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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研究生）国家级教学成果总结报告

云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创建于 1951 年，1984 年招收硕

士生，是全国最早设立的硕士点之一。现拥有 1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

点和 1 个博士招生方向，是云南省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培育学科，也

是云南省一流学科、重点学科和优势学科群，云南省 B 类高峰学科。

除已在一级学科下设置齐全 8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外，还拥有民俗学

（含民间文学）学术硕士点，以及国际中文教育、新闻与传播、出版

3个专业硕士点。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及跨境特色鲜明，中国少数民

族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为国家“双万计划”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有力支撑学科形成鲜明特色与亮点。学科领域涉及藏缅、壮侗、苗瑶、

孟高棉语族 40余种语言的本体研究、云南特有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

濒危语言、文学保护、南亚东南亚国家“一带一路”沿线的语言文字

比较，在云南双语人才培养，16 个跨境民族文学、文献资源挖掘，

南方民族古籍文献整理等方面独树一帜。近年来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 4 项，重点项目 1 项，一般项目 33项；发表论文 300 余篇，出

版专著 100 余部，获省部级成果奖 32项。累计培养各民族人才 10000

余名，90%的毕业生到民族地区工作，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的

“三个定位”，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具有不可替

代的特殊作用。

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课程思政建设

1.课程建设贯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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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三全育人”，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理想信念教育为

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为关

键，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注重思政基本理论及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教育在本学科课程建设中的涵养，在把政治认同、家国情

怀、科学精神、文化自信、法治意识、公民品格、生态文明、全球视

野等 8 个维度融合于课程思政的同时，结合实际，突显民族团结教

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强化课程思政，在传授知识中融入对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情感与人文精神的感悟，将优秀文化与审美情志

传递给学生，使学生不仅学到专业知识，还能端正人生态度，提高人

文素养。

与北京科大讯飞合作推进学校思政课教育教学改革，经验在全国

性会议交流，先后获得国家教育部重点课题 1 项、一般课题 2 项，

省教学改革成果一等奖 1 项、省级研究生优质课程 4 项、省级研究

生教学案例库 3 项、校级研究生优质课程 5项、校教学改革成果特等

奖 1 项。《云南民族大学抓五个重点提升思政课教学质量》被新华社

《高管信息》（云南领导专刊）刊用；《春风化雨绽芳华——云南民族

大学抓三个重点提升思政课教学质量》在《中国教育报》刊登；云南

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对学校思政课成效作了专题报道。本学科“云

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学课程思政建设及实践”2020 年立项为校级教学

研究与改革项目。

2.课堂教学贯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把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专业教育教学计划和综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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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贯穿专业课教学全过程，使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教学过

程和教学结果评价聚焦共同体意识培育目标，形成整体合力。教师善

于从不同课程特点出发，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寓于知识和技能

的传授过程，増强教育的感染力、吸引力、实效力。运用信息化手段

辅助课程思政，将传统授课模式中融入现代手段，让思政内容更加生

动形象，增强共同体意识对学生的影响力。如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传媒，

播放反映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制度认同的视频、剧目、

歌曲等，铸牢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科研活动贯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学术研究充分体现“民族性”“边疆性”“国际性”“区域性”特

点。注重在科研活动中挖掘文学家的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利用民族

语言、民族文学优势宣传党的政策，普及知识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和

繁荣发展，做到“三尺讲台育桃李，科研创新系国运”，真正“把论

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如赵秀兰负责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团结进步研究

院委托项目“佤族社会历史再调查”和民族文化学院特区项目“佤族

口传文学《SI NGIAN RANG MAI SI MGANG LIH》整理选译”；周德才

从事的藏缅语言、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以及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教研

工作成效显著；周雪根发表论文《明代民族英雄邓子龙诗之情思内涵》，

参编《云南少数民族盟誓文化》并撰写《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

盟誓》；王淑英、杨芳园分别主持 2021 年国家民委教改项目《云南民

族大学“少数民族文学”课程思政建设及实践》与《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在专业教育课程中的理论和实践与探索》；沈峥出版《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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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推广与中华文化传播研究》等。同时，与复旦大学、香港科技大

学、南开大学等合作开展云南跨境民族语言文学研究。近两年还承担

教育部国家语委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20 余项，获评“语言保护工程先

进集体”称号。

4.校园文化与社会实践活动贯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一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课程思政内容融铸于校园文

化与社会实践活动中。校、院的“开学第一课”让学生牢固树立“三

个离不开”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校园文化活动不以单一民族形式组织，

不论是活动还是实践课，都把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题。二是将民族

共同体文化意识作为课程思政内容融铸于校园文化与社会实践活动。

每年举行的校园文化品牌活动如“经典诵读展演”，作品都是中华经

典诗词文赋，展演形式既有汉服、汉乐，也融民族歌舞于其中，诵读

形式则一遍汉语一遍少数民族语等，曾获云南省高校经典诵读比赛一

等奖。三是将民族共同体意识融铸于社会实践课程。利用本学科“中

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开设有 13 个语种方向的优势，每年暑期组建

各民族语种师生服务队，赴边疆民族地区开展“民汉双语志愿服务”，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法律知识、科普知识，或参与学院双语师资、双

语法官、双语科普培训及民汉翻译、民族语播音、民族文字编辑出版、

民族语影视配音等社会服务，先后受到团中央、教育部、中宣部表彰。

作为实践课程，“民汉双语志愿服务”2020 年获云南省社会实践一流

课程，被列为国家级一流实践课程申报项目。

二、完备的学科体系支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才培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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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语言文学二级学科体系完善

