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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预科生是在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特

殊的层次，是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和照顾的

具体体现。少数民族预科生通过高考降分录取进

入大学，进行为期一年或两年的预科学习，补习高

中文化知识，开阔视野，培养创新能力、提高综合素

质，为将来顺利完成大学学业做准备。生源多为民

族地区和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青年学生，由于少数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较低，教育文化水平不

高，导致了少数民族学生文化基础较为薄弱，与大

学生入学时所要求达到的素养存在明显差距。

创新能力是指是指大学生在学习、工作中表现

出的创造发明素养（包括独到见解、独特方法），以

及对已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进行科学的加工和创造，

产生新思想，创造新事物的能力。拿破仑·希尔指

出，人的可贵之处在于创造性的思维，一个人只有

创造，为人类做贡献，才会体会到人生真正的价值

和幸福。

一 影响少数民族预科学生创新能力提高的
原因

在预科阶段，注重少数民族预科生创新能力培

养，这是由于少数民族预科生现状极不适应大学以

创新为目的的要求所决定的。表现在：

（一）缺乏主动学习的习惯

一些民族学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习惯于单纯

的老师讲授的“被动式”教育的学习方式，独立自主

学习的能力较弱。大多数学生在学习上依赖性强，

习惯于老师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习惯于老师单纯的

知识传授。往往是只掌握老师讲授的那部分知识，

不善于对知识形成过程的探究和发现新知识的尝

试，不会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在对知识的灵活运

用上，与内地学生相比明显不足。加之少数民族地

区教学方法单一，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单一，缺乏

现代化教育的手段，缺少学习辅导书籍，对学生的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重视不够，使他们自主学习的意

识不强，不适应大学以自主学习为主的学习方式。

（二）缺乏创新意识

因为少数民族地区受地域条件的影响，绝大多

数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科技进步缓慢，大多是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耕生活方式，人们易

于满足现状，缺乏激烈竞争，缺乏创新意识培养的

土壤，即总喜欢用一种固定的、习惯性的思路考虑

相同或类似的问题。按照习惯性思维去考虑问题，

就很难跳出旧思维的模式，必然会影响少数民族学

生创新精神的培养。另一方面，受高考制度的影

响，中学客观存在的应试教育，教育中缺乏教师在

培养创新能力方面的正确引导与科学方法的指导，

也阻碍了学生创新意识培养。

（三）知识面较为狭窄

内地学生家长十分重视学生的文体艺术修养，

课余时间多送子女进入各种培训班学习，到祖国各

地参观旅游，学生往往“见多识放”，有“一技之

长”。而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由于大多居边远农

村，家庭困难，课余大多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获取

知识的途径大多是通过课堂教学，知识面较为狭

窄，严重制约了创新能力的培养和知识面的拓展。

（四）应变能力不够强

少数民族学生由于母语是本民族语言，许多学

生是在进入学校才接触汉语。部分民族地区在初

中等教育时才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教学或汉语作

为第二语言的双语教学，因而部分预科生的汉语水

平较差，英语水平差异大，新疆班学生表现特别突

出。但大学教学和考试的内容中又是以汉语言为

基础的，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往往受到局限，通常沿

着其固有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习惯于单一的和直

线式的思维方式，缺乏灵活性和全面性，不善于从

多个角度思考问题，应变能力不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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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动手实践能力较差

