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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是各民族师生文化交流交融之地，做好高校少数民族学
生教育管理工作对于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少数民族学生是高
校学生管理工作的一个特殊且重要的群体，他们成长环境、生
活习惯、语言文化等方面与汉族学生有着较大差异，因而从少
数民族学生实际出发，围绕学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贯彻中央民族工作
会议精神，推进民族团结进学校、进课堂、进头脑，促进民
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做好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具有重
要的意义和价值。

1　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现状分析
1.1高校少数民族学生自身情况
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普遍存在着家庭经济困难、学业基础薄

弱、朋友圈小、优秀典型少等现象。其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导致：
一是少数民族学生多数来自于云南、贵州、广西、新疆、西藏、宁
夏及内蒙古等偏远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所以成长背景与内地学
生存在较大差异。二是少数民族学生从小接触使用的多为自身民
族语言，汉语基础薄弱，入学成绩也与汉族学生有着一定差距，学
业上存在一定困难。三是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文化差异的原因
影响，少数民族学生有着较强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敏感性[1]，表
现为常与本民族同学聚集，较少结交其他民族学生，容易与汉族
学生发生摩擦和误会。四是由于学业和人际交往等问题导致，少
数民族学生中学生干部、党员比例远低于平均水平，典型优秀少
数民族学生代表较少，无法形成榜样效应。

1.2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相较于汉族学生，管理难度较大，教育管

理过程中存在几方面问题。一是缺乏制度约束，管理教育机制不
健全。高校普遍缺乏具有针对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的少数民族学
生管理机制，不能很好的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群体特征和少数民族
学生教育管理的复杂特点开展专门的教育管理工作。二是教育管
理队伍专业性不高。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基本由辅导员直接负责，
虽然近年来各高校都在配少数民族专职辅导员，但就高校庞大的
少数民族学生群体来看，各高校现有少数民族专职辅导员人数仍
不够，因此就要求不断提高非少数民族辅导员群体对少数民族学
生管理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少数民族学生管理工作涉及很多
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方针政策、风俗习惯等内容，教育管理队伍
的专业性不强很难融入少数民族学生群体中，无法第一时间了解
学生情况，更会在实际工作中产生误会和矛盾。三是自媒体时代
背景下，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工作面临系列新考验。各种
民族分裂、民族对立的负面内容是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高
校少数民族学生的思维意识，甚至一些少数民族学生深受民族宗
教思想与狭隘地方主义影响[2]，同时宗教传播也正在向高校少数
民族学生群体渗透，这些都是是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工作
正面临的巨大隐患，如何做好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引领工作是高
校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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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升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管理工作水平的几点思考
2.1 加强队伍建设，强化工作机制
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学生工作队伍建设，由少数民族专注辅导

员与学院负责少数民族学生工作辅导员共同组成的一支强有力的
工作队伍，从事少数民族学生管理服务工作。建立少数民族学
生教育管理服务工作室，全方位开展少数民族学生工作及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工作。创新少数民族学生工作方式方法，提升少数
民族学生教育管理服务质量，努力将工作室打造成为“学校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有力抓手、少数民族学生筑梦成长营，”
每年工作室分层次召开学生座谈，学院副书记、辅导员工作例
会，推动形成少数民族学生工作长效机制，进一步加强我校少
数民族学生的教育管理服务水平。

2.2 坚持思想引领，筑牢共同体意识
2.2. 1 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增强“五个认同”
围绕爱国主义教育，以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借助重要节日、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宣传月等活动契机，以民族团结教育为主线，
围绕“共居共学共事共乐”，融入民汉学生合作学习、合作策划、
合作竞赛等新模式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活动，加深各民族学生之间
的沟通与了解，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学校、社会民族
团结的维护者。在高校中，全面深入持续开展马克思主义祖国观、
民族观、文化馆、历史观宣传教育，开展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学
习宣传，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增进各民族学生对伟大祖国、中
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2.2.2加强政策宣传，强化少数民族学生党建工作
通过新生入校教育、各类主题教育活动，座谈会交流，做好

少数民族学生入党启蒙教育，进行党的基础知识的宣讲，帮助同
学认识党，了解党，积极引导同学申请入党。学校重点培养思想
先进，现实表现突出的少数民族学生，关注发展动态，招募学业
指导导师和朋辈帮扶志愿者，对学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少数民族学
生开展“一对一”精准帮扶，量身定制学业提升规划，重在打牢
基础、补齐短板。使每个少数民族学生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面旗帜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2.3强化文化育人，营造良好氛围
2.3.1做好宣传工作，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良好氛围
一是开展线上宣传活动。充分利用校园网、微博微信、抖音

等新媒体新媒介，大力开展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法规和民族常识
宣传，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广泛宣传各民族在交流交
往交融中发生的感人故事，以“身边人、身边事”影响和带动广
大师生，弘扬民族团结主旋律，传递民族团结正能量。二是开展
线下集中宣传活动。根据实际，通过图片展示、宣传条幅、电子
显示屏等多种形式，集中组织宣传活动，不断增强师生维护民族
团结的自觉性，营造良好氛围。

2.3.2结合实际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团结教育活动
充分发挥“主阵地、主渠道”作用，切实推动民族团结教育

