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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少数民族学生( 本文主要为新疆籍、西藏籍) 能否顺利完成学业现已成为高等教育的

重难点问题。笔者以福州大学少数民族学生为研究对象，跟踪并记录了 2013—2018 年高等数学的授课

过程和考试成绩。在成绩统计分析基础上，揭示了少数民族学生高等数学教学存在的问题、成因，并给

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最终确立了“混合大班+专题小班+精准服务+导学志愿者”的创新型教学模式，有效

推动了精准帮扶，为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公共基础课的教学和管理向纵深推进提供了实践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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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ether the minority students( mainly from Xinjiang and Tibet) can successfully complete their
studi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nd difficult issue in higher education. Taking minority students of Fuzhou U-
nivers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e author tracks and records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examination results of
higher mathematics from 2013 to 2018.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results，this paper reveals the
problems and causes of higher mathematics teaching of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and gives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Finally，the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 of "mixed large class + special small class + guide volunteer +
precise service + flip classroom" is established，which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precise assistance and deepens
the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of public basic courses for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promotion provides practi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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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民族干部的后备力量，

是国家和民族地区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地区

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少数民族大学生和谐健康

成长，能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更好更快发

展提供必备的人才资源，为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

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不断增强中

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打下坚实的基础［1］。
而伴随着少数民族招生数量的大幅度提升，高等

教育学生数量与质量的矛盾日益加深。其中，学

习基础相对较差是影响少数民族学生学业问题的

重要因素。除了少数专门的民族类大学，我国大

多数高校都是采取“混合大班”的教学模式，少数

民族学生在内地高校的学习存在很大压力，为了

更好地推进国家少数民族地区人才的培养，确保

这些学生能“招进来、学下去、能毕业”［2］84，必须

对这类学生的学业给予更多的研究和关注。
教学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高校教学改革中，

基础课改革是核心［3］。公共基础课 ( 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概率统计、大学物理、高级程序语言设

计等) 作为高校的大学分课程，补考和重修的问

题在少数民族学生中最为突出，其成因及对策引

起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王秀梅等人通过对 H
高校学业帮扶工作的实证分析，发现学业帮扶工

作的开展可以有效提升学生学习满意度，改善教

学效果，有利于实现我国高等教育招生政策目标，

推动教育公平化的发展［2］84。巩晶骐等人针对内

地高校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构建了一个学业帮扶

模式的系统性工程，帮助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解

决学习生活上遇到的各种问题，并给出一些有效

的举措［4］。学者速成以供给侧理念为指导，通过

实证调查的方法，提出了健全“线上线下”的服务

体系、完善“课上课下”的帮扶机制以及培养少数

民族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与能力的措施［5］。檀

慧玲等利用质量监测促进基础教育领域的精准扶

贫，从而实现整体教育结果公平的重要途径［6］。
学者们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教学现象的成因和对策

做了大量的探索，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但针对

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业精准帮扶服务问题研究较

少，教学模式的优化设计与实践检验的研究少之

又少，更少见对精准帮扶教学服务模式的长期跟

踪和分析。
本文以 2013—2018 年福州大学高等数学课

程的考试成绩为数据基础，以全校学生 ( 不含少

数民族学生) 、少数民族学生( 本文中主要为新疆

籍与西藏籍少数民族学生，以下简称少数民族学

生) 为研究对象，对少数民族学生的精准帮扶教

学服务模式进行探索、优化与实践。

二、问题提出

( 一) 传统的“混合大班”教学

目前大部分高校通常将少数民族学生分散在

不同的专业、编入相应专业教学班，采取统一的

“混合大班”教学模式( 如图 1 所示) ，高等数学课

程也不例外。教师作为课程的组织者，通过制订

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的方法与手

段、课程设计等内容，在课堂上采用统一授课的方

式输出，学生以学习参与者的方式，通过课堂听

课、课后作业和辅导答疑等方式，完成对教学内容

的传授。

图 1 传统混合大班教学模式

经过仔细地调研发现，由于少数民族学生的

学习基础相对于其他学生的确存在差距，在这种

“混合大班”的教学模式中，忽视了少数民族学生

的基础，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做到因材施教，导致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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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上的教学内容在短时间内难以消化，学习的效

