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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新时期普通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思考 
◆伊力凡•马合木提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091） 

 
摘要：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是我们党和国家培养民族人才和提升民族素质

的根本策略，对少数民族的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的稳定乃至国家的和

谐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高校加强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

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少数民族学生的特殊性，内

地高校在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上也存在一些不足。本文从目前内地高

校在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上存在的问题出发，阐述了对内地高校

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上的几点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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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生凭借国
家政策倾斜，获得了到内地高校深造学习的机会。少数民族学生
在内地高校中，相对于普通的学生，有其民俗、民风问题、宗教
信仰问题，以及学习生活等很多具体的方面的特殊性，如果高校
忽视了对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就很容易容易出现问题。 

一、当前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对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认识 
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是我党新时期

统战工作的两项重要内容。随着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群体的日
益增加，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了高校进行统一
战线工作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实践中，有的高校并对统
战工作的内容理解不到位，只停留在对民主党派、党外知识分子
等的统战工作上，也有的高校开展对少数民族学生的统战工作过
于流于形式，没有真正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二）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活动抵制力度不够。 
高校中难免会有各种错误思潮的出现，难免会有一些国内外

敌对势力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学生散布和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观
念，煽动民族对立情绪。内地高校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
工作缺少全面、深入的研究，没有采取有效手段和措施进行有针
对性的预防和抵制。 

（三）在日常教育管理工作中与少数民族学生缺少交流。 
在跟少数民族学生的沟通交流方面，高校中负责少数民族学

生教育管理工作的教员职工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不仅仅是按
章办事、就事论事。高校中一些教师未能够完全融入到少数民族
学生的生活中去，亲身去体会少数民族学生的生活，没有做到
大限度的让少数民族学生接受吸收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二、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几点建议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因此，高校
需要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不断加强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教
育、学习和就业指导、生活帮扶。 

（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传统文化德育
教育中，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少数民族学生的德育教育工作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将少数
民族传统文化德育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结合，可以使
少数民族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增强其民族自豪感与国家
认同意识，自觉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设中来。 

尊重少数民族同学的语言文字、服饰、风俗习惯、宗教信仰
等方面的生活，但值得一提的是，尊重少数民族学生不代表孤立
他们，特殊不代表特等。一些高校专门设立“新疆班”“西藏班”
等少数民族班，如果不是必要，应该尽可能地减少这类“民族班”。
要让少数民族学生和普通学生课程一起上，宿舍一起住，才能真
正促进他们之间的交流，建立起真正的友谊。 

（二）采取适当的措施帮扶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上的困难。 
为了能够在学生管理工作中，按照良性循环的模式来实施，

需要将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困难，作为重点的帮扶对象。但是，
在帮扶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的时候，要注意方法是否得当，特殊不
代表特权。有些高校采取了“开更号”等打分方式，即只要少数
民族学生考试成绩达到 42 分，就相当于及格分数。这无疑对少
数民族学生的教育培养产生了反向的效果。高校教育的目的，在
于对人才的培养不断进步，因此，在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帮扶
上，要采取适当的措施，而不是简单粗暴的采用特权优待的方式。 

（三）关心少数民族学生的日常生活，进行就业帮扶，为边
疆发展、巩固输送卓越人才。 

全方位地真诚关心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和生活，解决其实际困
难，解决实际问题一定程度上就是解决思想问题。大多数高校的
少数民族学生来自偏远地区，可能每年都只有一两次回家的机
会，难免会感到孤独。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需要真心实意的去
关心少数民族学生，关心学生的个体差异，走进他们的内心，让
少数民族学生从被动交流转变为愿意主动交流，成为少数民族学
生身边亦师亦友的角色，这样也便于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要为
少数民族学生营造温馨、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四）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坚决抵制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活动。 

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需要正确把握少数民族同学
的个性特点，循序渐进，因势利导。同时，也可以利用“领头羊
效应”，先吸收一批少数民族优秀的青年骨干到党组织中来，成
为少数民族学生的示范，发挥号召和辐射作用，通过他们的言行
举止，影响到其他学生。 

高校统战部门在统战工作中，尤其是在信息化时代，要利用
好现代传媒这个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积极进行正确舆论引导，
帮助学生理清思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民族观和宗教
观。 

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是一项简单的工
作，在新时期下应该重新审视这一项工作的内涵，少数民族学生
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仅是学生管理工作，也不仅是民族团结
教育工作，还被赋予了我党为保证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上采取的
统一战线工作的意义。因此，我们还是需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深华教育改革，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继续探索出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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