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 2月（总第 191期） 

999  

高教研究

太原科技大学新疆籍少数民族大学生教育管理服务探索 
◆艾比布拉•图尔荪  刘向军 

（太原科技大学  山西太原  030024） 

 
搞要：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的教育方针及民族政策，进一步
加强我校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服务工作，努力培养一批政治立场坚定，
业务素质过硬的少数民族建设优秀人才，促进民族地区稳定发展与社会
进步，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结合学校实
际情况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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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实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深
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巩固各族人民共同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不断增强少数民族同学对中华民族的
归属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对伟大祖国的自豪感，坚定自觉
地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坚定自觉地促进改革发展和社会和
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二、太原科技大学新疆籍少数民族概况 
太原科技大学自 2014 年开始招录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目

前在校本科生 124 人(一个学生去当兵)，其中男生 67 名，女生
57 名，男女比例约为 1:1。共 124 名学生分布于四个年级。学生
来源于新疆各个地州、其中主要集中于伊犁、喀什、和田、哈密、
吐鲁番、昌吉和阿克苏地区。 

我校以“学生工作部（处）少数民族专职辅导员—院—辅导
员”的方式开展学生管理、服务工作。对于年级、院个别的新疆
籍少数民族学生，院辅导员则会重点关注，给予适当的引导与帮
助。每名学生单独混班，宿舍以“1:7”的方式混合编制，即实
现民族学生融入校园集体生活，达到民汉学生生活在一起、学习
在一起的交流交往交融格局。 

三、教育管理服务 
1、完善制度体制 
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将国家教育方针、民族政

策落到实处，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制度体制，
逐步完成《太原科技大学少数民族学生管理暂行规定》、《新疆籍
少数民族学生结对帮扶制度》和《太原科技大学民族团结先进个
人评定办法》等。 

2、重视队伍建设 
以学生工作部（处）为导向，以座谈、交流、培训、论坛等

形式，逐步对思想政治辅导员开展业务能力指导与培训，加强“辅
导员—学院—少数民族专职辅导员(学生工作处）”联动配合管理
体制。 

3、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以学生工作部（处）为导向，相关部门、院为辅助，通过网

络媒介、专题报告、讲座宣讲、座谈交流、谈心谈话等形式，针
对全校学生（尤其是少数民族学生）开展爱国教育、法制教育、
安全教育、诚信教育、感恩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等主题教育活动，
引导少数民族学生自觉远离涉恐涉暴信息，避免接触或者传播宗
教极端思想和民族分裂思想。 

（1）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爱国主义教育和
民族团结教育为核心，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梦宣传
教育，通过讲座、报告、深度辅导等多种形式，切实加强对少数
民族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
观教育，增强少数民族学生“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
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
同”。 

（2）深入开展法治教育。以法治精神教育为主要内容，通
过“法治第一课”、形势政策教育课、法律讲座等形式，组织少
数民族学生学习宪法和法律，明确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和
严禁宗教干预教育的法律规定，让少数民族学生清楚认识到学校
是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阵地，任何

宗教进入校园均是非法的。依法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引导
少数民族学生遵纪守法，自觉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自觉抵
制 “三股势力”的渗透、拉拢、煽动，坚决抵御和防范宗教向
校园渗透，做到“六禁止”，即：“禁止宗教活动进校园、禁止宗
教行为进校园、禁止宗教言论进校园、禁止宗教服饰进校园、禁
止宗教思想进校园、禁止宗教信仰进校园”。 

4、加强日常管理 
一、以“一生一册”的方式，逐步完善学生信息库，并保持

动态更新。学生个人档案可包含个人信息表、成绩单、政治表现、
思想汇报、贫困证明、谈话记录等内容。以上工作将对学生信息
核实、问题树立、分类教育、家校联，以及学校与公安配合协作
提供必要支持。 

二、为了在学生当中积极宣传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以及观
察、发现学生思想、行为动态，可以勤工助学岗位为依托，积极
选择政治坚定、思想进步、工作积极的优秀少数民族学生作为少
数民族学生联络员、信息员（科技大学主校区 2 人，南校区 2 人，
晋城校区 1 人）。 

三、三非清查。通过“净网卫视软件”和手机清查设备，要
定期、不定期对学生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进行检查。同时，要
配合各学院对学生宿舍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工作。 

四、注重谈心谈话。多渠道与学生进行了谈心谈话工作，谈
心谈话注重引导学生思想教育，以学生个体实际问题为出发，因
材施教、对准下药，从而做到针对性的个性辅导。 

五、注重结对帮扶。以学生工作部为主，积极寻求少数民族
学生结对帮扶工作。结对工作可在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
进行，即在了解学生家庭背景、思想学习状况的基础上，从思想、
学习、生活上给予帮扶。同时，学生之间的结对帮扶，可形成学
生思想进步、学业提升、生活适应、民族团结等方面的互帮互助，
以便加强学生骨干和学生党员培养。 

六、要加强经济帮扶。少数民族学生大多来自偏远农村，家
庭经济状况欠佳，日常生活存在一定困难。出于对西部地区培养
人才的考虑，以国家资助、校内资助（突发事件助学金、绿色通
道）、援疆助学、勤工助学、奖学金（先进个人、民族团结奖、
进步奖等）等形式向少数民族学生给予一定的倾斜照顾。 

七、要加强家校联系。联合各部门力量，配合学院辅导员，
积极实行学校与家庭、学校与基层党组织、学校与基层公安的联
系机制，从而及时、准确了解和反馈少数民族学生个人及家庭情
况。同时，在寒暑假期间，可以调研、家访的形式实现对少数民
族地区经济、社会、教育、家庭等方面的细致考察、调研。 

八、开展多渠道的师生联谊活动，积极与在校教师、学生进
行民俗生活、心理健康、就业指导等方面的交流沟通，让各民族
师生在交流、交往、交融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九、重视学习成绩较差的民族学生，制定辅导计划，开展学
业辅导，帮助少数民族学生提高学习能力和学业成绩。 

十、做好精细化管理。各学院学生管理人员结合少数民族学
生的学习生活实际，不断细化管理工作。对于违规违纪学生，严
格按照学校规章制度，从严管理。 

十一、强化少数民族同学就业指导服务工作，通过个别谈心、
个别咨询等方式，有针对性地为少数民族毕业生提供指导。 

十二、深入开展法则教育。通过形势政策教育课、法律讲座
等形式组织少数民族学习宪法和法律，明确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
相分离和严禁宗教干预教育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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