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组织开展“讲好民族团结第一课”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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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课程内容；针对大学生成
长特点和思想实际，组织开展民族团结教育主题座谈会、民族
知识讲座、民族政策法规知识竞赛等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校
园文化活动,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进行专
题教育和参观活动。引导广大师生进一步牢固树立56 个名族同
呼吸、共患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
命运共同体意识[3]。

2.4 优化管理服务，提升育人效果
2.4.1学业帮扶——涵育优良学风
依托各学院学生党支部对少数民族学生开展党员结对帮扶试

点运行工作，选拔优秀学生党员与少数民族学生建立一对一结对
帮扶模式，旨在发挥学生党员在少数民族学生思想引领和学业帮
扶中的重要作用，增进交往交融。将“扶困、扶志、扶智”
相结合，精准帮扶学生成长成才，激励同学们自立自强，积极
进取。

2.4.2生活帮扶——暖心呵护成长
严格做好家庭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国家助学金、新疆籍

少数民族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专项补助的评选和发放工作，做到公
开、公平、公正，确保将贫困补助发放给品学兼优，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协调银行做好少数民族学生校园地贷款、生源地
贷款等工作。举办中秋节主题联欢活动，少数民族学生代表献
上节日祝福，欢聚一堂，共庆佳节。

专职辅导员、内派教师进行少数民族困难生宿舍做中秋节走
访慰问，发放定制特色月饼和慰问品，融入感恩教育，切实让
他们感受到祖国和学校的关爱和温暖，增强各民族学生的民族团
结意识和爱国情怀。

做好少数民族家庭困难学生的暖冬慰问活动，认真落实学生
资助政策，通过向特殊困难的少数民族学生发放暖冬慰问品、
开展少数民族困难生慰问座谈会等活动，切实做到增强少数民族
学生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4.3就业帮扶——助力成长成才
组织少数民族学生参加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

（MHK），提升了就业竞争力。建立少数民族学生就业工作台账，加
强少数民族学生就业帮扶力度。专职辅导员定期开展一对一就业
指导，涉及简历修改、模拟面试、求职技巧指导等内容。召开毕
业生专题座谈，宣传就业政策，动态把握毕业生就业状态。加强
就业引导，帮助学生多方搜集信息，拓宽就业渠道。

综上所述，高校应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围
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提高教育质量，细化落实管理服
务措施，从学习、生活、文化等多个维度加强少数民族学生教育
管理工作，把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同学的关怀与关心送到同学的
心坎里，培养更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人才，为党和国家的民族教育
事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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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需要将中国传统文化有效融入在数字媒体艺术中。即对于传统
文化进行重新包装，以更加新颖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了解中
国传统文化不再局限于书本，而是可以真正体会传统文化的动态
美。在“动态美”中，人们可以进行沉浸式体验，因此感觉
更加真实，更加立体。

例如在2019 年举办的“瓷生物乐园”，就非常的成功。其
根据不同的瓷器类型，以我国的传统瑞兽：“龟、龙、麒麟”
为基本原型，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观众构建了一个十分真实的虚
拟世界。每一个“瓷生物”的皮肤纹路和身体骨骼，都是由
瓷器构建的，十分具有创意。除此之外，整个乐园还有智能语
音和虚拟互动等先进技术，从全方位角度为观众更好诠释了瓷器
的文化内涵。

4.2符号创新
当提及中国传统文化时，人们很容易就能够联想到书法、

绘画和汉语等。而这些就是中国的文化符号，中国文化在与数字媒
体艺术进行相结合时，需要创新设计者能够有效拓展自己的思维，
深度挖掘文化符号背后的含义，并在其美的基础上，再为其赋予现
代美，从而能够以更加新颖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眼前[3]。

例如，火爆全国的“王者荣耀”，因为其用户约有7亿人，所
以它也被称为中国的第一大手游。王者荣耀之所以能够这么受欢
迎，与它背后所展现的文化内涵是息息相关的。王者荣耀中大部
分的英雄角色都是中国的历史人物，创新设计者通过对其服饰和
兵器等进行有效创新，不仅让各个英雄角色的形象丰富了起来，
而且还提升了人们的游戏体验，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传统文化的
认同感更强了。

4.3精神创新
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传播，主要是想向人们表达其所包含的

精神内涵。中华民族精神作为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智慧结晶，它

有效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时，需
要跟随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让传统文化能够真正的走到人
们的内心深处。

例如《哪吒之魔童降世》这个高分电影，它在上映时是空
前火爆的，吸引了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前来观看。电影取材于中
国传统神话故事，但又对神话故事进行了创新，哪吒不再是正
义形象，而是一个吊儿郎当的魔童，这给人们带来了耳目一新
的感觉。同时电影中有很多地方都展现了传统文化和数字媒体艺
术相结合的成果：太乙真人有密码锁，虚拟仙境的钥匙是山河
社稷图。整个电影展现的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中心思想，
它鼓励当代的年轻人可以不畏困难，砥砺前行。

5  结束语
传统文化在数字媒体艺术教学中起到了推进作用，其不仅丰

富了课堂内容，而且还有效地拓展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并帮助
当代学生树立正确人生价值观。将传统文化与数字媒体艺术进行
有效结合，还可以有效表达时代精神，赋予传统文化更多内涵
与活力，让传统文化能够绵延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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