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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大学生的思想

观念和学习、生活质量，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多方

关注。大学生的思想和生活动态最能敏感地反映时代社会的变迁。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稳步快速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都

在强力推动着、感染着、塑造着新一代大学生的时代品格。社会的快速发展与市场

竞争的压力，也会引起大学生思想观念、心理行为和生活状态的变化，他们在社会

的互动中完成社会化的过程，在与社会碰撞中走向成熟。大学的变迁浓缩着社会

的发展，大学生的成长关系着社会的未来，关注大学生的发展与社会的互动比以

往任何时代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始终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高等院校教育工作者全力以

赴、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的问题。为了加强对宁夏大学生发展状况的了解和把握，探

索在社会大环境影响下宁夏大学生适应时代变迁、应对变革挑战的发展能力，及

时把握新的经济社会形势下宁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心态，自治区大中专院校思想

政治工作研究会决定设立“宁夏大学生发展状况课题研究项目”，2008年初从宁夏

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宁夏师范学院等高校抽调有关专家学者组成专项课题组，开

展了“宁夏大学生发展状况”课题研究工作，在全区 15所高校近 7万名大学生中

开展问卷调查，至 2008年 3月下旬完成了问卷调查和其他数据资料的收集和整

理工作，2009年 8月下旬完成了研究分析工作。本项研究调查的对象是目前在宁

夏高校学习的大学生。在调查中，根据实际需要采取了定量的研究方法，运用问卷

调查方式收集信息资料。首先，按照配额抽样的原则，把在宁夏高校学习的大学生

分成 4个群体：大学新生、大学二三年级学生、大学毕业生、少数民族学生；其次，

针对这些群体发展的各个方面进行了问卷调查；最后，运用 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

前言 QIANYAN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析，包括描述变量分布情况的单变量频率和解析变量之间关系的交叉分类分析

等。在此基础上，课题组编写出了《宁夏大学生发展状况蓝皮书》一书。本书从“宁

夏大学生发展状况”出发，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若干对于大学生具有稳定

评估能力的指标性的变量。同时，通过问卷调查对大学生的整体发展状况、思想政

治状况、学习状况、体质状况、心理状况、经济状况、就业状况、宗教信仰状况和少

数民族大学生发展状况等问题及原因进行了总结和分析。为了能取得较为科学、

准确的成果，本研究以宁夏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为背景，着眼于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的整体研究，涉及大学生的各个年龄段、不同民族，既具有广泛性，又具

有代表性。从编写体例和编排结构来看，既有总论，又有分论；既有群体研究，又有

专题研究；不仅反映了一段时间内宁夏大学生的发展状况和趋势，而且也为宁夏

高校学生工作的决策提供了客观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大学生正是伴随着以经验为主导的农业文明、以技

术为主导的工业文明和以知识为主导的信息文明的发展轨迹逐步走上社会发展

的前台，并真正成为最具潜力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有生力量。正因为如此，社会得

以进步，历史得以发展。可以说，大学生的思想主流，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未来社

会变更的主体方向。但大学生群体也是极不稳定的群体，他们对社会的影响是双

重的。大学生的健康成长，需要以良好的社会环境作保障，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也必须以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为基础。如何将蕴藏于该群体内部的巨大潜力以积极

的形式开发出来，将之导向健康的方向，使之融于社会和民族的发展中，是每一个

国家的政府的职责，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010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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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宁夏高等教育发展历程

