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既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背景下，随着民族地

区基础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对民族地区基础教育

发展的关注不应当仅仅停留在缩小与发达地区之

间的差异上，还应当高度关注并采取实际措施加强

民族地区薄弱学校建设，切实解决民族地区区域内

的基础教育不均衡发展现状。

薄弱学校的普遍存在，作为民族地区区域内基

础教育不均衡发展的具体表现，违背了现代社会追

求公平的价值取向，削弱了我国政府支持民族地区

教育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成效，不利于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

般项目“多元视域下的西南民族文化与和谐教育研

究”课题组针对民族地区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和部分

薄弱学校领导、教师和学生家长开展了一系列的现

场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民族地区薄弱学校既存在

办学经费、硬件设备、师资队伍、生源质量、学校形

象、社会声誉等各地薄弱学校普遍存在的共同问

题，还存在薄弱学校点多面广、“薄弱”程度更深、学

校分层更严重、边远山区教师数量严重不足、代课

教师大量存在、师生语言交流困难、文化差异影响

教学质量、学生流失严重等少数民族地区所特有的

困难。

在对现场访谈和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归纳、分析

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民族地区薄弱学校的产生，有

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但可以大致归纳为

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区域发展不均衡
以及城乡二元结构是民族地区薄弱学校产生
的根本原因

我国民族地区地域宽广、幅员辽阔，但由于历

史和现实如各地资源状况、区位条件、生产力发展

水平和经济基础等诸多原因，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

平低下。以四川省为例，民族贫困地区还有38.8%

的村不通公路，24.9%的村不通电，44.6%的村没有

广播电视覆盖，约84万人没有解决饮用水问题[1]。

据统计，目前我国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约占我国农村

贫困人口的50％以上。

在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低下的同时，民族地

区区域内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极不均衡。以四

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甘洛、昭觉三县市的经

济总量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较为例，其国内生

产总值分别为37.78亿元、6.44亿元、3.33亿元，比例

为11.34：1.93：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6947元、

3686元、1700元，为4.09：2.17：1。可见，无论从经济

总量和人均水平上看，县市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2]。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加上社会体制中长

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背景和城市中心倾向，

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使得民族地

区基础教育发展呈现严重的失衡状态。教育的这

种不平衡，虽表现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

异，但以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为最主要也是最根

本的原因。

二、政府办学指导思想和教育政策、体制的制
约是民族地区薄弱学校形成的制度原因

对我国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许多学者从事

实、价值、政策等多方面进行了有效的探讨。其结

论是：我国基础教育在质和量两方面都存在着严重

的失衡，其原因有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有政

策导向上的原因[3]。就民族地区而言，政策导向上

的问题具体表现在政府办学指导思想、差异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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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教育管理体制和评价制度等诸多方面。

（一）各级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办学指导思想的制

约

在笔者对部分民族地区教育主管部门领导的

访谈中可以发现，民族地区部分地方政府和职能部

门领导的教育观念明显滞后于我国教育的发展，不

能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正确地理解教育的民主性和

公益性，还热衷于办各类示范学校、窗口学校等重

点学校，对这些重点学校在师资、教育经费、教学设

备等方面的大量投入，在现有教育资源有限的前提

下必然挤占本应属于其它学校的份额，由此造成不

同类型学校之间办学条件严重的两极分化。在应

试教育全面向素质教育转型的今天，尚有部分地区

教育部门仍然根据统考成绩对学生排队，重点学校

把成绩排列居前的所谓“好”学生录完以后才轮到

薄弱学校，在生源素质方面人为地加大学校之间的

差距，使学校之间在生源上的“马太效应”越演越

烈，几乎丧失公平竞争的前提和基础。

访谈中，一位薄弱学校校长谈到，某位县领导

到该学校检查，末了总结一句话竟然是：“对于你

们，教育教学就不要求搞的多好了。但是一定要把

卫生搞好、注意安全！”看来，在这样的领导眼中，薄

弱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差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二）相关教育政策的制约

