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民族团结工作实施方案(汇总5篇)
确定目标是置顶工作方案的重要环节。在公司计划开展某项
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为领导提供多种工作方案。大家想知
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方案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
收集的方案策划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
需要的朋友。

民族团结工作实施方案篇一

三月份 ：

主题： 赛衣盛会

四月份;

五月份 ：

六月份 ：

活动一 走进服饰空间 活动二 探究服饰文化

主题： 欢歌劲舞

活动一 民族戏曲大连唱 活动二 民族工艺大展台

主题： 节日万花筒

活动一 了解各民族与生产有关的节日

课题：赛衣盛会（走进服饰空间）第1课时

一、教学目标:



1、带领学生进入民族服饰空间，了解民族服饰的特点。

2、从民族服饰的特点中了解各民族不同的含意，能区分几种
特色鲜明的民族服饰。

二、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了解民族服饰的特点。

教学难点：从民族服饰的特点中了解各民族不同的含意，能
区分几种特色鲜明的民族服饰。

三、教学准备： 课件

四、教学过程：

一、谈话入题。

1、我们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请问：我国共有多少个民族？
（56个）2、56个民族的服饰是多彩多姿，丰富多彩的民族服
饰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体现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
化底蕴，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揭题：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参加一个：赛衣盛会（板书课题）

二、看一看，辨一辨

1、谈话：一个民族富有特色的传统服饰，是区别于其他民族
的一种标志。我国各民族的服饰有着丰富的样式、精湛的工
艺，体现了多彩的民俗，装点着各族人民的生活，成为中华
大地上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

2、你认识这些民族服饰吗？（课件出示，让学生认一认）

三、走进服饰空间



1、从邮票看民族服饰

（1）下面就让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各民族的服饰吧。（p2—3
页，学生自读，选一个你最感兴趣的，把他记下来）

（2）集体交流（请学生说一说，其他同学对照课本，看看他
是否记住了？）

2、从鞋帽看民族服饰

（1）很多民族的服饰特点？（重头轻脚）（2）这些服饰有
什么含意？

3、从配饰看民族服饰

说说各种配饰的作用或来历。

四、认一认，连一连

1、你能为这些少数民族的同胞找到所属的民族吗？

2、学生连一连

3、交流

五、小结

板书设计：

五、赛衣盛会

多彩多姿

重头轻脚



第2课时

一、教学目标:

1、了解南北方各民族的服饰的不同，知道民族服饰与气候的
关系。

2、了解民族服饰与节庆的关系。

3、了解民族服饰与礼仪的关系，从而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

二、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了解民族服饰与气候、节庆、礼仪等的关系。教
学难点： 教育学生要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

三、教学准备：

1、搜集民族服饰与节庆、礼仪有关的知识。

2、搜集自己喜欢的民族服饰图片。

四、教学过程：

一、谈话

各民族的服饰多彩多姿，但你可知道：各民族的服饰还跟气
候、节庆、礼仪有着紧密的关系，今天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
服饰文化。

二、民族服饰与气候的关系

1、南方人的服饰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质地较薄，无领，
短小轻便，头巾。气候炎热）



2、北方人的服饰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衣料较厚，高领，
长袖、戴帽、穿靴子，袍装。天气寒冷）

三、民族服饰与节庆

1、自学课本上的几个民族的节日的介绍，了解与服饰的关系。

2、你还知道哪些与民族服饰有关的民族节日？（交流）

四、民族服饰与礼仪

1、自学课本上的几个民族礼仪与服饰的关系的介绍。

2、你知道还有这样的例子吗？（交流）

五、展示、介绍

1、展示课前搜集的自己喜欢的民族服饰图片，并对图片作一
简单介绍。

2、设计或展示（课本方框中完成）

六、总结

中华民族文化悠远流长，服饰就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从那
多彩多姿的民族服饰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华民族的丰富多彩
和博大精深。

板书设计：

主题

五、赛衣盛会 服饰与气候：

南方人：质地较薄，无领，短小轻便，头巾。气候炎热



北方人：衣料较厚，高领，长袖、戴帽、穿靴子，袍装。天
气寒冷。服饰与节庆： 服饰与礼仪：

课题：欢歌劲舞（鼓乐叮咚—民族乐器展示台）第1课时

一、教学目标:

1、认识部分常见的民族乐器，知道这些民族乐器是中华民族
的文化瑰宝。

2、分享自己认识的民族乐器，了解这些乐器乐器的来历或特
点。

3、通过上网等途径，寻找民族乐器，知道它们的特点。激发
学生的民族团结之情。

二、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知道民族乐器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教学难点：
激发学生的民族团结之情。

三、教学准备： 多媒体

四、教学过程：

一、谈话入题：

在我国各民族同胞的生活里，乐器是必不可少的。各种各样
的民族乐器，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民族乐苑的奇葩，
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今天，就让我们走近民族乐器，来
了解它们的特点。（板书课题：鼓乐叮咚——民族乐器展示
台）

二、展示乐器，交流学习



1、先让学生认一认，说一说。（多媒体展示）

2、在学生说的基础上，出示介绍，让学生读一读。

3、学生讨论：观察这些乐器、读了介绍后，你有什么发现？

4、得出乐器的分类：击奏类、吹奏类、弹奏类、拉奏类。

5、你还知道这几类民族乐器有……（学生说，说后教师多媒
体出示）

三、交流分享：

1、学生自由阅读，分组交流：你知道了些什么？

2、指名学生说说这些乐器中最感兴趣的民族乐器，并说说为
什么？

四、拓展学习：

五、课堂小结：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具有自己本民族特
点的民族乐器，通过了解这些乐器，我们可以对这些民族的
风土人情有更加深入的理解，从而更好地做好民族团结工作。

板书设计：

鼓乐叮咚—民族乐器展示台

击奏类：铜鼓、象脚鼓、纳格拉… 吹奏类：葫芦丝、咚咚喹、
斯不斯额…

第2课时



一、教学目标:

1、通过听、唱民族歌曲，感受民族歌曲的神韵。

2、介绍民族歌曲和少数民族歌手，激发学生学唱民族歌曲的
兴趣。

3、欣赏、学唱民族歌曲，体会少数民族人民的情感。

二、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通过听、唱民族歌曲，感受民族歌曲的神韵。教
学难点：欣赏、学唱民族歌曲，体会少数民族人民的情感。

三、教学准备： 歌曲准备

四、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谈话入题。

2、谈话：民族歌曲是民族音乐之林中一棵古老而长青的参天
大树，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民族歌曲，
来感受一下民族歌曲的神韵。

二、猜一猜，说一说。

1、读关键词，猜一猜：这是哪首民族歌曲？（指名说）

2、看一看歌名，你知道是哪个民族的代表曲目？（指名说）

3、认一认：你知道这些歌唱家分别来自哪个民族？

三、经典传唱：

1、播放歌曲：《嘎达梅林》《阿拉木汗》《龙船调》



2、听完一首后让学生说说感受，然后老师并作简要介绍。

四、唱一唱：

让学生唱一唱《阿西里西》，感受民族歌曲神韵。

五、课堂小结：

民族歌曲是我们中华民族音乐之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里面
有很多歌曲流传甚广。课后，我们可以去收集并学唱其中的
几首歌，丰富我们的课余生活。

板书设计：

第3课时

一、教学目标:

1、通过观赏民族舞蹈，品味各民族舞蹈的特点。

2、介绍民族舞蹈的来源：源于生活，表现生活之美。

3、学跳民族舞蹈，体会少数民族人民的情感。

二、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通过观赏民族舞蹈，品味各民族舞蹈的特点 教学
难点：学跳民族舞蹈，体会少数民族人民的情感。

三、教学准备：

舞蹈视频

四、教学过程：



一、谈话入题：

我国很多少数民族能歌善舞。每逢节日和重大庆典，各族人
民热情洋溢，全身心地投入到歌舞的海洋之中。今天我们就
一起来投入到这些歌舞的海洋之中，体会一下少数民族的热
情。

二、观看视频，体会欢乐。

1、播放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民族舞蹈。

2、分别说说你有什么样的感受？这些民族舞蹈反映了这些民
族的什么特点？

三、欣赏民族舞蹈，体会民族特色。

1、播放维吾尔族舞蹈，说说：有什么特点？（学生说，老师
相机介绍）

2、同样方法介绍苗族、蒙古族、藏族、云南原生态歌舞。

四、寻找石窟中的舞蹈。

2、这些相似之处说明了什么？

（说明：舞蹈源于生活，表现生活之美。）

五、学跳民族舞蹈。

课后，我们可以跟着视频中学跳民族舞蹈，也可以请音乐老
师教我们跳一些民族舞蹈。

六、课堂小结。

民族舞蹈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热爱生活的体现，这些



舞蹈源于生活，表现了生活中的美。希望我们带着一双发现
的眼睛，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并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