宁夏在 1947年（民国 36年）以前没有专科以上学校，历届高中毕业生多由教

育厅选送或由个人自由投考国内大专学校深造。1947年以来，宁夏旅外学生反对

宁夏国民党统治的活动日甚，为控制宁夏学生外出学习，宁夏省府转请教育部备

案，遂于 1948年 9月筹办成立“宁夏师范专科学校”，招高中毕业学生 50名，临时

聘请中学教师兼课，所授科目有国文、数学、教育、心理、伦理、生物、三民主义和中

国文学史等，1949年 9月宁夏解放前停办。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随之开

始了宁夏高等教育历程。

(一)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农学院、宁夏医学院的成立与初步建设

1.成立
1958年 7月，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事业“二

五”规划（草案）》中提出，宁夏除筹建一所综合性大学（工、农、医、师）外，另计划在

吴忠、固原增设两所专科学校，全区共设三所大专院校，学生规模 3800人。当年 9

月，在银川师专、宁夏卫校、宁夏农业机械化学校完成各校教学任务的基础上，充

实师资力量，采取“戴帽”的办法升格为高等院校———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医学院、

宁夏农学院。1958年 9月 15日，三所学院的师生集中在原银川卫校礼堂联合举行

了隆重的开学典礼。以这次开学典礼为标志，宁夏的高等教育开始扬帆起航，从而

宁夏大学生发展状况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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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宁夏没有高等教育的历史。

成立之初，三所学院共设 6个系，其中，师范学院设立中文、数理、历史 3个

系，医学院设医疗系，农学院设立农学、畜牧 2个系。三所学院共招生 329人，其中

师范学院新生 147人。

2. 建设
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农学院、宁夏医学院三所学院建立后，在自治区工委、筹

委会的重视和支持下，坚持“边办学、边建设”的原则，通过广大师生员工的共同努

力，不仅较好地完成了教学任务，实现了培养人才的基本目标，而且使学院本身也

有了较大发展。三所学院的领导班子建设、党建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专业设置、招

生工作、教学工作、科研工作以及管理与服务工作都初具形态，从而保证了学院工

作科学发展。至 1961年，宁夏师范学院已经开设了中文、数学、历史、俄语、物理、

化学共 6个专业，宁夏农学院开设了农学、畜牧、林学、农业机械化共 4个专业，宁

夏医学院将医学专业学制由原来的 4年制改为 5年制。到 1961年建院三年，三所

学院共招生 1348人，其中宁夏师范学院 575人，宁夏农学院 415人，宁夏医学院

358人。

（二）师范学院、农学院、医学院三所学院的合并
1958年成立的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农学院、宁夏医学院是“大跃进”的产物。三

所学院独立办学，规模较小。1961年，根据国家经济困难状况，党中央适时地提出

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据此，自治区党委通过对三所学院的调查

研究和分析论证，决定将师范学院、农学院、医学院三院合并，成立新的宁夏大学。

1962年 1月，内部宣布三院正式合并，1962年 9月 30日正式挂牌，并举行了隆重

的成立大会。新成立的宁夏大学设立了党委，下设中文、物理、化学、数学、农学、医

学 6个系，涵盖了文、理、农、医等专业，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在校学生 1174人，教

职工 571人（其中教师 320人）。同年 162名第一届本科生毕业。在教学管理上，着

重加强“三基”（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训练，纠正了生产劳动

过多、社会活动过多的现象，保证学校以教学为主，确定了全年劳动、假期、教学三

者的时间分别为 1个月、2个月、9个月，周学时 24～27学时。

新成立的宁夏大学根据《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

《高教六十条》）的具体要求，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艰巨的合校任务，迅速走上了正

常发展的轨道。学校明确了办学方针：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高教六十

条》，主要为宁夏地区培养人才。毕业生主要到农村、到山区，为农业服务，为基层

服务。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宁夏大学有了完善的、能适应教学需要的机构

设置；有了健全的党组织机构，能较好地开展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以保证党在学

校中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学校对办学规模、培养目标、培养方法、专业设置等进

行了调整，先后开设了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史、俄语、农学、林学、畜牧、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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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专业，涵盖了文学、历史学、理学、农学、医学等学科；修订了科学的教学计划，

提升了教学管理，加强了实践性教学；制定发展规划，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制定了

宁夏大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规范了学生管理；加强了图书、设备和实

验室以及后勤、基建建设，为学校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

（三）“文化大革命”中的宁夏高等教育

1.“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宁夏高等教育的混乱局面
1966年 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开始头 3年，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破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等

