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2卷第 7期 2020 年

网络社会背景下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工作的实践创新研究

【摘     要】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日益增长的民族矛盾也逐渐突出，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让民族问题的爆发通过社交平台和

网络快速的传播，我国有 56个民族 55个少数民族，民族文化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下开始广为传播，在目前高校中少数民族学生

日益增加，高校内的少数民族学生也是少数民族地区未来发展的重要动力，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道德与知识是目

前高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在这些少数民族学生中，有不少学生可以在将来成为民族的干部领导，是党和民族地区沟通的重要通道，

也是帮助民族地区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高校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工作就显得极为重要，好的教育和教学直接

影响着学生毕业后对民族地区发展与建设，关系着民族团结友善和国家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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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高校设立存在着不均衡的问题，少数民族地区内高校的设立较少，许多少数民族学生需要到外省进行学习，随着我国交通、信息技术以及社会的发展，少数民族已经基本脱离教育困难的情况。但随之而来的是少数民族之间生活环境、思想教育以及民族文化的碰撞，高校对少数民族的教育也越发的重视，当前高校对少数民族的教育秉承着培养有文化底蕴、有政治思想、有道德品质、有法制观念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人才。因此，为了稳定国家的发展，提高民族的凝聚力和团结能力，高校应当更加注重对少数民族的教育。
一、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工作的重要性

1.有利于加强民族地区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少数民族地区内的学生在教育水平上有着各不相同的差距，能在高校就学的少数民族学生更是民族地区的优秀学生，是我国西部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加强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培养是目前凝聚民族力量、维持民族内部稳定的重要目的和重要教育内容。加强对西北地区以及部分地区内少数民族的扶持，是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发展、强化民族文化的重要政策。近几年来，国家将多数的教育资源投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帮助少数民族学习汉语、了解汉语的文化、增强旅游业的发展，保证当地人民可以很好地与旅游团队的人民进行交流。因此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要合理的探讨少数民族学生在生活习俗、文化发展方面的特点，根据少数民族学生自身的特点，研究一套较为完善的管理体系，这样的管理体系有助于培养更多的少数民族人才 [1]。
2.有利于国家长期稳定的发展我国少数民族的分布多数在我国的边疆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战略基地。这些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经常会受到周围各国的骚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多国文化的碰撞对我国少数民族的发展产生着剧烈的碰撞，思想的潮流影响着我国少数民族学生对祖国战略目标的正确认知，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下，我国民族文化产生剧烈的分歧，部分地区甚至长期的在于我国的政治理念做着无畏的斗争，近几年来少数民族以及地区内搞独立的思想逐渐猖獗，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学生的判断能力，作为培养人才的高校内，也有许多“反思想”的学生存在，加强高校对少数民族学生的监管教育，是目前我国所关注的焦点内容，国家要求各地的高校内要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思想政治上的教育，加强少数民族学生高度的政治思想觉悟，通过日常的教学重新树立学生正确的世界观、社会观、价值观以及民族观，

对祖国有着高程度的拥护、维持着民族的强大凝聚力以及团结能力，以此来稳定我国长期的社会发展 [2]。
3.利于我国的长治久安，有效地实行我国民族政策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执行着“一国两制”的方针，坚持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党始终秉承着民族平等、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地区都有着高度的自由。目前我国西北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较为落后，教育水平低下，甚至有很多学生没有接受过传统的九年义务教育，文化水平以及经济水平都处于尾部的发展状态。根据这种情况，我国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才的培养提出相关的明确要求，要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内教育工作的落实，为民族地区内部培养优秀的管理人才、经济发展人才，让更多的少数民族学生走出地区，接受更加良好的教育，扶持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经费投入，让更多的少数民族学生在学有所成后能够回到家乡，为家乡的建设提供帮助，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将我国的民族政策切实的进行贯彻与实施。