板书设计：

舞姿曼妙—民族舞蹈旋转厅

课题：瑰宝探秘（民族戏曲大联唱）第1课时

一、教学要求:

1、了解我国丰富多样的地方戏曲，知道这些戏曲是我国民族
文化的瑰宝。

2、了解部分民族戏曲的经典曲目，知道京剧我四大行当，典
型脸谱的含义；了解特别杰出的戏曲大家。

3、选择自己有兴趣的一个剧种，深入了解其特点。

二、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了解我国丰富多样的地方戏曲，知晓部分经典曲
目。教学难点：指导学生选择自己有兴趣的一个剧种，深入
了解其特点。

三、教学准备： 多媒体

四、教学过程：

一、谈话入题，激发兴趣。

1、多媒体展示示p29页图片，学生欣赏。

2、谈话：京剧、昆曲、刺绣、织锦、陶瓷、草编、蜡染等都
属于民族艺术，是我国的民族文化瑰宝，也是全人类的财富。



它们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凝聚着各族人民的聪明才
智，需要我们去挖掘、探秘。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人们喜闻
乐见的戏曲世界，感受它丰富的内涵，品味它浓郁的韵味。
（揭示、板书课题：瑰宝探秘：民族戏曲大联唱）

二、自学课文，了解民族戏曲。

2、小组交流。

三、自学分享，拓展学习。

1、按顺序出示图片（多媒体）,指名学生介绍，教师相机完
善，择要板书。

2、你还知道哪些戏曲种类？它有哪些经典曲目？（重点：锡
剧）

四、指导研究，深入了解。

1、你对我国的民族戏曲，最感兴趣的是哪个剧种？课后请大
家去合作收集有关资料，作进一步研究。

2、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学唱一下你感兴趣的曲目。在班队活
动上，我们来一次民族戏曲大联唱活动。

五、课堂小结，深化学习。

今天我们学习了，知道了。

我国有56个民族，民族戏曲只是浩瀚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
分。要传承中华民族文化，我们只有不断学习，努力探索，
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在我们这一代不断得到发扬广大。

五、板书设计



瑰宝探秘：民族戏曲大联唱

剧种 所属民族 经典曲目 突出艺术家 藏戏 藏族 《文成公
主》

《诺桑王子》

《空城计》 梅兰芳

《霸王别姬》

昆曲 汉族 《十五贯》

《长生殿》 朱传茗 《桃花扇》

锡剧 汉族 《珍珠塔》

《双推磨》 瑰宝探秘（民族工艺大展台）第2课时

一、教学要求:

1、了解我国富有民族特色的民间艺术，知道这些民族艺术是
我国民族文化的瑰宝。

2、了解部分民族艺术的特点，感受这些民族工艺的文化魅力。

3、根据家乡的特点，引导学生了解紫砂陶的历史、特点，感
受紫砂文化。

二、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了解部分民族艺术的特点，感受这些民族工艺的
文化魅力。教学难点：引导学生了解紫砂陶的历史、特点，
感受紫砂文化。



三、教学准备： 多媒体

四、教学过程：

一、谈话入题，激发兴趣。

谈话：民族戏曲是我国的民族文化的瑰宝，我们知道，中华
文明历史悠远，能体现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不仅仅有民
族戏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民族工艺大展台，体味一下中
华民族的民族工艺的魅力。（揭示、板书课题：瑰宝探秘：
民族戏曲大联唱）

