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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新才

　　重庆三峡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现有劳动与社会保障、文化产业管理、法

学、民族学４个本科专业和少数民族预科部。其前身是２００２年创办的民族

学系，在原系主任东人达教授的领导下，创造性地实行本科生导师制，把研

究生教育的导师负责制应用于本科生阶段，为每位学生配备指导教师，全面

负责其学习、生活、思想、品德、社交、就业各方面事务。本科生导师制是

创新本科教学体制的大胆尝试，首创之功，非我民族学系莫属！更为重要的

是，当今社会，商品经济的尘嚣引诱着芸芸众生对学术理性的鄙薄，急功近

利的言行导致民族理想的失落和个性的黯然，我们为此深表忧虑，故而理直

气壮地提倡回归经典、亲近人文的学术情怀。本科生导师制无疑能疗治浮躁

的学风，培养学生学术探究的习惯，化育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传

统。这不仅有利于新一代学术人才的成长，更有助于本科生掌握终身学习的

“利器”。

２００９年９月，根据导师制的运作经验，为了适应新的教育形势和学生

的个性需求，我们提出了分层人才培养模式的设想。根据学生发展意愿，把

分层人才培养模式分为学术型、应用型两个方向，前者以考取硕士研究生为

目标，后者以成功就业为导向，教师分类指导，因材施教，促进学生综合素

质的拓展和健康个性的发展。主要特色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学生为

本的个性化服务；二是精英教育与应用教育相结合的指导思想；三是团体辅

导加个别指导的运作方式；四是专业教师、学工队伍与学生三方的积极配

合。这种互动合作的师友关系，有利于导师制的良性运行。

本科生导师制和分层人才培养模式，是探索新时期大学生培养机制和管

理体制的有益实践，二者优势互补，相得益彰。这对教师是一个考验，对学

生是一个磨练，对社会是一个展示，表明我们在做这份努力，我们能付出这

份努力！只要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终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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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５月，重庆三峡学院发文在全校推行本科生导师制 （三峡学院

教 〔２００９〕７６号文件）。与此同时，我们也把民族学系的成功经验应用到劳

动与社会保障系，２０１２年推广到文化产业管理系。２０１４年新年伊始，学校

推进应用技术大学转型改革，法学专业并入本院，也将尝试推行本科生导师

制。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全院形成了教师人人关注课堂教学、个个热衷教

学改革的良好氛围，树立了一切为了学生成长、一切服务于学生成才的牢固

理念，公开发表教研论文４８篇，对本科生导师制和分层人才培养模式的改

革举措及应用效果进行了理论层面和实践环节的总结。本书就是以民族学教

学团队为核心，辐射到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少数民族

预科诸层面的教学研究与改革成果，涉及民族教育、高教研究、教学方法、

导师制、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等方面，是集体劳动和精心协作的结晶。特别

值得欣慰的是，这些成果都不是束之高阁的纸上谈兵，而是直接应用于课堂

教学、直接服务于学生成长的。

从最初的嫩芽破土，到目前的茁壮成长，本科生导师制和分层人才培养

模式经历了炼狱般的探索，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一是得到了学校、重庆市

教委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三大市级质量工程———２００７年民族经济学市

级精品课程 （渝教高 〔２００７〕３２号文件）、２０１０年 “民族学专业分层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实验区”（渝教高 〔２０１０〕６６号文件）、２０１１年民族学市级特色

专业建设 点 （渝 教 高 〔２０１１〕５５号 文 件）先 后 获 批，两 项 市 级 教 改 项

目———我国民族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创建 （２００８年）、本科生导师

制与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２０１１年重点）纷纷立项，学校更是锦

上添花，２０１２年批准组建 “民族学分层人才培养核心课程教学团队”，成立

“西南民族社会发展研究中心”，２０１３年经校内外专家严格评审，遴选民族

学为 “十二五”重点建设学科，“本科生导师制与民族学专业分层人才培养

模式探索”获重庆三峡学院第五届优秀教学成果奖特等奖。这些都给了我们

莫大的鼓舞，也更坚定了我们积极推动民族学建设的信心。

二是分层人才培养成效显著。民族学专业２００２年开始招生，２００６年首

届学 生 毕 业，历 年 报 考 硕 士 研 究 生 的 录 取 率 分 别 为 １６．７％、２４．２％、

３０．３％、２４．６％、１８．７％、７．６％、１９．７％、１０．４％，向兄弟院校输送研究

生９０名，其中 “９８５大学”４４人， “２１１大学”１５人，占录取总人数的

６５．６％。学生公开发表学术论文１１８篇，其中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２篇、中文核

心期刊８篇，研究潜能得到充分挖掘。学生课外科技活动踊跃，获第四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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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杯”重庆市二等奖１项，第五届 “小挑战杯”重庆赛区金奖、银奖各

１项。历届毕业生就业率在９５％以上，志愿赴民族地区工作的学生占５０％
以上。

在此引用民族学专业２０１０级一位考取南京大学研究生的湖南籍女生刚

刚更新的ＱＱ个性签名： “这一刻阳光普照，灿烂的果实需要精心的浇灌，

未来更重要！”我们的理念是，学生的成功，是教师最大的幸福！

２０１４年春谨识于古万宁静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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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西部民族教育政策研究

