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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教育一直是中国高校教育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关注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民族特性和

其他的思想特点等。在西南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开展高校的思

政教育课程，就需要有着跟其他地区不一样的着重点，也面

临着一些不同的困境。要想进一步加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

高校思想政治学习的高校氛围，就应该在教学资源、方式以

及教学改革上下功夫，充分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

等地方特点融入高校思政教学，是高校应该尝试的方向。

在部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高等教育院校对待高校思政

课程不够重视，虽然高校能够按照规定设置相关的，如马克

思主义、思想政治课等课程 [1]，并满足各年级的思政学分教

育要求、按照各级教委的规定接受思政课程政治性检查，但

是一定程度上仅仅是为了满足思政课程的存在要求，对待思

政课程的重视程度仍然比不上其他专业课程，相比其他专业

课程的设置仍然略显不足，一方面在于学校领导对思政课的

作用不够了解，认为太多的思政课挤占了专业课课程的时间，

同时在提升素质上面起效不如专业课；另一方面在于目前中

国学校教育的专业课倾向性严重，认为学习主要是为了毕业

后的就业问题，思政课对于就业的帮助不明显，专业课的知

识丰富了就业才会好，再加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地区

特性，如常处在国境线上、交通不够发达、经济也较为落后

等因素更加激发了学生高校学习的目的成为了就业，而非提

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因此也就造成了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高

校思政教学的重视度比较低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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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从教师、学校的角度上，思政课程受到重视的程度

较小，在学生的角度上，对待思政课程也缺乏兴趣。大部分

高校学生，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因其从小的生长环

境、接触文化的不同 [2]，对于思政课程往往有着不明确的认识。

他们认为高校的思政课程只是样子货，一些理论性课程，如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较为抽象，与实际生活差距比较远，

无法为日常的生活提供指导，同时对于自己的未来专业就业

也没有太多的关联性，因此认为思政课程都是些华而不实的

东西。

对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来说，学生的来源大部分

都是源自学校四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生源，受到西南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以及文化方面的发展滞后，往往也

会影响到从小在这里长大的学生的学习素质和质量 [3]。在这

些地区学习长大的孩子，通常只能满足学生们的基础教育年

限，并且基础教育的质量也往往较为不足，对于一些非主科

的科目，如历史、地理、物理和化学等，除了受到教材、教

学设备等基础设施的影响，还会受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局

限性。一些专题教学、社会实践等课外活动少之又少，导致

学生整体的学习基础、综合素质都较为薄弱。这也同时影响

到了教师教学的质量，使得教师难以发挥出应有的教学水平。

思政课程教学较为特殊，其教学的效果和水平好坏往往

极大地依赖于思政课程教师自身素质水平的高低，教师的综

合涵养也极大地影响着学生能否从心底里接受了思想政治理

论教育，以及接受的程度有多少，学习到了相关的知识有多

深。因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思政教学陷入了困境，其

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教师的教学水平有待提高，教师的队

伍建设亟待完善。具体的讲，考虑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地

理区域特性，其高校思政教育陷入困境还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一是教师兼职占比过多，教学质量稳定难以保证；二是由于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区位较差，存在交通不便、经济发

展缓慢的特征，教师群体的待遇和生活条件相对艰苦，难以

吸引新教师任教，也难以留住高质量的老教师，对于西南少

数民族地区思政课程的稳定教学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造成

了教师队伍的不可持续的特征，教师队伍的建设不完善。

针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许多教材内容陈旧，

未能与当地实际联系在一起；同时，教学方式又较为老套，

很多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只知道照本宣科，针对西南少数

民族地区的地理区域特点未能提炼和总结，仍然按照传统的

方式进行讲解，导致学生对内容的接受度不高，学习积极性

下降，学生对于一些当地实际和社会矛盾等现实问题也没有

了解，这也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思政教学陷入困境的一

大原因。

对策

要高效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要有优秀的高校思政教

师，这是将爱国主义与高校学生联系起来的最有效的途径。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虑到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的

影响，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要完善有相关少数民族、生

长环境背景的教师队伍建设。因此，可以以本省的思政教师

为主体，建立一个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具有紧密联系的教师

队伍，对教师群体进行相关学习培训、建立合理的考核模式

以及切实提高教师群体待遇，通过不断加强推动教师队伍建

设吸引优秀教师走过来、留下来。

首先，在教师备课阶段，应当引导教师从传统陈旧的教

学方式中解脱出来，将理论知识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现实

情况结合起来，创新自身教学方法，选择能够充分发挥出自

身教学水平的方式，通过调整课堂表达方式、掌握课堂进度、

阐明社会热点以及结合当地特色的各类教学方式灵活多样地

进行高校思政课程的教学。其次，应该根据学生受众群体的

不同，分层次、分基础的针对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充分激

发不同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最后，还可以借助快速

发展的互联网科技，运用多媒体教育的手段加强与学生间的

互动与交流，提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思政教学质量。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教学由于其自身

的民族性、地域性特点，凸显出了思政课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高校思政教学任重而道远。高校思政教育是否成功，与西南

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性有着紧密的联系，对该地区的经济发

展也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高校

思政课程教育，应当深刻地认识到其意义和目的，看清楚当

前的困境并找好解决的对策，才能真正搞好西南少数民族地

区高校思政教学，充分团结各个少数民族，让各民族文化充

分涌流，实现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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