二、学习名绣，体会美丽。

1、自读课文，思考：课文中介绍了哪几种名绣？各有什么特
点？

2、指名交流。（板书：水族马尾绣、黎族刺绣、湘绣、羌绣）

3、多媒体展示刺绣作品，让学生体会刺绣的美丽。

三、学习名锦，体会精湛。

1、自读课文，思考：课文中介绍了哪几种织锦？各有什么特
点？

2、指名交流。（板书：云锦、壮锦、侗锦、土家锦）

3、多媒体展示刺绣作品，让学生体会织锦的精湛。

四、学习陶艺，体会精美。

1、自读课文，思考：课文中介绍了哪几种陶器？各有什么特
点？



2、指名交流。（板书：唐三彩、建水紫陶、景德镇瓷器）

3、我们宜兴称为陶都，哪位同学来说说我们宜兴的紫砂陶的
历史、特点？（指名说，引导课后研究）（板书：紫砂陶）

4、多媒体展示陶艺作品，让学生体会陶艺作品的精美。

五、学习热贡艺术，体会藏族风情。

1、自读课文，思考：课文中介绍了哪些热贡艺术？各有什么
特点？

2、指名交流。（板书：唐卡、堆绣、热贡雕塑）

3、多媒体展示热贡艺术作品，让学生体会藏族艺术的不同的
民族风情。

六、学习苗家蜡染和大理草编。

1、自读课文，思考：苗家蜡染和大理草编的特点？

2、指名交流。（板书：苗家蜡染、大理草编）

七、指导研究，深入了解。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工艺，
这些民族工艺体现的各族人民的智慧，课后请大家去收集一
下：还有哪些民族工艺，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可以小组合
作收集）

八、课堂小结，深化学习。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知道了几种典型的民族工艺。这些民
族工艺和民族戏曲一样，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中的
组成部分。这些艺术瑰宝，既闪耀着各自独特的光辉，又交



相辉映，照耀着人类文明的天空。作为炎黄子孙，我们肩承
着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历史责任，让中华文明更加璀灿而夺
目。

五、板书设计

瑰宝探秘：民族工艺大展台

陶 艺：唐三彩、建水紫陶、景德镇瓷器、紫砂陶…… 热贡
艺术：唐卡、堆绣、热贡雕塑…… 苗家蜡染 大理草编 课题：
节日万花筒（了解各民族与生产有关的节日）

第1课时

一、教学要求:

1、通过资料查找，研究分享等途径，了解一些民族与生产有
关的节日的来历和故事。

2、这些节日中体会各民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生活的
向往。

二、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了解我国各民族与生产有关的节日的来历和故事。
教学难点：体会各民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生活的向
往。

三、教学准备： 多媒体

四、教学过程：

一、谈话入题，激发兴趣。

各民族的特色节日犹如万花筒，透过节日万花筒，我们可以



了解不同民族的生活习俗，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今天
我们就来了解下各民族与生产有关的节日。（板书课题）

二、了解节日意义，体会民族感情。

（学生自学，体会感情）

三、分享节日，进一步体会感情。

1、自学课文，分组交流。

（一）给牛过节（结合多媒体展示）：

（1）土家族的牛王节，牛是主要劳力，犒劳耕牛，表达对牛
王的敬重。

（2）哈尼族的牛纳纳节（五月初），让平日辛劳的耕牛歇歇
气，对牛的敬意。（3）彝族支系黑话人的颂牛节（立冬），
感谢一年来牛的辛勤耕作。

（二）欢庆丰收的节日（结合多媒体展示）：（1）藏族的旺
果节，藏历七八月间，预祝丰收。（2）仡佬族的吃新节，农
历七月初七，庆祝丰收。

（3）怒族的祭谷神节，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举行祭祀活动，
祈祷谷神保佑。（4）新疆俄罗斯族的春耕节，农历二月底或
三月初。

（5）东北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锡伯族的黑灰节，农历正月
十六，象征吉祥，预祝丰收。

（三）有关生产性节日的传说（结合多媒体展示）：

（1）湖南江华瑶族的赶鸟节，农历二月初一，祈求不遭天灾
人祸，辛苦一年有好收成。



四、课堂小结：

我国各民族的有关生产性的节日还有许多，请大家课后收集。
这些节日，都表达了各族人民朴素的感情，对幸福生活的向
往。

五、板书设计

了解各民族与生产有关的节日

民族 节日 时间 表达情感

祈祷谷神保佑。新疆俄

罗斯族

春耕节

农历二月底或三月初。东北达斡尔族 鄂伦春族

锡伯族

黑灰节

农历正月十六

象征吉祥，预祝丰收。湖南江华瑶族 赶鸟节 农历二月初一

祈求不遭天灾人祸，辛苦一年有好收成。

民族团结工作实施方案篇二

1、新型民族关系：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



2．各民族自治区经济发展的原因（说明了什么？）：

（1）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2）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贯彻落实民族平等、团结
和共同繁荣的原则；

