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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民族地区高校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的实施路径
——以西昌学院为例

杜正聪，张 炜，叶俊莉，赵益强，张 波，吴成茂，胡建春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615013）
摘 要：针对民族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人才匮乏等现状，民族地区高校如何培养地方急需的思想品德

好、民族情怀深、知识能力实、服务意识浓、综合素质高、适应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是一个重要且紧迫的问题。民族地区高校

要将新时代教育思想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坚持立德树人，立足地方、融入地方、服务地方，加强学生综合素质教育，培养服务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提升服务地方能力。本文梳理了西昌学院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的实施路径，以期为新

时代民族地区高校开展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提供一定的思路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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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Path of Comprehensive Quality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Ethnic Areas in the New Era：Taking Xicha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DU Zhengcong，ZHANG Wei，YE Junli，ZHAO Yiqiang，ZHANG Bo，
WU Chengmao，HU Jianchun

（Xichang University，Xichang，Sichuan 615013，China）
Abstract:The ethnic areas，especially the "three regions and three prefectures"，are faced with backward economy and
severe shortage of talents. Therefore，it is crucial and urgent for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ethnic areas to cultivate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with decent morality，deep national affection，solid knowledge，strong intention to serve，
high comprehensive quality，and great resilience. Educational physiology in the new era needs to be integrated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talent training in the universities in ethnic areas，who should position and blend themselves in the local
area to educate application-oriented moral talents with better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ability to serve the socio-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ethnic areas.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practical path of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education
for students in Xichang college to provide certain perspectives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quality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
dents in the ethnic area in the new era.
Keywords:the new era；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ethnic areas；comprehensive quality education；practice path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

“要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培养

综合能力，培养创新思维”［1］。作为民族地区高校，

必须担负起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扎

根民族地区办大学，将新时代教育思想融入人才培

养全过程，培养服务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

型人才。

民族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往往自然条件

较恶劣、基础设施薄弱、教育相对落后、人才相对缺

乏，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

展。西昌学院位于“一步跨千年”的全国最大彝族

聚居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已扎根民族地

区办学八十余年。学校把新时代教育理念与民族

地区人才培养相结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

务，立足地方、融入地方、服务地方，加强学生综合

素质教育，在实践中教育引导学生增强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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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服务地方能力。本文拟梳理西昌学院大学生

综合素质教育的实施路径，以期对新时代民族地区

高校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提供一些思路。

一、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强化思想政治

教育

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

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理想信念教

育为核心，切实落实“三全育人”，不断提升学生的

思想水平、提高学生政治觉悟，逐渐养成高尚优良

的道德品质。

强化育人理念。坚持“点面融合、多方联动、精

准施策、筑基提升”育人理念。以生为本，遵循学生

的成长规律、身心发展规律，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

贯穿学生成长成才全过程，聚焦关键环节和关键领

域，真正树立三全育人理念，形成“育人共同体”，增

强师生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提升思政教育的亲和力，扩大育人效果的影响力。

搭建教育平台。搭建“第一课堂、第二课堂、网

络载体、社会实践”联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平台，推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

课堂、进头脑”［2］，使教育教学更有温度、思想引领更

有力度、立德树人更有效度，使学校思想政治工作

更好地适应和满足学生成长诉求、时代发展要求、

社会进步需求。

构建育人体系。将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人

才培养各环节，构建课程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

人、文化育人、网络育人、心理育人、管理育人、服务

育人、资助育人、组织育人等“十大育人”体系，强化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建设，深入开展“三季（开

学季、毕业季、成长季）四性（适应性、创新性、发展

性、全面性）五行动（我争做、我热爱、我创建、我奉

献、我同行）”教育实践活动，夯实育人基础，丰富育

人内涵，打造育人品牌，强化社会责任教育，鼓励学

生将“扎根民族地区，敬业奉献”的思想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二、深化民族团结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

