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数民族预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对于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发展民族地区的经

济，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维护民族团结统一有着

重要的意义，研究民族预科生的心态特征，采用有效

的教育管理方式，是民族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

一。

一、少数民族预科生的心理特征

少数民族预科生是特殊的学生，他们既是少数

民族又是享受民族政策照顾降分录取的准大学生，

通过少数民族预科生在预科学习中的各种表现与调

查分析，其心理特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 失落心理

高中生都有一个理想就是能考入理想的大学学

习，这是他们在中学努力学习的动机，在他们的想象

中大学是神秘的，有宁静、美丽的校园，有知识渊博

的教授，有浪漫情趣的课余文化生活，可以对未来进

行设计、遐想。然而高考成绩不理想，大学梦的消失，

亲人、老师的指责，一种失落感油然而生。进入预科

学习后，高考的失败感仍然罩在心里，学习上仍然像

高中补习生一样补习中学基础知识，加上单调、乏味

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失落和消极的情绪再次上升。

#" 自卑心理

自卑感太强是民族预科生最突出的心理特征。

首先，少数民族预科学生大多数来自偏远山区的少

数民族聚居区，他们生活环境艰苦、家庭经济困难、

属于政府的扶贫对象。在高中阶段，父母为了他们读

书已尽全力，当接到预科录取通知后，家人、亲朋高

兴、祝贺，然而几千元的学费，对他们来说真是一个

不小的数目，东拼西凑，卖猪、卖牛⋯⋯。当进入大学

后，现代都市的灯红酒绿，唤起了他们追求时尚的欲

望，在一些身着名牌、用钱大手大脚的同学面前，自

觉寒酸，格格不入，时尚与落后、富有与贫困的强烈

反差使他们产生自卑心理。

其次，在预科学习一段时间后，部分同学发现自

己不仅成绩差，能力素质也差，又没有什么特长爱

好，与生长在大城市的同学相比，属单色调的一族，

因而产生“不如别人”的自卑心理。

第三，少数民族预科学生从小就在艰苦的环境

中生活，由于家庭贫困，经济条件差、生活的空间狭

窄，他们具有吃苦耐劳适应能力强的特点。但也养成

一些不良的习惯，如不爱卫生，不守纪律，自制能力

差，受到批评时，也会产生自卑心理。

$" 逆反心理

少数民族预科生享受国家民族政策照顾降分录

取，且每月享受助学金，这是党和人民给民族生的特

殊照顾，但是，个别学生不珍惜党和人民给予他的这

种优越条件，在心理上表现上出“夜郎自大”，不能正

确对待老师的批评教育，不能正确处理好同学之间

的关系，跟老师、同学产生对立情绪，在某些条件下，

不能控制自己，出口伤人、动手打人、迟到旷课、抽烟

喝酒、打扑克、看录相、谈恋爱等时有发生，甚至受到

纪律处分也无所谓，逆反心理较为普遍。

%" 懒惰心理

在高中阶段，为了让他们有时间，有精力，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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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几乎所有生活上的事情都由家长包办，生活自

