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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视域下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分析 

阳海青 文忠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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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 都匀 558000) 

【摘 要】：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一直以来备受关注，高校大学生是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在培养具有专业

技能过硬的人才过程中，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优秀道德品质和修养大学生的主要保障，民族地区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关乎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对民族的团结和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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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贵州省是一个少数民族共居的省份，全省共有民族成分 56 个，其中有汉族、苗族、布依族、侗族等 18 个世居民族，全省

有 3 个民族自治州、11 个民族自治县，民族文化底蕴丰富、雄厚。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贵州省的教育事业也迈上了一个新台

阶，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使贵州省的教育与时代接轨，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共享。但在历史发展和社会环境的限制下贵州省各

校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一定的差别，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人才是兴国的战略，是发展的前提保证，培养具有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民族观的学生，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更应该有自己独到的方式和特色。2015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鼓励学校利用数字教育资源及教育服务平台，逐步探索网络化教育新模

式”,这意味着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互联网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在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各高校也已经开始

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融入网络中来，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意味着我们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互联网+”视域下贵州省

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常态化和长效化机制也逐渐建立起来和逐步完善，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具有浓厚民族精

神的新一代复合型人才是当务之急，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坚定保障，但是在实施开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

题，本文通过调查研究，从“互联网+”的视域出发，对其现状进行分析研究。 

1 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现状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国内学者研究覆盖面广，角度多维，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保障机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

法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合力多方面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研究，同时，也有很多学者也从接受效果、教育路径研究、

文化功能、个体价值培育体享用功能、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日常生活、教育渗透、生活化、因材施教、语言艺术等各项进行研究，

我国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比较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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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发展，传统的教育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我国学者也深刻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有学者对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及对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根据新媒体时

代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根据挑战，提出要搭建校园新媒体平台、加大新媒体平台的监管力度、加强大学体媒介素养、

加强主旋律教育和畅通主渠道等 6 个方面进行了阐释；有通过大数据的含义及特征，论述了其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

发展机遇，并提出通过建立网络数据思维、拓展网络教育基地、优化网络教育体系三个维度，创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进一步加强思政教育的实效性，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除此之外，学者也从新媒体的功能、影响、途径及机遇和挑战等

多方面进行了研究，阐释了网络的发展促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发展。 

在少数民族地区，高校的学生很大一部分是少数民族学生，具有思想的特殊性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同时他们又是少数民

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坚力量，承担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进步的重任，加强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我国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也是我国相关学者关注的重点。 

有学者认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系统化的针对大学生的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做人的工作，人在哪，

工作的重点就应该在哪。因此，加强和发挥网络的育人功能成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和新挑战；文化多样性

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 

我国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网络媒体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逐步受到重视和关注，但是对网络环境下少数

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2“互联网+”视域下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2.1影响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因素分析 

2.1.1民族地区高校办学数量的影响 

贵州省也是一个拥有民族自治区比较多的一个省份，民族区域自治文化底蕴深厚，世居的少数民族也多，很多高校办学都

保留了很多本地的民族文化元素，在贵州省共有高校 20所，独立院校 8所，专科(高职)院校 29所，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是贵州省三大民族区域自治地区，黔南州有汉、布依、苗、水、壮、侗、毛南、

仡佬等 37 个民族，一所本科院校，其他为职业院校，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少数民族占全州户籍总人口的 79.94%,一所本科院

校，两所职业院校。黔西南少数民族人口占 39.7%,一所本科院校，一所职业院校，根据数据统计(201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29.4%。

在少数民族地区办学的高校必须考虑到当地的民族文化，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从很大的程度上对本地的文化发展有着长远的影

响。 

2.1.2民族地区各高校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侧重点不同 

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各个高校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都根据自己的办学特色而有不同的侧重点，黔南地区的黔南民

族师范学院是一所地方性院校，办学特色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少数民族学生占的比例重，学校根据实际和办学需求也开设了