滕新才 王孔敬

西部民族地区各类专门人才作为全国整体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与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极为密切。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政策是否

正确有效，不仅关系到我国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能否真正落到实处，而且

关系到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关系到党的科学发展观在

民族地区的实施，关系到我国和谐社会能否真正实现等战略决策。因此，总

结西部民族地区教育政策的经验，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而且有着深远

的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后西部民族地区教育政策的发展

由于特殊的历史、自然和现实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总体上看，西

部民族地区人口数量大、文化水平低、文盲比重大; 贫困人口多，思想观念

比较落后，社会经济发展滞缓，人才资源相对贫乏，严重制约了西部民族地

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基于此，党和历届中央人民政府都非常重视民

族地区的教育开发，始终坚持把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 “不

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紧密联系起来，始终坚持把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最高理想和长期奋斗目标。
( 一) 新中国成立后至“三线建设”时期的西部民族教育政策

从新中国成立到“三线建设”的 20 多年时间里，为了适应少数民族和

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关怀、指

导下，西部民族地区的教育资源得到有效开发，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文化素质

有了大幅度提高，民族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



1． 加强立法规范，从制度上保障民族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民族地区和各少数民族教育相对落后的客观事实，

中国共产党采取多种措施，开办各级各类学校，大力扶持民族地区的教育事

业，西部民族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发展。
针对民族教育财力不足的现状，党和国家在有关法律、文件中，多次强

调增加民族教育经费，给予特殊照顾和扶持。1949 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制定了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其中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

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等规定，明确了我国发展民族教育的基

本方针。1954 年 9 月 20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我国

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民族教育立法

提供了法律依据。根据 《共同纲领》文化教育政策和民族政策的一般原则

以及我国民族地区面临的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1950
年 11 月 24 日，政务院批准颁布了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 《筹

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大大推进了民族教育的发展，标志着社会主义

民族教育的伟大开端。1951 年 9 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民族教

育会议，11 月，政务院批准了《关于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的报告》，阐

述了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方针、任务以及应着重处理好的几个问题。该报告

是我国民族教育法规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民族教育行政法规，为后来逐步成

熟、完善的民族教育法规建设奠定了基础。在这一阶段，国家制定的民族教

育法规主要还有政务院 《培养少数民族师资试行方案》 ( 1951 年 9 月) 、
《关于建立民族教育行政机构的决定》 ( 1952 年 4 月) 、《关于少数民族毕业

生分配工作的指示》 ( 1951 年 11 月) ，教育部《关于兄弟民族应用何种语言

教学的意见》 ( 1953 年 2 月) 、《关于少数民族教育补助费使用范围的指示》
( 1953 年 3 月) 、《全国民族教育行政领导问题》 ( 1955 年 4 月) 等。这些行

政法规、规章制度基本上适应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教育立法的要求，有效

推进了社会主义民族教育事业的开创和发展。①

2． 设立民族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创办各级各类民族学校

1952 年政务院《关于建立民族教育行政机构的决定》规定，教育部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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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民族教育司，各大行政区教育部设立民族教育处 ( 科) ，有关处 ( 科) 设

专职人员，各省、市、专署、县人民政府教育厅、局、处 ( 科) ，根据该地

区少数民族人口多少，分别增设适当的行政机构或专职人员以加强民族教育

管理工作，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民族教育行政管理系统。
在此基础上，国家在民族地区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学校。“一五”期间，

西部地区建立了成都电校、成都技校、西安电校等，为西部地区培养了大批

专业技术人员。此外还创办了各级各类民族学校，专门招收少数民族学生，

既有中等教育，也包括高等教育，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

大学等高等院校都是这一时期建立的，为民族地区培养并输送了大批高级专

业人才。
另外，还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创建自己的文字，加强民族师资队伍建设，

结合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加强对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对口支援。重视各少

数民族的医疗卫生保健工作，增强各少数民族人员的体质。
( 二)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民族教育政策

1． 进一步加强民族教育立法制度的规范和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族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民族教育得到恢复和进一

步发展，民族教育法规建设出现了新的转机。根据新时期的奋斗目标，中国

共产党全面总结了我国民族教育法规建设的经验，修订了 “文化大革命”
前 17 年的民族教育法规，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民族教育法规、政策，迎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民族教育法制建设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1984 年 5 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系统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原则，

深刻总结了我国发展民族教育的经验，规定了发展民族教育事业的根本原

则，确立了民族教育立法，特别是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立法权。以 《民族

区域自治法》的制定为标志，我国民族教育立法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随着 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实施，我国

民族教育加快了改革步伐。1992 年 3 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

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会后联合印发了 《国务

院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 ( 教民 〔1992〕8 号) ，明确规

定了民族教育的方针任务、指导原则。进入新世纪后，2002 年 7 月，国务

院颁发了《关于深化改革 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对新时期民族教育

的大政方针、目标任务、政策措施作出了明确规定，提出了 “民族教育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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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式发展”的思想，为新时期民族教育及其立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法规依

