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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少数民族预科生
基础强化培训教学改革笔谈

卢华语，范奎山，孙卫红，何开丽，卢炳惠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生、高层次骨干人才硕士研究生的基础强化培训是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的重要内容。对于 如 何 通

过教学改革以推动高校少数民族预科生基础强化培训这一问题，卢华语认为，课 外 延 伸 活 动 适 用 于 少 数 民 族 预 科 教 育，具 有 特

殊性和重要性，应将课外延伸活动纳入学科教学活动，注 重 计 划 性、针 对 性 及 其 理 论 与 实 践 研 究。范 奎 山 认 为，少 数 民 族 预 科

教育要重视教与学的动态过程，突出文学类课程在少数民族预科教育阶段的 重 要 性，对 学 生 进 行 审 美 教 育 与 情 感 熏 陶，完 善 文

学类课程的结构和设置。孙卫红认为，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的“高等数学”课 程 教 学 应 采 取 多 种 方 法 相 结 合，即：面 向 全 体

学生与关注个别学生相结合，理清知识结构与“开枝散叶”相 结 合，数 学 语 言、文 字 表 述 与 思 维 训 练 相 结 合，夯 实 基 础 知 识 与 深

化拓展课本知识相结合，数学思想方法训练与人文素质培养相结合。何开丽认为，应建立一套适合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的

英语课程体系，以满足他们对文化和英语的学习需求。卢炳惠通过问卷调查，了 解 到 西 南 大 学 少 数 民 族 预 科 生 英 语 学 习 情 况，

分析了非智力因素对少数民族预科生英语学习的影响，并就如何发挥非智力 因 素 在 少 数 民 族 预 科 生 英 语 学 习 中 的 积 极 作 用 提

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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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预科教育中的课外延伸活动

卢华语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课外延伸活动作为高校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
不仅适用于各个学科，而且同样适用于少数民族预

科教育，从某种角度说，它在少数民族预科教育中更

具特殊性和重要性。
根据《普通高 等 学 校 少 数 民 族 预 科 班 高 层 次

骨干人才硕士研 究 生 基 础 强 化 班 管 理 办 法》，少 数

民族预科教育包括 举 办 普 通 高 校 少 数 民 族 预 科 班

（简称预科班）和 高 层 次 骨 干 人 才 硕 士 研 究 生 基 础

强化培训班（简 称 硕 士 基 础 强 化 班）。本 文 为 表 述

简明，将预科班和 硕 士 基 础 强 化 班 学 生 统 称 为“少

数民族预科生”，预科 班 学 生 简 称“本 预 生”，硕 士

基础强化班学生 简 称“研 预 生”。少 数 民 族 预 科 教

育具有学 制 短、要 求 高、重 基 础 培 训 等 特 点，具 体

来说，其目标就是 经 过 一 年 的 基 础 培 训，加 强 学 生

的政治素 质 和 道 德 素 质，提 高 文 化 基 础 知 识 和 基

本技能，使学生在 德、智、体、美 等 方 面 得 到 进 一 步

发展，其基 础 综 合 水 平 接 近 或 达 到 攻 读 本 科 或 硕

士研究生 课 程 的 基 本 要 求［１］，为 下 一 阶 段 的 深 造

奠定基 础。少 数 民 族 预 科 生 往 往 具 有 来 源 广、生

活习俗各异、文化 基 础 参 差 不 齐 的 特 征，特 别 是 研

预生还 具 有 年 龄 差 距 大、学 科 专 业 多 等 特 征。面

对如此特 殊 的 群 体，培 训 学 校 除 充 分 利 用 课 堂 教

学外，更要有组织、有 计 划 地 开 展 一 些 课 外 延 伸 活

动，以实现培训目标。
笔者以为，在少数民族预科教育中开展课外延

伸活动当注意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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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课外延伸活动纳入学科教学活动

