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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的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方针基本完善，各个高校都可以接

收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学生，并为其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本文
首先分析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学习特点，随后以这些特点
为依据提出一系列管理工作策略，希望为相关人员提供帮助。

1  当前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的主要特点
1.1 民族自我意识较强，对外交流欠缺
对于少数民族的学生来说，他们从小的生活环境与其他学生

有一定的差别，他们更多的是在进入高校学习之前，都是与本地
的学生一起进行学习，所以民族自我意识较强。在加入到高新学
习时，新的环境以及不同民族的学生会使得他们感到陌生，从而
大部分学生不愿加入到集体中。并且，他们本身具有一定的民族
习俗，语言和文化，所以在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流时会感到无从适
应，因此他们可能更多会选择与自己有相同文化的少数民族学生
进行交流。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他学生的交流逐渐减少，便会出
现饱抱团现象，无法很好的融入班集体，也会让他们感到感觉孤
独，并不利于他们自身的学习与生活，还可能会引发他们与其他
同学的矛盾。因此，针对这一特点更多的是需要少数民族学生自
主加入到与其他学生的交流中，班级内部的其他同学也要尊重他
们的民族文化，构建更加和谐的民族关系。

1.2 学习踏实认真，但是整体水平仍有待提高
由于少数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所以可能校内很多的少

数民族学生来自较为落后和贫穷的山区，在进入高校学习之前，
当地的教学水平有限，并不能为其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所以可
能会导致他们的学习水平相对于高校整体的学习水平有所欠缺。
但是部分学生的学习态度都更加认真，他们希望在高校能够学到
更多的知识，但是仍有部分因素限制着他们的发展。首先，是他
们的语言交流能力。目前，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并未采取普通话教
学，所以对于部分学生来说他们所掌握的语言更多是民族语言，
这也就导致在听课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使得他们需要花
费更多的时间进行学习。其次，由于他们在进入高校前基础知识
相对较为薄弱，所接触到的学习资源有限，所以并没有很好的自
主学习能力，无法根据高校内部现有的学习资源获取知识。除此
之外，部分学生并不了解内地的教学政策，所以会盲目的选择在
大学时考取一些证书，因此影响了本身专业知识的学习。

2  少数民族教育管理工作的措施
2.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管理工作开展的政治保障，可以帮助高

校学生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除此之外，它可以为
高校内部管理少数民族学生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非常重要的理论
支持和思想支持。在当下很多思想的融合发展过程当中，思政
工作起到一个很好的指导作用，高校想要在少数民族学生管理当
中进行创新，首先就需要完成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
构建一个和谐型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在自身价值理念上发生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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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我国对于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内地高校学习的政策也在不断进行改变。针对少数民族高
考，我国在1978之前主要采取优先录取的政策，而在其之后则贯彻加分政策，更好的增大了少数民族学生来到内地高校学习的机会。
但是与此同时高校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管理也需要不断进行创新与调整，为他们营造舒适学习环境的同时促进我国的民族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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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可以有效地改变少数民族
学生的意识形态，帮助他们更好的了解内地高校的文化，更好的
帮助他们的加入到新的大集体中，无形当中还能够增强他们对于
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当然，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也需要
向他们强调反对民族主义的重要性，让他们意识到我们国家的魅
力。除此之外，高校需要对少数民族学生择优录取，使他们成为
一名正式的党员，由此来更好的帮助他们了解和认识我们的国家，
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能够激起少数民族
学生对于祖国的热爱，促进高校管理工作的高效完成。

2.2管理倾向于人文关怀相结合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许多高校在进行少数民族学生管理时更

多的是注意政策的倾斜，在政策的帮助下为他们争取的更多的自
身利益，帮助他们更好的在高校内进行生活，但是却很少注重人
文关怀，不理解他们的心理变化。针对这一问题，可以要求相关
的辅导员多于其进行谈心工作，了解学生的内心想法和需求，比
如，可以有谈话周，需要根据他们的情况进行挨个的谈话辅导，及
时了解学生动态，以便更好地进行人性化的管理。其次，从学校
整体内部的管理来说，学校可以在特殊节日举办少数民族活动日，
并且要求其他同学参加，这样不仅可以帮助少数民族在高校里找
到归属感，快速融入大集体中，也可以使得其他学生了解他们的
民族文化，对他们多一点关怀。总之，在政策倾斜的基础上进行
人文关怀，不仅可以更好地掌握他们的学习情况，帮助其更好的
学习，还可以促进高校整体的和谐，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帮助
他们更好的学习。

2.3管理者了解少数民族文化
尽管目前很多高校对于少数民族学生的管理体系已经趋于完

善，但是仍无法避免部分管理者由于不了解少数民族文化而使得
管理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相关人员必须要对少数民族的文化
有所了解，以此来更好的帮助他们制定出合理的管理政策。

3  结束语
就目前我国的高校教育情况来看，我国对于少数民族学生进

入内地高校进行学习的问题格外重视，出台了各种政策来帮助高
校进行相应的管理。对于高校的管理人员来说，需要结合学生
的学习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从多个方面给予他们帮助与管
理，使得他们可以快速融入新环境，适应新生活，并且增加他
们对于国家的认同感，更好地促进我国的民族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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