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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水平现状分析及提升路径研究
——以某高校某学院为例

张　立　郝　锐　史　歌

（西北大学，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内地高校在少数民族学生培养工作上取得巨大成就的

同时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尤为突出的就是少数民族学

生的学业问题。本文选取西部某高校某二级学院少数民族本科学

生为样本，数据分析了学院少数民族学生的基本情况，探讨了目

前少数民族学生学业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提出了增强学习适

应力、狠抓学风建设、规范第一课堂、发挥第二课堂作用、实施

多重学业帮扶、构建学业预警机制等提升少数民族学生学业能力

和水平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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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问题高度关注，特别是针对高

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给予了政策倾斜、经济补助等多方面广范围深层

次的投入，少数民族学生教育取得了重大成就。本文选取某高校某

学院 2015 年 9 月至 2018 年 9 月入学的少数民族本科学生为样本，

分析少数民族学生的群体特点、学业问题及学业提升路径。

一、某高校某学院少数民族学生的基本情况

（一）学生人数

某学院共计有少数民族本科学生 129 人。从图一来看，整体上，

学生人数近年来逐年上升趋势。

   图一　某学院少数民族学生         图二　某学院少数民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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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分布

某学院少数民族本科学生共 24 个少数民族。从图二可以看出，

回族、藏族、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四个民族学生占比所有少数民

族学生 60.1%，其余 20 个民族学生占比 39.9%。

（三）地域分布

某学院少数民族本科学生来自 23 个省、市、自治区。由图三

可知，新疆、西藏、青海、陕西、宁夏和甘肃西北六省、自治区

生源占比 55.8%（其中西藏、新疆生源占比 65.3%）；其他 17 省、

市生源占比 44.2%。

　　图三　某学院少数民族学生　        图四　某学院少数民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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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庭类型

图四可以看出，某学院的 129 名少数民族学生中，农村户口

学生占比 66.7%，城市户口学生占比 33.3%。

（五）受助情况

某学院的 129 名少数民族学生中，享受国家助学金、被认定

为特别困难人数和被认定为一般困难人数，三者比例如图五所示。

藏族、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三个民族学生中享受国家助学金资

助的占比 91.3%，其余 2 人未申请认定。回族学生享受资助占比

50%，未享受的 18 人 95% 是城镇户口且不在西北地区。

　　图五　某学院少数民族学生　　 图六　某学院少数民族学生学业

                       受助情况　　                  　成绩位次的民族分布图

二、某学院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业情况

整体上看，少数民族学习成绩与汉族学生学习成绩差距明显。

从成绩位次上看，129 名少数民族学生中成绩位于班级前 1/3

占比 14.7%；成绩位于班级中 1/3 的占比 22.5%；成绩于班级后

1/3 的占比 62.8%。

从民族分布上看，如图六所示。58.3% 的回族学生位于后

1/3；88.2% 的藏族学生位于班级后 1/3；100% 的维吾尔族和哈萨

克族学生成绩全部位于班级后 1/3。 

从地域分布上看，回族学生中位于后 1/3 的生源来自西北六

省区的占比 81%。维吾尔族学生、哈萨克族学生和藏族学生中占

比 94%，学习情况存在明显的地域倾向。“重灾区”属于新疆和

西藏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藏族学生。

从成绩分数上看，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成绩多集中在 60-80

分这一区间范围内。综合民族因素分析，少数民族学生挂科集中

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藏族学生。

从学习课程上看，数学类和外语类课程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

说学习起来较为困难。因此少数民族学生在低年级学习吃力程度

最为严重，而累积的挂科课程导致在高年级学业压力最为严重。

从作风养成上看，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自觉性、适应性、纪

律性普遍存在问题，体现在上课迟到率、旷课率高，课后自主学

习率低，自我监督性弱，对待学习的态度较差，学习习惯的良性

养成困难。

三、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业问题分析

综合上述学业情况，可以看到学业问题集中存在于维吾尔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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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族和藏族学生中。因此，针对以上三个少数民族的学生进

行分析。

（一）学习基础薄弱

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藏族学生多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多

子女家庭且家庭贫困极为普遍。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基础显得相

当薄弱，与普通的内地高考生相比，本身就存在学习基础的巨大

差异，到了大学后又存在学习适应性、学习进度节奏等多方面的

差距，长此以往少数民族学生就面临考试不及格甚至延长学制的

命运。

（二）学习适应力较差

少数民族学生受各种因素影响，在基础教育阶段未能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自主学习能力弱，就很容易导致学生一时间适应