所谓课外延伸活动，是指“紧紧围绕教学大纲，
为实现教学目标，巩固、扩展、深化课堂教学内容，由
任课教师在课外实施的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的教

学活动”［２］，它是民族预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

该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课外活动”。因此，课外延

伸活动应与学科教学密切结合，以学科教学为立足

点和出发点，以“巩固、扩展、深化课堂教学内容”为

归宿，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进行设计，尤其注意在培

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和创新能力以及高尚理想、
情操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注意内容适度，要防止为

追求所谓娱乐性和趣味性而使其“中学化”。在时间

安排上，课外延伸活动虽不及课堂教学有规律，但其

内容和形式的灵活多样却又是课堂教学所不能比拟

的，对此应当有充分认识。

二、注重针对性

如前文所述，少数民族预科生具有来源广、生活

习俗各异、文化基础参差不齐的特征，特别是研预生

还有年龄差距大、学科专业多等特征。以西南大学

培训基地２０１１级学生为例，该年级共有学生１　０８１
人，其中研预生７６８人、本预生１３７人、新疆班学生

１７６人，分别来自回、彝、土家、藏、纳西、布依、白、苗

等３４个民族。本预生学期成绩主要集中在６０～７９
分数段，约占学生总数的７６．６％，８０～８９分数段学

生和６０分 以 下 学 生 分 别 约 占 总 数 的１１．７％和

１０．２％。可见学生总体学习基础水平不高。另从研

预生来看，其学科专业涉及文、理、工、农学、管理、经
济等若干专业，年龄从２０多到４０多岁不等。这就

要求教师在设计课外延伸活动时一定要考虑少数民

族学生的特点，针对不同对象，精心选择和安排活动

形式及内容。
研预生已经过本科阶段学习，对其相关活动的

安排应注重实践能力、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故教师应注意将自己的研究渗透到课外延伸活动之

中，除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最新学术动态和信息外，
还可结合课堂教学内容，邀请专家举办专题学术讲

座，并针对相关讲座，展开对一些问题的深入探讨，
或组织开展较为深入的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多方

面的能力真正有所提高。主讲“教育科研专题”课的

教师，可结合课堂教学，给学生设计研究指南或提出

若干研究课题，指导他们在课外进行科研实践，并形

成研究成果，还可举办“学术前沿、学术方法、学术视

野”专题报告。这些活动对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研究

能力不无积极意义。主讲“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教师

则可根据课程内容，在课外通过系列讲座和名著名

篇导读等方式进行深化和延展，可邀请相关专家进

行“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交流”、“少数民族文

化”等系列讲座，并对认识和理解上有误区或难度的

问题进行重点解说，还可整合全校资源，举办“国学

大师”系列讲座。这些活动对提升学生精神境界、激
发学习热情、提高他们的文化修养和创新能力均大

有裨益。
针对本预生，应当着重进行学习方法的指导，并

适当传递最新学术信息，尝试把若干精彩的课堂教

学转化为富有吸引力的“学苑风景”，引导其了解学

术进展和前沿问题，在打好基础的同时提高他们的

学习积极性。不管是对研预生还是本预生，都可结

合“民族理论与政策”课开展以“民族团结教育”为主

题的多种活动，如：举办“我和我的祖国”、“我爱中华

民族大家庭”的主题演讲比赛和经典民族歌曲演唱

大奖赛；组织学生欣赏民族团结的影视作品；开展维

护国家统一、增进民族团结的系列讲座。西南大学

首创民族节活动，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至今，将每

年１１月的第２周作为全校少数民族学生的共同节

日，除学生充分展示本民族的服饰、饮食文化以及民

族体育活动的多姿多彩外，还通过举办相关专题讲

座、开展学生座谈等方式，增进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

文化沟通和了解，开阔学生视野。这些活动既丰富

了预科生的校园生活，又有利于他们“五观”、“四认

同”的养成。“五观”即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
宗教观、历史观和文化观，“四认同”即对伟大祖国的