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学设备和师资力量与内地

相比较为落后，“黑板教学”为主要的教学模式，学

生只是学习书本上的理论知识。缺少实验、实习的

教学环节，而实验、实训是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

等课程掌握知识，提高动手能力的有效途径。学生

学习方式的单一，实验设备的缺乏，便使学生很少

有实践的机会，这是少数民族学生实践能力较差的

主要原因。

总之，少数民族大学预科生由于所处社会、家

庭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创新意识和能力与内地学生

相比差距是明显的，应该以培养创新能力为重点，

以适应学业及社会的需要，在社会竞争中立足。

二 少数民族预科生培养创新能力的方法和
途径
（一）转变应试心态，激发创新意识

创新意识是指人们根据社会和个体生活发展

的需要，引起创新事物或观念的动机，并在创造活

动中表现出的意向、愿望和设想。它是人类意识活

动中的一种积极的、富有成果性的表现形式，是人

们进行创造活动的出发点和内在动力。作为预科

学生，培养创新能力首先要在思想上予以高度的认

同与重视，要改变过去学习只是为了升学的功利

性、片面性的学习动机。努力克服习惯性思维的消

极影响，习惯性思维是产生创新意识的阻力，难于

创新。要经常和别人进行讨论和交流，启发灵感，

开阔思路，使之能从新的角度、用新的方法去分析

和解决问题。

（二）教师正确引导，营造创新氛围

一个人的创造力，只有在感觉到“心理安全”的

情况下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现和发挥。因此，平

等、民主、融洽的课堂气氛是实施创新教育的前

提。从事预科教育的教师要不断创新教学方式，创

设一定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兴趣，把情感活动和

感知活动结合起来，在课堂上使用启发式、讨论式

的教学方式，激活学生的思维，正确引导学生，鼓励

学生独立自主地提出问题、认识问题、思考问题、解

决问题；鼓励学生“异想天开”形成发散的思维方

式。在此基础上，尽量照顾到不同层次的学生，使

各个层次的学生的个性和潜能都得到充分的发挥，

这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学校根据少

数民族预科生创新能力的现状，开设适合其需要

的、有关创新能力培养的专门课程、讲座，组织参与

社会实践和各类竞赛活动，引导其培养和提高发展

创新能力，为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提供有力保障。

（三）扩展知识面，拓宽视野

扎实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基础是提高创新能

力的前提条件。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而谈创新就

好比无水之源、无本之木，这是毫无意义的。在创

新能力的培养过程中要有严谨的态度，不能好高骛

远，急于求成，应该刻苦努力学习，在坚实的知识基

础上培养创新能力。只有具备勤奋求知精神，不断

地学习新知识，才能在自主创新中发挥生力军作

用。在学习中“学会学习”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应

该要有自主学习的意识，要有对广阔知识海洋进行

探索的强烈欲望。其次,要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掌

握学习的方法与技巧。预科的学习方式不同于高

中,课堂学习时间减少，自学时间大量增加，学会合

理的安排时间，利用学校丰富的学习资源将有助于

学习能力的提高。

（四）敢于质疑，善于想象

敢于对所学问题提出质疑，善于想象，培养发

散思维的思考方式。强烈的好奇心是培养创新能

力的前提。在学习中，要对自己接触到的现象保持

旺盛的好奇心，善于思考，要敢于在新奇的现象面

前提出问题，敢于合理的质疑，不要怕问题简单，不

要怕被人耻笑。遇到难题时，应深入思考，积极探

索，勇于打破常规，思维的方向变了，就易于产生新

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多角度独立解决问题。

（五）提高心理素质，形成健全人格

心理是人们进行一切行为活动的背景，一个人

的心理素质影响着他的行为方式，直接制约他的各

种行为。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产生提高创造能力的

保证，有了健康的心理才能敢于发表自己独特的观

点，才能不怕犯错。同时，创新的过程是极为艰辛

的，只有具备了坚强的意志、持之以恒不懈奋斗的

品质，才能将创新活动进行下去，对于创新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也只有当有了一定的抗挫能力，才能

克服。要注重培养自身坚强勇敢，勇于面对挫折独

立解决问题，不懈奋斗的优良品质。要学会善于控

制自己的情绪，提高抗压能力，从而具备良好的心

理承受能力。

（六）通过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促进创造力的提高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了。要提高与发展自己的创新能力就应多参加各

种实践活动，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丰富多彩的活

动，如知识讲座、社会实践、演讲赛、辩论赛、舞蹈比

赛，美化寝室比赛等；经常做分析、演绎、综合、归

纳、放大、缩小、联结、分类、颠倒、重组和反比等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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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把知识融合贯通；把所学知识充分运用到实践

过程中，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多角度探索问题，发挥

主观能动性，从而自主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学会与

人交流共处，提升与他人一起参与各项工作和活动

的能力，培养团结合作的精神。学会在合作中创

新，在竞争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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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bcollege nationality students refer to those who learn for one to two years before entering colleg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ubcollege nationality students in Southwest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to influence subcollege nationality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creative
abilty and puts forward some ways to improve their creative ability from such aspects as the body and mind quality，
the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quality，the ideological quality and the practis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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