云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 8 个二级学科，包括文

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

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 8 个方向，设置齐全，学科体系完善。

2.少数民族语种方向全国最多

本学科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开设有彝、哈尼、白、傣

（西傣、德傣）、壮、苗、傈僳、拉祜、佤、纳西、景颇、藏 12个民

族的 13 个语言文学方向，是云南民族大学最具特色和底蕴、云南省

高校唯一设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且本硕博培养体系齐备、

全国高校开设少数民族语种方向最多的教学科研院系。13 个语种方

向涵盖的民族，除 4 个世居民族外，其他皆为云南独有民族。长期以

来，为民族地区培养了大批民汉双语专业技术人才。民族特色、地域

特色及跨境特色鲜明的学科体系，已完全能满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教育的国家战略需求与人才发展愿望。

3.“一体两翼”的学科交叉融合

本学科在新文科背景下构筑了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以中国

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学术硕士为主干，国际中文教育专硕和新闻与传播、

出版专硕为两翼，学科互补交叉融合，在完成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

同时，服务社会传承传播中华优秀文化。教学团队已经形成在研究跨

境民族语言和文化、南亚东南亚国家传媒机制、建构云南对外传播体

系及对南亚东南亚国家汉语教学研究和实践等方面的合力与优势，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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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性成果引人注目。获得《云南边境地区跨境民族多语种全媒体传播

体系建构研究》《中越边境地区对越战略传播体系构建面临的问题与

对策研究》《云南与东盟国家媒体联合协作机制研究》《云南侨务外宣

工作研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新时代

云南“直过民族”语言能力建设研究》《云南省高校新媒体背景下云

南对南亚东南亚传播体系建构研究科技创新团队》《提升云南边境县

级融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的扶持路径研究》《新媒体赋能三区三州乡村

振兴的实践路径研究》等多个国家社科、国家民委项目、云南省社科

等较高级别课题。

三、人才培养成果全面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

1.人才培养过程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本学科近四年培养了 400 多名人才。毕业生具有较为全面扎实的

文学和语言学理论基础知识、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以及其它相关

的科学知识，熟读古今中外经典文学作品和重要理论著作，掌握人文

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能紧跟学术前沿，把握时代脉搏与学术动态，

掌握相关研究文献与社会调查的基本方法，具有较强的参与社会事务

的能力。学科开设“民族理论”“道德修养”“民族民间文学”等课程，

强化学生学术道德与社会责任感，引导少数民族青年学子在社会实践

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2021 年寒假，结合建党 100 周年，以

“少数民族红色故事和歌谣收集”为主题，利用民族语言文学优势开

展专题实践活动，优秀作品在院刊刊载。同时，通过直接参与导师项

目、助教助研、企业短期实习、独立申请省、校级创新课题等多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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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加强学术训练，2021 年，胡倩“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鲁迅文学

奖与云南新诗研究’”、旃小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拉祜族史诗

《牡帕密帕》原型探究”等 11 项获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研究生项目

和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立项，4 人获得大学生科研立项，3 人荣获全

国英语演讲大赛奖励。

2.人才培养质量助力促进边疆繁荣稳定

近年来，本学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抓手，把“三个离

不开”和“五个认同”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构建立体型全方位的成长体系，培养质量不断提升。一是人才选拔更

加丰富多元。各学位点的少数民族学生报考人数连续增长，少数民族

第一志愿上线生录取率达到 99 %，报录比达到 7:1 以上。二是专业

素养与能力显著提高。近五年 90%以上的学生拥有教师资格证，获省

级以上表彰 50多人次，发表学术论文 300 多篇，成功竞选出 5 篇省

级优秀毕业论文、51篇校级优秀毕业论文，10余名获评优秀共产党

员，16名升入中央民族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

澳门大学，以及美国、韩国等国内外大学攻读本专业博士学位。三是

就业质量稳步提高。研究生初次就业率达到 92%，其中考取公务员及

事业单位人数约 70%，还涌现出许多先进人物，部分在教学科研、脱

贫攻坚和边境禁毒一线成为标兵模范。

3.人才培养去向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本学科毕业生有较强的献身边疆建设意识，扎根基层促进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一是留滇人才多。近年来，除本地区毕业生外，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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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省外毕业生选择留在云南边疆地区，服务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二是

社会贡献大。据不完全统计，大部分学生毕业后奔赴边疆基层地区工

作，或奋斗在基础教育战线，为民族地区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贡献

力量；或从事行政管理，维护边疆地区的和谐稳定，努力建设民族团

结示范基地。在云南省 8 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就有 4 名优秀厅级少

数民族干部毕业于本学科专业。三是示范效应好。通过优秀校友进校

园、第二课堂面对面等活动，以身边人讲身边事，把民族团结进步建

设的思想薪火相传，形成良好示范效应，引导学生研究选题立足云南

多民族文化实际，工作选择也勇于投身民族团结和边疆建设事业。

4.人才培养影响力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

云南是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前沿阵地，少数民族语言资

源丰富，文化形态多样，是中华文化-文学中具有鲜明民族、地域特

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少数民族创造了个性鲜明的作家文学、口传文

学和典籍文献，形成了各民族审美文化多维融合的独特体系。大批精

通汉语和民族语的高层次人才充实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少数民族文

化挖掘性研究和濒临失传的少数民族文学文献抢救性保护工作中，为

中华文化走出去奠定了研究基础；大批熟悉跨境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新

闻传播、出版人才充实到境内外媒体，提升了中华优秀文化和民族精

神对外传播的效能。与云南省委宣传部和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合作建

设南亚东南亚国际传播学院，开展对南亚东南亚留学生传媒教育与从

业人员培训，处于国内外同行较高水平；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合作建立了南亚东南亚传媒数据库；2015-2021 年国家汉办从我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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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中文教育专硕点选派 86 名志愿者到泰国、马来西亚、泥泊尔、印

度、印度尼西亚、缅甸、菲律宾从事汉语教育传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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