（4）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

3．我国为促进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采取了哪些政策或措施？

（1）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严厉打击制造民族分裂、破
坏国家统一的行为。

（2）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
荣的原则。

（3）建立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

（4）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设立“少数民族扶贫专项贷款”
等。

4．作为中学生应如何履行维护民族团结的义务？

（2）多做有利于民族团结的事，对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
分裂的言行要坚决斗争；

（3）遵守国家法律，不参与违法活动，自觉履行维护民族团
结的义务。

（4）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做到“三个尊重”，即：尊重各民
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

（5）在学校，与各民族同学团结互助，互相尊重。



5．我国政府为什么要严厉打新疆地区的打砸抢烧破坏活动？

（1）打砸抢烧破坏破坏行为是严重的暴力犯罪行为，具有严
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刑罚当罚性等犯罪特征，其实
质是企图把新疆从祖国分裂出去，损害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
益。

（2）中国政府依法打击新疆各种恐怖势力，是为了维护全国
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祖国安全，尤其是维护新疆地区
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安全权和发展权，同时有利于维护中国
周边地区和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民族团结工作实施方案篇三

“什么亚克西？什么亚克西呀？民族团结亚克西。”熟悉的'
歌词，熟悉的旋律，是否把民族团结唱进你心？其实，在新
疆生活的每一个点滴中，都回响着这样的曲调。

前几年，市里开展“结对子，找亲戚”的下乡扶贫工作。妈
妈也荣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当我与妈妈一同前往指定地点时，
我惊呆了：原来还有这样的地方！土和稻草混合而成的屋顶，
村民在此购买食品。

见到我们一行人，村民们好像迎来了尊贵的客人一样。尤其
是见到自己的“亲戚”，对方更是热情，泡上了维吾尔族砖
茶，切开土瓜，盘起腿坐在地毯上，聊起了这个小村的过去。
在日暮将至时，我们才挥手告别。

几个月后，我再一次同妈妈进村时，这里发生了一些的变化。
村头开设了警务站和医疗所，大部分道路已经换为水泥路，
抗震安居房也正在修建。唯一一点不变的是，这里的老乡依
然热情善良。

从他们的热情让我感受到了民汉友情的真挚。



在村里，我们载歌载舞，演绎最和谐的歌曲。

第一次与“民族团结”交触，是刚来六十六中的头一天。

当我提着一个硕大的行李箱，背着“千斤重”的背包”，站
在此处。

面对五层楼的挑战，我只得硬着头皮向上冲。挤破人墙，我
站在二楼气喘吁吁。还没来得及休息，耳边传来不标准的汉
语：“同学，我帮你提吧！”我连声感谢到。

上楼路上，我们哼着歌，忘了疲倦，唱出最动听的旋律。

真正与“民族团结”融合是六十六中的生活。在这个多民族
团聚的大家庭中我们同吃、同住、同学。

在学校中，我们一起唱着民族音乐，走出最美之声。

“什么亚克西、什么亚克西呀，民族团结亚克西！”这样的
旋律，一直回荡在我们的心中。

民族团结工作实施方案篇四

一、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1、知道我国各民族的分布特点。

2、掌握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因、内容和意义；了解少
数民族的发展状况，知道西部大开发给少数民族带来的新气
象； 过程与方法：

通过学习教材中的插图，使学生学会从历史图片中提取有效
信息的，分析历史史实的能力； 情感态度价值观：



2、通过对孔繁森事迹的了解，培养学生积极进取的人生观。

二、重点与难点

三、课前准备

教师准备：

1、收集有关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图片和影像资料；

2、制作多媒体课件；

四、教学方法教师教法：谈话法、讨论法；活动法；学生学
法：学会探究式学习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组织学生复习有关内容：

1.大家还记得西汉有位自愿嫁给匈奴单于呼韩邪，使得汉族
与匈奴族友好相处的著名美女吗？谁说得出她的姓名？（王
嫱——王昭君。）2.谁还能说出唐朝时，为促进唐朝与吐蕃
友好相处做出卓越贡献的两位公主吗？（文成公主、金城公
主）