二、目前高校内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
1.少数民族学生的不同心理特点需要格外重视在目前我国高校内的少数民族学生众多，每一位学生都这各自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这些学生对自己的民族有着高度的重视和认同，对民族话题较为敏感，在实际的学习生活中，也很少与其他民族的学生进行交流，活动的方式与范围都较为狭隘，团体意识较为严重。这样长久下去，对学生今后的发展有着严重的影响，不利于学生对外的沟通和交流，抵触情绪严重恶化造成民族的分裂，这些学生在交流的过程中极为容易与其他的学生产生肢体上的冲突。因此，在对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的过程中，要格外的注重少数民族学生心理上的变化，加强对少数民族学生心理问题上疏通与疏导，较少少数民族学生发生冲突事件的频率和次数 [3]。
2.尊重少数民族学生的生活习惯少数民族学生在生活习惯上也有着各种的差异，不仅是在传统节日上的庆祝方式有差别，在饮食方面也有着较为严重的差异。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需要被尊重，但是在少数民族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过程中，因为高校内部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对民族文化的理解也有偏差，所以导致会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提出疑问和困惑，甚至恶意的嘲笑与捉弄。例如：回族的学生在饮食上不吃猪肉，因此高校的食堂内会有回族餐厅，但是一些学生会好奇如果回族人吃猪肉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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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困惑下会对回族学生进行恶作剧，这样的行为是极其不尊重民族文化的行为。此外因为有些地区内的少数民族能歌善舞，所以高校内只要有一些大型的表演活动，就会去邀请少数民族的学生，甚至班级内部也会推举少数民族的学生进行表演，从来也不会过问少数民族学生自身的意愿，甚至有一些学生会说“你们民族就是能歌善舞的民族，既然如此那你一定也是这样。”民族的偏见让学生不能很好的尊重民族的文化与传统。随后，我国的宗教信仰是完全自由的，所以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宗教的信仰也各不相同，不用的宗教信仰对学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有着极为严重的影响 [4]。
3.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不同我国少数民族内部都有着自己沟通的语言，在少数民族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对自身的民族语言使用时间较长，对汉语的学习时间较短，导致许多的学生在汉语沟通上存在着一些问题，此外在学生日常的生活中，也会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进行交流，这也影响着民族学生汉语文化的学习。教学的过程中，很难理解教师所教授的内容，阻碍着少数民族学生与教师的正常沟通，对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知识和文化有着影响，降低少数民族学生的理解能力，造成学生在学习中较多的困难，给教师的管理工作带来诸多的挑战。

三、网络社会背景下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工作的创新
1.利用网络加强学生民族统一的思想观念随着信息技术的加强，在目前高校的教学过程中，可以适当的引入关于民族文化的教学内容，让少数民族学生利用多媒体向所在班级内的同学展示家乡的文化。比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利用自习的时间让少数民族学生当一回导游，为自己的同学介绍一次家乡的风俗文化、优美风景以及民族地区内特色的美食。以此来拉近少数民族学生之间的距离，让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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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不同地区的学生更好的了解少数民族的地理风貌、风土人情以及民族的传统文化，加强少数民族学生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和高度的自豪感。此外，还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民族地区的视频观赏，了解地区内人民的生活模式，加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尊重，以此来减少少数民族学生与其他学生的冲突 [5]。
2.利用互联网突破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少数民族的学生在汉语运用上有着较差的基础，普遍学生在学习上都有着困难。因此可以利用互联网教学，加强对少数民族学生在语言上的学习，减少因为汉语沟通问题造成的麻烦，减少少数民族学生就业的压力。此外，在班级内让汉族学生或者汉语较好的少数民族进行投票，选择一个最想学习的少数民族语言，让少数民族的学生进行民族语言的教学，而汉族学生则教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通过互帮互助的语言学习过程，加深民族的团结能力，减少因为语言文化的差异造成的麻烦 [6]。
3.利用网络减少少数民族学生的突发状况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因为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的不同，会出现许多的突发状况，比如民族性的游街、请愿、聚众闹事等，这样的情况对学校的管理以及社会的治安都有着极为严重的影响。互联网的传播让民族的矛盾更加激烈，若是能够建立较为完善的网络预警功能，就可以减少许多少数民族学生的突发状况，以此来防止因互联网快速传播，造成的不良影响。

四、结语
少数民族学生背负着建设家乡、发展家乡经济的重要作用，是促进我国民族团结的主要理想。因此在高校的培育过程中，需要加强对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家乡的培养，建立学生服务人民、服务社会、服务家乡的思想。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重新树立学生正确的三观，保证学生能够健康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