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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成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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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东
,

吴中军
,

段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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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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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地 区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状况的发展变化
,

本课题

利用西 昌学院位于民族地 区
、

长期从事 民族地区成人高等教育工作的优势
,

通过研究民族地区成人

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思路
,

经过十来年的探索和实践
,

逐渐摸索并总结出的民族地 区成人高

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 4 + 1+ 1人才培养模式

、

2个 1 / 2 + 1+ 1人才培养模式
、

3个 1 / 3 + 1 + 1人才培养模

式
、

开放式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

这些人才培养模式使我院成人高等教育在办学规模上得到了巨大发

展
,

转变了教育观念
,

使教学内容和教学分法等方法得到较大提高
,

使我院成人高等教育取得 了良

好的社会
、

经济效益
,

极大地促进 了我院成人高等教育事业 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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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民族地区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及

存在的问题

民族地区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
,

自然条件较

差
,

社会经济发展缓慢
,

教育文化水平落后
,

人才流

失问题 比较严重
,

总体发展水平落后于内地其他地

区
。

从 目前情况来看
,

民族地区成人高等教育主要存

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

(一 ) 认识不足
,

重视不够
,

学习主动性不高

由于民族地区的地理环境相对封闭
,

交通不便
,

信息不畅
,

受外界影响较小
,

人们对知识文化水平的

重要性认识不够
,

社会竞争观念不强
,

大多数人对接

受文化教育要求不高
,

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
。

现代传

媒技术的发展和国家实施的
“

村村通
”

工程
,

加深他

们对山外世界的了解
,

他们渴望知识和改变现状
,

使

这种现象得到了很大的改变
,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

(二 ) 教学设施和专业设置受限
,

不能完全适应

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就四川全省范围来看
,

甘孜
、

阿坝
、

凉山三州不

仅基础教育落后于全省其他地区
,

而且高等教育发

展总体水平与全省其他地区有一定差距
。

民族地区

成人高等教育起步较晚
,

在上世纪 80年代才开始招

收成人高教学员
,

在办学条件
、

教学设施
、

师资力量

及办学经验方面无法与内地高校竞争
。

甘
、

阿
、

凉三

州不仅高校数量少
、

层次低
、

专业设置受限
,

而且过

去仅有几所专科学校
,

专业也主要是师范类专业
,

缺

乏经济类
、

工科类等社会经济发展急需的专业
,

因此

专业设置不合理
,

难以满足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的需要
。

(三 ) 基础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由于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水平较低
,

民族地区考

生考分较低
,

学 习有一定难度
,

经济条件较差
,

影响

了学员学习的积极性
。

再加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较低
,

人均收人落后于内地
,

交能不便
,

面授学习

的往返需要较多时间
,

学习成本较高
,

导致集中面授

在时间及经费上难 以保证
, “

工学矛盾
”

较大
。

(四 ) 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不适应民族地区的

人才培养的需要

由于民族地区成人高等教育起步较晚
,

对民族

地区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缺乏专门研究
,

对民

族地区成人高教发展规律缺乏深刻的认识
,

导致在

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上只是盲目地仿效内地高校及

普通高校相关专业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
,

适当地

进行删减而成
。

因此
,

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没有根据

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学员的文化水

平
,

课程设置不合理
,

重理论轻实践
,

提出的要求较

高
,

脱离实际
,

使民族地区的学员感到学习上有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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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

缺乏学习兴趣
,

影响了学习效果
。

二
、

民族地区成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

为了响应党中央
、

国务院提出的
“

西部大开发
”

的号召
,

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大发展
,

满足

西部大开发对人才的需求
,

培养一批民族地区
“

留得

住
,

用得着
”

的实用新型人才
,

我院对民族地区的社

会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较深的了解和掌握
,

切实地

感受到民族地区要加快发展
,

就必须重视知识和人

才
。

总结我院十多年来探索民族地区成人高等教育

人才培养的经验
、

教训
,

结合全省其他高校成人高等

教育对人才培养的有益经验
,

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
,

我们总结并探索出了以下几种人才培养模式
:

(一 ) 4+ 1+ 1人才培养模式

适用于金融
、

会计电算化
、

法律以及工科类的计

算机应用
、

水电站与电力网等实用型专业脱产学习

的学员
。

学员在学校内用两年4个学期完成主要的公

共课
、

专业课程的学习
,

了解和掌握本专业的主要知

识和技能 ; 第 5学期在工厂和企业进行专业实习
,

了

解社会对所学专业知识的要求及发展水平
,

明确学

员对 自己所学专业知识的掌握和学习水平
,

找出所

学知识的欠缺和不足
,

要求学员在实习结束后
,

除了

写出实习报告
,

还需要根据与社会接触和了解的情

况
,

进行对比
,

写 出总结 ;第 6学期再 回到学校
“

充

电
” ,

有针对性的学习
,

以完善所学的专业知识
,

解决

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

这种教学模式既可以做到

学以致用
,

让学生所学知识运用于实际工作并得到

社会的检验
,

可以解决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 ;又

可以让学生明白自己的不足
,

提高学习的针对性
,

解

决学习中的浮躁问题
,

增强学员学习的动力
。

(二 ) 2个 12/ 十 1+ 1人才培养模式

主要适用于农业技术与管理
、

畜牧兽医
、

林学
、

园艺等专业半脱产学习的学员
。

这种教学模式是把

学员的理论学习时间分成两部分
:
其中的二分之一

用于面授学习
,

主讲教师根据教学计划和课程的安

排进行讲授和学员进行实验操作以及教师的答疑 ;

二分之一的时间由成教学员函授 自学
,

学员根据教

学进程的安排结合教师的讲授进行学习
,

完成教师

布置的作业
,

对学习上的疑问
,

做好记录
,

以便教师

的答疑
。

在最后一个学年
,

一个学期的专家讲座
,

主

要是根据各专业各地的实际情况
,

举行专题讲座
,

打

破学科之间的界限
,

向学生介绍农业实用技术和本

学科的最新技术发展水平 ;一个学期的毕业实习
,

学

员回到本地
,

把所学的专业知识运用于实际工作
,

以

加深对本门课程的学习和掌握
。

(三 ) 3个 1 / 3+ 1+ 1人才培养模式

专业适用范围
: 经济信息与计算机管理

、

计算机

应用与维护
、

会计电算化
、

金融
、

法律等专业函授学

习的学员
。

具体时间安排
: 面授时间 1/ 3

,

自学时间 l/

3
,

网上学习 1/ 3
,

再加一学期的专家讲座和一个学期

的毕业实习
。

三个模块各 自的权重
,

则视具体的专

业
、

课程
、

教学条件和教学对象的差异而进行合理的

分配
。

同时
,

按照现代远程教育的理论和要求
,

对不

同专业和不同课程进行具体的教学设计和合理的分

步实施
。

3个 1/ 3+1 的教学模式
,

既包含了
“

建构主

义
”

的理论要素和
“

混合学习
”

的理念
,

注意发挥了几

种学习方式以及多种媒体教学资源 的优势与特色
,

又体现了数字化学习和传统教学之间的互补性和融

通性
,

展现了两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最优化的总体教

学效果
。

西昌学院成教院多年的实践
,

尽管这一模式

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

证明这是一个既遵循现

代远程教育规律
,

又符合地处西部四川民族地区实

际情况的有效的现代远程教育教学模式
。

(四 ) 开放式教学人才培养模式

主要利用现代信息手段
,

通过学院网络
,

以远程

教育和学员自学为主
,

主要适用以自学为主的函授

学员
。

我们根据专业计划和课程设置
,

组织我院有教

学经验的相关教师编写教学大纲
、

学习指导及复习

思考题和应完成的作业题
,

把这些相关内容上到校

园网上
,

成教学员在本地在网上完成相关的学习 ; 学

习上有疑问或困难
,

也可通过网络或电话进行解答
。

这样既可以减少面授的时间及次数
,

缓减学员的
“

工

学矛盾
” ,

减轻学员的经济负担
,

并可以为学员节省

大量时间
。

三
、

民族地区成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效果分析

(一 ) 人才培养模式在民族地区运用效果良好

由于本课题是根据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及成人高教发展规律而进行的
,

因此
,

这些模式主要

在四川省西部的凉山州得到了较广的推广应用
,

为

凉山州各县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及管理人员
,

总计成

人高等教育培养学员有 12以X〕余人
。

他们有的成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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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技术骨干和致富能手
,

有的已走上了各级领导

岗位
,

带动了凉山州社会经济的发展
,

反过来促进了

我校成人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

(二 ) 教学 内容改革在各函授站受欢迎

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教学改革内容在我院所

属成教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和实施
,

以及对实施情

况进行检查及督促
,

使教学内容改革得到了成教学

员的支持和赞扬
,

为凉山州培养了一大批实用新型

人才
,

同时也扩大了我院的影响和知名度
,

其他许多

地区也主动与我院联系办班事宜
,

得到了兄弟院校

的一致好评
。

(三 ) 教材具有新颖性
,

已被多所学校采用

《植物生理学》
、

《农业实用技术》
、

《园艺植物栽

培学》
、

《会计电算化》
、

《电子商务 》 等 2 0多种教材已

被省内高校和农广校广泛使用
,

并得到了一些专家

的好评
。

(四 ) 成功的经验具有启发意义

人才培养模式及教学内容改革的很多经验已在

省内得到了一定的推广和应用
,

为民族地区二十一

世纪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和参

考的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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