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指出思想工作的

重要性，这对于高校的少数民族学生群体来说尤其

具有指导意义。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是指由国内除

汉族以外的其他55个少数民族高校在读的大学生

群体，他们是大学生中的特殊群体，人数占普通本

专科院校学生的6.19%[1]，他们对于高校来说只占很

小的比例，但他们作为少数民族青少年中的优秀人

才，是少数民族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从某种程

度上说，少数民族大学生是未来民族团结和社会稳

定的重要影响因子，因此，其世界观、民族观、国家

观的培养至关重要。但是近年来，国内错综复杂的

民族冲突事件给他们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新

的形势下，如何站稳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思想阵地，

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少数民族大学生面临新的复杂形势的冲
击

我们看到，近年来，我国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群

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数量不断上升，规模不断扩大，

已成为影响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不稳定

因素。2009年7·5乌鲁木齐打砸抢烧事件，针刺事

件；2011年和田暴力袭击事件，恐怖团伙胁持人质

事件；2012年达叶城恐怖袭击事件，鄯善暴力恐怖

袭击案；藏独分子不断制造的打砸抢烧事件，其危

害后果越来越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事实上，长期

以来，境内外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打着“民族”

“宗教”“民主”“人权”等口号，对我国部分少数民族

地区实施西化、分化、渗透、颠覆和破坏活动，大肆

散布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论，不断挑起民族仇恨。境

内外“三股势力”还通过贴吧等传媒手段加紧对高

校学生进行渗透与煽动，与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展开

了争夺人心的较量[2]。近些年来的极端暴力事件可

以说是一个集中反映。这对本身就尚不成熟的高

校大学生的思想产生了一定冲击，尤其是少数民族

大学生，在这种形势下，他们的民族情绪和心理状

况难免发生波动。

近年来，广安职业技术学院通过问卷、贴吧信

息采集、谈心、QQ聊天等多种形式对学院少数民族

大学生的思想动态进行了跟踪了解。总的来说，他

们的思想比较稳定，对于民族团结是支持的。

但是我们也从中看到，这些动荡和冲击对他们

的心理也造成了一定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第一，

他们对“民族”这个话题更为敏感。在与少数民族

同学交流的过程中，他们明显表现出对于“民族”这

个话题的敏感性。一个真正和谐的国家，这样的高

敏感是不应该存在的，应当引起重视。第二，他们

对“政治”不甚关心，甚至没有立场。对于当前出现

的一些打砸抢烧事件他们表现出了愤慨，但对事件

背后深层次的政治问题表现得漠不关心。更有甚

者，出现立场不坚定的心理和对执政党不以为然的

态度。这是在以前的跟踪了解中所没有出现过的，

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信息，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

重视。

二、新形势下必须站稳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德
育阵地

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强，则民族强。对于我

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青少年的思想意识

形态对于民族团结乃至国家的稳定至关重要。也

正因为如此，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才会对高校学生

进行渗透和煽动。而高校的少数民族学生，由于其

自身的特殊性，更加容易受到冲击；也因为其重要

新形势下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德育工作探析*
——以广安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任小琴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教研室，四川 广安 638000）

【摘 要】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增多，这对分布在各高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意识形态产生了一定冲

击。在这种新形势下，高校必须站稳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阵地，探寻以维稳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当前德育工作的新对策。

通过广安职业技术学院的实施，将对策引入实践，并由此获得反馈和总结。

【关键词】新形势；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德育工作；维稳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5）04-0121-04

收稿日期：2015-10-19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四川省教育厅思想政治教育重点课题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CJS14-072）。
作者简介：任小琴（1981-）, 女，四川南充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文化建设研究。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chang College·Social Science Edition

第27卷第4期

2015年12月

Vol.27，No.4

Dec.，2015

DOI:10.16104/j.cnki.xccxbsh.2015.04.031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7卷