差异发展的教育政策是薄弱学校产生的最直

接原因，导致了城市中小学资源配置的落差。

我国的重点学校政策由来已久。早在1953年，

当时的国家教育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关于

有重点地办好一些中学和师范的意见》，确定了194

所全国重点中学。“文革”后，为了尽快扭转“十年动

乱”给国家建设人才带来的青黄不接的严峻局面，

邓小平同志指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

及，又注意提高。”1978年1月，教育部颁发了《关于

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的试行方案》，按照该方案的

精神，全国范围内一批“重点中小学”应运而生。

1980年10月，教育部《关于分期分批办好重点中学

的决定》进一步对重点中小学实行扶持发展的倾斜

政策，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国家、省部、地市和

县（市、区）级的重点学校系列[4]。

应该说，“重点学校”的出现是特殊时期的产

物，在当时起到了示范和带动整个教育发展的积极

作用。但是，客观上它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各民族地区盲目地把本来就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

到少数重点学校，导致众多薄弱学校“门前冷落鞍

马稀”，在教育资源方面投入严重不足，造成了教育

资源配置中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这种倾斜政策年

复一年、月复一月，再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总体

水平的落后、教育资源的极度短缺，从而加剧了薄

弱学校的形成。

（三）现行办学体制的制约

一方面，建国以来长期实行的计划体制下，我

国各级学校由政府包揽的办学模式使不少学校举

步维艰、勉强生存。2001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关

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首次提出“分级管

理、以县为主”的体制，把原由各地乡镇政府承担的

义务教育的投入责任以及重要人事管理责任移交

给县级政府，可以缓解过去普遍存在的一县之内因

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义务教育发展不平衡问

题。但是，由于民族地区大多数县级财政缺乏足够

的财力，将乡镇的义务教育的统筹提高到县级的直

接结果，只是把原聚集在乡一级的资金缺口集中到

了县财政，总量不足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不少地

方往往只能保证教职工的人员工资，而保证不了其

他方面的经费，广大薄弱学校甚至无法维持正常运

转。

另一方面，我国现行的办学体制对于民间助学

和各类社会力量办学又有各种不利于教育发展的

规定，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非政府投资占教育经

费的比重少得可怜。同时，民族地区部分县以上政

府和相关部门简政放权不够，束缚了薄弱学校校长

们深化学校改革的手脚。

（四）科学合理的教育评价制度的缺失

到目前为止，有利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一整

套关于学校和师生的评价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

来。各县教育行政部门评价学校时存在轻投入、重

产出、简单同一的倾向，普遍以统考成绩的名次排

列来评价学校和教师的业绩。调查中我们发现，民

族地区某县甚至在每学年末将全县学校、教师按照

学生统考平均成绩，依次从高到低排名并印成小册

子发到每一个教师手上，由于封面是黄色，被教师

们戏称为“黄本本儿”。以上做法，且不论是否符合

教育规律，单纯就评价标准而言，对那些经费、设

备、生源等办学条件本来就处于弱势的学校和教师

来说显失公平。排名靠后的学校在生源等教育资

源的竞争中将持续地处于弱势，更加大与优势学校

的差距。

三、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渴求与资源相对匮乏

的矛盾是民族地区薄弱学校产生的现实原因
一方面，从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基本

贺新宇：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薄弱学校成因分析 ··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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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从而初步解决了基本教育机会