不了大学学习的状态，跟不上课堂教学的节奏，更不能及时的调

整学习方式方法，所面临巨大的学习压力多以逃避进行释放。

（三）学习交流能力较弱

一些少数民族学生课堂效率低下但自尊心比较强，与不同民

族的学生尤其是汉族学生存在天然隔阂，调查发现少数民族学生

基本上不愿意向同学和教师请教，与同学和教师缺乏必要的沟通

和交流。

（四）学习态度亟待端正

该校针对少数民族学生考试分数给予了一定的照顾，让部分

少数民族学生错误的产生“被照顾”的优越感，认为就业学习成

绩并不是特别重要，缺乏明确的努力方向，学习动力欠缺。这些

都助长了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端正。

（五）学习氛围的影响

调查中对比少数民族学生所在不同班级和宿舍同学的学习成

绩发现，少数民族学生如果处在学习成绩整体较高的班级、高考

前录取分数更高的专业、成绩高习惯好获奖多的宿舍则日常课堂

和学习成绩表现较好，反之则学生挂科率高，日常表现相对差一些。

（六）任课教师的影响

如果任课教师对民族地区的文化和少数民族学生的行为习惯、

性格特点缺乏了解，在课堂上忽视少数民族学生需求，不尊重学

生的个性化表达，营造拒绝鼓励和沟通的教学氛围，就会造成少

数民族学生对课程兴趣大幅度降低，不配合教师完成教学目标，

乃至学业困难、成绩挂科甚至出现抑郁焦躁等负面情绪。

四、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业提升路径

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业水平，应当综合施策，包括加强思

想工作、关注心理健康、做好就业帮扶、做好经济补助、鼓励参

与校园文体活动等多种方式方法。单就学业方面就说，也应该多

措并举。

（一）全程引导，增强学习适应力

高校可以针对少数民族学生启动“成长计划”，遴选高年级

优秀学生组建长久性存在且传承不断的“引导团队”。团队主要

面向少数民族学生开展思想引领、公共基础课和必修课为主的学

业辅导和个性化引导。

（二）加强教育，狠抓学风建设

在入学教育阶段，高校就要将学生的培养方案（所需要修的

课程、满足毕业条件的学分、学校的照顾政策等）、校纪校规中

关于学风建设的相关内容向学生讲清楚讲明白，让学生从一入学

就知晓自己的学习任务和学习要求。对学生违反学校学习纪律的

现象如旷课、迟到等，要严肃批评教育。要加强对学校学风建设

项目成果和优秀学风建设案例的推广和应用，增加少数民族学生

所在班级和宿舍的学习氛围。

（三）规范课堂，突出第一课堂主体

高校可尝试将任课教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态度纳入教师师德

师风的综合考评范畴，让授课教师对少数民族学生所在民族的文

化、学生特点有基本的了解，清楚学校对少数民族学生培养的要求。

授课教师要让少数民族学生更好的融入课堂，给少数民族学生建

立适当合理可动态调整的学习目标并引导少数民族学生自我完成

学习目标。

（四）建立档案，发挥第二课堂作用

高校可给每一名少数民族学生建立学习成长档案，长期在少

数民族学生群体中开展 “比学赶帮超”活动并追踪少数民族学生

的成长。将第二课堂成绩单结合第一课堂成绩与评奖评优、奖助

学金评定、勤工助学等相挂钩，对学生起到一些警示和约束作用。

（五）协同育人，开展多重学业帮扶

对少数民族学生开展学业帮扶时，要注重过程管理，多方面

协同进行。要对学生实行小班补课，加强院系协同，制定特色的

学业辅导计划；要实行“一对一”帮扶，并且要给予教育帮扶政策；

设立专门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专项奖学金制度，对表现优秀的学生

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要针对少数民族学生实行单独考试划线，

制定灵活的考核政策，增强学生的自信心；要加大对家庭经济困

难的少数民族学生的帮扶力度，多方面促进学生将更多精力放在

学习上来。

（六）坚持问题导向，构建学业预警机制

坚持问题导向，构建学业预警机制。少数民族学生肩负着

传承民族文化、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繁荣发展的历史

使命。高校要从保障国家边疆稳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

高度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学生工作部门要坚持立德树人，充分

考虑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和民族边疆区域的基础，遵循科学的

育人规律，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开展深入

细致全面的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业帮扶工作，全力助推少数民族

学生健康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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