作为民族地区高校，西昌学院强化民族团结教

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学生将求学问

道与服务社会相统一，锤炼意志品质，提升适应能

力，促进其扎根民族地区，为地方脱贫奔康永续发

展贡献力量。

深化民族团结教育改革。西昌学院在长期实

践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民族团结教育的制度建

设、教学改革、文化建设、服务地方、科学研究的“五

位一体”民族团结教育常态化机制。成立以学校党

委书记为负责人的领导小组，建立相关部门和二级

学院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的责任制度，形成了系列

实施细则和考核机制；以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一流

学科与一流专业建设、一流课程与特色课程建设、

民族团结教育等为抓手，全方位实施民族团结教

育，推动民族团结教育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结

合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第二

课堂，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民族团结

主题活动，不定期举办民族团结教育讲座，加强民

族认同、文化认同；发挥高校智力引领服务地方功

能，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历史担当与使命，锤炼学

生意志品质，提升适应能力，促进学生扎根地方、服

务基层，助推民族团结进步与共同繁荣发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造民族团结教

育与发展研究平台，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纵深理论

研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基础；

开展“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教育，强化“以文化

人”“以文育人”；着力特色校园文化建设，以广播

站、校园新闻、板报、标牌、LED屏、学生刊物等载

体，开展爱国爱校、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宣传教育活

动，营造各民族一家亲的和谐校园氛围，不断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对接地方需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

专业教育能力

西昌学院贯彻落实新时代高等教育理念，结合

民族地区对人才的需求，积极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

模式，培养专业基本功扎实、实践动手能力较强、服

务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对接地方产业需求调整专业结构。坚持“应用

性、地方性、民族性”，对接地方产业、经济转型升级

需求，不断调整、优化专业结构，重点打造中国少数

民族语言文学、电子商务、农学、旅游管理等一流专

业，构建结构合理、布局科学、教学条件优、质量效

益高的专业体系，培养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

务生产一线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对接人才培养目标优化培养方案。优化人才

培养方案，厘清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及规格，坚持

立德树人，突出专业核心能力，深化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构建符合学校定位与培养目标的应用型人才

培养方案，培养德才兼备、知行合一、务实创新、体

健心康、尚美爱劳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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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多样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以全面推

进应用型整体转型为契机，开展以“应用型专业建

设——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应用能力提升考核”

为主线的“一体化”教育综合改革，探索适合学校应

用型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实施了“本科学历（学

位）+职业能力”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民族地区“3+
1”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彝语文+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动科类专业“产学研”合作教育培养模式等的改

革，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强化学生专业素养与

专业技能。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升专业教育能力，提高

学生专业素养。落实“人才强校”战略，加大人才引

进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引进的力度，在政策、经费、住

房等方面提供支持；加大内部培养力度，拓宽教师

成长新渠道，构建宽口径、全覆盖、多层次的人才内

培工作体系；建立多渠道、多方位的教师培训体系，

提升教师思想素质和职业能力；开展教学名师、优

秀青年教师等的评选，组织参加各级教学创新大

赛、青年教师教学大赛等，以赛促教，发挥榜样引

领、示范作用。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为教学质量

的提升、学生专业素养的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构建体教融合育人体系，提高体育教育

质量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

重要指示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深化体教融合，构

建了“一个中心、两个抓手、三个特色”的民族地区

应用型高校体教融合育人体系，树立健康第一的教

育理念，推动大学生专业文化教育和体育教育协调

发展，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

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以课堂体育教育为中心。把提高学生体质健

康水平作为首要目标，遵循“普及+提高”的体育教

学理念，建立“健康基础知识+基本运动技术+专项

运动技能”大学生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培养大学

生终身体育能力和意识，养成终身体育锻炼习惯。

以课外体育活动和运动竞赛为抓手。树立“自

我组织、自我管理、全员参与、分层实施”的课外体

育活动理念，营造“月月有活动、项目全覆盖、人人

能参与”的浓厚课外体育氛围，支持各项目体育兴

趣小组、体育社团和俱乐部活动，举办各类课外体

育活动；以课外运动竞赛为突破，组建运动竞赛代

表队，形成良好的梯队建设模式，坚持参加四川省、

国家的各类运动竞赛，其中，跆拳道、健美操、武术

等项目处于全省领先、全国一流水平。

以三个特色体育活动树品牌。一是开展民族

传统特殊体育品牌项目活动，定期举办彝族达体

舞、摔跤等系列活动；二是开展特色体育社会服务，

组织学生参加“姚基金”篮球支教活动、西昌邛海湿

地国际马拉松比赛裁判及志愿者工作、中国乒乓球

超级联赛裁判及志愿者工作等等，培养学生专业实

践技能，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三是开展

特色户外运动，借助凉山民族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

条件，开展环邛海越野、山地越野、丛林越野等活

动，达到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的目的。

五、创新艺术人才培养机制，提升审美教育

质量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

精神，“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

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1］，在美育中

提升学生认识美、感知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培养具有崇高审美追求、高尚人格修养的高素质

