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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各民族在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历史中，不断发展了经济上的联系和文化上的交流，
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
我国的每一个民族都是祖国大家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我国每一个民族都为祖国的强大作出了重要
贡献。
家和万事兴，各民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才能最终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胡锦涛同志于2009年9月29日，在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特
别强调指出：“要落实好中央关于在各级各类学校广泛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决策部署，推动党的民族
理论和民族政策、国家民族法律法规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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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深深扎根于各族青少年心中，使我国各民族同呼吸、
共命运、心连心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
”　　小学品德课程标准中也明确规定：要加强民族团结教育，让学生从小知道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
民族的国家，要了解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理解和尊重不同民族的人民，成为维护祖国利
益、增进民族团结的小使者。
　　也许从事品德教学的职业责任使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为“民族大团结”做些事。
于是，我多方请教专家、查找资料，走访少数民族聚居地，为孩子们编写了民族知识读本《好大一个
家》。
　　《好大一个家》有两个特点，首先是按56个民族编排，每章都有民族介绍、民族故事、民族风情
等内容；其次，每个民族故事都颂扬了民族大团结。
小小书册，真情无限，心血凝集，希望得到读者们的珍爱。
　　钱丹慧　　200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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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好大一个家》作者多方请教专家、查找资料，走访少数民族聚居地，为孩子们编写了民族知识
读本《好大一个家》。
该书首先是按56个民族编排，每章都有民族介绍、民族故事、民族风情等内容；其次，每个民族故事
都颂扬了民族大团结。
小小书册，真情无限，心血凝集，希望得到读者们的珍爱。
　　加强民族团结教育，让学生从小知道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要了解不同民族的生活习
惯和风土人情，理解和尊重不同民族的人民，成为维护祖国利益、增进民族团结的小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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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汉族　　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
汉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
汉族人除在我国以外，在东南亚和北美洲也有较多分布。
　　汉族历来以勤劳俭朴著称，农业生产在历史上就很发达，手工业也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
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以及养蚕、织造丝绸、制瓷、制茶等技术，对世界文化与科
学技术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汉族主食以稻米、小麦为主，辅以蔬菜、肉食和豆制品，茶和酒是汉族的传统饮料。
　　汉族的传统节日有春节（俗称过年）、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
　　汉族的故事　　龙的传人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人都以自己是“龙的传人”而自豪。
　　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来源于古老的传说。
相传，黄帝在统一中原以前，以“熊”为标志性图案，战败蚩尤统一中国后，它的标志性图案兼取融
合了被兼并的其他民族、部落的标志性图案，如鸟、马、鹿、蛇、牛、鱼等，最后拼合成中华民族共
同崇拜的形象“龙”。
　　“龙”的形象，象征着中华民族发展，各民族融合、团结，已成为中华民族始祖的标志性图案。
因此，中华民族的子孙便称为是“龙的传人”。
　　民族风情　　舞狮　　舞狮，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民间艺术，每逢元宵佳节或集会庆典，人们总要
舞狮助兴。
舞狮起源于三国时期，据说，最早是从西域传人的。
　　扮演的狮子在引狮人的引导下，表演腾翻、扑跌、登高等技巧，并有蹿桌子、踩滚球等动作，还
有搔痒、抖毛、舔毛等，惟妙惟肖，惹人喜爱。
　　狮子为百兽之尊，形象威武雄伟，古人将它当做勇敢和力量的象征，希望驱邪镇妖、保佑平安。
久而久之，舞狮就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
　　蒙古族　　蒙古族是我国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独特的民族，世代生息繁衍在我国的北方大草原，
