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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是伴随着民族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客观社会存在。
自民族产生之日起，不同民族之间就存在着差异。
这种差异，体现在地域、历史、经济、文化、习俗等方方面面，往往使不同民族之间发生纠纷、产生
矛盾。
人类民族史证明：只要民族存在，民族之间的矛盾就在所难免。
破解民族矛盾、建设和发展和谐民族关系，离不开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伟大力量。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是建设和发展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途径，它体现着各民族的共同诉求和根本利益。
　　重视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
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政治优势。
毛泽东曾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伟大号召；邓小平指出，我国现阶段的民族关系
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江泽民提出了“三个离不开”的思想，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
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胡锦涛提出了“两个共同”的思想，指明各民族“共
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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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学习方法、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能力上。
所谓学习方法，就是在学习中获取知识、驾驭知识的手段和方式。
学习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学习的效果和工作的成就。
知识结构，就是一个人的知识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构成情况和组合方式。
思维方式是人脑问接地概括地反映世界的稳定的程序和形式。
能力主要指人在社会实践中解决问题、从事发明创造的智慧和能力，具体表现为认识力、实践力、创
造力。
　　（2）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动力结构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动力结构，实际上就是其在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整体系统中的接受动力图式。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接受动力，实际上是引发、激发和驱使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认同民族思想
政治教育主体所传导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民族观和民族政策，并把其内化为自己的主观意识，再由主观
意识转化为自身的认知图式，最后外化于社会的一种力量。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动力包括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内在主动力、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外在被动
力、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外在被动力与内在主动力的合动力。
　　首先，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内在主动力。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内在主动力，主要来自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生存、发展和完善自己的需要
。
需要是人类一切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出发点，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整体活动作为一种合目的性的认识
活动和实践活动，也必然与一定的需要相联系。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内在主动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四个方面的自我需要。
一是物质利益。
人们从事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得物质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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