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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院校学风建设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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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学风建设是高等学校建设的重要方面。针对目前民族高校存在的学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民族院校

学风建设的改进措施，在民族院校校园文化及全员育人的过程中，实现大学生全面成才。  

  [关键词]民族院校 ; 学风建设  ;大学生;  研究  

  学风的概念从广义上说是一所学校师生在教学活动中表现出的精神状态和文化风气，是学校校风的集中反映，是校园

文化的重要体现。[1]从狭义上说是学生的学习风气，学生在校学习生活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风貌，以及学生在校园

中经过长期教育和影响而逐渐形成的道德标准和行为风尚，是学生学习态度的综合体现。  

  当前随着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在校学生数量迅速增长，高等院校在校学生生源质量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同时作为一所

民族院校招生生源分布全国特别偏重于偏远少数民族地区。文化风俗、语言交流、生活与学习习惯和文化基础均和普通高

校有较大差别。如何树立良好学风为民族地区培养优秀人才成为治学关键所在，并直接关系民族院校教育教学质量的高低

和长远发展。本文仅从狭义的角度对民族院校学风建设进行探讨。  

  一 、目前民族院校学风建设存在的问题  

  1、学习目的不明确，自觉性差  

  根据调查了解到部分同学没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对于学业没有明确认识，对于学习生活随波逐流。在中国

的应试教育体制下让很多同学丧失自主性学习的能力，只养成被动学习，升入大学后无法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部分同学

没有远大志向，对于日后生活缺少规划，学习缺乏动力。部分人仅是为了获得毕业文凭，学习精力投入不足，学习不用

功，平时时间只在吃喝玩乐，浑浑噩噩中混日子。  

  2、功利色彩明显，缺乏专业思想  

  当前高校整体学风尚好，勤奋学习，努力成材是高校学子主旋律。但受到社会上功利风气的影响，学生的学习风气不

可避免地过于功利化。由于受到就业率和社会上对于专业的需求影响，有的学生自认为所学课程设置与将来工作联系不紧

密而不喜欢这个专业；有的学生简单片面地认为获得各种等级证书与工作报酬相联系，放弃对本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还

有的学生自认为大学用来“提高能力”，热心于各种社会活动而荒疏学业。  

  3、诚信缺失，考风考纪不良  

  尽管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等学校三令五申，并出台相关严厉的处罚条例和措施，可学生考试作弊现象依然层出不

穷，手段高超。部分学生由于人格修养缺乏，平时不努力刻苦，考试时投机取巧，部分学生甚至跟风作弊，帮人作弊，造

成的影响和风气都非常恶劣。  

  4、民族习惯和风俗存在较大差异  

  少数民族大学生由于受到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自然、政治、经济等各种条件影响，故有着独特的民族习惯和风俗。

来自南方的少数民族学生其心理特征主要表现为封闭、含蓄、从众心理。由于当地的生活习惯和生活风气节奏相对缓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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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了学生们对学习没有太高要求，对日后生活没有危机意识。  

  5、各区域教学水平不同，学生基础知识掌握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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