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争做民族团结先锋心得体会(汇总5
篇)

心得体会是对所经历的事物的理解和领悟的一种表达方式，
是对自身成长和发展的一种反思和总结。好的心得体会对于
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接下来我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争做民族团结先锋心得体会篇一

一、 时 间：2017年9月30日

二、 地 点： 普通八年级教室

三、 班会主题：“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主题班会

四、 班会背景：

我国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而新疆是少数民族聚居众多
的地区，尤其是在南疆。自从2017年“7.5”以来，国家对新
疆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非常重视，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
和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避免受到不法分-裂分子的挑拨。而
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分为汉族学校，维族学校以及民汉合校。
柯平二中属于民汉合校，尽管是这样，但是少数民族占了98％
以上。在国庆临近之际，对学生进行爱国性的教育。

五、班会目的：

1．通过这次班会，是学生了解到自己作为中华民族的未来的
花朵，肩负着建设祖国的伟大重任，增强他们的对祖国，对
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增强他



们的爱国意识。

2．通过主题班会上的节目表演，可以提高学生的组织管理能
力、创新想象能力和自我表达能力，在努力学习的同时丰富
他们的课余生活，同时也能给一些同学展示他们多才多艺的
一面。

六、班会准备：

下本次活的主题为“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

2． 要求学生在班会前亲手制作一个围绕“民族团结”的手
工艺品，培养学生动手操作和创造的能力。

3．将全班分成六个小组，每个小组要组织一个小小的节目表
演，如相声、小品、唱歌、跳舞、朗诵、演讲等等各种围
绕“民族团结”主题的形式都可以。

4． 召开班干部会议，广泛采取同学很多创意想法。

5． 成立主题班会主创人员策划会，具体负责各项准备工作。

七、 班会过程：

1． 布置会场，同学进场。

2． 主持人致词，介绍领导嘉宾，班会开始。

3．用多媒体展示同学们制作出的各种手工艺品。

4．各小组进行节目表演。 5．班主任总结：今天的《五十六
个民族是一家》主题班会活动开展的很成功。展示了同学们
各种各样的才艺表演，充分体现了同学们的创新精神和团队
精神。你们是21世纪的中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时时牢记我们身上肩负的重任，



增强爱国意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稳定团结的环境中健
康地成长，才能在老师的悉心哺育下一天天长大一天天成熟，
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七年级（3）班民族团结教育主题班会 教学目标：

1、知道民族团结的故事。

2、懂得各民族之间应互相尊重，平等相等，和睦相处。 过
程与方法：

让同学们熟悉民族团结的内涵，要求学生明辩是非，时刻保
持清醒的头脑，加强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增进民族团
结而努力，不做有损民族团结的事。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敬仰维护民族团结的人，培养各民族之间团结友爱的情感。

2、收集我们周围有关民族和睦团结的资料。（特别是本班民
族学生的事迹）

教学重点：

使学生懂得各民族之间应互相尊重，平等相等，和睦相处。
教学策略：

1、运用多媒体课件渲染气氛，创设情景，激发学生兴趣。

2、运用多媒体课件形象直观地理解课文内容。

3、榜样感染法，正反事例对比法。

4、自己动手收集资料法。



二、学文明理，激情导行。

（一）学习认识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

2、生答：汉族、蒙古、回族、藏族、维吾尔族、傣族。

3、师：你们回答得不错。那么你们还知道有哪些少数民族？
生：高山族、土家族。

生：朝鲜族、苗族。

生：白族……

4、师出示课件（中国地图），简要介绍少数民族的主要分布；
汉族、少数民族所占的比例及少数民族存在的优势。

（二）国家的民族政策；

思考：你知道我们国家有哪些民族政策？看谁说的'最多。

一、坚持民族平等团结

二、民族区域自治

三、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

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五、发展少数民族科教文卫等事业

六、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七、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八、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



（三）畅谈民族团结的故事:

以小组为单位，看哪一小组收集的最多。

三、民语亲密大接触

让我们一起先来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的名子叫——双语词
汇大竞猜。

女：下面我来说一下游戏规划：

《民族团结主题班会方案》全文内容当前网页未完全显示，
剩余内容请访问下一页查看。

争做民族团结先锋心得体会篇二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全国共有56个兄弟民族
劳动、战斗、生活在这片辽阔而富饶的土地上，范文之心得
体会:关于团结的心得体会。各个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
的文化，并各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
俗习惯。尽管各个民族之间在历史上曾经存在矛盾与不和，
发生过冲突和战争，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交
往，一直是历史的主流。

族团结是我们从未忽视的问题。五月的和风伴着我们迎来了
自治区第26个民族团结教育月。今年的民族团结教育活动显
得尤为重要。我们学校是一个各民族学生与老师和-谐相处的
大家园。学校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回族，
蒙古族等多个民族的同学。学校在学习生活方面也给予少数
民族同学很多的关心，而我们也应该用一种团结、友爱的态
度来对待学校里的每一位少数民族同学。只有关系的和-谐才
能创造出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校园。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和-谐都是发展的前提。09年的“7.5”
事件使生活在新疆的我们更加体会到稳定的重要性。如果没
有了团结我们很有可能成为那个近代任人宰割的中国，实现
中国的伟大复兴就会成为空谈，变成一个遥遥无期的梦想。
面对国内外严峻的形势，我们更应做到团结，用一种全新的
姿态面对世界！居安思危能使我们防患于未然，能让我们见
证一个蒸蒸日上的新家园！

回望历史，我们拥有辉煌的华夏文明；我们共同书写中华的
传奇！展望未来，我们拥有美好的明天，我们共同仰望同一
片蓝天！

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团结的大家庭，心得体会《关于团结的
心得体会》。2009年已经过去了，回首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
年的华诞，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广场阅兵仪式又再次吸引了
全世界的目光。时至今日，我们中国已经走过了60年的风雨
和坎坷路程。当全世界的人民都在关注着崛起的中华民族，
我们都为自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名儿女而感到自豪。国庆庆
典的壮观场面让每一个人难以忘怀，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大
庆的日子里，天-安-门广场树立起56根民族团结柱，成为节
日期间最为亮丽的风景之一。

60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民族地区处处呈现
经济繁荣、政治安定、文化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喜
人景象。经济实现历史性跨越，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民族地
区社会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各族群众综合素质明显提高。

60年来，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建立了一大批各级各
类民族学校，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族教育体系，培养了
大批各级各类人才。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成就显著。城乡
基层卫生机构得到建立和健全，少数民族医疗卫生人才得到
积极培养，民族医药得到重视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实现全面覆盖，各族群众健康素质不断提高。传统民族文
化得到保护和弘扬，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充分尊重。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蓬勃发展，各民族大团结日益巩固。长期
以来，党和政府一贯重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改革开放以来，
群众性创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活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
展，“三个离不开”思想和民族团结观念逐渐扎根千家万户。
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培养选拔工作扎实推进。少数民族干部
队伍日益壮大，结构不断改善，素质不断提高，一大批少数
民族干部被选拔进县级以上各级领导班子，管理经济社会事
务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争做民族团结先锋心得体会篇三

社会稳定、各民族团结，国富民强是我们每一个人应有的一
份责任心，需要做好这一点，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统一思想，加强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把维
护民族团结、反分裂斗争摆在维护稳定工作的首位，深入贯
彻中央关于反分裂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反
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在维护祖国统一、维
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自觉在
思想上行动上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高举爱国主义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进一步加深
对宗教的本质和“分裂分子”集团利用宗教分裂祖国图谋的
认识，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用马克
思主义宗教观，正确判断和处理宗教问题，积极引导宗教与
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同时，要继续加强正面宣传教育，更
加广泛深入地揭露“分裂分子”集团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
结的真实面目，要大张旗鼓地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加大正面
舆论引导力度，积极营造安定团结、遵守法律、和谐向上的
良好舆论氛围。

其次，立足实际，认清形势。首先要充分认识反分裂斗争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在社会和谐稳定环境
中的发展，没有稳定，绝不会有发展，更不可能有科学发展。



只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中推进
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才能使各族群
众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共同创造利通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
展和长治久安的伟业。