果不佳，长期积累就导致学习跟不上，进而丧失学

习动力，与其他学生的差距不断拉大。
( 二) “混合大班”教学模式下高等数学课程

学习情况分析

福州大学的高等数学课程采用选课、统考、教
考分离、混合大班的教学模式，并按照专业特性与

难度要求分成 A、B、C、D 四类［7］: 高数 A 针对 6
个电类专业，高数 B 覆盖理工科其他所有的专

业，高数 C 针对经管类，高数 D 针对少数几个文

科专业，难易顺序为 A＞B＞C＞D。福州大学高等

数学实施分层分类教学，能够客观地反映出各专

业、各民族学生对高等数学的掌握程度及教学效

果。通过对 2013—2016 年福州大学高等数学期

末考( 以下简称“正考”) 和补考的及格率进行基

本统计和趋势图分析( 如图 2 所示) ，课题组发现

福州大学高等数学教学情况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

特点:

图 2 2013—2016 年福州大学全校、
少数民族学生高等数学课程考试情况分析

( 1) 从图 2 看出，少数民族学生正考和补考

的及格率均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通过到学校招

生部门调研可知，这些学生大多是通过国家协作

计划或专项计划招生的。由于我国基础教育资源

分布不平衡，导致这些学生知识基础相对薄弱，难

以适应大学的学习节奏，他们对高等数学等学科

的学习倍感困难。在传统的“混合大班”教学模

式中，少数民族学生往往不想学这些困难学科，补

考及格率低也可以说明这一情况，如果没有采取

适合的教学模式，问题很可能会继续恶化。( 2)

在传统的“混合大班”教学模式下，对全校学生、
少数民族学生高等数学正考与补考的及格率进行

了基本统计量分析。在高等数学正考中，全校学

生及格率的均值为 0. 790、中位数为 0. 797、标准

差为 0. 032，少 数 民 族 学 生 及 格 率 的 均 值 为

0. 489、中位数为 0. 480、标准差为 0. 045。对比可

知，全校学生的均值和中位数均高于少数民族学

生，全校学生的标准差低于少数民族学生。另外，

在高等数学补考的及格率中，也得到了同样的结

果。可见，传统的“混合大班”教学模式在全校学

生中效果较好，但在少数民族学生中效果较差，因

此改变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教学模式势在必行。
少数民族学生对于高等数学的掌握存在天然

的欠缺，对于内容的掌握往往需要二次剖析和讲

解，甚至需要更加深入的内容解析，才能跟上“混

合大班”的教学进度。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后进有

其自身的原因，也有帮扶不到位的原因，大部分高

校没有认真制定针对少数民族学生专门的教学计

划，更谈不上有效的精准帮扶教学服务模式。

三、精准帮扶教学模式的设计

课题组长期承担福州大学数学公共基础课的

教学工作，依托“刘敏榕工作室”———少数民族学

生之家与数学公共基础教学研究中心，充分整合

学校各部门资源，以高等数学课程为载体，以少数

民族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近两年的努力，课题

组精准地获取了少数民族学生的需求，逐步构建

了多维度的管理团队，并通过高等数学课程成绩

的跟踪，对精准帮扶教学服务模式的效果进行深

入分析，构建数据支撑结构视图，重新审视少数民

族学生的教学现象，并给出对策。课题组对此投

入大量时间进行研究，期望对其他高校的类似问

题有所帮助。现将具体优化与实践过程中使用的

精准帮扶教学模式说明如下。
( 一) “混合大班+专题小班+精准帮扶”教学

模式

“混合大班”不能兼顾班级中少数民族学生

的学习，他们即使很努力地学习，却依然容易挂

科，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针对少数民族学

生存在的学业问题，笔者经过精心的调研与策划，

在福州大学“刘敏榕工作室”———少数民族学生

之家、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学研究中心、学生处与教

务处等部门的支持下，于 2017 学年上、下两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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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在高等数学课程中开展了精准帮扶教学模式

的探索。课题组针对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的特点，

结合高等数学课程主要知识点制订了各专题内容

的“思维导图”，以“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为

例( 如图 3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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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的思维导图

