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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现状调查分析 

与对策研究 
◆安冬妮 

（西南林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650000） 

 
摘要：云南地处我国西南部，其中人口在 5000 人以上的民族有 26 个，

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维护好云南统一和民族团结不仅是各族人

民共同的任务，更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重点任务。本文以云南

省本科院校为调查对象，随机选取少数民族大学做思想政治调查，分析

云南省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现状，为系统分析研判少数民族大

学生思想政治管理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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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处理好民族问
题、做好民族工作，是关系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的大事，是关系
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
荣昌盛的大事。  

高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担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因此开展高
校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现状调查对于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的管
理和因材施教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 
本文以云南省高校为研究对象，利用互联网平台设计调查问

卷，在云南省高校内随机选取少数民族学生填写调查问卷，从少
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感、思想政治素养、在校生活情况等方
面进行调查。问卷采用无记名网络填写方式进行，对所采集数据
进行有效分析，共收回调查问卷共计 1111 份，其中有效问卷 1094
份，男生 567 人，女生 527 人。 

二、云南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现状调查 
（一）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感调查 
在民族认同感调查中有 66.0%的同学有很强的民族认同感，

28.8%同学表示民族认同感一般，只有 5.2%的同学表示没有民族
认同感。有 61.7%的同学了解及热爱本民族的文化风俗及饮食习
惯，有 32.8%的同学表示一般，只有 5.5%的同学表示并不了解也
不热爱本民族的文化风俗和饮食习惯。有 69.7%的同学以自己是
少数民族学生而感到自豪，有 7%的同学会觉得有些自卑，感觉
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有 47.9%的学生对本民族的发展表示充满信
心，有 25.9%的同学表示信心不足，有 8.5%的同学表示没有信心。 

从整体来看，少数民族大学生有较强的民族认同感，了解自
己民族的风俗文化。但是依然有些学生民族认同感不是很强烈。 

（二）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调查 
在调查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入党动机时，有 45.7%的同学希望

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有 25.5%的同学
的入党动机是为进入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做准备，15.6%的同
学是从众心理，同时还有 13.1%的同学并不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入党动机方面
要加强正确的引导和培养。 

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道德现状的调查，有 38.2%的同学认为
目前少数民族大学生道德非常好，有 32.4%的同学认为一般好，
32.5%的同学认为较差，3.1%的同学认为非常差。当问到学生主
张什么样的人生态度时，有 30.4%的同学认为要为国家发展和社
会进步而努力，37.6%的同学认为是为了自己及家人过上幸福生
活，18.3%的同学认为要注重个人进步和发展，13.8%的同学认为
只要自己开心就好。在问到是否会主动关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状
况，党和国家政策以及社会热点问题时，有 16.4%的同学表示非
常关注，19.6%的同学表示关注，31.3%的同学表示一般，12.8%
的同学表示不关注。在问到是否有必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时，有 42.9%的同学认为很有必要，48%的同学认为

有必要，有 9.1%的同学认为没有必要。 
调查反映出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道德现状整体良好，有较明

确的奋斗目标，关注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但依然有个别同学的
个人主义强烈。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情况调查 
问到在校期间如果遇到学习和生活上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

时，首先会向谁求助时，有 11.9%的同学首先想到的是求助老师，
22.2%的同学首先想到的是向自己的同学求助，15.9%的同学会向
父母求助，32.6%的同学会向朋友求助，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壮大，
有 17.4%的同学会向网络求助。当问到内心的想法和诉求会选择
哪种渠道沟通时，很多同学选择了多种渠道，其中 665 名同学选
择向老师和家长反映，865 名同学选择通过网络表达，745 名同
学选择可以表达的渠道太少了，自己闷着，还有 19 名同学表示
通过其他渠道表达。当问到影响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的形成有哪些方面时，很多同学进行了多项选择，767 名同学选
择受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育影响，681 名同学表示受父母
及家庭的教育和影响，624 名同学表示受到同学和朋友的影响，
有 496 名同学表示受到辅导员、班主任等教师的引导和教育。从
调查可以看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交
流，不仅要的做学生的引路人，更要做学生的知心朋友。 