承上启下，教师讲授：我国秦汉以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
的国家，并经过了2000多年不间断的发展。各民族之间虽然
有矛盾和战争，但是各民族在社会生活和交往中和睦、友好、
互助、联合的关系却是主流，各族人民齐心协力促进祖国的
发展和繁荣，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华
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如何巩固和发展呢？请大家学习新课。
（安排学生先阅读全文，作读书标记；然后探索、交流、讨
论、练习）

（二）新授



阅读课文，自学探究: 1.我国个民族分布有什么特点？

2.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党和政府实行什么政策？有何意义？
原因何在？

（1.）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构成及分布格局？（由56个民族组
成，各民族的关系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依存、不可
分离，分布格局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
（2.）组织学生讨论：党和政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因。
（教师按启发归纳）

教师指出：我国民族区域的分布特点是历史形成的，实行民
族区域自治符合国情实际。它有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也有
助于保障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地区事务的权利。它有助于国
家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贯彻执行，也有助于民族自治地区
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它有助于国家富强，也有助于
各民族繁荣。它有助于各民族巩固热爱祖国的情感，也有助
于大家增强热爱本民族的情感。总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
个两全其美的选择。（3）民族区域自治的含义 ：

1、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新气象：（学生回答）

2、教师归纳指出：

3.引导学生观看本课插图，回答：这些插图表现的主题是什
么？（各少数民族跨入社会主义阶段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
以后，为建设祖国和自己美好的家园，迸发出巨大的热情。
他们的社会生活、精神面貌、文化事业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是党和政府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繁荣政策
的结果。）4.根据“动脑筋” 组织学生讨论，从孔繁森的先
进事迹中，说说他有哪些高贵品质值得提倡？（忠诚党的事
业，关心人民疾苦，不顾个人得失等。）

（三）总结 多民族



大杂居、小聚居 民族区域自治 各民族共同繁荣 友好往来

（四）练习：略

教学反思：

本课的教学简单，主要了解中国的民族问题，我采用启发教
学法，效果很好。此文章来本节课的教学，主要以分组合作
自主学习为主。就本节课的教学中的得与失做一下回顾：

1、重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在教学中，通过学生自
主学习，掌握课本中提供的基础的历史信息。进一步加深理
解、掌握和应用。

2、把课堂中的大量时间交给了学生，让学生成了课堂的主人。
本节课把时间还给了学生，使学生的活动具有较强的目的性。
通过一些教学活动，不仅完成了教学任务，而且在老师的引
导下加深了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本堂课以党的政策，民族的发展、民族情和畅想未来为线索，
按照激情阅读—理解—掌握的有效教学步骤，循序渐进的理
解课文内容，完成了教学目标。

不足之处：

1、在教学中，给与学生学习的时间还是有点过少，总想老师
多讲。课堂练习设计缺乏科学性。缺乏面向全体学生，在回
答学生提出的问题时，处理的过于简单。

教学目标 情感、态度、价值观：初步树立各民族“共融共
存”的思想，体会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对少数民族的
关怀，从而增强维护民族团结的意识，《民族团结一家亲》
教学设计（教案）



。行为与习惯：学会观察社会现象的能力；提高从收集的资
料中获取信息的能力；懂得要维护民族团结，就要从自己身
边的小事做起。

知识与技能：知道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知道各
民族人民在相互融合中进步，在交流中发展，共同创造着中
华民族美好的未来。

教学重点 使学生懂得要为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维护祖国
的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

2课时。

第一课时完成教材p41-p43页内容，话题为“亲情源远，共融
共存”。第二课时完成教材p44-p46页内容，话题为“心相连，
手相牵”。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活动一

民族歌谣齐欢唱 1．播放民族歌曲大联唱： 《延边人民热爱
毛主席》（朝鲜族）《微山湖》（汉族）《草原上升起不落
的太阳》（蒙古族）

《我们新疆好地方》（维吾尔族）

请学生试着哼唱并猜一猜：这些都是哪个民族的歌曲？

2.谁能说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大家庭中，除以上几个民族外，
你还知道哪些民族？

4．小结：（板书课题：民族 一家亲）



活动二

民族故事齐分享

2．读故事：和亲使者——王昭君

3．教师简单介绍王昭君出塞的历史背景。了解昭君和亲的意
义，欣赏图片昭君墓。

4．师小结：王昭君已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
族团结融合的代表；昭君墓也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民族
友好的历史。