错误言论的引导下，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学校的教学工作陷于停顿，代之以革

命委员会的“斗批改”、代之以全体师生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

育、代之以组建教育革命小分队“复课闹革命”、代之以“战备疏散”与“活学活用”

活动等违背高等教育规律的所谓“教育运动”。1966年以来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

给师生员工带来了巨大压力。广大师生员工由于长期受党的培养教育，对“文化大

革命”的“左”倾错误做法无法理解，心存疑虑甚至有不同观点；对“怀疑一切”“打

倒一切”以及所谓的“反复辟”“回潮”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更是深恶痛绝，自觉

与不自觉地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抵制与反对。在混乱局面中，宁夏高等教育迎来又

一次的调整。

在这场浩劫中，宁夏高等教育遭受了严重破坏。合并成立仅 4年的宁夏大学

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了，建设综合性大学的愿望被扼杀，学校遭受了前所未有

的摧残，教育科学被否定。

2. 宁夏高等教育的又一次调整与变革
1970年 1月，在调查研究和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宁夏大学革委会向自治区提

出了宁夏大学办学体制改革方案。经自治区革委会批准，将农学、畜牧两个系与自

治区永宁农校合并，成立宁夏大学第一分校，原医学系从宁夏大学分出，与自治区

医院合并成立宁夏医学院。

1971年 4月，宁夏大学党委、驻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校革命委员

会联名向自治区上报了《关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大学布局和专业设置的意见》。《意

见》指出，宁夏应该建立规模小，但工、农、医、师齐全的高等教育体系。根据《意见》

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精神，1971年 10月 30日至 11月 17日，自治区召开

了全区教育工作会议，形成了《全区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我区设置三

所大学，即宁夏大学、宁夏医学院和宁夏农学院。在区党委领导下，宁夏大学由区

革委会政治部文教局主管，宁夏医学院和宁夏农学院分别由区革委会卫生局、农

林局主管，区文教局着重在教学改革、招生、毕业生分配等方面负责指导。之后,宁

夏大学和宁夏农学院进行了资产交接工作,最终在 1973年完成,宁夏农学院开始

独立运行。1972年上海铁道学院搬迁至银川，与宁夏医学院合并，重新组建了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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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医学院也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历经 10年“文化大革命”，宁夏高等教育发展步履缓慢，办学艰难。从 1966年

到 1971年学校 6年没有招生。1972年起，三所高校共招收五届工农兵学员，采取

了多种形式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宁夏高等教育从艰难中逐渐

走上了正轨。

（四）继续变革中的宁夏高等教育

1. 宁夏高等教育的新发展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宁夏高校建立了正常

的教学秩序，恢复了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恢复和评

定了教师职称，加强了师资队伍建设，使得宁夏高等教育事业有了较快发展。

1978年 12月 28日，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成立宁夏工学院。设置机械制造、化

工、建筑、采煤等 4个专业。学校发展规模为 1000人。

固原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前身是以培训提高在职干部和中学教师的“六盘山五

七大学”。1978年 12月 28日，经国务院批准，固原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正式成立，专

门为南部山区培养中等学校师资，并于同年开始招生。固原高等师范专科学校设

中文、外语、数学、化学 4个专业，学校规模暂定 600人。

银川师范增设大专班，并于同年开始招生。1980年新医学院增设大专班，连续

招生两届新生。

1983年 7月 28日，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二十七次常务会议讨论决定，同意在银

川师范学校大专班的基础上成立银川高等师范专科学校。银川高等师范专科学校

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培训初中教师。设置中文、数学、物理、美术、音乐、英语、政治、