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三、加强计划性

少数民族预科教育中的课外延伸活动一定要加

强计划性，要避免活动的泛化和随意。在学生入学

之前，就要根据学科特点，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

精心安排，原则上应当注意制度化和常态化、规范性

和灵活性的结合。如西南大学每年一次在固定时间

举办民族节和定期组织学生参观访问，有组织和财

政保障，这些活动便能顺利开展和长期坚持。又如

利用寒假进行社会调研，要求学生提交调研报告并

计入学习成绩，从而使这类活动不仅形成制度，且具

有规范性。另外，对不同类型的专题讲座，学生可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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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自身实际，自由参加，灵活选择。值得指出的是，
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和宗教理论”、“形势与政策”等

课程的课外延伸活动中，应注意将其与日常思想政

治工作相结合，使其常态化。如把“以人为本”理念

具体化为“以学生为本”，任课教师与辅导员、管理人

员联手，随时关注学生的学习、生活动态，观察其思

想情绪的变化，若发现情绪消沉、精神萎靡者，应当

及时进行个别谈心，化解郁闷，构建亦师亦友的师生

关系。通过举办“民 族 知 识 竞 赛”、“师生牵手”、“同

学牵手”活动，发送手机报“民族预科教育”专版，利用

网络开辟“时事热点连线”及“民族预科教育动态”等

栏目，让政治理论课的内容通过课外延伸活动“活起

来”。这些活动有助于营造和谐温馨的学习生活环

境，把学生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勤
奋学习、不断进取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四、开展对课外延伸活动的探讨

随着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的发展，学界对相关问

题的研究日益重视，且有不少成果问世。笔者从“中
国期刊 全 文 数 据 库”检 索 可 知，１９８２至２０１１年３０
年间，国内公开发表的有关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的文

章约２６６篇，其中１９８２－１９９１年１０篇、１９９２－２００１
年６７篇、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１８９篇，分别约占相关文章

总数的３．８％、２５．２％和７１．１％。虽 然 统 计 渠 道 单

一，数据粗略，也不排除文章有重复统计现象，但这

些数据所反映的学术界甚至全社会对民族预科教育

关注度的大幅上升趋势却毋庸置疑。另从研究情况

看，各阶段颇有变化。最初１０年对民族预科教育的

一般性介绍居多。第二个１０年重在探讨高校民族

预科教育的地位、作用、途径，即以对高校民族预科

教育发展的思考为主，而且研究总体趋于宏观。第

三个１０年情 况 发 生 了 较 大 变 化，一 是 研 究 范 围 扩

大，内容更为丰富，然而聚焦最多的是对少数民族预

科生培养模式与实践的探讨，其中包括对教学目标

的确定，对课程设计、课堂教学和考试方法的改革，
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综合素质培养途径以及预科

教育管理模式的讨论等若干方面；二是区域性研究

明显增多，尤其是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的个案研究成

为热点；三是研究总体呈现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变，表
明随着预科教育的发展，学界对少数民族预科教育

的探讨更为深入和细致。
近３０年来的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研究虽已涉及

方方面面，但我们仍然可以发现研究的薄弱之处，其
中对少数民族预科教育中课外延伸活动的研究就是

一个薄弱环节，或者说在这方面虽有涉及，但还未能

深入探讨。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的课外延伸活动有何

特殊性？不同学科教学的课外延伸活动之间有无明

确的纵、横关系？针对不同对象课的外延伸活动设

计如何把握恰当的“梯度”、是否具有一定的逻辑推

进关系？很有必要在认真总结相关经验的基础上，
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使其研究成果在

我国少数民族预科教育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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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文修养的提高到爱国情感的增强
———西南大学少数民族预科阶段文学类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范奎山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西南大学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水平参差不齐。
在少数民族预科生中，有的母语就是汉语，他们和汉

族学生的汉语水平大致相当；有的一直使用自己的

民族语言，虽然通过了级别最高的汉语水平考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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