长期以来，“分裂分子”集团一直处心积虑地破坏发展与稳
定，在这种形势下，迫切需要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真正把科学
发展观转化为推进科学发展、促进和谐稳定的坚定意志、正
确思路、实际能力、政策措施和自觉行动，以更好地把握人
民的意愿，把握利通区发展进步的关键。因此，要通过深入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举一反三，准确分析和全面把握当前
反分裂斗争的新形势，始终紧绷政治这根弦，始终保持清醒
的头脑，始终保持临战状态，切实做好打大仗、打硬仗的准
备，坚决粉碎“分裂分子”的新一轮进攻，坚决维护祖国统
一，确保国家安全和利通区社会稳定。

第三，和睦相处，加强团结。多少年来，利通区各族人民和
睦相处，创造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
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民族团结”的新局面；各
民族是一家，团结一心，共同繁荣、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团结稳定是福，分裂*是祸，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敏锐性和
政治鉴别力，深入揭批“分裂分子”政治上的反动性、宗教
上的虚伪性和手法上的欺骗性，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思
想，坚决地同”分裂分子”集团分裂活动进行斗争，反对分
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维
护祖国统一。自觉地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还要进一步
提高讲政治、讲党性的能力和水平，牢固树立“民族团结无
小事”的思想，团结一切力量，带领全区各族人民做好反分
裂和维护稳定工作，为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跨越式发展创
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局面。



争做民族团结先锋心得体会篇四

民族团结交流会

加强各民族同学之间的关系，从生活、学习多个方面促进民
族团结教育，让同学们亲身感受团结、和谐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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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为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五月民
族团结月到来之际，通过同学们的交流，在轻松有趣的氛围
中了解有关新疆民族团结的知识，互相了解民族风俗习惯，
进一步加强同学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在今后学习，生活等方
面互相帮助，互相学习。

20xx年5月1日—5月28日

2304教室，1号男生公寓，10号女生公寓

1、活动负责人：xxxxxxx

2、活动人员: xxxx班全体同学

3、活动步骤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准备交流材料，图片，实例。

第二阶段：宣传阶段

第三阶段：活动开始

通过此次交流，不仅使同学们了解了新疆的民族风情，而且
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同学之间的感情，也为我们以后的学习



和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只有各民族兄弟姐妹团结在一起
才能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

活动之后，我们发现：虽然活动前期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
但是开展的过程中还是有许多的问题，活动各个环节之间不
能自然的链接在一起，我们对所需要的材料没有充分理解，
不能结合实例给大家讲解，使得活动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一些同学对我们的活动不是很感兴趣，在今后的工作中，我
们一定以此为教训，认真准备，积极动员，努力取得更好的
活动效果。

争做民族团结先锋心得体会篇五

1、知道民族团结的故事。

1、敬仰维护民族团结的人，培养各民族之间团结友爱的情感。

2、收集我们周围有关民族和睦团结的资料。 教学重点：

使学生懂得各民族之间应互相尊重，平等相等，和睦相处。
教学策略：

1、运用多媒体课件渲染气氛，创设情景，激发学生兴趣。

2、运用多媒体课件形象直观地理解课文内容。

3、榜样感染法，正反事例对比法。

4、自己动手收集资料法。

二、学文明理，激情导行。

（一）学习认识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



2、生答：汉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藏族。

（二）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和我们的责任

民族团结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促
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
征和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所追求的目标。
社会主义社会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
党的团结为核心的，是以社会主义制度和祖国统一为基础的。
作为中国民族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的责任

人人是民族团结宣传员， 处处是跨越发展风景线； 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活动 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民族团结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

（四）老师讲故事，发生在新疆本土的民族故事。

六、班主任小结

今天我参加你们的活动后和你们一样触很深，我更相信这次
主题班会后无论是民族同学还是汉族同学，我们都会更理解
对方，我们班再不会出现下课时，汉族同学和民族同学各聚
一堆的场景了，因为我想大家一定和我一样更加坚信各民族
是一家人，只有各民族之间彼此团结，相互帮助，相互尊重，
共同繁荣昌盛，共同浇灌民族团结之花，我们伟大祖国繁荣
富强的脚步才会更强、更快、更有力！ 教育反思 同学们反
响积极，都能认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大家一致表示，作为
中学生，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活动；同时要努力学习，掌
握扎实的知识，成为国家靠得住，用得着的人才，报效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