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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骥洲

西藏定向大学生培养发展机制研究

未来的战略布局。加强对西藏定向生这

一特殊学生群体的培养教育，帮助他们

成长成才，是高校服务国家战略全局，促

进西藏地区发展，缓和民族矛盾的重要

举措。

二、西藏定向生培养发展
工作面临的主要困境

1. 成绩相对落后，抗挫能力较差

由于毕业后要到艰苦地区工作，西

藏定向生在招录时，给予了降分录取的

优惠政策，大部分西藏定向生是以“降

分录取”的方式进入高校就读的。相对

其他正常录取的学生，西藏定向生的学

业基础较弱，导致在日后的大学学习

中，成绩相对较差，排名相对靠后。另

外，由于专业思想不稳定，部分西藏定

向生对前途未来感到迷茫，造成学习缺

乏动力，进一步导致学习成绩下降。即

便有一些同学想要奋发图强，但经过一

段时间的努力，仍可能只取得班级中等

偏后的成绩，由高中时期的“白天鹅”变

成了大学里的“丑小鸭”，成为班级中“平

凡”甚至“平庸”的一员，心理落差较

大，导致自尊心受挫，部分西藏定向生

逐渐从自信走向自卑，意志消沉，情绪

低落，陷入心理困境。

2. 身份认同不高，容易自我消沉

部分西藏定向生报考时对西藏定向

协议的条款不甚了解，只是为了考上某

所好学校而尝试报考西藏定向生，不少

同学甚至怀着 “先考进大学，再想办法

转换专业”的心态。随着入学后对西藏

定向协议条款的深入了解，发现不存在

由“西藏定向生”转为“普通生”的可

能性，无法转换身份，毕业后去西藏工

作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由于转换身份

期待落空，对于未来去西藏艰苦地区服

务的心理准备不足，对西藏定向生的身

份认同度不高等原因，西藏定向生很容

易产生消极情绪，丧失拼搏进取的精神。

3. 缺乏职业规划，未来感到迷茫

一些高校乃至社会对这一学生群体

的关注度不够，未能开展合理有效的、

具有针对性的精细化培养与指导。专门

针对西藏定向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习

学业辅导、心理健康教育、职业发展指

导等工作的缺乏，造成这部分学生理想

信念不够坚定，心理挫折承受力不高，对

自己毕业后的发展前途感到迷茫困惑。

而且，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大学

生，在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前，几乎都

没有踏足过西藏的经历。西藏对他们来

说只是存在于书本或网络上的地理名

词。由于西藏定向生对西藏的不了解，造

成了认识上的误区，将西藏的艰苦因素

片面扩大化，导致对前途感到渺茫，对

未来丧失信心，甚至产生了一定程度的

恐慌。

4. 难适艰苦环境，人才流失较多

西藏定向生毕业后几乎都在高原艰

苦地区工作，部分同学大学期间缺乏锻

炼，身体素质不过关，无法适应高原艰

苦环境，到达西藏工作一段时间后，以

身体不能适应工作环境为理由申请转

岗。思想上，部分学生因为缺乏奉献精

神，不能安心在艰苦地区工作，工作一

段时间后，想方设法调离西藏。政策

上，西藏当地部分用人单位对西藏定向

生的配套制度的不尽完善，没有为他们

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没有为他们开辟

良好的发展通道，导致西藏定向生在单

摘 要：西藏定向生制度作为国家少数民族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团结和睦的

重要政策。西藏定向生总体发展良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本文在重新解读西藏定向生制度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

定向生培养所面临的主要困境，并对未来西藏定向生的培养发展工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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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定向生，全称为“非西藏生源

定向西藏就业大学生”，是指户籍在西

藏以外的考生，入学时与西藏教育部门、

招生高校签订三方协议，在大学就读期

间由西藏政府出资培养，毕业后需按协

议到西藏工作服务不少于五年时间。[1]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转发〈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关

于进一步加强西藏干部队伍、领导班子

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

知》（中办发〔2001〕19 号）、《国

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

步做好教育援藏工作意见的通知》（国

办发〔2004〕6 号）精神，[2] 全国有中

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央民族

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

山东大学、武汉大学、西南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3

所高校有资格招收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

生，为西藏地区培养输送高级专门人才。

一、西藏定向生培养的现
实意义

西藏定向生制度作为国家少数民族

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团结和

睦的重要制度。西藏定向生人数虽少，却

是建设西藏艰苦地区，维护国家统一，加

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政治力量，更是着眼

作者简介

王骥洲（1983—），男，福建建阳人，

硕士，厦门大学讲师，研究方向：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

Tan
Jiu
T 探究 -

 求
 知 导 刊

 -

DOI:10.14161/j.cnki.qzdk.2015.14.031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6109909?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探究 Tan
Jiu