课题组精心设计课程的教学计划、教学目标、
教学方法和教学要求，不断追踪教学进度和教学

效果，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开展了独具特色“混合

大班+小班专题+精准帮扶”的教学服务模式( 如

图 4 所示) 。该模式下，少数民族学生在“混合大

班”中学习高等数学课程的基础知识，主讲教师

在“专题小班”中借助“思维导图”对重点与难点

进行精准的梳理与讲解，辅以专项的练习，并开展

互动式的答疑与巩固性的测验，不断增强了少数

民族学生的学习自信心与积极性，缓解少数民族

学生的压力，让他们尽早回归并融入“混合大班”
课堂。

( 二) “混合大班+专题小班+导学志愿者+精

准帮扶”教学模式

图 4 “混合大班+小班专题+精准帮扶”教学服务模式

“混合大班+专题小班+精准帮扶”教学服务

模式实施后，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了一个有效的

学习进阶平台，得到广大少数民族学生的喜爱与

支持。因参与“小班专题”的少数民族学生众多，

主讲教师除了要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情况

外，还要特别关注他们对知识的接受程度，工作量

大为增加，精准帮扶实施难度大增，效果不及预

期。为此，课题组在 2018 学年上学期的高等数学

课程中，在上述模式的基础上，增加了品学兼优

“导学志愿者”，参与到专题课堂及课后答疑中，

辅助主讲教师实施精准帮扶的教学。由于实施了

有针对性的“一对多”的精准辅导，分担了主讲教

师的工作量，使得精准帮扶能够惠及每位少数民

族学生，有效地降低了全面精准帮扶的难度，大大

提升了精准帮扶的效率，同时更激发了学生的学

习主动性与积极性。课题组把这个改进的模式称

为“大班上课+专题小班+导学志愿者+精准帮扶”
创新型的教学服务模式，该模式呈现多层次多元

化结构，其实施流程见图 5。

图 5 混合大班+专题小班+导学志愿者+精准服务

该模式中，管理者及主讲教师坚持“以学生

为中心”的教学理念［8－9］，发挥教师的个人特色，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协作能力和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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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式深入分析了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设计了

一套涵盖课前、课中、课后、解疑、激励、交流六个

环节的规范化教学设计，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包含

了结合“思维导图”的课堂专题研习、课中专项练

习、课后针对性作业及阶段测验等，精准跟踪少数

民族学生学习情况，全面做到因材施教，从根本上

消除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中的疑难杂症。
多层次多元化的“大班上课+专题小班+导学

志愿者+精准帮扶”创新型的教学服务模式，不仅

仅只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业，同时也为他们提

供一个互相了解、互相学习的平台。导学志愿者

主要来自于学校品学兼优的汉族学生，通过学生

间的学业帮扶，加强了少数民族学生对汉文化的

了解与融入，从而给少数民族学生提供一个轻松

良好的学习环境，从根本上减轻少数民族学生的

学习困扰，使少数民族学生跟上“混合大班”的教

学进度，顺利掌握高等数学的基础知识。

四、三种教学模式对比的实证分析

笔者在福州大学全校学生与少数民族学生的

高等数学课程中分别开展了传统“混合大班”( 简

称模式 A) ，“混合大班+专题小班+精准帮扶”( 简

称模式 B) 与“混合大班+专题小班+导学志愿者+
精准帮扶”( 简称模式 C) 优化与实践的教学工

作。下面对福州大学 2013—2018 学年共 11 个学

期的高等数学课程正考和补考的及格率( 如表 1
所示) ，按照所采用的三种教学模式进行及格率

数据分析、基本统计量分析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并

展示直观的趋势分析图( 如图 6 所示) ，在统计分

析的基础上，以期从数据的角度给出模式 A、模式

B 及模式 C 的实施效果与建议。
不同的教学模式不同的学生群体，考试及格

率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分析可得以下结论:

第一，就少数民族学生高等数学正考及格率

而言: 模式 C＞模式 B＞模式 A，这一点在图 6 体现

得尤为明显，这个结果完全符合课题组的预期。
在少数民族学生中采用模式 B 或模式 C 的教学，

能够很好地让学生掌握高等数学课程的知识并提

高学生的成绩，大大提高了考试的及格率，缩小了

少数民族学生与全校学生之间高等数学课程的学

习差距，这一点在 2018 学年上学期的模式 C 中体

现得尤为明显。

表 1 2013—2018 学年三种教学模式高等数学课程及格率

学期

全校学生 少数民族学生

正考
总人数
/人

正考
及格率
/%

补考
总人
/人

补考
及格率
/%

正考
总人
/人

正考
及格
/%

补考
总人
/人

补考
及格率
/%

2013
学年上

4 694 81 792 45 58 52 28 25

2013
学年下

4 649 83 607 38 52 58 18 33

2014
学年上

4 697 81 743 39 48 48 25 12

2014
学年下

4 613 77 898 32 46 43 21 33

2015
学年上

4 504 79 866 57 56 48 25 12

2015
学年下

4 564 81 677 29 53 51 10 0

2016
学年上

4 649 73 1 098 58 74 36 35 20

2016
学年下

4 763 77 909 41 68 47 27 19

2017
学年上

4 862 81 742 49 29 62 11 0

2017
学年下

4 840 75 994 44 28 57 7 0

2018
学年上

4 815 82 709 42 35 69 11 45

图 6 2013—2018 学年三种教学模式下

高等数学课程及格率趋势图

第二，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各模式之间的比

较，课题组还对高等数学课程的考试及格率进行

了基本统计量分析。通过数据的分析可知，采用

模式 A 的全校学生高数课程考试及格率的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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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位数仍然是最高的，标准差最小，模式 A 在

全校学生中的效果依然较好，这个可以参考前文

的分析结果。采用模式 B+C 的少数民族学生，在

高等数学正考及格率的均值为 0. 643、中位数为

0. 638，标准差为 0. 040，对比可知，虽然均值和中

位数仍低于全校学生，但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了。
模式 B+C 的实施缩小了少数民族学生与全校学

生之间高等数学的学习差距，改善了教学效果，有

效地提升了学生学习满意度。这为高校少数民族

学生的教学与管理工作向纵深推进提供了切实可

行的实践案例与数据支撑。
第三，为了验证模式 C 在少数民族学生中是

否更具可行性，2018 学年上学期，在少数民族补

考学生中进行了模式 C 的教学实践，对参加补考

的 11 名少数民族学生的高等数学课程进行了精

准学业帮扶，结果大大超出了课题组的预期: 少数

民族补考学生的及格率大幅度地提高，甚至高于

全校补考学生的及格率。从数据上验证了模式 C
教学效果优于模式 A，也进一步印证了模式 C 的

有效性，同时也能说明模式 C 的可复制性与可推

广性。就实验教学数据而言，因材施教的精准教

学模式 C 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学生的高

等数学学业问题，找到了问题的重点及突破口，符

合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的认知方式。下一阶段的教

学活动实践计划中，课题组将在福州大学台港澳

学生、体育特长生、“一带一路”留学生等特殊类

型招收的学生群体中推广教学模式 C，以期得到

更丰富更有效的实践数据。
第四，以少数民族学生实行的模式 A 与模式

B+C 合并的及格率作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模式 A 和模式 B+C 的单因素方差分析表

项目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F 值 检验 P 值

模式 0. 047 74 1 0. 047 74 11. 69 0. 007 64＊＊

误差 0. 036 75 9 0. 004 08

总和 0. 084 49 10

注:＊＊表示检验显著，即模式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从表 2 的检验 p 值 = 0. 007 64 可知，模式 A

和模式 B+C 的及格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 成

绩数据均通过了正态性检验和方差齐性检验) ，

再结合前文( 2) 中的分析结果可知，模式 B+C 优

于模式 A，从统计意义上说明在少数民族学生中

采用模式 B+C 的有效性。
针对以上的分析，课题组总结了以下两个主

要影响教学效果的原因: ( 1) 模式 A 授课班级人

数通常为 80～100 人，教师难以关注到每个学生，

量体裁衣因材施教难以实施，传统大班中的少数

民族学生难以得到额外的关照也是实际存在的;