人才”［3］。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升审美教育质量。创新

艺术人才培养机制，探索实施“基础知识+基本技能

+审美核心素养”的美育模式，在培养学生美育基础

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着力提升学生的文化理

解、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等核心素养；结

合民族地区高校学生的特点，重点开设“以审美和

人文素养培养为核心、以创新能力培育为重点、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艺术经典教育为主

要内容”［3］的音乐、美术、舞蹈、书法、文学、戏剧、影

视等公共艺术课程，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兼顾地

方民族特色，开发《彝族文学欣赏》《彝族民间音乐》

等具有地方性、民族性的校本美育课程，实现美育

增强民族认同和文化理解的价值。

树立学科融合理念，学科教育渗透美育。将美

育贯穿在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渗透在各学科教育

之中。挖掘和运用不同学科所蕴含的“体现中华美

育精神与民族审美特质”的丰富美育资源，如人文

学科中的心灵美、行为美、礼乐美、艺术美、语言美

等，自然学科中的科学美、秩序美，劳动教育、体育

学科中的健康美、勤劳美等，着力开展以美育为主

题的跨学科教育教学。

建立艺术展演机制，丰富艺术实践活动。二级

学院、学工、团委、学生社团等联动，开展常态化美

育艺术实践活动。广泛开展班级、专业、校级等群

体性展示交流，大力推广演讲、演唱、集体舞（彝族

达体舞）、课本剧、艺术实践工作坊、彝族服饰与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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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漆器等非遗展示等艺术实践活动。推动高雅艺

术进校园，推广原创艺术精品，加强学生艺术团建

设，遴选优秀学生艺术团参与省、国家重大演出

活动。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实现环境隐性美育。发挥

环境的隐性美育功能，构建具有艺术化、人文化和

个性化的校园文化环境，开展爱国爱校、和睦相处、

和衷共济宣传教育活动，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通过校园文化环境浸润学

生心田，以美感人，以景育人。

六、构建“课程改革+专业教育+课外实践”劳

动教育体系，提升劳动教育质量

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发挥劳动的育人

功能，将劳动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构建“课程

改革+专业教育+课外实践”的全方位劳动教育体

系，“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2］，让学生

具有必备的劳动能力，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培养

优良的劳动精神和劳动品质。

劳动教育纳入培养方案。开设《劳动教育》课

程，将其纳入人才培养方案的必修模块，每学期开

设 4个学时，四年共 32个学时。《劳动教育》采取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理论教学主要涉及马

