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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分析的少数民族学生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以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霍淑媛
1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泸州 646000) 

【摘 要】：本文以四川化工职业学院少数民族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少数民族学生民族、地域、年级、学习

情况、受助情况、任职、违纪等进行分析。本校现有少数民族学生 732人，占全校学生人数的 7.4%,其中以彝、藏、

羌族学生为主。根据国家相关扩招政策，本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就读率保持一定增长趋势。少数民族学生中，8%的学

生曾获得学校及以上级别奖学金，17%的学生曾出现至少一门课程不及格现象。获得资助学生比例达 51%,贫困程度

较高。2020年，曾参与几起打架斗殴事件，对于各大高校来说，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成了一大重任，结合

本校少数民族学生特点分析存在的问题和提出有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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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是有 56个民族的大家庭，其中彝族、羌族、藏族、回族、苗族为主。四川被誉为“中国第一彝族聚集区”“中国第二

藏区”“中国唯一羌族聚集区”。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是国家精准扶贫的重点工作对象，根据国家相关扩招政策，少数民族大学

生就读率保持一定增长趋势，这样，四川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等少数民族学生有了获得高层次教育的机会。但是“如何教

育引导”的问题也给高校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学校有责任帮助这些学生高水平的完成学业，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关乎

学生的健康发展乃至社会稳定。 

1 研究对象及方法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坐落于四川泸州，目前，学校在籍在校学生 9872人，民族大学生 732人。通过学校大数据平台数据

提取，对少数民族学生民族、地域、年级、学习情况、受助情况、任职、违纪等进行分析。 

2 少数民族学生现状结果分析 

2.1少数民族学生民族和地域情况 

学校现有民族大学生中，有彝族 353 人，约占本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总数的一半，其次是藏族，194 人，占比 27%,羌族，84

人，占比 11%。彝、藏、羌族学生人数共占少数民族大学生总数的 86%,另外，还有苗、回、土家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学生。少数

民族学生主要来自四川几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和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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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四川化院少数民族学生民族分布图 

2.2少数民族学生年级情况 

全校 732 名少数民族学生中，2018 年级学生 148 人，2019 年级学生 214 人，2020 年级学生 370 人，2020 年级学生人数占

全校少数民族学生总数的 51%。由此可见，根据国家相关扩招政策，以及对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优惠政策的落实，本校少数民族

大学生就读率保持一定增长趋势。 

 

图 2四川化院少数民族学生年级分布图 

2.3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结果情况 

通过国家、学校、企业奖学金、挂科数据统计，732名少数民族学生中，有 59名学生曾获得奖学金，占少数民族总数的 8%,

这一比例远低于全校的平均奖学金比例，全校平均奖学金比例高于 20%。127 名学生曾至少有一门科目不及格，占比 17%。由此

可见，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专业知识理解和知识整合方面能力欠佳，导致学习效果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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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四川化院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结果分布图 

2.4少数民族学生任职情况 

全校 732 名少数民族学生中，在学校学生会、学院学生会、班级班委、课代表、寝室长等任职人数为 371 人。由此可见，

有近一半的学生主动参与到学校、学院、班级日常管理工作中来，积极参与到教育教学的日常管理中，有助于少数民族学生融

入大集体中，锻炼交流沟通的能力。 

 

图 4四川少数民族学生任职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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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少数民族学生获得资助情况四川化院 

全校 732名少数民族学生中，获得助学金资助学生 375人，占比 51%,比例远高于全校学生受资助比例 30%,由此可见，少数

民族学生中贫困生比例较高，辅导员要重点关注本班级少数民族学生贫困生，切实照顾到生活学习各方面，确保贫困学生可以

享受资助政策，不能有学生因为贫困而辍学现象发生。 

2.6少数民族学生违纪情况 

2020 年学校发生打架斗殴事件十几起，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参与事件 5 起，大多数事件是由生活习惯、民族语言、交流方式