很多结合民族文化的教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素质选修课和素质拓展课，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提高核心竞争力，建设新型民族

师范大学。凯里学院也是一所地方本科院校，地处少数民族落后地区，师生以本地区居多，办学也极具地域文化特色。兴义民

族师范学院地处偏僻的黔西南，办学发扬发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创新发展”的精神，注重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为

基础教育和地方所需的高素质人才。 

2.1.3学生个体差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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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源主要以少数民族地区为主，大部分来自农村和偏远地区，在进入大学后，他们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

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教育背景、风俗文化、生活习惯都存在很大的区别，这使得学生在进入大学后接受思想政

治教育的时候与自己本身的一些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存在难融合的情况。同时学生不同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水平、各个学

校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体制、不同的学科建设等都会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2.1.4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对学生思想波动的影响 

在互联网时代，学生的思想特点和成长规律都是有一定的轨迹可寻的，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渗入是培养学生正确

民族观和树立民族自信心的关键手段，然后互联网时代的大学生思想独特，追求自我，道德情操变高，心理耐受能力变弱，积

极主动性强，对自我的约束力低，对新文化的渴求度高，但是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底蕴薄，这些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少数民

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2.2“互联网+”视域下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现状 

2.2.1互联网发展迅速，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式发展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已经无法满足实际工作所需，各个高校都在探索和思考新的方式和方法，

比如，进行教学改革、线上线下教学模式、努力打造第一课堂，进行微课、翻转课堂等尝试，同时利用民族文化的优势，开展

民族团结教育，民族文化月等活动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和方法，在学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2.2.2学生思想动态变化大，思想政治工作开展难度增大 

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学生获得知识的渠道多。网站、QQ、抖音、微信、微博都是学生日常生活的必需

品，而现在的学生都是 00后，思想新潮，创造十足，对未知事物的探索欲强，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学生与其他学生一

起生活、学习、工作，各自的经济条件、生活习惯、学业压力、就业压力不同，在彼此之间相处过程相互影响。快节奏的文化

氛围，让学生的思想在快速变化的同时也经受这各种不同的社会文化的抨击，思想动态变化大，没有扎实的理论文化知识做支

撑，和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坚定信念很容易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加了难度。 

2.2.3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管理体制有待加强 

思想政治教育在近几年的研究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网络媒体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逐步受到重视和关注，但是对网络环

境下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学科建设也必须加速发展才能跟上日新月异的现代信息技术，根据对

各个高校的实地考察和访谈得知，年轻的师资队伍还没有成熟起来，理论知识、教学经验、视野视角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创

新性的教学模式虽然都有开展，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要完全赶上和切合现在的教学需求还有一定的距离，课程设置也在

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考核无法具体量化和细化，短期无法显现明显的教学效果。 

2.2.4各高校的特色、优势打造不明显 

在贵州省这三大少数民族地区，每个地区都有自己地方性院校，各院校办学都有自己的定位和特色，少数民族文化也根据

当地世居的少数民族不同而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比如黔南民族师范学院主要是布依族苗族，学校的结构建筑也多融合了布依

族和苗族的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育人环节中，融入最多的也是关于布依族和苗族的风俗文化，学校打造的民族文化也

具有特色和自己的优势，但是对深层次的文化挖掘和影响力的打造还是远远不够，少数民族学生接受和认可程度要高，普通学

生仅限于了解和知道，对民族文化的认可和理解不够，达到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明显，这也是贵州省民族地区高校借助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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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文化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实际问题，如何打造影响力大、特色突出，优势明显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需要不断地探

讨和努力。 

3 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文化逐渐多元化，西方思想的引入更是增加了人们思想上的碰撞，在民族思想观念、现代

观念和西方观念的融合下，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而互联网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本课

题的研究过程中，如何在“互联网+”的视域下，找到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机遇必须要结合各高校的办

学特色、条件和理论，既要找到共同点也要发现区别，同时要能和其他省份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作比较，发现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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