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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与培德

聚焦现有资源，培育挺膺担当的新时代
少数民族预科班人才

——以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为例

陈　萌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津南区 300350）

摘要：用最优秀的资源引领预科生成长成才，不断深化从入学、

过程到结业人才培养改革，铸魂立德，在促进民族团结、建设各

民族学生共有精神家园中至关重要。目前少数民族预科学生临界

于高中生与大学生之间，其思想政治觉悟、道德文化素养与大学

生相比有特点也有弱项，做好这个学生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对引领核心价值观、端正学习观念、打牢学习基础尤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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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做好高校少数民

族预科学生自主培养工作的通知》，为促进高校少数民族预科教

育和本科教育的有机融合、有效衔接，进一步提高少数民族预科

学生（以下简称预科学生）的培养质量。我校自 2018 年起招收少

数民族预科生，目前已培养来自 18 个少数民族的预科生 156 人。

在三年多的教育培养实践探索中，我们准确把握预科教育对比普

通高等教育所特有的过渡性、层次性、特殊性与衔接性等特点，

深入研究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少数民族预科班自助培养工作。

一、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切

实解决预科生学生的成长困惑

抓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一课，力争成为最受预科生欢迎的“爆

款”课，对于预科班同学们来说至关重要，一定要抓好临界值，

深知目前少数民族预科学生临界于高中生与大学生之间，其基础

理论与大学生相比还有待提高。以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少数民

族预科生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摸清少数民族预科生特点的基础上，

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凝聚我校现有的优势育

人资源，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线上线下教育，课内课外教育，

校内校外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相结合，创新思想道德 教育教学

方式和路径，推动构建具既有少数民族学生特色，又有体现我校

独特办学特色和优势的少数民族预科班思想政治道德教学体系。

深挖预科班学生成长需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结合点，推进课程

改革创新方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作为一名青年思政课教师，结合近几年的教学实际和尝试，

坚持每节课紧抓理论支撑性、现实迫切性、直面问题必要性、解

决成长困惑有效性。

铸牢理论支撑性。马克思主义是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江

河之源泉。理论一经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会爆发出宇宙般的力量。

思政课更应凸显理论的魅力，可对于预科班学生来说，理论上相

对较弱，更要找准课堂的着力点，使之让预科生深刻明白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

克思主义行。例如我们的学生会唱《国际歌》，但并不十分清楚

国际歌诞生的背景及意义；知道《共产党宣言》，但并不完全了

解《共产党宣言》的内容；知道社会主义五百年，但并不清楚这

五百年的历程和发展。所以作为思政课教师在给预科班授课时要

讲清楚理论，更要深思理论为学生提供科学的思维方式，引导学

生科学地、辩证地思考问题；为学生提供具有时代内涵的价值规范，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

深入实地开展调研是上好预科班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个重大

前提条件，思政课的很多内容在学生中学时代就讲授过，这就需

要教师更要了解初高中的教材，了解教材体系和教材内容，避免

无谓的知识点上的大量重复而导致的抬头率、参与率、互动率不高。

例如在讲授中国梦的过程中要对中国梦的本质——“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进行历史思维的知识点梳理，而不单单是

对这 12 字的简单的内涵式的理解，而是要深挖教学内容，使之对

中国梦的理解是立体的，中国梦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梦，更是奉

献世界的梦，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的福祉。中华民族是敢

于有梦，勤于追梦，勇于圆梦的，这也是“大、中、小一体化教学”

的关注点，更应成为预科生教学的一个着眼点，从而不仅在教学

上做到了有效衔接，更激发了同学们学习的热情和兴趣。

坚持问题导向，绝不回避问题，方能解决问题。思政课教师

必须要理直气壮地讲好思政课，更要积极主动回应社会和学生关

注的热点问题，才能更好地提升广大预科生的理论水平和面对不

良信息时的辨别是非的能力。社会上的热点和课堂上同学们提问

的问题能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更需要思政课教师理直气壮的“大

声”回应。例如，在讲解如何做新时代的忠诚爱国者这一专题时，

讲到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就曾有同学提出疑问“老师，

我只是群众，我又不是党员呀”，这时就需要思政课教师讲清楚

爱国主义的本质，更要从理论的逻辑、实践的逻辑、现实的逻辑

梳理讲清、讲透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是相统一，统一于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让同学们深刻认识到自己的时代使命

和肩负的复兴重任。

要具有解决成长困惑有效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同青年大学生

座谈时强调，“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了

这把总钥匙，再来看看社会万象、人生历程，一切是非、正误、

主次，一切真假、善恶、美丑，自然就洞若观火、清澈明了，自

然就能作出正确判断、作出正确选择”。思政课教师要义不容辞

地“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讲好中国故事，做到以理服人，

凝练价值、传导情感，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讲准、讲深、讲透，

在学生心中埋下真善美的种子。例如，面对社会上畸形审美，“流

量”至上等不正常现象，思政课教师应该主动讲解理想信念相关

知识，让同学们深刻明白理想指引的是方向，信念决定的是成败，

引导同学们深刻认识到什么才是我们应该追的星和学习的榜样。       

思政教师要“把对家国的爱、对教育的爱、对学生的爱融为

一体，心中始终装着学生，让思政课成为一门有温度的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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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只有坚持从铸牢理论支撑性、契合现实迫切性、直面问题必要性、

解决成长困惑有效性这“四性”着手，才能真正提升预科生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实效。

