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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少数民族大学生基本情况、生活方面、学习方面、交往情况了

解并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生活学习现状。对高校现有

少数民族大学生教育管理途经进行汇总分析，结合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生
活学习现状，注重微观化，要求从具体工作方法和途径中入手，提出更

新的教育管理途经。培养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求，民族

发展需求，新时代大学生的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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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18 日，十九大召开，习总书记宣布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
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为维护国家的和平发展，早日实现全国
各族人民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关注少数民族大
学生的未来发展势在必行。而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大学里的生活和
学习必然是他们未来发展的起跑线。 

一、少数民族大学生教育管理研究 
现状国内主要宏观研究较多，比如少数民族大学生现状描述

性的分析，教育方向，指导思想，实现路径，缺少微观深入的研
究，特别是在实现路径方面，具体的实践路径较少，更多研究不
能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特征和本质。刘晓东在《高校辅导员有效开
展少数民族大学生深度辅导的探索》中指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特
点，高校辅导员在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辅导实质要深入了解，
辅导方法多样化，辅导内涵突出“细、深、实、质”四个方面。
季平认为在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教育管理中应该从以下四点进行
开展工作：在思想上强化民族团结意识。在保障机制方面提升服
务。 

二、加强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的措施与建议 
（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四爱”教育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少数民族学生形成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道德教育，坚定少
数民族学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和信心，开
展“爱党”教育；加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开展“爱国”教育；加强学校校史、
校情宣讲介绍，帮助少数民族学生了解学校，尽快适应校园生活，
开展“爱校”教育；精心设计校园文化活动，组织少数民族地区
民族风情展示活动，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激发学生对本民族
和家乡的责任感，开展“爱家乡”教育。通过开展“四爱”教育，
用马克思主义、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等教育引导学生成长成才。 

（二）因材施教、分层教学，帮助少数民族学生提升学习能
力 

针对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的特点，积极探索符合少数民族学生
因材施教、分层教学的方法。因材施教、分层教学，不是降低教
学要求，而是科学进行课程设置，合理调整教学目标、教学进度，
制定符合少数民族学生的人才培养方案，改进教学评价方法。增
加课外辅导，强化学习训练，指导学生改进学习方法，形成良好
的学习习惯，调动学习积极性，增强学习自信心。安排成绩优秀
的汉族学生对少数民族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一对一”学习帮扶
活动，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又能改善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
沟通能力，还有利于民族交流和民族团结。建立学习激励机制，
设立专项奖学金，加大对学习优秀学生的表彰和宣传力度，以典
型带动其他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 

（三）加强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队伍的建设 
学校经常开展辅导员、班主任的业务培训和技能引领，但针

对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的专题培训开展较少，导致辅导员和班
主任对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经验不足、方式方法不科学。面对
少数民族学生不断增加的情况，学校应选派优秀教师从事少数民
族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并开展专题培训，引导辅导员和班主任
对少数民族政策、民俗、宗教、生活习惯、语言等方面的学习和

研究；与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开展合作，加强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
沟通和交流，互派教育管理人员到对方学校工作，进行对口交流；
从少数民族地区招聘思想政治过硬，精通汉语和多民族语言的优
秀教师充实学校学生教育管理队伍。通过加强培训、校校合作、
人才引进等措施，打造一支懂民族工作，热爱民族工作的学生工
作队伍，进一步提升学校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力量。 

（四）开展关爱行动，做好扶贫助学工作 
加强对少数民族贫困学生关心、关注的力度，通过各种渠道

深入了解学生实际状况，对其家庭情况进行摸底，掌握贫困生的
数量，在平时工作中关注贫困生的学习生活等情况，建立了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档案及资料数据库。在“奖、助、贷、勤、补、免”
等学生资助项目上给予政策倾斜，通过设立少数民族学生专项资
助，提高资助比率等措施增加助学力度。给予经济资助的同时，
要加强“精神资助”和“心理资助”，要经常性的给予他们思想、
学习、生活上的帮助，帮助他们摆脱自卑心理，增强他们克服困
难的信心。教育引导少数民族学生积极向上、自强不息、诚信为
人，切实帮助经济困难的少数民族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五）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指导，有针对性的提供就业帮扶 
学校应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就业政策研究，及时了解当地

的就业形势，搭建就业绿色通道，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就业帮助。
加强对少数民族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帮助学生树立职业意
识，确定职业生涯目标，制定个性化的职业生涯规划。加强职业
道德教育和专业思想教育，将职业教育渗透于每日、每事中。让
学生了解职业教育形势和整个社会的就业形势,让学生在明确发
展方向的同时牢固树立职业理想和危机意识，从而能焕发学习的
主动性。对于愿意回生源地就业，乐于为家乡建设作贡献的学生，
应给予鼓励，帮助他们提前了解当地的就业形势，及时提供就业
信息。对于想参与当地公务员考试的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考前
辅导，提高其通过率。 

三、总结 
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管理服务工作是学校学生工作面临的

新挑战，是校园和谐稳定的关键因素。我们应加强学习研究，探
索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的新模式，努力把少数民族学
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民
族团结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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