和增加教育机会的资源短缺问题以后，由于学校办

学水平事实上的严重分层，民族地区优质教育资源

的短缺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教育的重要性日益

为民族地区人民群众所普遍认识。为了增强子女

今后的社会竞争力，像发达地区一样，民族地区的

家长们纷纷提升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对高质量教育

的渴求成为普遍需要。课题组对学生家长的调查

显示，“对子女的学业期望”在大学层次以上的家长

高达78.8%。

而伴随经济的迅速发展，民族地区有不少高收

入家庭拥有了追求优质教育的强烈愿望和现实经

济实力，不惜重金追求优质教育成为他们的必然选

择。在学生家长调查问卷中有这么一个问题：“如

果让您交一笔钱（择校费），保证您的孩子上国家级

示范高中，您能承受的水平是多少？”结果，家庭人

均月收入在800-2000元和2000元以上的家长中，

选择1万元（含）以上的比例分别达到60.9%和80%。

显然，随着“先富起来”的群体对少数优势学校

高度的“青睐”，大量的经费以择校费等名目与优秀

的师资和大量的生源一起涌入这些学校。与此同

时，薄弱学校却由于没有充足的资金、良好的品牌、

缺乏足够的竞争力而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往往只

能无奈地看着有限的教育经费、优秀的师资和生源

流向实力雄厚的优势学校。

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重视子女的教育是人类

文明的重要标志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正是

对高质量教育的渴求与优质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

矛盾，导致人们对少数优势学校的追捧，结果是：薄

弱学校没有提升办学水平的机会，优质教育仍然是

短缺的资源。

四、管理水平不高、师资队伍薄弱是民族地区

薄弱学校产生的内在原因
在教师问卷调查中，近2/3的教师在回答“对形

成学校现状的原因的分析”时，提到了学校内部管

理方面的原因。

客观地说，学校管理水平的差异，确实是加剧

学校分化的重要内因。一方面，部分管理科学、锐

意改革、充满生机、特色鲜明的名校越办越好，另一

方面，部分学校由于内部管理方面的各种原因，或

校长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和事业心，甚而私心太重、

以权谋私，在群众中缺乏威信；或班子涣散、管理混

乱、内斗不断，学校因此缺乏应有的凝聚力和战斗

力，校风不正、人心思走；或过分看重办学的“硬

件”，忽略学校师资队伍建设，丧失自信、自甘落后，

过分依赖外力，怨天尤人，一心“等、靠、要”，依赖

“输血”过日子，学校的发展形不成真正的内在动力

机制；特别是部分民族地区薄弱学校领导缺少外出

学习、更新观念的机会，观念保守、思想僵化，抱残

守缺、不思进取，缺乏改革和创新的精神，看不到、

形不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不能充分调动广大师生

员工的积极性，失去了学校良性发展的活力……导

致学校越办越难，越办越弱。

其次，几乎所有被调查的薄弱学校校长在回答

“影响学校教学质量的主要因素有哪些”的问题时

都谈到，由于薄弱学校多位于农村或城乡接合部、

生活不便，并且办学经费不足、教师待遇远远低于

优势学校，学生基础较差、较难取得优异的教学成

绩，造成外校的优秀教师不愿来、已有的优秀教师

留不住，师资队伍整体水平不高，这是薄弱学校形

成的又一重要的内在原因。

调查中我们发现，在许多边远山区薄弱学校，

代课教师仍然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据四川省凉

山州教育局提供的数字，到2012年底，四川的三个

民族自治州尚有代课教师6000余人，其中凉山州昭

觉、美姑、布拖、金阳等县代课教师已接近甚至超过

教师总数的50％。代课教师长期在偏远的村级小

学和教学点任教，工作环境艰苦，不少是包班教学，

其工资标准参差不齐，调查显示，在凉山民族地区

学校，代课教师工资每月在700至900元之间，每年

只发10个月工资，工资由所聘用的学校支付。这么

低的工资只能维持最低生存，根本谈不上参加社

保、医保等保险。

应该说，绝大多数民族地区边远学校的代课教

师门都是尽职尽责的，为民族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前

几年的“普九”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由于学历不

符要求、教学任务重（多是包班教学）、收入长期低

于正常水平、地方和学校在师资培训方面经费短缺

等原因，深造提高和外出学习成为一种奢望，教学

方法陈旧、知识结构老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教学质量

低下，这是民族地区薄弱学校教师队伍的普遍问

题，也是制约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此外，对民族聚居区学校教师的调查显示，

42.4%的教师——主要双语寄宿制学校教师，将师

生之间的语言沟通问题列为了教学中面临的主要

困难。目前各民族地区推行的双语教学，简单地将

以汉族文化为主编写的统编教材翻译成民族语言，

由于现行双语教材中语言结构和表达方式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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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语言习惯，给少数民族学生带来了很多理解

方面的困难，其中的概念、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文

化背景，与少数民族儿童的生活环境和经验相距太

远，学习中难以理解，给民族教育带来消极的影

响。因此，缺乏能熟练使用民族语言并愿意从事双

语教学的优秀教师，也是导致民族聚居区学校教学

质量低下的重要原因。

民族语言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而人

类的教育又必须以语言文字为基本沟通手段和实

施途径。因此，民汉双语教学如何更好地适应少数

民族儿童的语言现状和用语习惯，更有助于民族地

区学校教学质量的提升、有助于少数民族儿童在传

承民族文化的同时更好地融入主流文化，这是值得

社会各界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五、民族地区薄弱学校的产生，还有布局、位
置、配置、基础等方面的原因
（一）布局问题