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通用劳动科学知识教育等，

实践教学要引导学生参与必要的劳动活动，强化劳

动实践体验。

劳动教育融入专业教育。在专业教育中融入

劳动教育，在实验实训、实习实践、毕业设计等环节

中开展劳动实践，强化劳动锻炼。每学年设立一个

劳动周，结合学校实际、地方需求，安排劳动实践、

劳动成果展示、劳动技能竞赛、劳动专题讲座等

活动。

劳动教育深入课外实践。引导学生在个人生

活、校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积极参加劳动锻炼，“丰

富劳动体验，提高劳动能力，深化对劳动价值的理

解”［4］。制定劳动公约，宣传劳动者事迹，结合植树

节、五一劳动节、志愿者日等开展劳动主题教育及

劳动实践活动，支持学生组织、参加与劳动教育相

关的社团活动，营造崇尚劳动的校园文化。

七、推行全方位安全教育模式，提高大学生安

全素质

大力开展大学生安全教育，提高大学生安全素

质，使他们在健康成长的过程中不断自我完善、自

我提升，成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推行全方位安全教育模式，提升学生安全意

识。制定《安全教育实施方案》，探索并实践线上教

育与线下学习相结合、安全管理与教学研究相结

合、知识传授与行为习惯养成相结合、课堂教学与

学生日常管理相结合的“四结合”安全教育模式，在

人才培养全过程贯穿安全教育；将安全教育与专业

教育、法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军

事技能教育等有机融合，做到安全教育全覆盖，强

化学生安全意识。

加强课程教学改革，提高安全教育效果。深化

《安全教育》课程改革，优化安全教育目标，完善课

程设计，丰富安全教育内容，改革教学组织形式与

教学手段，改进考核评价方式；将《安全教育》课程

建设成为任课教师业务熟悉、教学内容体系完善、

教学组织形式与教学手段多样有效、教学成效明

显、受学生欢迎的课程，提高安全教育教学质量。

致力建设“平安校园”，强化环境育人功能。结

合“平安校园”建设，夯实“警、地、校”共育机制，抓

好“防、查、教、督”四项常规工作，切实降低网络诈

骗、校园贷等的发生率，着力提升校园安全稳定水

平，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校园育人环境，保障学生

的正常学习生活，促进他们成长成才；加强课外校

外安全教育，丰富学生的安全知识，增强学生的国

家安全意识、社会安全意识、个人安全意识及安全

防范意识。

八、构建心理健康教育机制，共筑心理健康

防线

分类实施预防性、发展性、补救性、矫治性心理

健康教育，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有利于大学

生形成良好个性与健全人格。

构建心理健康教育机制。以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中心为依托，建立心理健康教育队伍、课程建

设、活动调适和危机干预四大工作体系，构建“校-
院-班级-宿舍”四级心理健康教育机制。

分类实施心理健康教育。面向全体学生开展

预防性、发展性心理健康教育，对少数有心理困扰

或心理障碍的学生开展补救性、疏导性、矫治性心

理咨询和心理辅导；面对家长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畅通心理健康教育渠道。以课堂教学、心理健

康测评、心理危机排查、“5·25”心理健康节等为抓

手，形成了课内课外、教学引导、咨询干预、自助互

助相结合的心理健康教育渠道。

实施专项心理健康培训。开展心理信息员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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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培训、女大学生“春蕾绽放”心理健康培训等等，

解决大学生心理问题，提升大学生心理素质。

九、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提升创新创业教

育水平

西昌学院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产业发展需

求，将“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相

结合，深化创新创业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实践训

练、队伍建设等关键领域改革”［2］，强化服务地方，提

高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基本素质和基本能力，培养创

新创业意识，养成创新创业精神。

更新教育观念，完善制度建设。围绕顶层设

计、目标定位，广泛开展多种形式、全员参与的创新

创业教育专题学习、研讨、座谈、学术讲座、宣传与

培训等活动，牢固树立正确的创新创业教育思想观

念和“面向全体、人人参与”的改革意识，完善创业

教育制度建设，在组织保障、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师资队伍等各方面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强化创新

创业导师培训。

结合专业教育，加强课程建设。对标应用型人

才培养规格与目标，将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训练有

机结合、有效衔接，健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加强各专业创新创业示范课程建设，在全校所有专

业中开设《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必修课，开发面向

全体学生的创新创业通识教育类课程，在第二课堂

开设“学术科技与创新创业类”选修项目，增强创新

创业教育内容，开展创新创业训练。

强化双创实践，提升双创水平。深入实施大学

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对立项国家级、省级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学生及指导教师给予政

策、经费等支持；充分发挥第二课堂作用，多渠道、

多形式开展大学生课外科技项目研究、创新创业竞

赛、创业项目路演等活动；把创新创业教育与社团

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依托大学生创新创业俱乐部持

续开展“青春创业大讲堂”“创客青年汇”等品牌活

动；建立大学生创新创业联盟，营造良好的创新创

业的文化氛围；组织学生参加“互联网+”大赛、“挑

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创青春”大

学生创业大赛等各级创业大赛，发挥大赛引领推动

作用，提升创新创业教育水平。

综上，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民族地区高

校要践行“新思想”、聚焦“新矛盾”、对标“新要

求”，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以大学生综合素质

教育为抓手，积极探寻综合素质教育的路径和方

法，努力培养思想品质更有高度、民族情怀更有温

度、知识能力更有宽度、服务基层更有深度、综合素

质更有广度的“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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