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理大学 2019 年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815 科目名称：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一、目标要求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科目考试内容涵盖民族理论学科体系基本

知识、民族实体理论、民族发展理论、民族关系理论、民族问题理论、

民族政策及其相关的理论前沿、社会热点和重大事件分析等方面的内

容。考查考生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的基本知识、

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及认识、分析、判断和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和水

平。

二、试卷结构

（一）时间及分值

本试卷考试时间 3 小时，满分 150 分。

（二）内容结构

民族理论部分 60分，民族政策部分 60分，现实延展性内容部

分 30分。

（三）题型结构

名词解释（6 题，每小题 5 分，共 30 分）

简答题（4题，每小题 15分，共 60 分）

论述题（2题，每小题 30分，共 60 分）

三、试卷范围



第一部分：民族理论

一、民族理论学科理论体系

（一）民族理论学科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

1．民族理论学科研究对象

2．民族理论学科研究内容

3．民族理论学科的理论体系

4．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方法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含义及发展

1．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含义

2．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二、民族实体理论

（一）民族概念和民族的形成

1．民族概念及其历史发展

2．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的产生及其发展

3．民族形成的时间和条件

4．民族形成的途径和规律

（二）民族的基本属性和基本特征

1．民族的基本属性

2．民族的基本历史类型

3．民族的基本特征

4．民族与其他人们共同体的关系

5．民族与国家



6．民族与宗教

7．民族识别

8．民族意识

（三）民族结构与民族素质

1．民族结构

2．民族素质

3．民族结构与民族素质的关系

三、民族发展理论

（一）民族发展的基本规律

1.民族发展的基本动因

2.民族发展的基本内容

3.民族发展的基本模式

4.民族发展的基本趋势

（二）民族发展的基本条件和环境

1.民族结构与民族发展

2.民族素质与民族发展

3.民族关系与民族发展

4.自然环境与民族发展

5.社会环境与民族发展

（三）民族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现象

1.民族同化

2.民族分化



3.民族组合

（四）民族消亡的一般规律

1.民族融合

2.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的区别

3.民族消亡

四、民族关系理论

（一）民族关系理论基本概念

1.民族交往、民族矛盾

2.民族关系的含义

3.民族关系的基本内容与性质

4.民族关系的过程与类型

（二）民族关系发展规律

1.民族关系的核心问题

2.民族关系的特点、影响因素

3.民族关系发展的基本条件、基本趋势

（三）民族关系调控

1.民族关系调控的含义及其类型

2.民族关系调控的原则、政策、措施

3.民族关系调控机制

五、民族问题理论

（一）民族问题概念

1.民族问题的涵义



2.民族问题的产生根源、发生范围和存在时间

3.民族问题的基本内容

4.民族问题的基本性质

5.民族问题的基本特性

（二）民族问题与社会发展问题

1.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

2.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关系

3.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和建设的关系

（三）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

1.影响民族问题发展变化的因素

2.社会主义社会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

3.社会主义社会民族问题的长期性

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特点

第二部分：民族政策

一、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

（一）民族政策的含义

（二）民族政策的基本特点

（三）民族政策的基本类型

（四）民族政策的基本依据

（五）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

（六）民族政策的基本功能

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



（一）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

1.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含义

2.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的含义

3.新中国的民族平等的含义

（二）党和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总政策

（三）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的贯彻实施

1.我国实现民族平等的法律保障

2.少数民族平等权益保障的机制

3.民族平等权利的保障

三、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一）民族区域自治的概念及内容

1.民族区域自治的概念

2.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特点

3.民族区域自治的内容

（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1.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2.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形式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

4.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建设和自治权的完善

（三）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发展与实践

1.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提出

2.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3.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践

四、民族干部政策

（一）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少数民族干部的特点和优点

2.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作用

3.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意义

（二）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政策

1.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原则

2.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政策、措施

3.新中国民族干部工作的实践和成就

五、民族经济发展政策

（一）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必要性

2.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重要性

（二）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方针和政策

1.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主题

2.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方针、政策

（三）发展和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

2.发展和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3.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六、民族文化教育发展政策



（一）民族教育对民族发展的重要影响

1.民族教育对民族发展的重要作用

2.民族教育的发展状况及存在问题

3.民族教育的特点

（二）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教育的政策

1.民族教育政策、法制对民族教育发展的重要作用

2.民族教育政策、法制建设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3.加强民族教育政策、法制建设，加速发展民族教育事业

（三）民族文化对民族发展的重要作用

（四）党和国家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政策

七、民族语言文字政策

（一）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和作用

1.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

2.民族语言文字的特点

3.民族语言文字的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对民族语言文字的态度

（三）新中国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的政策

1.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状况

2.党和国家的民族语言文字政策

3.党和国家贯彻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的措施

八、民族风俗习惯政策

（一）民族风俗习惯及其特性



1.民族风俗习惯的概念

2.民族风俗习惯的形成

3.民族风俗习惯的特性

（二）民族风俗习惯的社会功能与作用

（三）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

1.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

2.民族风俗习惯的保持或改革

九、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一）宗教及其社会作用

1.宗教的含义

2.宗教的产生根源

3.宗教的本质和社会作用

4.马克思主义者对宗教的态度

（二）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状况及特点

1.我国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基本情况

2.我国宗教信仰问题的基本特点

3.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长期性

（三）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1.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内容及依据

2.全面正确理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3.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第三部分：延展性考查内容



一、学科理论前沿

二、相关社会热点

三、重大事件分析

参考书目：

金炳镐《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中央电大出版社，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