学前教育等专业，学校最大规模为 1000人。

1984年 4月 7日，教育部批复同意在宁夏民族公学的基础上筹建西北第二民

族学院。学院面向西北招生，以少数民族学生为主，学校发展规模近期为 2000人。

当年开设汉语言文学和法律专科。实行由国家民委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双重领导，

以国家民委为主的管理体制。

为了做好高等学校的管理工作，1984年 9月自治区党委决定，宁夏工学院归

自治区经委管理，宁夏医学院归自治区卫生厅管理，宁夏农学院归自治区农业厅

管理，宁夏大学、宁夏教育学院、宁夏广播电视大学、银川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归自

治区教育厅管理。并要求各主管厅委要配备一定数量的管教育的干部，明确任务

和职责，切实管好。

1984年 12月 25日，经自治区教育厅批准，宁夏大学成立夜大学。宁夏夜大学

分文、理工两科。文科设中文、政史、外语、财经 4个专业；理工科设家用电器、计算

机、应用数学、化工、地理、生物 6个专业。文科专业学制为 3年，理工科学制为 4

年，学员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经考试合格者，发给大专毕业证书，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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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其学历。夜大学 1985年开始招生。

1984年 12月 25日，经自治区教育厅批准，银川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成立美术

专科夜校。夜校学制三年，学员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经考试合格者，发

给专科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大专学历。夜校 1985年开始招生。

为使高等教育进一步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加快高等教育改革的步

伐，1985年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了自治区教育厅党组

《关于教育厅所属高等院校管理改革的若干意见》。《意见》内容包括改革学校内部

领导管理体制、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改革学校内部管理制度、进一步改革招生与

毕业生分配制度等方面，推动高等学校改革工作向前发展。

至 1985年，全区共有全日制高等学校 7 所，其中以师范为主的综合大学 1

所，即宁夏大学；工、农、医科学院各 1所，即宁夏工学院、宁夏农学院、宁夏医学

院；师范专科学校 2所，即银川师专和固原师专；部委所属院校 1所，即西北第二

民族学院。专业设置增加到 32个。期间，宁夏大学先后增设体育、地理、新闻等专

业，宁夏农学院先后增设农田水利、农业经济、植物保护、生物等专业，机械制造、

电子、化工、农机等专业，因条件不足而撤销。

1962~1985年，宁夏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计 11266人。这些专门人才遍布全区

各条战线和山川城乡，成为宁夏社会主义建设不可缺少的骨干力量。

2. 高等教育资源的重新整合
“八五”—“十一五”期间，宁夏普通高等学校贯彻“坚持方向、稳定规模、优化

结构、深化改革、改善条件、提高质量”的方针，积极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逐步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宁夏地方经济建设。1992年自

治区党委、政府批转了《关于深化我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有关问题的意见》，

1993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扩大学校

办学自主权，促进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政策措施。1994年自治区党委、

政府决定将区属普通高校由原来的行业部门分管改为由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统

一管理，加强了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统筹规划和宏观管理。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

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及国家教育“坚持方向、稳定规模、深化改革、优化结构、改

善条件、提高质量”的高教工作方针，积极开展高校的各项改革工作；实行党委领

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加强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并在办学、人事、财务、劳资、基建

等方面扩大了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对学校的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包括人员流动、岗

位职责、科技管理、后勤管理、学生学籍管理、招生和毕业生分配等进行了一系列

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与此同时，在学校和专业点布局方面进行初步调整，取

得了较好的成效。

1997年原宁夏大学、宁夏工学院、银川师范专科学校（含宁夏教育学院）四校

合并组建了新的宁夏大学，学校规模明显增强，合并办学的优势进一步显现。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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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宁夏大学实现了“五个统一”，即统一的学校主体、统一的机构与领导、统一的

管理制度、统一的发展规划、统一的学科建设。与合校前相比，普通本科、专科在校

生增长了 28％，研究生增长了 19％，民族预科生增长了 47％，成人教育学生增长了

9％，各类在校生总人数达到 11074人。经过几年的运行，学校教学、科研、管理、后

勤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规，新的宁夏大学已显现出合并的优越性。与此同时，我区

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也深入进行，学校主动适应社会，自我发展和自主办学的

能力也逐步加强。

1995～2000年，在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和国家教育部的正确领导下，我区高

