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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高职院校“9+3”学生管理策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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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四川省在省内少数民族地区实施“9+3”教育计划以来，在多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近年来，进入高职院
校的“9+3”学生逐渐增多。这部分学生需要高职院校采用针对性的管理策略。本文重点围绕“四川省高
职院校9+3学生特点”“四川省高职院校9+3学生管理策略”“四川省高职院校9+3学生管理原则”这几个
方面展开论述，希望从学生管理的角度，做好少数民族地区学生教育工作，为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
生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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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欠缺人际社交能力
在“9+3”学生管理工作中发现，有些学生的人际社

交能力存在很大缺陷。一方面，部分学生因原来的生活

环境、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经济条件的差异，来到新

学校后，存在一种自卑心理，不敢主动融入集体，导致

学习生活很封闭，甚至交不到朋友。在这样的社交状态

下，学生将来就业工作时，也会很难融入工作环境，不

利于学生职业发展 [3]。另一方面，在“9+3”学生管理工
作中发现，这些学生自我保护意识、“抱团”心理比较强，

喜欢和自己同民族的学生在一起学习、娱乐，常常疏远

其他学生。对这一类学生的管理，学生管理工作中除了

要注重心理疏导，还要了解这些学生的生活习惯、民族

风俗，要让学生觉得被尊重、被理解。

2  四川省高职院校“9+3”学生管理策略

2.1 加强学习帮扶
四川省高职院校“9+3”学生管理工作中，为了进一

步解决学生学习方面的问题，要切实加强学习帮扶工作。

一方面，为了帮助学习基础比较差的学生，学校可以组

织“学习帮扶活动”，可以是“学生帮扶学生”，也可以

是“教师帮扶学生”，可以是“一对一帮扶”，也可以是

“集体相互帮扶”。这种互帮互助的氛围，不仅可以提高

学生学习成效，还可以让学生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另一

方面，因“9+3”班级学生多数比较贫困，学校可以在困
难认定、贫困补助上适当给予政策倾斜，对于困难学生

及时给予生活补助，或者安排校园勤工助学或实习工作，

让学生可以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在这样的管理下，学

校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减轻家庭负担，还可以缓解学生心

理压力。

2.2 重视心理健康教育
在高职院校“9+3”学生管理工作中，心理健康教育

非常重要。第一，积极疏导这部分学生心理问题，学校

可以开通“网络咨询平台”，打通线上心理咨询的渠道。

对于一些性格比较内向、甚至自卑的学生来说，线上咨

询平台可以很好地保护隐私，并且可以做到随时随地、

即时互动，给学生创造了大量倾诉、交流的机会，有利

于学生尽快走出心理问题；第二，在高职院校“9+3”学
生管理工作中，有些学生对待学习的心态之所以很矛

四川省“9+3”教育计划是针对省内少数民族地区的
一项教育计划，指这些地区学生在接受 9年义务教育之
后，继续为其提供 3年免费中职教育。“9+3”计划是四
川省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一项创新举措，为少数民

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重大变革。接受“9+3”计划的中
职毕业生通过单独招生考试来到省内高职院校就读，且

这些学生逐年增多，如何做好“9+3”学生管理工作，成
为四川省高职院校普遍关注的问题。

1  四川省高职院校“9+3”学生特点

1.1 学习基础参差不齐
“9+3”学生学习基础参差不齐主要表现在：一方面，

在高职院校“9+3”学生管理工作中发现 [1]，受到教育条

件、教育语言、教育氛围的限制，学生的学习基础、学

习习惯普遍较差，重新学习知识的效率也比较低。对于

这一类学生的学习管理，教师面临很大挑战。另一方面，

部分学生虽具备一定的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但学习的

积极性不高，对学习重要性认识度不够。有些学生因为

家庭贫困，来到高职学校后又面临学费生活费的问题，

因此更希望早日进入社会工作，对学习较为排斥、厌烦。

在管理这一类学生时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都比较大。

1.2 心理负担比较重
当前，四川省高职院校“9+3”学生管理工作中，“学

生心理负担重”是比较突出的问题。具体来说，第一，

在“9+3”班级学生中，有些学生虽然很感恩“9+3”计
划带来的学习机遇，但内心总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2]，

多数学生第一次来到大城市学习，也存在“汉文化”为

主的环境适应性问题，因此会产生一种被“特殊化”的

心理。在这种心理下，有部分学生的学习压力、生活压

力较大，总认为如果学习不好，就无以回报社会和国

家。在过于沉重的心理压力下，学生很难取得大的进

步。第二，接受“9+3”教育计划的学生都来自四川省
内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环境相对落后，有些学生虽然希