不同等引起。 

3 少数民族学生管理的措施和对策 

从学校少数民族学生各年级人数、专业学习、受资助、任职、违纪等情况可以看到，学校少数民族学生数量呈逐年上升趋

势，逐年增多的少数民族学生给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带来了一定的管理压力，学校要勇于面对全新的挑战。目前学校关于少数民

族学生的管理制度和政策较少，学校可从思想教育、管理制度、特色活动等方面来教育学生，让他们消除因习惯不同、语言不

同、文化差异等方面而产生的困惑，让他们保持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这样才能促进他们健康成长的同时为社会创造有能力有

价值的专业人才。 

3.1加强学管制度和学生管理团队建设 

结合学校少数民族学生民族特色，建立完善相关学生管理制度，从思想教育、生活习俗、民族信仰、心理状况等方面建立

相关学生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学工队伍是学生直接管理者，日常管理中，他们处于学生管理的一线，要提高学生对习惯不同、

语言不同、文化差异的认识，学工队伍要以身作则，加强民族风俗文化相关知识的学习，了解学校学生不同的民族文化、节庆

礼俗等。同时，学工队伍在管理时，要尊重不同少数民族学生的个性特点及发展规律，及时调整对待学生的方式方法，只有这

样，才能引导学生和谐相处。 

3.2建立健全少数民族学生教育教学数据库 

分民族、分学院、分年级、分地域建立少数民族大学生个人档案。并做好动态更新，定期做谈心谈话，及时掌握学生思想

动态和诉求，切实做好情况分析，做好工作台账，依靠数大数据，扎实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收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

想教育、资助帮扶、创业就业指导、教学紧密相关的数据，并进行整合和存储，可以更精确地了解少数民族学生思想教育工作

的发展历史、发展现状、发展趋势以及合理的教育理念、有效的教学方法，从而为开展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教育、资助育人教

育、创业就业教育提供理论支撑。 

3.3建立少数民族大学生事务服务中心和辅导员工作室 

组建少数民族大学生事务服务中心，中心由专任工作者进行维护管理，实时办理业务，建立少数民族学生辅导员工作室，

专题研究少数民族学生面临的问题和有效的对策。认真做好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教育、文化教育引导，举办有民族特点的第二

课堂活动，例如，民族嘉年华活动，包含少数民族文化展板、文艺表演、工艺品展示、演讲比赛、美食品尝活动等，可以传承

民族文化瑰宝、展示多元民族风采，以校园文化为载体，全面推动各民族师生交流。 

3.4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树立自主学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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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期间，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很重要，少数民族学生自身树立自主学习的意识显得极为重要，他们能够借此来消除环境

对他们的影响。一旦建立了自我学习的意识，尽管环境可能对他们的学习造成消极影响，也能够让他们拥有较强的学习能力。 

3.5拓宽资助渠道，完善帮扶措施 

目前，学校的资助体系依旧是常规资助体系，主要包括国家奖学金、励志奖学金、助学金、生源地助学贷款、勤工助学、

临时困难补助等内容，没有针对少数民族专项资助类别。学校还应积极引入社会帮扶力量，引入一些爱心企业，设立奖助学金，

为品学兼优的少数民族困难学生提供奖助学金，同时也可以提供一些时间锻炼机会。 

随着创新创业的大发展，高校可以根据本校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建立少数民族大学生创业活动中心，在政策给予一定的

扶持，鼓励一部分有创业意愿的少数民族贫困学生创业，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而实现脱贫。 

4 结语 

随着高等学校扩招的政策的深入和少数民族学生优惠政策的落实，民族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进入高校学习，高校要立足本校

实际，根据本校少数民族学生特点，建立健全学生档案，针对此类学生开展差异化管理。完善学生管理制度和提高学工队伍管

理能力，为少数民族大学生和谐健康发展奉献力量。举办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瑰宝。引导少数民族学

生树立自主学习意识，增强文化自信，一专多能。拓宽资助渠道和开展民族特色创新创业扶持，帮助少数民族学生脱贫和增加

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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