-
 求

 知 导 刊

 -

040

位无用武之地，虽然满怀报国热忱，却

无法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于是产生抵

触心理，希望早日离开西藏，另外寻找

能充分发挥个人才干和体现个人价值的

舞台。这些综合因素造成了西藏定向生

人才流失率较高。

三、西藏定向生培养工作
的主要发展路径

1. 成立领导小组，制定战略规划

西藏定向生虽然只占在校生的很

少一部分，但却是服务西藏，建设西

藏，发展西藏，贯彻落实国家民族方针

政策，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要

政治力量，招生高校应对这类学生群体

高度重视。为做好西藏定向生的培养发

展工作，建议招生高校应成立学校层面

的“西藏定向生培养发展领导小组”，制

订学校层面的《西藏定向生培养发展计

划》，将西藏定向生的学业教育、党员

发展、素质培养、毕业后帮扶等内容纳

入学校总体战略部署，在人财物等各方

面为西藏定向生培养发展工作提供坚实

的政治保障。

2. 以党建为抓手，适度发展党员

为了使西藏定向生明确自己的使命

与责任，纠正部分学生认为的毕业后就

是去风景秀美的地区游山玩水的，而不

是去条件艰苦地区吃苦奉献的错误思

想。有关高校要培养西藏定向生吃苦在

前享乐在后的高尚品格，培养他们战天

斗地敢拼会赢的无畏精神，培养他们筚

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精神。可以考虑

把符合入党条件的西藏定向生发展成为

共产党员。彰显每一个党支部就是一个

战斗堡垒，每一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的

精神风貌。在他们入学到毕业的四年时

间里，合理规划，重点培养，有计划、

有步骤、有梯队地做好入党申请人、入

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预备党员、正

式党员的培养教育工作。同时，以西藏

定向生党支部和党员为核心，团结凝聚

整个定向生群体，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引领带动整个西藏定向生群体，提升

士气、振奋精神，塑造良好的精神面

貌，培养奉献精神与崇高品格。要将党

建工作贯穿西藏定向生培养发展工作的

始终，使西藏定向生的政治培养与专业

培养相结合，共同服务于西藏定向生人

才发展总体战略。

3. 强化学业帮扶，打造核心能力

学习是学生的本职工作，也是西藏

定向生塑造个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环

节，通过学习掌握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更

是日后服务西藏，建设西藏的基础。一

个学艺不精的西藏定向生毕业分配到了

西藏，不仅不能服务当地老百姓，促进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还可能造成工作上

的失误，给当地少数民族老百姓留下不

好的印象，甚至可能激发民族矛盾，造

成负面政治影响。为对西藏定向生开展

学业帮扶工作，可以在西藏定向生群体

中组建学习小组，引导他们自助助人，可

以引导成绩优秀的党员骨干学生与定向

生结对子，对定向生开展“一对一”学

业帮扶，也可以指定优秀辅导员和班主

任担任定向生的学业指导老师，督促定

向生的学习，并在专业上为他们答疑解

惑。

4. 组建学生社团，加强进藏实践

高校学生社团是大学生的自治组

织，是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是高校培

养人才的第二课堂。组建和运作西藏定

向生社团，有利于发挥西藏定向生的主

体性作用；有利于增强西藏定向生群体

的凝聚力、向心力、荣誉感、自豪感，提

高对定向生身份的认同度；有利于定向

生骨干人才的培养；有利于藏族文化的

传播和汉藏文化的交流。具体的做法可

以是：在文化上，邀请具有援藏经历的

干部教师举办西藏地理与人文讲座，介

绍西藏的历史发展和风土人情，消除西

藏定向生对西藏的陌生感和疑惑感；在

社会实践上，社团利用暑假社会实践火

热开展的契机，组织西藏定向生进藏开

展社会实践，亲身体验西藏的风俗民

情，考察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走访

未来的就业单位，寻访毕业后入藏服务

的优秀校友。通过走进西藏的亲身体

验，让西藏定向生们深刻意识到，西藏

这片热土，正是民风淳朴乡亲可爱，正

是求贤若渴虚位以待，正是广阔天地大

有作为，从而提升西藏定向生的身份认

同，坚定进藏服务的理想信念。 

5. 做好心理辅导，提升心理品质

西藏地区生活环境艰苦，对西藏定

向生来说，不仅需要有良好的体魄来适

应高强度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环境，还

要有开朗乐观的心态和积极顽强的韧性

来支撑自己在西藏的工作生活。可以

说，西藏定向生在读期间免不了要经历

各种挑战和挫折，难免产生各种心理困

扰，背负各种心理负担。帮助西藏定向

生提升心理耐挫能力，帮助他们顺利度

过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也是我们在定

向生培养发展工作中的当务之急。舒缓

心理压力，排遣负面情绪，纠正错误观

念，调整郁闷心态，从而帮助西藏定向

生心情愉悦地完成学业，满怀信心地迎

接艰苦地区工作的挑战，积极乐观地迈

向广阔天地的人生大舞台。

6. 制定生涯规划，明确未来发展

职业生涯的发展关系到西藏定向生

的切身利益。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西藏

定向生在学校里就缺乏学习热情，到了

工作岗位也无法沉下心，扎下根，安心

工作，全心奉献。所以要加强对西藏定

向生的职业生涯发展指导与教育。不能

简单地认为，毕业后按协议包分配到西

藏工作，避免了求职的烦恼与艰辛，有

一份安稳的工作，就不存在职业生涯发

展规划的问题。对西藏定向生开展职业

生涯规划指导，第一，要为他们解读国

家定向西藏就业的政策方针，明确责任

与权利的界限，让他们明白权利与义务

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不可分割。在

享受权利的同时也一定要履行义务。第

二，指导西藏定向生制定适合自己的职

业生涯发展道路。每个人的个性能力兴

趣爱好不同，应该有不同的职业发展路

径，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职业发

展套路，应该量体裁衣，因材施教，个

性化地制定属于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方

案。

总之，西藏定向生虽然存在一些问

题，但总体发展良好。在个人、学校、

社会和国家的共同关注和扶持下，西藏

定向生有能力规划好自己的人生，有能

力将国家战略与个人发展相结合，从而

撰写出西藏大建设大发展的辉煌篇章。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普通高等

学校招收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

学生工作管理规定 [Z].2005-04-01.

[2] 张艳波，强添纲 . 加强西藏定向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探索——东北

林业大学的教育实践 [J]. 学术交

流，2012（01）.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

探究 Tan
Jiu

-
 求

 知 导 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