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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的困难和问题,本文结合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现状和贫困生的现状,分

析了内地高校的少数民族贫困生在学习、生活、心理、就业等方面面临的问题,以及高校在资助过程中

存在的不足。并以山东科技大学为例,从思想政治教育、困难学生认定办法、专项资助措施、发展性资

助途径、学业帮扶、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就业能力提升等方面,结合内地高校的特点,探究优化关少数民族

贫困生资助方式和育人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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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ace of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of poor ethnic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oor student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faced by 

ethnic minority poor students in study, life, psychology, employment and other aspects, as well as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process of funding. Taking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we will explore and optimize the funding methods and education ways for the poor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in 

term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oor student identification methods, special funding measures, 

development funding methods, academic assistanc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improvement and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inl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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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

族国家。少数民族大学生思维活跃,多才

多艺,肩负民族融合,民族团结,实现中

华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进步的多重历

史使命[1]。随着国家开发西部战略的实施,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迎来了大好的发展机

遇,需要多方面的人才作为发展保障。近

年来,内地高校逐渐招收一定比例的西部

少数民族大学生,高校资助政策也不断向

少数民族学生和民族地区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倾斜,促进教育公平和学生健康成

长,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复合型人才和

建设者。但是,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在教

育、经济、文化等方面差异较大,相对东

部地区比较滞后,由此产生的内地高校

少数民族贫困生问题逐渐凸显,也越来

越多地受到政府、社会、高校的关注。 

1 少数民族贫困生的现状概况 

1.1民族地区贫困状况。根据民族分

布和数据统计,少数民族人口相对集中

在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

贵州、云南、青海等民族八省区。2018

年,国家统计局对全国农村进行了抽样

调查,结果显示：全国贫困人口为1660

万人,占全国全乡村人口的比重为1.7%,

其中民族八省区农村贫困人口为603万

人,占乡村人口的比重为4.0％。从贫困

发生率看,民族八省区高全国2.3个百分

点,是全国贫困发生率的2倍多。截至

2019年底,民族八省区贫困人口还有

119.2万人,占全国的44.8%；少数民族有

93.4万剩余贫困人口,占全国的35%。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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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脱贫攻坚力度逐步加大,到2020底

全国已实现了全面脱贫摘帽。从近几年

减贫率来看,八省区减贫速度明显快于

全国,体现了国家对老少边穷地区脱贫

攻坚力度加大,取得了实际效果。 

1.2少数民族贫困生的现状。全国各

地的经济状况基本反映了高校大学生的

贫困分布情况,映射了高校贫困生的现

状。对于内地高校少数民族贫困生而言,

其分布特征相对较为明显,主要分布在

民族八省。以山东科技大学为例,据统

计,2019年全校有1016名少数民族学生,

主要是回族、维吾尔族、满族、藏族、

布依族、壮族等35个少数民族,其中民族

八省680人,占66.9%。2019年全校贫困生

比例为22.4%,其中少数民族学生中的贫

困生占比为39.7%,高出全校平均比例

17.3个百分点。 

因此,内地高校在积极开展资助育

人工作时,要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学生的

区域特点、经济发展水平、生活习俗等,

创新资助途径和资助方法,由经济资助

向发展性资助转变,坚持扶贫与扶智(志)