理能力差，依赖性极强；学习由老师包办，学生围着

老师转，上课听老师讲，课后做老师布置的习题。在

新的环境下，他们的弱点暴露无遗，报名要家长陪

送，衣服不会洗，内务整理一团糟，衣服、鞋、袜乱甩

乱丢。学习上，老师只讲重点和难点，思维方法上强

调自学，许多知识要学生自觉地、主动地去学习，去

消化、去补充。学习的主动权掌握在学生自己手中，

预科生大多数不能适应这种学习方法的转变，当失

去保护，失去依赖后，把依赖性变为惰性，老师不安

排，他们不知做什么，把自习时间当休息时间，学习

无计划，无笔记，很少有同学主动预习、复习、看参考

书、进图书馆、整天无所事事，不上课就睡大觉，懒惰

是少数民族预科生比较突出的特点。

!" 困惑与求知的矛盾心理

民族预科生多数来自偏远山村，那里基础教育

条件差、投入少，师资力量薄弱，文化生活落后，缺乏

良好的教育，因而各方面的素质较差，特别是文化知

识基础差，底子薄，进入大学后，看到大学里人才济

济，优秀者比比皆是，新的环境对他们有吸引力，唤

取了他们的求知欲，希望将来自己有一定竞争实力，

有个好的职业。但基础太差，在短短一年时间里要赶

上去是很艰难的，需要付出心血和汗水。部分学生急

于求成，拼命学习，但由于学习方法不当，结果事倍

功半，这种现象女生表现尤为突出，想好好学习，但

又不会学，这种矛盾心理一直困扰着他们。

#" 封闭心理

处于花季的青年由于自我意识的发展，生理和

心理都不太成熟，自尊心又特强，思想情感不愿向外

人披露，随着年龄增长，内心世界的秘密逐渐增多，

越来越表现出青年世界的封闭性。民族预科生中由

于各民族风俗、生活习惯、爱好、兴趣、语言等的不同

而不易交流，不愿向别人敞开心扉，这种封闭的心态

严重时往往偏离集体，独往独来，不言不语，有一种

孤独感，特别是女生内向者更普遍、一个班、一个寝

室的同学也不一定了解，个别同学要毕业了见到老

师还拘谨，这种情感有些是环境改变所致，有的则是

自卑、怀旧或生活学习上受到挫折而产生的。

二、消除心理障碍的方法

少数民族预科生的各种心理表现决定了民族预

科教育的特殊性，在一年时间内，如何引导学生克服

心理障碍，适应大学生活，扎实打好基础，提高综合

素质，完成中学到大学的过渡，是预科教育的紧迫任

务。

$" 爱心教育

在精神上和学习上关心爱护学生，生活上帮助

他们排忧解难，这是克服心理障碍的基本方法之一。

民族预科生多数家庭经济困难、生活条件差，他

们衣着简朴，部分同学每月仅有几十元生活费，只能

维持起码的生活需要，他们缺乏安全感、自信心，往

往产生不健全的心理。他们最需要的是老师、领导、

同学的关心和爱护。爱心教育是预科教育的重要方

法，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帮助学生解决生活上的困

难，与学生交谈，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家庭情况、经

济情况）；对生活困难的学生实行困难补助（!"#—

$##元）；学生住院，系书记、主任亲自送往医院办理

好住院手续，由系活动费支付一定的营养费；利用勤

工俭学的方式来帮助特困生以解决生活中的困难；

使学生从内心世界深深感到党和人民的关心爱护，

学校就象家里一样，老师就是父母，同学就是兄弟姐

妹，有困难，处处有人关心，有安全感。爱的力量是无

穷的，关心、爱护学生，使学生克服各种心理障碍，使

学生产生健康的心态，激发学习动机。

%" 正面引导教育、明确学习目的，树立自信心，

克服自卑心理。

人要靠教育才能成才。正面教育能使学生正确

认识自我，认识“真善美”，抛去“假丑恶”，树立自信

心，克服自卑感，成为好学习，守纪律、道德情操高尚

的人。在新生进校第一周切实抓好新生入学教育。通

过军训，进行纪律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教育他们树

立好自己民族的形象，中华民族中的"$个民族，谁也

离不开谁，要维护民族团结，少数民族享有照顾的权

利，还有为祖国为家乡为集体作贡献的义务；通过理

想教育，学风教育，激发学习动机，树立新的目标；请

校领导作政治辅导报告和宣讲民族政策；以老预科

生的先进事迹和反面教训对他们进行现身教育；带

领他们参观校园、图书馆、电教实验中心、电子计算

机中心等现代化教学设施；让学生了解学校，明确奋

斗目标，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会明显提高。

正面教育要坚持鼓励、激励为主。民族学生由于

历史原因和环境的影响以及语言障碍，文化素质差，

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和不良习惯，但他们有很多优点，

艰苦朴素、诚实、耿直，身体素质好、爱好体育活动。

部分学生在中学是学生会干部、三好学生，有他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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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优势，因此鼓励他们要看到自己的长处，不要小

看自己，有决心，有信心，通过努力，一定能够取得长

足的进步。

正面教育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要随便批评

学生，批评教育要讲方式方法，不能带有任何讽刺的

语言。少数民族学生有自卑感，同时又有很强的自尊

心，每个学生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特别是领导、

老师的尊重，维护他们的自尊心是思想教育工作成

败之关键。因此，领导、老师要与学生交心，与学生交

朋友，既是他们的老师，也是他们的长辈，更是他们

的朋友，处处事事站到学生的角度去思考，恰当处理

好具体事件。

!" 改革教学模式，掌握学习主动权，克服懒惰

心理

民族预科生的懒惰心理，逆反心理极大地阻碍

了预科生的进步和发展。消除这些心理障碍需要老

师的付出，在学习上严格要求他们，以新的教学模

式，教学方法吸引他们，教会他们怎样学习，掌握学

习的主动权，教学才有成效。

教学模式是实现教学目的的手段，它要解决的

是如何教和如何学的问题。教师把以学生为主体的

教学模式展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对教学方法有新

奇感。新教学模式是读、讲、用、行的有机结合；课堂

教学与课外实践的有机结合；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

的有机结合。“读”即教师指导学生读课文、课外参考

书、辅导书；“讲”即课堂上老师讲重点，讲难点，举一

反三，触类旁通，不满堂灌，留出一定时间给学生思

考和讨论；“用”就是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包括完

成作业、分析、解决生活中，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行”

就是参加课外活动，培养学生动手能力。新的教方法

使学生兴奋异常，“大学与中学不一样”，“有兴趣、有

学头”，依赖、逆反心理自然消失。教师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都直接影响学生，教师上课不迟到，不早

