，不但可以在音乐系开展此类教学活动，也可以推而

广之。笔者在其他专业曾经尝试过，较之普通教法，思政课堂

与课堂思政有机融合，是一条创新之路。

坚定“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在大学

阶段明确“学习强国”的实践意义。让学生通过优秀爱国民歌

作品的参与、领会，进而主动、积极进行实践，深刻认知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升华出民族好、人民好、祖国好的核心思想

政治要义，深化当代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与

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国家认同有机接榫，以达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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