由于民族地区大多地处高寒、地旷人稀，加之

居住高度分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这就给办教育

带来了很大困难。但一段时间以来，部分地区片面

地受“把学校办到老百姓家门口”思想的影响，不顾

实际情况地在人烟稀少的边远山区设点办学，产生

了不少“校长当小工，摇铃带打钟”的“一师一校”学

校，既因为学校规模太小导致综合效益很低、有限

的教育资源被浪费，又由于许多教学活动不能正常

开展、教学评价检查流于形式、教师不安心等原因

导致教育质量低下。

另外，在县均人口不到20万的民族地区，几乎

每个县在县中学、小学之外都设有一所民族中学和

民族小学。事实上，优质师资和有限的生源、经费

往往都流向了县中、县小，导致许多民族学校成了

城市中的薄弱学校。

（二）位置问题

无庸置疑，地理位置的优劣是造成学校“分化”

的又一重要原因。交通便捷、校园周边市场繁荣、

生源分布极佳的学校，由于留得住优秀教师、生源

充足、效益好、发展潜力大，容易发展为优势学校；

反之那些远离居民区，交通、生活不便的学校，若再

缺少上级政策、资金的倾斜，自然学生不愿就读、教

师纷纷调离，极易堕入薄弱学校的“深谷”。

此外，由于学校所处地段的差异，学校的勤工

俭学等预算外收入渠道必然有很大差异，直接影响

到学校办学经费是否宽裕、调动教师积极性的经济

手段运用的空间大小，这也会对学校办学质量产生

一定影响。

（三）配置问题

教育管理的实质是对各类教育资源进行科学、

合理的配置，而学校的“分化”事实上也与学生人均

所得到的教育资源拥有量的多寡有关。当教育行

政部门通过学校基建投资、设备拨款、招生计划、职

称、荣誉称号的评定等对区域内教育资源进行配置

时，若调控失当，对优势学校继续“锦上添花”，而对

薄弱学校漠不关心、不及时“雪中送炭”，都将导致

分化的局面加剧。

教育资源配置的关键是校长和教师的合理配

置。薄弱学校特别需要一个高水平的校长、团结有

力的领导班子来改变现状，需要一支优秀的师资队

伍来打开新局面。但在现实的薄弱学校改造中，往

往把重点放在单纯的增加投入，而不是加强领导班

子和师资配备上。调查中，薄弱学校的家长们把学

校存在的主要问题纷纷归结为管理水平（47.8%）、

师资力量（59.0%）而非教学设备等其它原因。

（四）基础问题

与学校管理者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部分薄弱学

校的形成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原因，如学校选址不

当、办学历史不长、班子不团结或是由计划体制下的

厂矿子弟学校、民办学校改制而来、基础太差等。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

下，“办好义务教育阶段每一所学校，为每一位学生

提供良好的教育”是21世纪我国现代教育发展的当

然目标。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关系到民族地区教

育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关系到成千上万师生的健康

成长和千家万户的利益，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必然要求。因此，认真研究民族地区薄弱学校

的成因，努力实现民族地区薄弱学校的成功改造，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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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mage of Implied Author on Document Writing

LI Yi-yu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Abstract: As one type of articles, document writing is asked to follow the laws of articles and writing. Whether

from the view of the dynamic writing process or the static text analysis, document writing is permeated inevitably by

the writer's moderate emotion. As intrinsic sign of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document writing, the writer's moderate

emotion with materials, finally, becomes the specific and perceptible extrinsic images which we can call“Implied

Author”(the concept was proposed by Wayne Booth). The implied author has overall power for the document writing,

leads the readers, contains the emotional tendencies and ideological tendencies of the agencies and writers, and it

can be felt by readers when they read the document. It is extremely good for expression of document writing when

writers grisp the image of the implied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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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Formative Reason about Foundation-weak School of Basic
Education of Minority Ethnic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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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scene talking and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we discovered the reasons which produce

foundation-weak school in the minority ethnic area are: the economy level of the minority ethnic area is so low, the

economical development between each area is very imbalanced，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high quality

education demand and the high quality education resources lack，the restriction from local authority's idea and

current education system, and lacks the ethnic characteristic, the school administration level, the teacher's quality,

the school layout,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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