退，平易近人，敬业爱生，耐心为学生解决疑难问题，

坚持课外辅导，特别对差生进行个别辅导。教师是学

生的榜样，“师高弟子强”，“严师出高徒”。

#" 开展丰富的课外活动，培养非智力因素，克

服封闭心理

组织建立学生艺术、书法、绘画、讲演、摄影、体

育等协会，把学生的课余时间引入健康的活动中。根

据民族预科生爱好体育活动的特点，组织好班级篮

球、足球、乒乓球对抗赛，组织春游、野炊活动，组织

卫生检查，让学生自己动手，提高自理能力。事实证

明这对于促进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相互了解交流，

营造一个安全稳定的情绪氛围，增强适应环境，战胜

困难的决心和勇气，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和自我调节

能力，消除封闭心理有不可代替的作用。

三、严格管理，严明纪律，提高学生的自

信心和竞争能力

严格管理是克服心理障碍的重要保证。在教育

的同时，加强管理，用具体的规章制度来约束学生。

一是制定切实可行的学生管理规定；二是规定确定

下来就坚决执行，执行纪律不分职位高低，不分民

族，一律平等；三是学生犯了错误既要给他们严厉的

批评，也要让他们明白这正是他们不良行为的自然

后果，让他们认识到“改正了错误就是好学生”，执行

纪律也是对他们的爱，而不是害，让学生心服口服自

觉遵守纪律。

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竞争。培养学生的竞争

意识、竞争能力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克服心理障碍

的有效途径。多数民族预科生缺乏的就是竞争意识

和竞争能力，他们安于现状，随大流，只要能升入大

学学习就满足了，没有奋斗目标，不求进取。将公平

竞争的原则贯穿于学生评优、评奖、入党、升学的全

过程，使学生明白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实现自身的目

标，为今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自觉克服心理障

碍，全面发展。

“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多数民族预科生缺

乏的就是自信，通过耐心细致的教育引导。虽然走出

心理障碍的阴影，但自信心仍然不足，缺乏进取心和

坚强的意志，这是他们经历过失败和挫折所致，因此

民族预科教育要把保护学生自尊心，增强自信心，贯

穿于预科学习的全过程，一定要让学生懂得，人无全

才，一个人只要有志气，敢奋斗，努力进取，就一定有

所作为。自信是学习的最大动力，是自立于社会的精

神支柱。

注释及参考文献：

〔!〕孟昭兰" 普通心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寒心%嫉妒心理学%大众文艺出版社%
〔’〕寒心%崇拜心理学%大众文艺出版社%&((!%#%

第 & 期 李世光：少数民族预科生的心理特征与教育管理 )’· ·



〔!〕胡寄南"心理学论文选"学林出版社"#$%&"%

!"# $%&’"()(*+’,) !-,+.% ,/0 102’,.+(/,) 3,/,*#4#/. (5 ."# 6.20#/.% (5
."# 3+/(-+.& 7,.+(/,)+.+#% +/ ."# $-#8,-,.(-& 6.,*#

!" #$%&’()*’

（!"#$%"%&’"( )#$%"&*#+&，,-./%+0 1’22#0#，,-./%+0，3-./4%+ 567869）

9:%.-,’.： ’() *+,-./01 -2 3045)603 -2 0() */6-./01 6+0/-6+7/0/)3 /6 0() 8.)8+.+0-.1 30+9) :-*) 2.-* .)*-0) *-460+/6-43
5/30./:03"’(+6;3 0- 0() 5/22).)6:)3 /6 /5)60/2/:+0/-6 +65 7/</69 :-65/0/-63，0()1 8-33)33 38):/+7 831:(-7-9/:+7 0.+/03 +65 /65/</54+7
:(+.+:0).3" =1 30451/69 0() 831:(-7-9/:+7 0.+/03 -2 0()* +65 +5-80/69 38):/+7 *)+34.)3 +65 )22):0/:3) *)0(-53 0- )54:+0) +65
*+6+9) 0()*> ?) :+6 ()78 0()* -<).:-*) 831:(-7-9/:+7 @+../).3，9+/6 0()/. :-62/5)6:)，+5+80 0()*3)7<)3 0- :/.:4*30+6:)3 +65
3045/)3 -2 8.)8+.+0-.1 :-43)3， :-*87)0) 0() 0.+63/0/-6 8)./-5 2.-* (/9( 3:(--7 0- :-77)9) 0- @):-*) (/9( A4+7/01 0+7)603> 3-465
/6 @-51 +65 ?)77 */65，</9-.-43，+65 ?)77 5)<)7-8)5 *-.+771，/60)77):04+771，+65 8(13/:+771"

;#& <(-0%：B045)603 -2 C/6-./01 D+0/-6+7/0/)3；E.)8+.+0-.1 B0+9)；E31:(-7-9/:+7 ’.+/03；F54:+0/-6+7 C+6+9)*)60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G 卷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