相结合,促进全面发展,保障少数民族学

生得到有效资助。 

2 少数民族贫困生面临的困难

现状 

2.1少数民族贫困生家庭经济收入

不高,生活压力大。少数民族学生主要来

自偏远地区,集中在西部民族八省区,地

区经济状况相对欠发达,家庭收入不高,

经济状况相对较差。受国家政策影响,多

数少数民族家庭子女多,成员多,有多个

子女需要接受教育,教育负担较重,生活

质量得不到保障。目前,内地高校的每年

学宿费大多在0.5万元以上,学生在校期

间的饮食生活消费至少1万元/年,再加

上日常的交通费、通讯费、教辅费、服

装费等,每生每年的消费至少2万元,这对

于少数民族贫困生家庭而言,教育成本过

重,加重了少数民族家庭的经济困难。 

2.2少数民族贫困生基础知识薄弱,

学习压力大。由于少数民族学生大多来

西部地区,经济落后,地区偏远,有些地

方基础教育薄弱,在校舍、器材、师资、

教材等方面相对比较匮乏,与内地教育

相比有较大差距。由于生活习惯、宗教

信仰、饮食习惯和语言沟通等问题,少数

民族学生进入内地高校后出现了环境适

应慢,融入班级集体慢等情况,制约了他

们学习效率和学习成效。从2019年山东

科技大学国家奖助学金评审结果发现,

全校所有学生平均获奖助比例为17.1%,

其中328名少数民族学生获得国家奖助

学金,在少数民族学生占比为32.3%,受

助比例高于全校平均水平,主要是得益

于国家资助政策的有效倾斜,使少数民

族学生得到了有效资助,但学业获奖比

例却远低于全校平均水平,充分反映了

少数民族学生整体学业水平不高。 

2.3少数民族贫困生心理压力大,承

受能力弱。由于在经济生活和学习成绩

方面面临巨大的压力,再加上少数民族

学生的生活习惯,造成与同学间的沟通

交流不畅通,造成人际交往困难的心理

负担。目前,内地高校大部分少数民族学

生学习刻苦,积极上进,有美好的发展规

划和愿景,但与现实状况相比,往往会有

很大的心理落差,有的容易产生烦躁、焦

虑、无助,思维感性化[2],甚至是心理上

的自卑、孤独、压抑和自我封闭。 

2.4少数民族贫困生就业竞争力弱,

就业压力大。在基础教育阶段,由于少数

民族地区经济条件差,教育设施、教育资

源相对落后匮乏,特别是师资力量跟不上,

大部分学生知识基础相对薄弱,新知识接

受比较慢。在高等教育阶段,大多少数民

族学生学习能力一般,学习成绩一般,在

就业招聘时没有突出优势,相对竞争能力

不强。再加上,少数民族学生父母对学生

有较高的期望值,希望早日学成归来,无

形中增加了学生的心理压力和就业压力。 

3 现行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存在

的不足 

3.1贫困生认定体系不科学。目前,

全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大多

采用了定性的方式,通过学生提供家庭

经济困难证明,班级认定评议小组结合

学生的日常生活消费、学习消费以及娱

乐消费等情况综合进行评价,但存在认

定结果不精准的问题。一是“人为”因

素可能影响认定结果。有些少数民族学

生因为生活习惯、人际交往、学习状况

等因素跟班级同学关系不是很密切,甚

至是无法融入到班集体中,在班级贫困

生认定评议过程可能出现认定不精准的

情况。二是动态调整机制不健全。贫困

生经济状况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学生

困难程度也要根据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

的变动而调整,但现实中往往一旦认定

出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在以后年度变动

不大。三是学生家庭经济困难证明真伪

难辨。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是贫困生认定

工作的重要依据之一,但现实中存在个

别学生开具了虚假困难证明情况,影响

了认定结果的精准。 

3.2贫困生资助体系不健全。自2007

年起,国家逐步建立了以“奖贷勤补减”

等为主要内容的多元化资助体系,确保

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保障了所有学生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

促进了教育公平[3]。但是,在内地高校的

众多资助途径中,大多数都是针对普通

学生的,除了政府专设的少数民族奖助

学金外,高校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

专项资助措施少,针对性不强。从高校贫

困生资助体系内容上看,还是重经济保

障型资助,轻促进发展型资助,基本上都

是通过经济资助保障贫困生的日常学习

和生活,但是发展性资助措施少,资助体

系不够全面。 

4 内地高校少数民族贫困生资

助途径的优化方法 

4.1加强少数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坚定信念。结合少数民族的民族习俗、

生活特点、学业情况,辅导员主动服务,

有针对性的开展人文关怀,教育引导学

生主动适应环境,融入宿舍和班级集体

生活。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加强少数民族

学生思政课教育,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带领

少数民族学生走出校园实地考察,参观

历史古迹,学习先进思想,了解地方文化

特点,让学生亲身感受时代发展变化,潜

移默化中教育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

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 

4.2完善贫困生认定体系,科学认

定。完善贫困生认定体系,要建立一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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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认定方法,既能公正评价学生困难