( 2) 学习跟不上进度、学生经常旷课、作业没有及

时完成，造成这些结果的因素很多，少数民族学生

自身的心理感知、课堂融入、学习目标感及自觉主

动性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改变教学策略、创新

教学模式是转变困境的最佳途径［10］，而本文提出

的精准学业帮扶的模式 B+C 确实能较好地解决

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困境问题。

五、少数民族学生的教学与管理的建议

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的教学问题和突出矛盾亟

须变革。基于上述的分析，课题组从少数民族学

生、主讲教师、教学管理者、“刘敏榕工作室”———
少数民族学生之家及导学志愿者五个视角对精准

帮扶教学模式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对高校少数民族学生而言，其是精准帮

扶教学模式的中心。“混合大班+专题小班+导学

志愿者+精准帮扶”创新型教学模式，针对性强，

大量数据分析表明该模式的课程及格率高。不建

议在少数民族学生的教学中选择单一的“混合大

班”教学模式，其教学的效果一方面受限于课程

进度和班级人数，另一方面存在学生难以融入课

堂环境和自身基础薄弱等问题。无论采用模式 B
还是本文重点推荐的模式 C，各高校可根据自身

的实际情况选择开展，尽量选择模式 C。
第二，对主讲教师而言，其是精准帮扶教学模

式主要实施者。主讲教师应注意根据学生基础及

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小班专题内容，采用适宜的

教学方法及模式，充分发挥导学志愿者的主观能

动性，提升小班专题的教学效果，还应专门设定考

核办法及标准。建议主讲教师应与少数民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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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沟通渠道，紧扣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预期，采

取目标教学法，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
第三，对教学管理者而言，其是精准帮扶教学

模式的主要推进者。教学管理者应重视少数民族

学生群体，做好相关制度建设，将少数民族学生学

业精准帮扶的教学工作独立提升到正常教学管理

范畴，与正常教学并轨，开设相应学业帮扶的强化

教学班。从开课学院层面，应激发主讲教师的正

能量［11］，组织主讲教师对少数民族学生在教学中

出现问题进行广泛研讨，引入激励机制，使得少数

民族学生教学常态化，特别要在学校的绩效分配

和学院的二次分配方案中有所体现。鼓励、组织

教师设计适合少数民族学生教学的专题内容，甚

至是在线课程建设。
第四，对“刘敏榕工作室”———少数民族学生

之家而言，其是精准帮扶教学模式的主要载体。
笔者在新疆籍与西藏籍少数民族中开展的精准帮

扶教学模式的优化与实践，都是依托“刘敏榕工

作室”———少数民族学生之家完善的服务平台与

先进精细的管理模式，其充分整合了福州大学整

体资源，对精准帮扶教学模式的实践提供了全方

位的支持，加强其核心管理地位是精准帮扶教学

模式开展的关键因素。
第五，对学生导学志愿者而言，其是精准帮扶

教学模式的助推剂。同学之间存在着天然的沟通

与交流桥梁，学习中的知己有助于少数民族学生

倾诉学习的苦恼，寻求学业帮助，增加学习动力，

分享学习中的快乐，缓解学习压力，保持正面情

绪，建立学习自信。因此，导学志愿者需与少数民

族学生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与学习合作伙伴关

系，做好文化融合工作，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业具

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六、小结

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开展的数学公共基础课精

准帮扶教学模式优化与实践，是高校特殊类型招

生学业帮扶工作一次全新的探索，目标是为了应

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下解决学生质量问题、
保障教育公平目标实现的现实需要。坚持“以学

生为本”的教育管理理念，本文提出多元化多层

次“混合大班+专题小班+导学志愿者+精准帮扶”
创新型的教学模式，全面实施因材施教，强化了过

程学习管理和教学评价管理。面向少数民族学生

的学业帮扶是一项全国性、复杂性、系统性、特殊

性与持久性并存的工作，教学模式的可复制可推

广至关重要，这也是后续研究的重点内容。依托

“刘敏榕工作室”———少数民族学生之家的影响

力及分支机构，丰富的少数民族校际资源，多元化

多层次“混合大班+专题小班+导学志愿者+精准

帮扶”创新型的教学模式的经验分享与实践成为

可能。我们的目标是构建一个针对高校少数民族

学生的开放式精准帮扶教学服务平台，从根本上

解决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学业帮扶的问题，为少数

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打下坚实基

础，输出更多少数民族人才，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大

家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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