当问到是否喜欢上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时，有 28.6%的同学表
示很喜欢，有 45.6%的同学表示一般，有 25.8%的同学表示不喜
欢。当问到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应该在哪方面进行改进时，有
33.9%的同学表示要提高教学的学术性，有 45.2%的同学表示要
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及手段，有 20.8%的同学表示希望改进考试考
核的方式方法，还有 0.1%选择其他。调查显示，不喜欢上思想
政治教育课程的同学占比较高，高校应对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进行
有效改革，提高第一课堂授课效率。 

当问到学校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强对学生的培养时，很多同学
进行了多选，有 506 名同学选择了加强学生的政治立场和三观教
育的培养，546 名同学选择了学习能力，343 名同学选择了组织
和领导能力，573 名同学选择了实践能力，349 名同学选择了心
理活动和承受能力，425 名同学选择了创新能力，还有 298 人选
择人际交往能力。从调查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对
于自身的发展呈多样性的需要，他们更注重自身实践能力，因此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关心关注学生的全方位发展，为以后
的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校情况调查 
当问到学校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关心和照顾时，74.4%的同学

认为学生认为很好，16.8%的同学认为一般，8.8%的同学认为关
心少。当问到平时都关注哪些方面的问题时，641 人选择社会问
题，478 人选择学业问题，659 人选择八卦新闻，477 名同学选
择关注游戏休闲，573 人选择关注就业问题。调查显示，目前少
数民族学生将过多的时间花费在了关注八卦新闻上，同时有很多
时间浪费在了游戏休闲上。 

在调查学生获得信息的渠道时，有 923 名同学表示活动信息
渠道为互联网媒体，750 名同学表示通过朋友和老师的口口相传，
401 名同学表示通过校报和宣传栏，454 名同学选择通过校园广
播，218 名同学选择通过书本、杂志等纸质媒介。调查显示，互
联网平台已经成为学生获得信息的主要途径和渠道。 

在什么样的活动能调动积极性时一题中，563 名同学选择唱
歌、主持、舞蹈等文艺类比赛，652 名同学选择足球、篮球、健
美操等体育类比赛，492 名同学选择高雅艺术进校园文艺晚会类，
372 名同学选择学术报告类，646 名同学选择校内外公益活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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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同学选择其他。当问到毕业后希望就业的地点时，19.4%的同
学希望留在本民族地区工作，44.2%的同学希望到其他发达地区
工作，35.9%的同学希望到工资高的地方工作，0.5%的同学选择
了其他。 

三、提升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现状途径 
（一）做好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健全育人机制 
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主要阵地，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做新时代
研究和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播音员及宣
讲员，健全思想政治教育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
“三全育人”的体制机制，坚持立德树人，正确引导学生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加强培养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入党动机。 

（二）尊重民族文化，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尊重其民族风

俗，以民族平等为前提，在管理、教育和服务上做到一视同仁。
定期与同学开展谈心谈话工作，关心学生学习、生活、心理上的
问题，注重解决实际问题，进而解决思想问题，针对贫困生在资
助方面要适当给以倾斜，在宿舍管理方面，坚持各民族同学混合
居住，以促进各民族同学之间的团结友好。正确引导学生提升民
族认同感和民族责任感，根据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形势和新问
题，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学生热爱本民族，同时
上升到热爱祖国和中华民族。 

（三）有效利用“互联网”平台，搭建有效管理途径 
通过问卷调查我们不难看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和

学习都离不开互联网，新时代互联网快速影响社会的同时也给高
校少数民族教育带来冲击，由于互联网的信息传播量大且快，并
且有复杂性、开放性的特点，加之受国内外民族分裂不法分子的
威胁，潜移默化影响着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因此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者要牢牢把握宣传阵地，积极搭建互联网和新媒体有
力平台，与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互联网和新媒体平台交流沟通，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四）“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有机融合 
全面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要进教

材、进课堂还要进入师生头脑，转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观念，逐
渐将“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方向转变，鼓励少数民族学生
参加学生社团和校园文化活动，组织开展同学喜欢的喜闻乐见的
活动，将不同民族的文化融入校园文化中，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学
生的跨文化意识，推动不同少数民族同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
进不同少数民族文化间的和谐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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