程度,又能保护学生的个人隐私[3]。山东

科技大学在贫困生认定工作方面做了大

量的尝试,采取了量化测评和定性评议

相结合的方法,行之有效。学校建立了多

个维度的自我认定量化测评指标体系和

班级评议小组认定测评指标体系,利用

线上评测确定贫困生资格和等级,大大

提高了认定结果的精准度,也弱化少数

民族学生在定性认定工程中的“劣势”。

加强贫困生家庭经济状况走访实地调研,

了解贫困生的生活状况,核实学生贫困

状况的真实性,实施动态调整机制,确保

贫困生认定结果真实、有效、合理。 

4.3加大少数民族贫困生的资助力

度,突出重点。内地高校在做好普通学生

资助的基础上,对少数民族学生在资助

政策、资助力度上要有所倾斜,适当提高

少数民族学生国家奖助学金、勤工助学

等方面的获奖助比例,加大资助力度。结

合学校少数民族群体情况,设立少数民

族学生专项资助[4],仅在特定学生群体

中进行评定资助,确保少数民族学生的

资助效果,比如穆斯林的清真牛羊肉补

贴、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专项助学金、

西藏籍特殊专业的免费教育资助等。 

4.4丰富贫困生资助体系内容,提升

内涵。经济资助是基础,核心是育人,只

有资助和育人有机结合才能实现贫困生

资助的效果。在贫困生经济资助的基础

上,要开展拓宽资助育人途径,提升资助

内涵,提高学生自我“脱贫”的能力和本

领。山东科技大学在做好经济资助的同

时,强化育人实效,实施以爱心捐助、手

拉手关爱、爱心驿站、爱心银行、助航

工程等为主要内容的“爱心工程”,从经

济、精神、能力、学业、就业等方面对

贫困生专门资助和培养,激发学生内生

动力,提升学生本领。这种由经济保障型

资助向促进发展型转变的资助措施,极

大丰富了贫困生资助体系的内容,提升

了资助内涵。 

4.5建立朋辈学习互助帮扶机制,简

单有效。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基础薄弱,

很多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成绩不理想。有

效帮扶少数民族学生专业学习,提升科

学文化水平是资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一直以来,山东科技大学坚持少数民

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同吃同住同生活,建

立了深厚的同学友情,鼓励学习成绩好

的同学和少数民族学生结对子,建立朋

辈学习互助帮扶小组、学霸讲师团等,

通过分享学习方法、学习技巧、学习感

悟等形式,提高了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

能力和学业水平。同时,加深了汉族学生

与少数民族学生的沟通,了解各民族的

风土人情和民族文化,相互增进感情,促

进各民族学生团结,维护内地高校校园

的安全、稳定、和谐。 

4.6加强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健康

教育,阳光快乐。心理健康教育是心灵的

沟通和感化[5]。由于大部分少数民族学

生成长在经济落后、文化贫乏的环境中,

他们的心理较为敏感脆弱。特别是少数

民族学生到内地高校就读后,很多少数

民族学生在生活、学习等方面会产生不

适应现象。他们会经常与周围内地学生

进行个人对比,容易产生自卑、自闭、多

疑、敏感、情绪不稳定等。内地高校要

结合心理普查情况,建立少数民族学生

心理健康档案,重点关注他们心理表现

和变化,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普及心理健康知识,疏导心理压力,引导

学生正视差距,调整心理预期,完善健康

人格,使他们心灵阳光,快乐成长。 

4.7加强少数民族学生就业创业教

育,前途光明。目前,国内的经济形势和

就业形势严峻,大学生就业难度加大。部

分少数民族学生经过几年的内地高校生

活后,对就业期望值较高,都希望能选择

工作环境好、生活环境好、工作待遇高

的工作单位,但由于自身学习能力、创新

能力不足等原因,造成了竞争力不强,就

业难度更大。因此,要加强少数民族学生

的就业创业教育,树立正确的择业观,教

育他们先就业后择业,到基层就业,到民

族地区或生源地工作,用所学知识建设

美丽家乡,用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同

时,内地高校要加大就业指导和培训力

度,学业规划,培养他们的竞争意识、创

新意识、协作精神和艰苦奋斗的精神,

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5 结束语 

总之,内地高校少数民族贫困生的

资助帮扶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需要我们结合学校实情、民族特点探索

符合社会发展的工作方法和资助模式,

并结合学生特点制定个性化帮扶资助措

施。这项工作不仅需要高校资助工作者

的全心投入和真情付出,还需要高校辅

导员、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就业指

导教师、专业课教师以及学生干部等共

同参与,相互配合,形成工作合力,才能

使国家资助政策落到实处,贫困学生得

到有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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