现集中聚居在内蒙古自治区。
蒙古族聚居的中国北部边疆，草原辽阔，水草丰美，适合畜牧业和农业生产。
　　蒙古族服饰极富民族特色，蒙古袍是蒙古族人民为适应自然环境和牧业生产而创制的一种传统服
装。
　　蒙古族饮食分肉食、奶食、粮食三大类。
　　蒙古包是蒙古族最有特色的标志性居住形式。
　　蒙古族的故事　　3000孤儿进草原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59-1961年），上海、浙江、安徽
等地几十个孤儿院的3000孤儿，因为食品严重不足，幼小的生命遭到威胁。
在周恩来、康克清、乌兰夫等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这些孤儿被运送到内蒙古大草原，纯朴热情的牧
民收养了他们，含辛茹苦地把孤儿们抚养长大。
　　近半个世纪过去，当年的这批孤儿已经成为草原的主人，为祖国的建设贡献着力量，他们激动地
说：如果没有祖国大家庭的关心，没有草原阿爸阿妈的抚养，我们这些孤儿将会在哪里，将会是怎样
一个状态？
我们世代不忘蒙古族父老的养育之恩。
　　民族风情　　那达慕　　每年的七八月间，内蒙古草原上都要举行“那达慕”大会。
“那达慕”在蒙古语中是娱乐、游戏的意思。
在传统的“那达慕”大会上，摔跤、射箭、赛马最吸引人，被称为展示英雄气概的“男儿之艺”。
　　现在的“那达慕”大会上，草原的人们还进行物质交流，举行民间体育活动，浓浓的民族风情，
吸引着无数观光客前来参加。
　　回族　　回族在全国各地均有分布，以宁夏、甘肃、青海、新疆、河南、河北、山东、云南等省
（自治区）分布较多。
　　回族人中有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对祖国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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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建筑学家亦黑迭儿丁设计了元大都（今北京）的建筑规划；明朝航海家郑和率船队七次下西洋，
创下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
　　回族全民族信仰伊斯兰教，每个村子或聚居处都建有清真寺，供礼拜之用。
　　回族的故事　　母子两代英雄　　回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马本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组织回
民兄弟一起主动抗击日寇侵略。
马本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八路军回民支队司令员。
　　回民支队的英勇战斗，引起日寇的恐慌，日寇竟于1941年8月抓走了马本斋的母亲，逼迫她给马本
斋写信劝降，马母严词拒绝：“杀剐存留，全凭你们，要我写信万万不能！
”这位英雄的母亲最后绝食而死。
她的气概正是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1944年2月7日，马本斋因病在冀鲁豫根据地逝世，这是回族人民和中国各族人民的重大损失。
毛泽东挽联：“马本斋同志不死。
”朱德挽联：“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　　民族风情　　回族山歌：“花儿”　　花儿，又称“少年”，是流传在西北回族地区的一种民
歌，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在每年农历六月初一，成千上万的民间歌手和青年男女，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花儿会”上。
比赛时两人一对，三五人一群，互相对歌，比谁唱得多，唱得好。
　　在田间劳动时，姑娘们边劳动边唱歌，无拘无束地唱出自己的心事，此时，小伙子也到田里凑热
闹。
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唱歌，有独唱，有对唱，有齐唱，热闹非凡。
　　藏族　　藏族，主要聚居在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省的自治州和自治县。
藏传佛教建筑及其雕塑、绘画享誉全世界，布达拉宫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新中国成立前，藏族地区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生产力低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藏族地区经过和平协商实行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农奴制社会制度，成
立了西藏自治区以及自治州、自治县和自治乡等，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极大的提高。
　　藏族的故事　　一心爱国的格达活佛　　1936年3月，红军长征经过甘孜白利土司官寨，白利寺主
持格达活佛见红军纪律严明，尊重少数民族风俗，深受感动。
他动员组织僧俗群众为红军做翻译、当向导，救护伤病员，筹备军粮马料。
　　同年7月，红军继续北上，格达活佛和朱德总司令话别时，朱总司令在红缎上为格达活佛写下“
红军朋友，藏人朋友”，并将自己的八角军帽赠送给他。
　　1950年春，康定解放，为了争取西藏和平解放，格达活佛于1950年7月24日到达昌都，拜访了昌都
总管，希望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人物按人民愿望，完成祖国统一大计。
这一切引起了民族分裂分子的恐慌，他们对格达活佛下了毒药，格达活佛于1950年8月22日在昌都不幸
逝世。
　　民族风情　　哈达传友谊　　藏语中的“哈达”，意思就是纱巾、绸巾。
藏族人迎来送往，表示谢意，都要献上哈达。
　　在藏族生活习俗中，敬献哈达是接待客人的最高礼仪。
敬献哈达，对长辈是表示敬意和感谢，对平辈是表示友好和情谊，对后辈是表示关心和爱护。
　　哈达的颜色有蓝、白、黄、绿、红五种，在藏民的观念里，白色是纯洁和吉祥的象征，所以最常
见的是白色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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