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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对少数民族地区高中女生成长的施教策略
张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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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思政课是品德教育的基础，其课程性质决定了它在素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对于少数民族地区高中女生来讲，思政课

的效能和作用尤为突出，帮助高中女生树立目标、坚定信念，给她们指点迷津，明确人生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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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少数民族地区高中女生面临的问题

（一）家庭因素

1. 不全的家庭结构

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域特点，家庭结构不完整者占比较大，

有单亲家庭、再婚家庭和双亲缺失家庭。不完整的家庭结构使孩

子长期缺少家庭的关爱和教育，思想和心理上得不到疏导，使他

们在需要养分的花季时期得不到有益的营养而很难茁壮成长。

2. 欠佳的家庭教育

即便在结构完整的家庭里，家长为了生计常年在外奔波，或

者自身学识浅薄，也广泛存在着不与孩子交流的现象。给孩子以

放养式的管束和散养式的教育，使孩子常常感到孤独、疑虑，心

理处于亚健康状态。

（二）个人因素

1. 关注异性

中学期间对异性的好奇与关注是普遍现象。对于高中女生，

她们对异性的情感世界从懵懂的神秘感过渡到了吸引阶段，内心

开始充斥着好奇和钟情。开始存在彼此接近的青春期特点。同学

之间的恋爱问题也日益严重，已经成为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

2. 信念摇摆

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发展大环境影响下，各种价值观

念的文化思潮冲击着每一个青少年的心灵。少数民族地区的高中

女生鉴别力低，认识肤浅，某些腐朽落后的生活方式侵蚀着她的

理想信念，导致对理想信念的定位不稳定。

3. 自信不强

少数民族地区的高中女生接触环境单一、人事少，生活圈子小，大

多数女生内向害羞，缺少成功的体验，有自卑倾向，自信心不足，容易

妥协困难，生活和学习的情感动机因素一旦受压，就产生厌学、畏学情绪。

（三）社会因素

1. 重男轻女的思想因素

第一，在机械化程度很高的今天，少数民族集聚地方的生产

活动要靠体力。

第二，好多家长依然认为男性后代才是家族的香火。如此的

现实和认识导致社会上依然存在重男轻女思想。

2. 社会中的不安全因素

高中女生虽然年龄尚小，但已经不同程度的接触了社会。但是，

目前的社会上还存在违法犯罪现象，社会治安中任然存在着一些

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些不法分子为了某种目的，常会以女学生作

为侵害对象。女生就成了相同年龄段的弱势个体。

二、思政课对少数民族高中女生成长发展的教学对策

（一）消化挫折

挫折教育是学生时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导高中女生积

极参加对抗性的团体活动、社会实践、校内外的各种比赛，训练

抗压能力、锻炼合作能力。思政教师在课堂上要有意识地对各种

负面现象进行剖析，开展辩论，对问题寻根逐源，能让孩子们认

识问题、接受问题并消化问题，在磕磕绊绊中逐渐成长。

（二）放眼未来

1. 追求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是让自身的潜能得到极大的发挥。思政教师要给学

生创造阐述观点、表达思想的条件，通过设置问题给她们思考的

机会，再经过教师的解读和肯定，让她们在心灵深处获得欣慰、

满足而超然的情绪体验。抵消或平衡外在对自己的不利因素，从

而在内心深处得到生活的满足感。

2. 坚定人生信条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

培。高中女生的价值观塑造尚未成型，情感心理尚未成熟。思政

课教师要结合课程特点通过“谈、导、管”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

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让她们摒弃社会旧思想，要求她

们具备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的基本素养，坚定信念，树立家

国情怀。 

3. 树立远大理想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要驶向哪个码头，那么任何风都不

会是顺风。”思政课是学校内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阵地，

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渠道。习总书记强调：“思政课是

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的核心课程。”教师要在思政课上以理论为依据，以实践

为指导引领学生，帮助她们树立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明确自己

的奋斗方向，并且将自己的个人梦想与中国梦结合起来，如此，

在奋斗的人生时期就不会被外物迷失了方向。

三、结语

少数民族地区的高中女生面对的问题多、自身独立性较弱，

容易对别人产生依赖性，依赖家长、依赖老师，所以思政课教师

要发挥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课内外理思路找方法，

培养他们全方位、多角度的思考问题能力。指导她们以“学、思、

行”相结合行为方式面对现实，在成长的关键时期给学生指点迷津、

扣好人生的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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