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民族教育、改善民族地区人民生活、缩小东

西部差距是西部大开发追求的目标。现在，我国已初

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教育体系，并为提高民族

素质、发展民族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民族教

育存在的诸多问题如果不解决，将会影响到民族地

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一、制约民族教育发展的因素

自然环境、人口、社会发展水平是制约教育的基

本因素，而影响民族地区发展教育的背景大致相同。

（一）经济发展缓慢

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在西南、西北地区，环境恶

劣，灾害频繁，以自然经济为主。自然经济的显著特

点是听天由命、目光短浅、思想僵化、不思进取、观念

落后。民族地区虽处在现代文明中，却因远离经济文

化中心，先进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科学技术难以

引进，尽管资源丰富，但受交通、技术、人才等影响，

地方工业缺少或发展缓慢，使生产资料和工业品自

给程度低，只能依靠外部输入，而对外输出的仅仅是

缺乏技术含量的原材料或半成品，在商品交换中处

于不利地位，对外界依附性强。因此，拮据的财政不

能为教育发展提供足够的物力、财力支持。

（二）人口负担重

人口数量、质量及分布决定着教育发展速度和

规模、群众教育需求、师资来源和质量、学校布局和

规模。这些问题在民族地区都比较突出。

!、民族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世纪$#年代

西部人口自然增长率超过!%&"%’。人口自然增长比

例大，提高了教育的人口负担系数，使现有教育规模

承受巨大压力。

"、文盲大量存在。!$$(年全国!(岁以上人口文

盲率为!)&*+,，西部$省平均达"$&)),。这些文盲以

中青壮年、女性为主，多是纯文盲，约占-#,。文盲

多，“养儿防老”观念突出，致使生育率高，造成教育

人口负担系数大。

%、人口居住分散。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居住分

散，影响了学校布局规划和调整，提高了办学成本，

给发展教育造成了极大困难。

（三）历史遗留问题

民族地区多处于文明辐射边缘，一般开发较晚，

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尽管有些地区开发较早，但过度

开发加剧了环境的恶化。计划经济缩小了东西部差

距，但改革开放，“梯度开发”取代了“均衡发展”，国

家投入倾向于东部，又拉大了东西部差距，加剧了西

部民族地区的贫困。而国家的财政扶持又使地方干

部、群众养成了“等、靠、要”观念。这种既阻碍了经济

进步，又妨碍了民族教育发展。

二、民族地区教育存在的根本问题

西部大开发使民族地区教育存在的问题日益成

为制约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

（一）教育观念落后

我国)-##万少数民族多集中在偏远贫困山区，

解决温饱问题是民族地区的首要任务。"#世纪+#年

代全国开展的各种形式的扶贫工作使民族地区贫困

人口急剧下降。而那种“输血”式的扶贫却忽视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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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地区自身“造血”机能的建设，使一些干部、群众