5．学生交流《文成公主进藏》故事。

7．师小结：青藏高原的吐蕃族首领松赞干布和唐朝的文成公
主为促进西藏的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如今自从青藏铁路开
通后，现在全国很多人去西藏旅游，看看这是人们参观布达
拉宫留下的照片。欣赏布达拉宫图片。

共融共存）活动三

共融共存

第二课时 活动一

手相牵）活动四

共融共存 心相连

手相牵

教学目标：通过教学使学生认识到我国实施各民族平等、团
结、共同繁荣的原则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取得的巨大成
就，从而维护了国家的团结统一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从而更



加坚定坚持我国的民族政策，为维护民族团结作出自己的贡
献。教学重点：维护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维护民族团结的
措施 教学难点：维护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维护民族团结的
措施 教学内容：

一、维护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

民族团结是关系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是事关全局的大事，
是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维护民族团结对于维护国家统
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发展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抵御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维护各民
族共同利益，促进各民族繁荣进步，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新时期，维
护民族团结成为考验党执政兴国、驾驭复杂国际国内环境的
重要课题，是检验各级领导干部处理涉及民族问题突发事件、
维护稳定的能力和水平的试金石。

二、维护民族团结的措施

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在宪法
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都有明文规定。因为它们都是损害民族
团结的。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这是由
汉族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
中有最大影响这一现实情况所决定的。汉族干部群众在警惕
和克服大汉族主义方面，应当高度自觉和经常注意。反对地
方民族主义和反对大汉族主义一样，对于保证国内各民族团
结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
族主义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许多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和
矛盾，并不属于两个民族主义的范围。所以，应该对民族关
系中出现的问题，慎重从事，从有利于民族团结出发，有什
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轻率地扣这个帽子和那个帽子。
这样更有利于民族之间的和谐与团结。我国采取法律、经济、
行政等手段，着力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



促进各民族团结发展；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
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国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城市化、散居化趋势日
益明显。为保障城市和散居地区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国家
制定实施《城市民族工作条例》、《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
等法律法规，切实加强服务与管理，重点帮助他们发展生产、
改善生活，满足他们在节庆、饮食、丧葬等方面的特殊需要。
为妥善处置影响民族团结的矛盾和问题，我国坚持团结、教
育、疏导、化解为主的方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问
题就解决什么问题，避免事态扩大和矛盾激化。“国家维护
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凡属违法犯罪的，不论涉及哪个
民族、信仰何种宗教，都依法处理。中国的民族问题是中国
的内部事务。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和抵制一切外部势力打
着“民族”、“宗教”、“人权”的旗号插手、干预中国的
民族问题，严密防范和依法打击境内外各种恐怖主义势力、
分裂主义势力、极端主义势力对中国的渗透、破坏、颠覆活
动。历史和现实表明，民族团结友爱，则政通人和、百业兴
旺；民族冲突纷争，则社会动荡、人民遭殃。”

民族团结工作实施方案篇五

在我国辽阔富饶的土地上，生活着五十六个民族。这五十六
个民族就像五十六朵花，在中华大地上盛开！

在这五十六个民族中，汉族人口最多，约占全国总人口
的91.59%。其他五十五个民族人口虽少，但他们居住的地域
十分广阔从我国东北的乌苏里江流域西北的帕米尔高原从海
南岛的椰树林到内蒙古的大草原，都居住少数民族。我国少
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方在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
甘肃、青海、云南、贵州、四川等。这些地方大都位于祖国
的边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少数民族人民世代为保卫祖国
边疆而奋斗不息。

我们伟大的祖国五十六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和谐相



处，开拓了祖国的大好江山，这和我们民族之间的团结互助
是分不开的。近年来，我国政府也常常派人去帮助少数民族
发展。

有位汉族干部，在母亲年迈，三个孩子未成年，妻子体弱多
病的情况下，两次响应国家号召，主动要求进藏工作。他把
藏族人民当做自己亲人，关心藏族人民疾苦。他为藏族牧民
看病、治病；用自己的收入，给生活不好的藏民买衣、买粮；
还抚养了两个藏族孤儿。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人民的好干部，不行因公殉职，倒在了
他所热爱的土地上。得知这个噩耗，成千上万的藏民失声痛
哭，在他的墓周围，老百姓敬献的哈达堆成了雪白的小山。

他，就是维护民族团结的好干部——孔繁森！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让
我们和少数民族的姐妹们团结起来，把我们的国家建设的更
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