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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学生心理特征与教育问题初探
李晓琴

新疆工程学院 河南 830000

【摘 要】：少数民族学生是我国教育教学工作中的特殊群体，受到历史原因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很多的少数民族都居住在

较为偏远、封闭的高山草原等地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都创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并形成了地域特色的民

族心理。在教育管理过程中，我们需要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特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教学管理措施，以

期积极回应他们内心诉求，促进少数民族学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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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们在探究民族教育问题时，习惯性地从民族教育的政

治、经济等层面去考虑，当然，这些都是民族教育健康发展

的核心条件，且建国至今的民族教育实践也将其重要性凸显

了出来。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民族教育的发展，除

了以上因素外，还要从内部因素进行考虑，如，师资水平、

学生的心理特征、教学方式等，以进一步推动民族教育的持

续健康发展。

1 少数民族学生心理特征

1.1 在情感、意向层面的高度一致性

新中国成立至今，在党和国家的帮助下，少数民族人们

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正是如此，少数民族学生对民

族、对国家有一种质朴的情感。同时，在他们接受教育的过

程中，也能够真实地感受到本民族经济水平与其他民族间的

差距，这也激发了他们努力学习，为家乡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的民族责任感。加之，党和国家对民族经济、文化的重视和

给予的支持，促使少数民族学生养成了一种爱劳动、爱民族、

爱国家的优秀品质。

1.2 具有很强的群体意识

少数民族学生大都来自于边远地区，经济条件相对落

后。很多少数民族学生不仅在劳动活动中养成勤劳的品格，

而且还养成了坚强的自信心及坚韧的意志品质。他们独立性

很强，群体意识也很强。对于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群体团结

的意识，我们应该积极加强引导，在尊重学生民族荣誉感的

同时，加以科学的引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国家

观，认识到自己也是华夏民族中的一员[1]。

1.3 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卑感

受到环境等各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学

生民族自尊心、自卑感都很强。在实际生活中，我们能够了

解到有的少数民族学生是以封闭式的心理走进校园的，在新

的环境、新的学习内容等影响下，他们心理就会处在一个矛

盾的状态。如，有些学生不愿或很少和家庭条件好的学生相

处，有些学生不愿和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建立良好的学习关系

[2]。从另一个角度看，许多少数民族学生在平时的学习生活

中非常渴望备受他人尊重，希望能和同辈和平共处，因而当

他们在与他人交谈时，从言语中能够听出很讲义气。我们还

能够看到很多少数民族学生对本民族文化风俗习惯有着强

烈的自豪感，自尊心心理十分明显[3]。

实际上，我们所了解的自尊心、自卑感是两个矛盾统一

体，当自身条件不好或者是学习基础、生活条件等情况不好

时必然会出现自卑感，当备受他人忽视、打击时自尊心也会

受伤。一般情况下少数民族学生都是采取具有本民族特殊的

活动来体现自身的智慧或意志力，以吸引他人的注意，想要

得到他人的认可，而当某些条件发展得并不是很如意时，自

尊心便会受挫，会出现一些自卑情感。很多少数民族的学生

在本民族乡镇学校学习时，学生成绩一般都是处在中优水

平，但当他们进入到市区或者是其他民族学校学习后，尽管

自身也想要学好，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成绩提升很慢，

长时间下去就会出现自卑情绪，对自身要求越来越低。可当

他们取得成绩时，他们会非常自豪，会用很强的自尊心对自

身的自卑情绪进行掩饰[4]。

1.4好奇心理与务实心理

大部分少数民族的学生都来自于经济落后、物质缺乏的

民族地区，他们对物质需求、外来文化需求非常强烈，正因

为如此，他们的好奇心很强，对都市物质文化充满了向往。

此外，“务实”也是少数民族学生非常突出的心理特征，他

们讲求实际，拒绝空谈、假话，这种务实的性格让他们能够

勤勤恳恳地做事。但现在有些民族学生的心理特征从“务实”

向“实惠”转变。具体体现在：在物质生活上追求舒适、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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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在学习上不求高分，只求不挂科，能顺利毕业就行。