等教育坚持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的方针，坚持走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

坚持以培养人才服务宁夏经济建设作为根本出发点，明确了以教学工作为中心，

以教学评价为重点的工作思路，积极推进教学改革，大力发展应用性学科、技术学

科和新兴边缘交叉学科。深入探索人才培养模式，修订了教学计划，调整专业结

构，加强了重点学科、重点课程建设。加强了师资队伍建设，改善了办学条件，实施

素质教育，有力地促进了我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宁夏的高等教育步入了一

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2002年，宁夏大学与宁夏农学院实现了新一轮的合校。与此同时，根据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全区中专学校经过资源整合，7所中专学

校升格为职业技术学院。到 2009年，全区有高等院校 15所，其中本科院校 6所，

职业技术学院 9所。宁夏高等教育形成了新的发展格局。

二、宁夏大学生发展状况分析

大学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与社会发生着由远到近、由疏到密的转变

关系。在其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三大功能。三大功

能中，培养人才是基础，是大学的核心。分析大学生规模变化、学历层次、知识（专

业）结构、学习环境等，掌握大学生的基本成长规律，对于实现大学功能，从而更好

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发展规模

1. 宁夏高等教育初创时期大学生规模发展状况（1958～1965年）
1958年，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农学院、宁夏医学院成立伊始，便开始组织招生

工作。8月，共录取 275名学生，其中宁夏师范学院 104名，农学院 80名，医学院

91名，预示着宁夏开始了培养大学生的历程。

1964年 9月，自治区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为了贯彻阶级路线，在考生中挑选

“政治思想好，但学业成绩尚未达到中央规定录取线的工人、贫下中农子女，特别

是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34人，招入宁夏大学农学系预备班学

习。另一方面，在高考政治审查和录取工作中，掌握偏严，使一些本应录取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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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选。1962年以来工农子女入学率逐年增长。1964年 10月至 1965年 7月，根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高等学校理工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教育

部直属高等学校工作会议关于“把阶级斗争锻炼作为一门主课”的精神，宁夏大学

先后组织 81名干部、教师和 172名学生，参加了农村“四清”运动。

资料来源：《宁夏教育年鉴》（1949～1985年）

2.“文化大革命”时期宁夏大学生规模发展状况（1966～1976年）
1966年 6月 19日，《宁夏日报》全文转载了《人民日报》6月 18日公布的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通知》认为，现在的招生

办法“基本上没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

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

度，必须彻底改革”。《通知》决定，为了使实行新的招生办法有充分的时间作好准

备，1966年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从 1966年开始到 1971年，宁夏高校停止了招生。

1972年 3月，宁夏大学、宁夏农学院、宁夏医学院恢复招生工作。这次招收的

是本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招生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的原则。5月，宁夏第一批工农兵学员 480人进入宁夏大学、宁夏医学院、宁夏农学

院学习。1973年 6月 13日，自治区招生委员会在《关于我区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

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几点意见》中，规定“自今年开始在宁夏大学设立民族

预备班，招收政治条件好，有培养前途，而实际文化程度略低于初中毕业水平，年

龄不超过 25岁的少数民族学生，经过一年的文化补习后，进入各专业普通班学

习”，1973年宁夏大学民族预备班招收 40名少数民族学生。1974年少数民族预备

班停招。

1976年 9月 22日，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 1976年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自

治区大中专招生试行“三来三去”，即“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来哪去”，学生毕业

表 1 宁夏高校 1958～1965年度学生基本情况一览表

年度（年） 毕业生数（人） 招生数（人） 在校生数（人）

1958 329 329

1959 465 784

1960 501 1259

1961 217 1288

1962 162 111 1174

1963 220 204 1084

1964 291 279 1056

1965 371 310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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