性，成为我们必须站稳的阵地。

（一）高校少数民族学生自身的特殊性——内因分

析

1. 少数民族学生来自不同的文化环境。文化

是一股神奇的力量，不同的文化环境赋予少数民族

学生不同的饮食习惯、行为方式、禁忌、礼仪。他们

离开自己熟悉的母体文化环境，进入汉族文化为主

的文化环境，会出现比一般大学生更强烈的孤独

感、差异感，容易形成自我保护的小团体，对于异文

化感到不适。这本身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是人在

进入异文化环境中的常见心理，只要加以适当引

导，便可使之适应。可是，当这种常见心理遭遇别

有用心的冲击，就很容易让本身就处于思想尚不成

熟阶段的少数民族学生产生困惑、迷失、怀疑。

2. 少数民族学生有着自己特殊的宗教信仰，这

与目前高校提倡无神论、崇尚科学的主流意识形态

是相悖的。在接受了高等教育以后，他们会产生微

妙的心理变化，或质疑或动摇，这种对他们信仰的

冲击所导致的心理冲突，会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变得

更为敏感自尊。另外，他们热爱自己的民族和文

化，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这是一种朴素的民族

感情。这些正常的心理和朴素的感情，却也是最容

易被利用、歪曲和误导的。

（二）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所处的重要地位——外因

分析

分布在各层次高等院校的少数民族学生，是少

数民族青少年中优秀人才的代表。他们处在特殊

且重要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民族观、

国家观、政治立场关系着我国民族关系的走向，是

未来少数民族的中坚力量，是民族地区未来各个领

域的骨干和排头兵。站稳少数民族学生思想阵地，

是当前十分重要的德育任务。

首先，站稳少数民族学生德育阵地，是维护民

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重要途径，少数民族青少年的

现在就是民族关系的未来。其次，对于经济文化各

方面都不发达的少数民族来说，思想素质过硬，政

治立场坚定的大学生是民族兴旺发展的依靠。做

好少数民族大学生德育工作，有利于推动少数民族

地区经济文化的稳定、持续发展。最后，对于思想

尚不成熟的少数民族青少年来说，正确的引导有利

于他们自身的健康发展。

三、以维稳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德育工作的

对策研究
在当前形势下，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的德育工

作，应当以维稳和民族团结为核心，以培养学生正

确的民族观、政治观为重点。具体来说，有这样一

些路径。

（一）新时期少数民族学生德育工作的实施路径

1. 还原真相，引导学生客观冷静正视事实。在

当前形势下，面对我国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暴力恐

怖事件，高校绝对不能置身事外。事实上，这些事

件发生之后，在大学生当中尤其是少数民族大学生

当中，会有一些舆论的产生，包括对事件本身以及

事件背后深层次原因的看法和评价。作为高等学

府，有必要在这个时候介入，客观告知事实的真相，

分析背后的原因，避免猜忌的发生，引导学生客观

地正视事实，切忌采取回避的态度。

2. 加强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国情教育。通过开

设讲座和课程，让少数民族学生从整体上对我国的

国情和民族地区的情况有个总体的把握，只有自己

知道了、认识了、懂得了，才不会轻易被动摇和蛊

惑。让他们懂得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在

做这方面教育的时候，必须注意从情感联系、利益

联系、历史联系等多个角度进行阐释，使少数民族

学生能真正地接纳和思考。国情教育除了可以通

过讲座与课程等直接的方式来完成，还可以通过打

造校园文化，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社会实践机会等

间接的途径来实现。

3. 积极促进多种文化的交流、适应。在当前形

势下，高校必须高度重视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

交流，打破民族文化的封闭性，提高少数民族学生

在汉文化情景下的适应性[3]。只有各种文化充分地

交流、融合，才能最大地拓展少数民族学生的眼界，

使他们对异文化有足够多的了解，这样才能持有更

包容、理解的民族态度，不易被纷繁复杂的表象所

迷惑。比如可以在校内开展民族特色的活动，使各

族学生参与其中；安排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混

居；对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同等要求，鼓励公

平竞争；加强不同民族学生间的学术交流、团队协

作；解决少数民族学生经济困难等实际问题；帮助

少数民族学生获得更多勤工俭学的机会。

（二）德育工作取得成效的保证机制

一切实施路径必须贯以切合实际的保证机制，

才能确保其取得成效。高校少数民族的德育工作

也不例外。在实施德育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些手段

保证其实施的效果。

1. 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媒介。当前的少数民族

大学生生活在一个信息渠道异常多元化的时代，现

代的媒介成为他们获得信息和表达意愿的主要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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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因此，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德育工作也必须