1.5 学习心理特征

思维是个体认识知识，智力活动的核心，理清少数民族

学生思维发展特征对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据

调查研究显示，少数民族学生的思维发展、学习心理特征体

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对感性直观的学习内容更能理解，对抽象复杂的

学习内容较难把握。少数民族学生在思维定势上通常都是以

直观形象为主，且一般都是将与生活相近的事物加以类比来

判断。因知识面很窄，人际交往圈小，所以，在进行思维活

动时，很难形成完善的思维模式。具体表现就是对那些依赖

于抽象概念、复杂推理的学习内容理解困难，因而，大部分

的少数民族学生的理科成绩都不是很理想[5]。

第二，思维灵活性发展不突出。所谓的思维灵活性体现

在思维方式的灵活，即能够从多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据有关

调查表明，对于大部分少数民族的学生来说，他们的思维灵

活性都不是很强，在学习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执拗，常常都

是用固定模式思考问题，一题多解能力比较弱，对新的思维

模式、方法很难理解和接受。当教师稍微改变了一些题型，

他们就很难解答出来。

第三，语言限制了学生思维发展速度。少数民族学生已

经习惯本民族的环境，平常交流也大多使用本民族语言。现

在普及国家通用语言，但由于基础薄弱，很多学生顺畅交流

还存在一定的障碍，在学习过程中，会困于语言的因素，影

响学生对知识的汲取[6]。

2 少数民族学生心理特征

2.1 寓思想教育于课堂教学活动中

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情感意向一致性高的特征，就要让他

们在学习各科知识时，更系统地了解到党的民族政策制度，

强化他们的责任意识和民族意识，以便日后为民族事业做出

贡献。与此同时，因为少数民族学生对党和民族有一种特殊

的情感，这就需要教师在实际教学时，有效利用好这些积极

因素去激励少数民族学生的斗志，让他们养成一种积极乐观

的民族性格。

2.2 针对学生心理或者是群体意识较强的特征，要加以正确

引导

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教师要淡化民族观念，在学生内心

根植爱国主义情怀，树立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学生在认识

自身独特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和国家

的关系。在教育管理过程中，尊重每个学生，平等看待每个

学生，以多种形式比如混合编班、混合编队等，提供给少数

民族学生更多参与实践活动的机会，以强化他们对党团、对

班集体的向心力，积极参与班集体活动，加强各民族学生之

间的融合[7]。

2.3加强正面教育，辩证地看待少数民族学生较强的自尊、

自卑心理

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说，自卑心理的产生是多方面的，

但最突出的一点是客观环境影响所导致的一种内心感受。对

于广大教育工作者来说，既要了解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背

景、文化，还要对学生进行适时引导。在教学及服务管理活

动中讲究方法，以免伤害学生自尊，并有效调动学生的积极

心理因素，让民族学生认识到、体会到自身心理品质上的有

利因素，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荣誉感，从狭隘、自卑心理中

慢慢走出来[8]。

2.4更新教学方式，完善教学内容

基于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思维对直观内容理解比较轻松，

对抽象复杂的学习内容理解比较困难的现象，需要我们在强

化学生基础知识、技能教学的条件下，不断拓宽教学活动范

围，开阔学生视野。除了要利用一些直观、感性的材料去激

发学生的想象思维外，还要不断深化内容，通过启发式教学，

活跃学生思维，让学生在知识学习的过程中基于对内容的理

性认识去探索事物本质。此外，还可以组织学生参与这种课

外实践活动，如，摄影、体育运动等等，在活动中增进师生

间、学生间的感情，让少数民族学生从封闭心理中走出来。

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思维灵活性不强的特征，还可以在实践教

学活动中采取一题多解等方法，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特征很多，远超于上述

所提到的内容，且围绕此实施的教学活动是一项系统、复杂

的工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在实践活

动中不断探索和研究，在全面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特征

的条件下，采用科学有效的方式实施教学和服务管理，以达

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培育少数民族学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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