养成了“等、靠、要”的依赖观念。这种观念加大了发

展民族教育的难度。

!、干部缺乏正确的教育观。“党以重教为先”是

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政以兴教为本”是教育改

革和发展的关键。但民族地区不少党政干部对教育

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只将政绩定位于经济目标。

在他们看来，教育是消费性事业，“经济要大上，教

育让一让”、“经济要大上，教育顾不上”。为发展经

济不惜挪用教育经费。另一方面，缺乏对教育社会

功能的认识，认为教育无非就是考试与升学，重布

点、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为应付各种达标检查，

急功近利、弄虚作假，不讲办学质量和效益，教育浪

费严重。再一方面，教育管理水平低，任意干涉学校

事务，用管理机关和企业的方式管理学校，违背教

育规律；把升学率作为评价教育质量的唯一指标，

轻视素质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无视教育对地方经

济的支持与促进作用。

"、群众教育观念落后。民族贫困地区普遍存在

提高生产能力心有余而力不足、小富既安、不富也

安的心理。因为首先关心温饱问题，所以子女是否

接受教育是政府的事。不送子女读书在民族地区十

分正常，即使送子女上学也是为了跳出“农门”。

#、教师教育观念落后。读书是为了跳出“农

门”，为了满足这种升学需要，教师不得不为应试教

育而奔忙。学校将教育重心放在应试教育上，完全

无视地方经济对教育的需求。教师教育观念落后、

教学方法欠当给教育结构、教学内容改革调整造成

了巨大的困难。

$、教育管理人员缺乏现代科学管理观念和方

法。民族地区教育管理人员不仅缺少现代教育理论

知识，更缺乏现代科学管理思想和方法，习惯于凭

经验办事，缺乏开拓、创新精神，决策失误重重，教

育的人力、物力、财力浪费惊人。

（二）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

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我国的普遍问题。一般来

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教育支出越多，但我国教育

总支出不及国民生产总值的"%&’。这有限的支出

中，西部地区仅为教育总支出的!$%((’，是东部的

#"%()’、中部的#)%##’。加之历史上欠帐太多，难以

改变教育现状，有的地方已经严重影响到民族教育

的生存。

（三）师资问题严重

民族地区的艰苦条件已造成大量优秀教师的流

失，新培养的教师很少愿意到这些地方工作。留下的

教师一般质量不高，难以参与教育、教学改革。由于

教师大量流失，师资队伍不得不充实大批学历低、水

平差、未受过专业教育的民办、代课教师，从而加剧

了发展教育的难度。而且，民族地区的教师少有进修

提高机会，难以适应教育改革的新需要。尽管近年来

民族地区教师学历达标率有所提高，但并没能真正

改善和提高教师质量、水平。

（四）办学条件差

近年，国家加大了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但受地

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西部教育的物力资源仅为

中部二分之一，不及东部三分之一。由于民族地区劳

动力的多寡是获取实物资源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人

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有的地

方达到!$+。这就使现有办学条件难以维持日益庞

大的民族教育需要。同时，紧张的经费使教育规模无

法扩大，教学设施难以改善等，!,,$年新疆贫困地区

学校危房是全疆的#倍，贵州贫困地区学校危房是全

省的!%&-倍。

（五）教育结构单一

《义务教育法（草案）的说明》指出：实行九年义

务教育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不能搞一刀切，不

能脱离实际追求高指标，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地区争

取在"*世纪末大体上普及初等教育；!,,-年《全国教

育事业“九五”计划和"*!*年发展规划》要求到"*!*
年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初中入学率达到,&’左右。然

而，许多民族地区不顾自己的特殊性和困难，盲目拔

高教育发展重心，大力发展中等教育，造成经费、教

师、校舍紧张，加重了民族教育的困难。

三、加快民族教育发展的对策

发展民族教育要立足于地区现实，克服“等、靠、

要”观念，量力而行，积极提高自身的“造血”机能，走

“内涵”式发展道路。

（一）抓住大开发机遇，转变教育观念

转变教育观念是促进民族教育发展的前提，因

而，民族地区必须树立全新的教育发展观。

!、“富民扶教”观。以往民族地区往往重视经济

扶贫，忽视教育的社会动力作用，把扶贫与发展教育

相对立。现在必须树立“治穷先治愚、富民先扶教”观

念，把教育作为脱贫致富的基础，利用教育开发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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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以素质换物质，以科技促发展。

!、“教育先行”观。教育具有“见效慢、得益缓”的

特点，但它是经济腾飞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民族地

区在解决温饱的同时，应树立“教育先行”观，克服发

展教育“挂在嘴上、写在纸上、停在会上”做法，积极

为民族教育发展架桥铺路。

"、“量力而行”的办学观。发展民族教育必须反

对不顾实际的急功近利行为和浪费行为。坚持以政

府办学为主，依靠各方面力量，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办

学，为民族教育的制度建设、经费保障等筹划措施。

#、“提高素质”的质量观。劳动者的素质是提升

经济效益、改善物质生活的基础。发展民族教育必须

树立素质教育观，把提高素质和教育质量同发展经

济相结合，把教育作为民族地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战略策略，提高人力资源质量。

（二）抓好“两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据调查，初中文化基本上能满足脱贫致富需要，

文盲半文盲容易脱贫后返贫，小学文化的脱贫能力

介于两者间。发展经济只强调资金投入，难以获得长

远经济效益，更难彻底改变贫困面貌。因此，发展教

育是当务之急。

为此，民族地区发展教育应以普及义务教育和

扫除文盲为主，并推进职业技术教育；推行素质教

育，把基础教育定位在提高劳动者素质上，积极稳妥

的普及小学教育；建立“三级分流”制度，使不能升学

的毕业生有机会进行职业培训，掌握实用技术，走致

富之路；基础教育与扫盲相结合，扫盲与学文化、技

术融合，广泛开展各种实用技术培训班，实施农科教

劳结合；将职业初中纳入义务教育范畴，鼓励社会力

量参与职业技术教育，培养致富带头人。

（三）发展民族师范教育加强师资建设

教师是影响教育质量的主要因素，抓好民族地

区师资队伍建设刻不容缓。所以必须改革民族师范

教育，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土教师；改善教师工

作与生活条件，使其能安心民族教育工作；利用优惠

政策吸引大中专毕业生到民族地区从教；对长期在

民族地区工作的外地教师给予奖励，鼓励其献身于

民族教育；解决好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问题；完善教

师培训机制，使其有进修提高的机会。

（四）合理调整布局学校

民族地区人口少，办学投入低、成本高。合理布

局学校能充分发挥有限教育资源的作用。在人口集

中地区可设置完全小学和初中并适当扩大规模；人

口分散地区可依据实际办寄宿学校或复式学校。

此外，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较少，积极筹

措和合理利用有限教育经费也是发展民族教育必须

重视的问题。

总之，发展民族教育务必要正视问题，量力而

行。只有探索出一条符合本民族地区特色的教育发

展模式，才能推动民族素质、经济、文化、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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