二、抓住关键时间节点，开展少数民族预科班教育，筑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众所周知 2023 年的全国两会是继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以来的又一重大活动，其国际影响力也进一步彰显了中国

在全球范围内的软实力。全体代表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事业出

谋划策，建言献计，让我们振奋不已，备受鼓舞。作为一名思政

课教师，更应把两会的声音及时传给学生们，尤其是预科班的学

生们，他们大部分来自边远地区来校求学，时刻关注家乡的变化、

国家的变化和发展，而政府工作报告大多数内容均与民生有关，

包括了就业、医保、养老、物价、教育、环保、住房、脱贫等民

生内容，切实体现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要结合具体案例，

尤其是一些先进的少数民族代表的先进事迹，把党的二十大精神

融入课堂教学，同时更要第一时间把两会精神融入到预科班的思

想政治理论课中的人生篇、理想篇、道德篇、法治等篇章的教学

之中。

聚焦思想引领，铸就信仰之魂。进一步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

怀、培塑爱国担当精神，在爱国主义授课专题中，以“坚定理想

信念·践行使命担当”为主题，组织民族预科生开展红色经典诵

读活动。组织预科生集中观看党的二十大开幕盛况，深入学习领

会党的二十大精神，鼓励学生以“这十年，谁不说俺家乡好”为

主题，讲述新时代家乡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深刻领会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伟大历史进程，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

道路自信，以“石榴籽精神”筑牢民族团结钢铁长城。

聚焦现实，着力在思想认识、学习辅导等方面结对互促、互

帮互助。同时利用好学校“环体资源”积极组织参观学校史馆、

天津市少数民族学生管理服务工作室、炎培园、知行园，进一步

有效依靠现有校园文化资源，增强学生知史荣校的情怀，增强对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

三、充分挖掘育人素材和“环体”资源价值，让预科生融入学校，

以学校发展进步为荣

在预科班的思想政治理论课首次课上为同学们介绍一位我校

的“风云人物”老师。党的二十大代表玛日耶姆古丽·吾布力喀斯木，

她是学生成长的领路人，她与每一个学生交朋友，用将心比心的

方式，逐渐走进学生的心里，在她的影响下，参与服务西部计划

的学生越来越多。她是民族团结进步的“石榴花”，在她担任学

校少数民族管理服务工作室教师期间，帮助更多少数民族青年树

立远大理想，规划未来人生。她是党的二十大代表在人民大会堂

亲身经历了这一历史性盛会，参与了党的二十大报告等大会文件

的讨论、表决。会议结束当晚，她就赶回学校，迫不及待和大家

分享参加大会的激动心情，入选全国高校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

神师生巡讲团，以亲身感受点燃师生爱国敬业、踔厉奋发的激情。

她的事迹被新华社、《人民日报》等 20 余家中央媒体和市级媒体

采访报道 200 余次。她将自身发展融入到我国建设中国式现代化

的过程中，从新疆喀什贫困县走到我们学校，又从一个平凡老师

成长为党的二十大代表，是我们每个青年人应该学习的榜样。

把“故事”引入课堂，增强教学实效。依托天津市筑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思政课重点实验室积极撰写案例例如《以

工匠精神推动民族翻译事业——藏族法学博士 罗科》观看案例后

同学们感慨颇深，在隐性教育中感悟我校动手动脑全面发展的办

学理念，同时还能细品领会“工匠精神”，另一侧面案例中引用

的人物是少数民族代表一下子拉近了案例主人公与同学们的距离

感。例如在给预科班学生讲授如何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时，引用中

国政法大学 2019 届博士毕业生、中共党员，新源县吐尔根乡党委

副书记欧阳果华基层就业的案例进一步增强了预科生努力奋斗将

来回到家乡建设家乡的决心和使命。“匠心”是大国工匠源泉，

是同学们成为优秀技能人才的关键。只有对所学专业满怀热爱，

反复锤炼精湛技艺，涵养工匠精神，才能早日成为新时代的大国

工匠。

四、设置好实践主题，让广大预科生在实践课中受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实践，必须落实到行动上才

能达到知行合一到效果。一定要注意把握好预科班思想政治理论

课实践教学和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关系，实践课对于刚刚进入

校园的预科生来说相对较陌生，所以在实践的主题设置上应围绕

着美育教育（针对“饭圈”乱象、“审丑”走红、畸形审美，“流

量”至上，“卖惨”迎合等现象，收集相关资料，剖析这些现象

对于主流价值观和主流文化理念的极大地腐蚀和消解，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劳动教育（通过宿舍的整理，个人清洁，对公共卫

生的爱护等等，对宿舍，教室，食堂物业工作人员，服务人员的

体恤和尊重，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树立新时代大学生的劳动观。）

“四史”教育（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整体讲述，或者以宿舍为单位

进行小组展示，针对具体故事情节收集视频资料，能够引起同学

们的注意和吸引力，同学们参与度高，力争让全员动起来。）尤

其是在美育教育环节，针对热点话题同学们讨论激烈，共鸣感强，

通过实践课同学们也真正意识到什么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美。所

以在今后进行劳动教育的环节要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

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读本要求，把劳动教育深

入融入到日常，通过实践课同学们的切身参与，更能体会到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

最美丽”。在踏踏实实的劳动实践中认识到劳动者是最辛苦，劳

动者是付岀最多的，劳动者更是创造了最多的财富价值，劳动者

理应最受人尊敬。

总之，牢记特殊性，把握连贯性，注重衔接性，抓好持续性，

预科班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一定会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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