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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华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2−0223−02 

我与徐建军教授是老朋友，他担任中南大学主管 

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十余年，一直从事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不仅学术成果颇丰，而且 

工作实效突出，在少数民族大学生管理、网络德育等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众多方面，积累了不少可供借 

鉴的工作经验，受到上级部门和同行的一致肯定。长 

期以来，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因对象的特殊 

性和工作的重要性，成为我们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如何形成一套做好少数民族思 

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工作方法，并升华到理论指导和实 

践操作的层面，是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一 

项重大课题。日前，建军教授的新著《少数民族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 

书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委托项目“少 

数民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为依托，针对少数民 

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这一前沿领域进行了系统 

深入的研究，在结合中南大学自身少数民族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探索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凝炼特色，凝 

聚成果，升华理论，最终呈现出一部少数民族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创性著作， 

熔理论与实践于一炉，集思想性和操作性于一身，聚 

知识性和可读性于一体。 

首先，布局精巧，逻辑分明。全书以少数民族大 

学生作为特定研究对象，以指导和进一步加强少数民 

族思想政治教育为目标，重点从理论、方法和实践三 

个层面深入探索和系统阐释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在理论研究层面，厘清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概念、嬗变历程和科学内涵，重点 

阐述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性和规律， 

探究了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和教育理 

论；在方法论研究层面， 阐述了注重取向性与适应性、 

渗透性与传导性、差异性和动态性的方法要求，提出 

了情为先导、情理结合，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并举， 

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齐下的原则方法，并提出从准确 

定位、立体建构、创新发展方面增强方法的实效；在 

实践操作层面，把握当前的理论热点和少数民族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和难点问题，专题研究了马克 

思主义“五观”教育、科学发展观教育、核心价值观 

教育、管理机制、服务模式等专题，全方位覆盖少数 

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方面。文章既有理论 

高度，又有现实意义，还有实践指导，实乃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之佳作。 

其次，论述精辟，结构完整。全书 26万余字，分 

九个章节展开。第一章民族高等教育与民族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对民族高等教育的定义概说、发展脉络 

和基本功能进行了阐述，概括了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兼顾性、抵御性和差异性的特性，总结了民族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和而不同、开源引流和相互协 

调三个规律。第二章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民族观四个视点，论述 

了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 

发展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的民族 

理论是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指导理论，并 

借鉴了心理学、教育学和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探 

讨了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教育思想和西方德育思想对我 

国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第三章民族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讲述了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理念的基本内涵与要求、核心要求与原则，归纳了 

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立德树人、实事 

求是和开拓创新四个基本理念，以及可靠性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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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距离换乘、非手术“综合美容”三个特殊理念。第 

四章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从内涵、功能、 

形式三个方面阐释了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要 

求，论述了原则方法、基本方法和特殊方法，并就方 

法的运用提出了准确定位、立体建构和创新发展三点 

要求。第五章民族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 

探讨了“五观”教育的基本内涵、内在联系和教育现 

状，提出了针对性、及时性、主动性、系统性和主体 

性“五观”教育的五个原则，介绍了发挥主渠道主阵 

地作用、加强和谐校园建设、抓好维稳关键时期教育、 

注重民族学生骨干培养，重视非正式群体的管理、拓 

展社会实践育人功能和抢占网络新媒体阵地的 “五观” 

教育的七个措施。 第六章民族大学生科学发展观教育， 

从基本内涵、教育重点和实施途径三个方面进行了阐 

述。第七章民族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概括了民族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四个基本内涵，即科学 

理论指导思想、共同理论引导追求、爱国创新凝聚理 

论、知荣明耻培养新风，以注重与“五观教育” 、与党 

员发展、与情感教育、与民族特色教育的结合，坚持 

贴近民族大学生的思想特点、现实需求和民族特点， 

重点抓好入学教育、毕业教育和特定时期教育三个环 

节作为具体要求，采取四种途径开展民族大学生核心 

价值观教育。第八、九章分别探讨民族大学生管理机 

制与服务模式，从微观操作层面就民族大学生的管理 

与服务进行具体论述，提出了组织保障先行，刚性柔 

性并举，学习帮助、经济资助、生活关怀、心理辅导 

和就业扶助“五位一体” 的民族大学生管理服务模式。 

文章既有宏观把握，又有中观论述，还有微观描述， 

确属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著述之精品。 

再次，高度精炼，针对性强。全书行文流畅、高 

度凝练， 对我国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史、 

现状分析及规律论述十分到位，旁征博引，引人入胜； 

对民族大学生思想教育理论、理念和方法阐述充分深 

入，个性共性，面面俱到；就民族大学生马克思主义 

“五观”教育、科学发展观教育和核心价值观教育归 

纳分析恰到好处，紧抓内涵，提出举措；对民族大学 

生的管理和服务更是提出了极富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可 

供借鉴和推广的硬招，富有时代感，现实意义大；对 

民族大学生的心理特征、思想状况、现实诉求阐释生 

动具体，案例丰富，耐人寻味；著作还创造性地凝练 

总结提出不少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概念。比 

如， “三细”(教育细化、管理细致、服务细心)工作法， 

民族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 “四个结合” (与 ‘五观’ 

教育结合、与党员发展结合、与情感教育结合、与民 

族特色结合)、 “三个贴近”(贴近民族大学生的思想特 

点、现实需求、民族特点)、 “三个环节”(入学教育、 

毕业教育、特定时期教育)等。文章既有知识介绍，又 

有方法启迪，还有案例分析，堪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著述之上品。 

该书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极富现实感，在广 

泛借鉴全国高校经验和专家学者智慧的同时，大量材 

料都来自于中南大学本校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 

理的工作实践，其本身就是中南大学民族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实践的理论和方法的升华，徐建军教授作为 

该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负责领导，这些理念和 

方法都饱含了他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心血。 
(作者系湖南城市学院院长，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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