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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加坡人”的培育
探索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

凤美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新加坡作为融汇东亚、南亚、东南亚等世界各地移民的典型移民国家，在国民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下仍能

独立于世，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离不开其政府对其“新加坡人”的培育，使国民具备强烈的国家认同感。总结提炼新加坡政

府在复杂国情下积极培育“新加坡人”的成功经验与有益做法，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提供借鉴，以期

培育出具备强烈国家认同感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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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加坡人”培育的成功经验

国家意识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在长期历史实践与斗
争中发展形成对所属国家的认知、归属以及认同等各
种情感与心理的总和。

[1]（P.117）
新加坡政府在分析新加

坡作为多移民具有多价值观的基本国情下，从强化树
立“新加坡人意识”、增强国民忧患意识、加强法制建设
等方面，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理念，培养了促进新加坡
民族团结，推动经济发展、抵御西方价值渗透的方针政
策，旨在“必须使各个民族的后裔及其移民淡化对本民
族的归属感，加强对新加坡本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1]（P.119）

（一）注重国家主流价值观引领，强化国民树立“新

加坡人”意识

新加坡建国之初是多民族移民，当时伴随一系列
隐患，民族间文化的冲突、经济利益的纠纷等，制约新
加坡的发展。以李光耀为首的政府由此展开了培养

“新加坡人”的教育方式，学习东方古老的哲学，创造性
的提出新加坡的新八德“忠、孝、仁、爱、礼、义、廉、
耻”。把新八德赋予新的含义，更加契合新加坡新公民
的特点，为公民寻找爱国的历史文化寄托。

（二）增强国民忧患意识，大力开展历史与国情教

育

作为典型的移民国家，新加坡成立伊始就面临了
诸多的困难。由于历史上新加坡曾被英国殖民，人民
心理普遍没有归属，加上遇到殖民者的挑拨离间，民族
间的隔阂长久存在。在建国以后普遍希望在成就一番

事业后再回归自己的母国，并非长久定居新加坡。新
加坡政府为了挽回民众对新加坡的信心，留住人民，斥
巨资打造了“花园城市”，使新加坡能在亚洲国家面前
崭露头角。通过国家经济的突飞猛进让学生感受到生
活在新加坡的切实优惠。此外由学校、家庭、社会三个
方面入手对新加坡的学生开展历史与国情教育，强化
国家符号认同，如升国旗，唱国歌、在家里由父母普及
爱好大好河山、学习传统文化等等，让学生产生对自己
国家的热爱，强化作为“新加坡人”的意识。

（三）加强法制建设，营造和谐社会

李光耀指出“任何司法制度的严峻考验，并不在其
理想概念的伟大或者崇高。而在于是否能够在人与
人，以及人与国家之间，产生社会秩序和精神意义。”

[2]

（P.56）
新加坡制定了一系列有助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

完备法律规定，涵盖国家、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各个方
面。新加坡政府通过建立健全法制，加强社会治理水
平，亦为经济建设铺平道路，社会一片安宁祥和的氛
围，促进了新加坡人对新加坡的认同，促使“新加坡人”
作为切实可行新加坡的正确意识指导。

二、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现状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讲
话里强调指出“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在各民族
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意识，
最大限度地团结依靠各族群众，使每个民族、每个公民
都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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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成果。”
[3]（P.373）

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
精英分子，其思想和行为对各民族地区发展和各民族
普通群众认同国家具有导向作用，能增进国家统一、边
疆稳定，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

（一）部分大学生的评价维度略低于认知维度、情

感维度、行为维度

人们通过认识和了解产生对自己国家的评价，即
为国家是怎样的，比如国家是强大还是弱小，是进步还
是落后等现状的评价，这种评价可以通过对国家民族
组成、国家地位以及对各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的评价中
体现出来。对国家的认知程度是对国家的基本情况的
认识，情感维度即为对祖国的情感，维护国家荣誉等。
行为维度是用自己的行动来维护国家的利益。在相关
资料中显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国家政治符号和政治
制度具有一定程度了解，情感态度和行为上具有正确
的取向，但在评价中央处理民族分裂事件上，有部分人
持不满意态度。据徐柏才教授设计调查量表，实地调
查了3 000位少数民族大学生，从认知、情感、行为和评
价维度设置选项来调查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
的因素，结果发现评价维度的分值在四个维度中是最
低的，从一定度上可以得知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
的评价维度略低。

（二）部分学生存在狭隘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

长期以来，国际反华势力从未放弃对我国的遏制，
企图分裂中国，境内外敌对势力正加紧对我国实施西
化、分化战略，千方百计地对我国的发展进行牵制和遏
制。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少数民族
大学生作为特殊的群体，早已受到西方敌对势力和民
族分裂势力的觊觎，他们凭借科技的优势和经济的强
势，用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一些破坏性思想言论冲击少
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观念、理想信念。部分少数民族
大学生受此影响不能正确把握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存
在狭隘民族心理。

（三）部分学生国家观念、法制观念淡薄

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观的塑造
阶段，在此期间如不进行正确引导极易受糟粕思想误
导走向歧途。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优秀份子的少数民
族大学生，亦是将来建设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但少
数民族大学生一方面受到本民族固有的风俗、宗教传
统等影响，另一方面容易被历史虚无主义等西方价值
观的荼毒，使大学生无法对国家的方针政策进行客观、
全面理解，割裂了民族地区与内地发达经济水平之间
的差距以及无法客观认识本民族的现状和未来。

三、创新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对策

与建议

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国家认同上出现了些许问
题，如不及时加以引导和解决则会对我国的经济乃至
政治产生威胁。总结和提炼新加坡政府培育“新加坡
人”的成功经验与有效做法，对创新我国少数民族大学

生国家认同教育具有极大的借鉴。
（一）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建构

少数民族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

“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
[3]（P.172）

青
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整个社会未来的价值取向，而青
年又处于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要抓好青年的思
想建设，积极培育其国家认同。诚如新加坡推行共同
价值观的引导“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培育，我们也需
要共同价值观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
可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
确的思想意识，不仅让他们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
点，而且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树立马克思主义
的国家观和民族观，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分析我国当前出现的民族问题和现实问题，做
民族团结进步的卫士。

（二）强化中华文化之基，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忧

患教育

习近平强调“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
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3]（P.168）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

族的根，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出来的历史，是历史
的厚重沉淀。新加坡政府在培育新加坡人的时候加入
国情教育元素，把国情教育融入教育的各个阶段，形成
学生爱国的基础，唤起人们真诚的爱国。这是新加坡
政府的高明之处，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

（三）建立健全少数民族的政策，加强法制建设

国家应该大力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扶持，比
如人才强区政策，进一步完善民族地区教师队伍建设，
健全教师培养制度。在民族地区更要实行特色的社会
治理政策，在中央的统一指导下因地制宜的推行合理
政策，保障民族地区稳定和谐，经济可以平稳发展。少
数民族大学生因此可以从自己生活切身的变化感受到
国家政策给他们带来巨大便利，从内心深处感受到祖
国的温暖，从而在行动上体现出强烈的国家认同行为。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尽管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
认同教育的方法不能立竿见影，但通过，今天从新加坡
政府成功培育“新加坡人”的成功经验寻求有效方法，
结合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的现状，具体指出
几条具有针对性的建议，旨在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国
家认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维护民族大团结基础，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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