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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院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结合民族院校研究生的特点,完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

建设,丰富教学内容；稳定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发挥导师育人的主要作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研

究生民族团结意识,积极探索适合民族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更好地培养出服务民族地区的高层次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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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ethn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s 

to comb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ethn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enrich teaching content, stabiliz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m and give play to the main role of tutors in educating people,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strengthen the national unity consciousness of graduate students, actively 

explore the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uitable for ethn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better 

train high-level talents serving ethnic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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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指出,

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

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

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

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

备、全面发展的人才。这一重要论述,

为当前民族院校创新研究生思想政治教

育指明了方向。在新时代,作为高等教育

的载体,民族院校应该立足于学生,做好

学生工作,不断创新研究生思想政治教

育模式,切实提高育人工作的实效。 

1 民族院校研究生的特点 

由于民族院校的研究生在社会上的

认知水平不足及全国排名不高等原因,

导致民族院校各专业一志愿上线人数不

足,大部分专业需要调剂,从而导致生源

质量不高,调剂的硕士研究生在各学院

各专业里占多数,因此民族院校的硕士

研究生具有以下特点： 

1.1对民族院校的认知存在偏差,对

学校没有归属感。在接受了本科的高等教

育之后,研究生们相对来说更具有独立思

考的能力,在经过考研调剂之后对于调剂

的学校基本上都存有不甘心的想法,民族

院校的各专业在全国排名不太靠前,除了

中央民族大学以外,其他民族院校非211、

985,知名度不高。民族院校教师外出参加

学术会议时,也经常被同行专家问到“你

们学校的人都是穿民族服装吗”“你们是

不是只有民族学专业啊,还有会计学专业

吗”诸如此类的问题。由此可见,学界对

于民族院校的认识尚存在不足,更何况是

经过调剂入校的全国各地的学子。因此,

受学科专业背景及生源的影响,民族院校

的研究生对于学校的认知不足,同时对学

校的归属感不强。 

1.2对未来个人发展具有不确定性,

找不到奋斗目标。民族院校研究生生源不

足、跨专业调剂比例较高,调剂到民族院

校就读的研究生对未来的个人发展缺乏

明确的目标,对于从民族院校毕业之后的

就业形势不了解,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

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划,基本上报着走一步

是一步的想法。以湖北某民族院校为例,

为了增强研究生对于就业形势的了解、培

养健康、积极的求职心 ,了解学生与职

业人的角色差别,提高毕业生求职素质,

学校开设了《面试技巧与形象设计》这门

公选课,从2013年开设至今,该门课程的

选课人数一直超过教师预估人数,由此可

见,民族院校的研究生对于自己未来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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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的选择是迷茫的,他们也需要学校、

学院及相关课程培训给予解答。 

1.3民族院校研究生综合素质有待

提高。民族院校的研究生培养过程中,

以提高专业知识、培养科学研究水平为

导向,对于人文素养及综合素质的培养

相对缺失。同时,研究生自进校以来,缺

乏学习的主动性与自我规划,对于基本

的礼节尚未得到有效的指导与培训,对

于进行科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功利性较强,

更倾向于做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兼职等

工作。新时代的研究生素养未得以培养,

反而更多地表现为什么来钱快愿意做什

么、什么有补助就愿意做什么,这是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墨守成规未能得到实

效的具体体现。 

2 民族院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

育存在的问题 

2.1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固化,成效不

明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要依靠思

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来实现,以湖北某民

族院校为例,开设的研究生思政课主要包

括《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自

然辩证法》这两门课,课程设置老生常谈,

老师在台上讲,学生在台下做自己的事情,

考试的时候开卷考试,学生们临时借一大

堆书,打印店复印一堆复习资料应付考

试。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培养研究生

的爱国主义情 、诚信教育成效寥寥。 

2.2研究生辅导员队伍流失严重,思

想政治教育队伍不稳定。作为研究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主体,研究生辅导员队伍

建设较为薄弱。由于民族院校的研究生

规模不大,研究生辅导员还担任别的行

政职务。以湖北某民族院校研究生辅导

员为例,研究生辅导员同时还兼任研究

生秘书、科研秘书等职务,或者担任党务

秘书。因此,研究生辅导员除了做好研究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外,还承担着学

院分配的其他事务性工作,难免影响到

工作效果；此外,研究生辅导员考核标准

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不挂钩、晋升渠

道狭窄,导致研究生辅导员队伍流失严

重,队伍不稳定,严重影响了研究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效果。 

2.3研究生基层党组织建设薄弱,有

名无实。基层党组织是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重要载体,基层党组织开展党

员活动是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

方法。但目前民族院校的研究生基层党

组织,一般以一个年级或者一个学院作

为一个党支部,但是由于研究生的科研

任务繁重同时学生们还在校外做兼职等

原因,导致研究生基层党组织形同虚设,

每月一次的党会经常存在实到人数比应

到人数少很多的情况,而且同学们并没

有认识到党会的重要性,基层党组织的

建设薄弱,对于提升研究生的民族认同

感、提升民族自信收效甚微。 

3 民族院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

育创新模式 

3.1完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建

设,丰富教学内容。民族院校研究生思想

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建设迫在眉睫,利用好

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丰富和加强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通过对学生点击率、浏览量

等数据进行分析,筛选和甄别出正确的信

息,传递到学生的手机端、电脑端。同时,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也应与时俱进,讲

好中国故事,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

理论成果,结合史料、案例分析、数据分

析、心得体会等多种方式方法,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创新教学方

法,以故事化、情境化的案例教学提高学

生的注意力,增强学生对思政课的兴趣和

理解,引领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增强“四个自信”和民族团

结意识,进一步提高奋斗精神,不断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2稳定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发挥导

师育人的主要作用。加强研究生辅导员

队伍建设,单独设立研究生辅导员岗位,

专人专岗更有利于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辅导员队伍的评价机制与评优评先、

评职称挂钩, 大限度地发挥辅导员队

伍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同时,导师作为

研究生的第一责任人,应树立起全员育

人的理念,用自己的科研精神、创新精

神、人生阅历及敬业精神去影响研究生,

将思想政治教育落实到研究生读书生涯

的方方面面。 

3.3丰富基层党组织活动,增强民族

团结意识。加强研究生基层党组织建设,

通过开展校友论坛、毕业生演讲、就业

分享会等形式,为在校研究生对于学校

的认识、专业的发展方向、个人的成长

等多方面答疑解惑,发挥优秀党员的先

锋模范带头作用,同时学院开展优秀党

支部建设、文明寝室评比、优秀研究生

干部评选等活动,营造风清气正的学习

氛围,使得个人成长有规划、有目标、有

奋斗精神,以丰富多彩的基层党组织建

设活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进程。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民族院校研究生思想政治

教育需要结合民族院校研究生的特点,完

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建设,丰富教学

内容；稳定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发挥导师

育人的主要作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增强研究生民族团结意识,积极探索适合

民族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更好地培

养出服务民族地区的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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