望继续学习，但家庭条件并不能很好地支撑他们。在这

种情况下，有些学生迫于家庭环境的影响，认为学习

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应该及早工作，为家庭减轻负担。

这种矛盾的心理，让少数民族贫困学生时常感到焦虑、 
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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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主要还是在认知上存在不足。学生管理过程中应强

化“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思政教育的精华，例如，伟人

事迹、爱国故事、科学家精神等，帮助学生从理想视角、

奋斗视角、奉献视角出发，树立积极而纯粹的学习观，

让学生可以投入到无忧无虑的学习中。第三，辅导员应

深入寝室、课堂，了解学生心理状态，对这部分学生的

学习生活给予关心，及时解决他们的问题，帮助“9+3”
学生尽快适应高职院校学习和生活。

2.3 培养人际社交能力
从人际社交能力方面，在高职院校“9+3”学生

管理工作中，可以进行这些调整：一方面，在高职院

校“9+3”学生管理工作中，辅导员要有意识地组织一
些“集体性活动”。比如说，以节日为时间线，尤其是

少数民族特有节日，可以定期组织班级团建活动，如中

秋晚会、红色文化表演、端午节社会实践、民族新年慰

问等，鼓励学生大胆融入集体，循序渐进地锻炼学生的

人际社交能力。另一方面，在高职院校“9+3”学生管
理工作中，为了让学生突破心理防线，敞开心扉、团

结同学，可以树立先进典型，发挥学生干部的带头作

用，让这些优秀学生带领其他学生一起进步。学校要鼓

励少数民族学生大胆地展现自我、积极为集体服务。通

过先进典型的树立，少数民族学生会意识到，无论来自

哪个民族，只要团结一心、真诚热情，都可以结交到 
好朋友。

3  四川省高职院校“9+3”学生管理原则

3.1 以学生为本
四川省高职院校“9+3”学生管理工作中，从管理

理念到管理方法，任课教师与班级辅导员都要注重“以

学生为本”。一方面，对于“9+3”学生管理工作，学校
要建立以“学生”为核心的管理体系。辅导员定期进行

“一对一谈话”“家访”，关注学生心理变化，并在了解学

生家庭状况的同时，让学生充分感受来自学校的温暖和

来自集体的关爱。另一方面，对于“9+3”学生管理工
作，学校要建立以“学生”为核心的管理档案。辅导员

可以从学生的学习成绩、学习态度、课外活动等多个方

面，记录学生在校园生活中的种种表现，鼓励学生快乐

学习、快乐交友、快乐地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3.2 一视同仁
在高职院校“9+3”学生管理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平

等性”问题。第一，“9+3”学生管理工作中，学校要用
统一的规章制度、统一的管理办法，不能让“9+3”学生

感受到自己被“特殊化”。有些学校为了给予“9+3”学
生一些帮扶，会在活动上反复强调“9+3”学生或少数
民族学生的特殊性、或在管理工作中无限制降低要求，

处处开绿灯，不仅不利于这些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

成，也会让这些学生感到特殊对待而自卑。第二，对于

“9+3”学生管理工作，学校不能总是灌输一种“回报”
心理。例如，不应在发言稿、表扬稿上强调，“9+3”学
生一定要努力学习、回报社会，这会大大加重学生的心

理负担。四川省实施“9+3”计划，是为了减少学生学习
的障碍，而不是为了增加学生学习的心理障碍。

3.3 尊重差异
对于“9+3”学生管理工作，教师要学会理解学生、

尊重差异。一方面，在高职院校“9+3”学生管理工作
中，少数民族学生受到原来的生活习惯、语言、学习基

础的影响，可能很难适应新的学习环境。任课教师要针

对学生存在的问题，进行差异化辅导，多给学生一点耐

心，让学生尽快突破心理防线，融入新的学习环境中；

另一方面，在高职院校“9+3”学生管理工作中，少数民
族学生在言行举止、生活习惯上，可能都会带有一些民

族特点。作为学生管理者，要理解学生的差异，并尊重

学生的民族风俗。与此同时，教师还要在学生中间进行

一些科普，树立尊重民族差异化的美德。

4  结语

四川省实施“9+3”计划以来，高职院校在学生管
理工作上，虽然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但总体来说，

“9+3”计划还是为高职院校发展带来了新动力、塑造了
新格局。尤其对于四川省内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来说，

“9+3”计划是他们人生中的重要机遇，让他们的学习、
生活有了更多惊喜和收获。作为四川省高职院校“9+3”
学生管理者，在学生管理过程中，既要有一视同仁的平

等心理，让“9+3”学生可以安心学习，也要有特别的关
怀心理，帮助“9+3”学生尽快适应学习环境，并与其他
学生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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