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媒介，才能确保其达到效果。比

如要还原极端暴力事件的真实情况，引导学生客观

看待、正确评价，除了可以利用课堂、校园广播、谈

话等传统手段外，还可以利用学院内部论坛、贴吧、

校内网、微信等现代方式进行非系统的知识传播；

促进各种文化的了解交流，可以利用非官方的、少

数民族学生常用的一些现代媒介来进行。事实证

明，现代媒介常常发挥出比传统手段更显著的作

用。

2. 确保全校各层面广泛参与。高校少数民族

学生的德育工作，不仅仅是某一个部门的事，不仅

仅是班主任、辅导员的事，也不仅仅是“两课”教师

的事，它需要全校所有教师、各部门、各层面的广泛

参与，合力形成德育之网。在所有课程中，在每一

个老师身上，都有德育观的渗透。比如大学语文课

上，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欣赏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不

仅从文学的角度去欣赏，也从璀璨的中国文化的角

度去理解它，激发学生的自豪感；比如在大学专业

课上，教师可以有意识地将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

生混搭分组来完成实验或报告。事实上，这种潜移

默化的感染力量远远胜于“一课式”的说教。只有

这样，才能让以维稳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德育工作

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而不是流于形式。

3. 大量运用间接德育，避免价值判断。由于高

校少数民族学生的特殊性，他们常常表现出比一般

大学生更为叛逆的心理和行为特质。具体表现为，

对正面宣传不认同、不信任，对先进人物、榜样无端

怀疑甚至根本否定，对思想教育及守则纪律消极抵

制甚至蔑视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对少数民族学生

的德育工作应大量运用间接德育，使教育意图不为

受教育者明显感知，比如在与学生交流有关民族问

题或当前时事的时候，应尽量陈述事实并加以引

导，而不要直接做价值判断。将判断的主动权交给

少数民族学生，让他们自主选择，只有自己判断选

择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才是深入骨髓的，才是持久

的。间接德育是确保德育取得成效的一剂良药。

四、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少数民族学生德育工

作的实施与反馈
（一）德育工作实施情况

根据少数民族学生德育工作的相关对策，广安

职业技术学院采取了这样一些具体措施。

1. 面对当前出现的涉及民族团结的敏感事件，

不回避地进行事实真相的通报和介绍，主要途径有

正式和非正式的。正式的途径包括思想政治课、校

内广播站、每周一次的班会，其他有所涉及的科目

也同时进行介绍。非正式的途径包括校园论坛、贴

吧。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视双向交流而非单向传

播，从而把握少数民族学生的舆情动向，并进行有

效引导。

2. 重视国情教育。使国情教育普及到每一个

少数民族学生，主要途径包括讲座、校园展、少数民

族学生座谈会、网络等。

3. 促进多种文化的交流、融合。主要途径有：举

办少数民族的节日庆典，例如每一年都要举办彝族年

活动；将民族文化纳入校园文化建设之中；尊重少数

民族学生的生活习惯，例如对于少数民族学生的饮酒

习惯在一定尺度上给予放宽；帮助少数民族学生获得

勤工俭学、接触社会、文化交流等实践机会。

4. 全院教师形成共识，广泛参与，形成机制。

某些教师还与少数民族学生私下里结成友谊，在学

业和生活上给予帮助和启迪。

5. 掌握例如微信、校内社区、论坛等现代大学

生常用的信息媒介并充分利用，比如让青年教师注

册论坛，参与讨论，用间接的方式引导少数民族学

生的思想动向。

（二）德育工作反馈情况

通过以上措施，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对于少数民

族学生的德育工作总体来说取得了成功。通过学

院正确引导，目前所出现的这些民族敏感事件并未

对少数民族学生造成太大影响。另外，我们通过单

独访谈和问卷分析了解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

观、国家观随着年级的升高而日趋正确和稳固。在

一次针对三个年级少数民族学生的问卷调查中可

以明显看出，大一的新生对政治问题立场不坚，对

民族问题比较敏感，而大三的同学则显示出成熟、

客观、坚定的民族观。这正是我校以维稳和民族团

结为核心的德育工作显示的效果。

总之，通过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少数民族学生德

育工作的实施与反馈，可以看到，在新形势下对少

数民族学生所做的以维稳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德

育工作在实践中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是当前高

校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德育环节，也是高校应对当

前民族问题新形势的主要措施，更是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8·19讲话精神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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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t present. Memetics is a new theory for interpreting cultural

evolution on the basis of Darwin’s biological evolutionism. It is found that popular network language is a kind of

strong language memes. The paper tries to study replic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strong meme, aiming at providing

more inspiration and the referenc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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