据，大大推进了民族教育立法与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2002 年 7 月，教育

部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

统一了思想和认识。
这一时期我国民族教育立法和制度规范的完善，不仅表现于国家层面的

立法，还体现在许多地方的立法，各地特别是民族自治地方，均从当地少数

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制定了一批有关民族教育的地方性

法规。截至 2004 年 4 月，省 ( 自治区) 级人大、政府制定有关民族教育的

法规 8 项，县 ( 旗) 级人大制定有关民族教育的法规 2 项。2009 年 12 月 29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对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国家

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组织、社区及公民开展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内容的学习民族理论、掌握民族政策、普及民族团结常识、树立民

族团结意识、履行维护民族团结义务、增强维护民族团结责任的教育，坚持

因材施教、正面教育、注重实效、与时俱进的原则，使维护民族团结、维护

社会稳定、维护祖国统一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自觉行动。2010 年 9
月，《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教育条例 ( 草案) 》隆重推出，对自治区行政区域

内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成员实施以学校教育为主、以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

文字为重点的各级各类教育，本着民族教育优先发展、重点扶持的方针，从

各少数民族特点和实际情况出发，坚持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促

进发展的原则，全面推行以寄宿制和助学金为主的公办民族幼儿园、民族小

学和民族中学的办学模式。
随着我国教育立法、民族立法步伐的加快，民族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以

新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教育法》等法律为依据，国家制定了大量

的民族教育法典、规章，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族教育法规建设最好的

时期。
2． 明确民族教育的指导方针和目标任务，积极推进各级各类教育的协

调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是我国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

二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也是民族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1992 年 10 月 20
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发布的 《关于加强民族教

育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 “民族教育的发展一要打好基础，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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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质量上有一个新的发展和提高; 二要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明确办学的

路子，使民族教育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富裕文明服务; 三要

努力缩小目前困难较大的民族地区同全国教育发展平均水平的差距，使民族

教育的发展与全国教育的发展相适应，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相

适应。”①

进入 21 世纪后，《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 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
( 以下简称《决定》 ) 提出了新时期我国民族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

务。《决定》提出: 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民族政策，发挥民族教育在推进西部大开发和民族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中的作用; 确立 “两个基

本”，即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在整个民族教育中

“重中之重”的地位，促进各类教育健康、协调发展; 坚持规模、结构、质

量和效益相统一。关于民族教育发展的目标任务，《决定》提出，“‘十五’
期间，民族自治地方要在巩固 ‘两基’基础上，把实现 ‘两基’的县级行

政区划单位从 2001 年的 51%提高到 70%以上，在 95%的地区基本普及小学

阶段义务教育; 确保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民族教育优先或与当地教育同步发

展; 确保高中阶段在校生有显著增长”; “到 2010 年，民族地区全面实现

‘两基’，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形成具有中国特色、适应 21 世纪信息化和

现代化建设需要、充满生机活力、较为完善的民族教育体系”。②

在明确民族教育指导方针和目标任务的同时，强调以 “两基”工作为

重点，积极推进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积极发展多层次、多种形式的职

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同时举办切合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初级职业技

术教育。在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乡 ( 镇) ，创办农 ( 牧) 民文化技术学校，

开展短期实用技术培训，加强普通中小学的劳动课和劳动技术课教学，并有

计划地将一部分民族中学和普通高中改办成职业中学或综合中学，优先办好

民族师范学校，提高民族教师队伍的水平，改革招生与分配办法，定向为山

区、牧区、有特殊困难的边远民族地区举办师范班; 重视和发挥民族地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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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委、国家民委: 《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制教育网，1992 年 10 月

20 日，http: / /www． chinalawedu． com /news /1200 /22598 /22615 /22792 /2006 /3 /sh86526858171360021734 － 0．
htm。

国务院: 《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人民网，2002 年 8 月 19 日，http: / /www．
people．com．cn /GB /shizheng /20020819 /803033．html。



等院校在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特别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地区迫

切需要的大专层次的经济、技术、管理人才，民族学院除重点办好具有民族

特色的学科、专业和对少数民族干部进行培训外，还要花大力气办好大学预

科，对于民族地区急需的一些专业，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努力创造条件，

有计划地优先设置。从 2006 年开始，选择若干重点高校面向民族地区和西

部地区，采取特殊措施培养少数民族的博士、硕士人才。
3． 多渠道筹措民族教育经费，增加对民族教育的投入，进一步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

自 1990 年起，国家重新设置了民族教育补助费，每年 2000 万元，主要

用于少数民族基础教育。2002 年 8 月，《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 加快发展民

族教育的决定》规定，多渠道筹措民族教育经费，增加对民族教育投入的

政策措施。《决定》指出: “‘十五’期间及至 2010 年，‘国家贫困地区义务

教育工程’、‘国家扶贫教育工程’、‘西部职业教育开发工程’、‘高等职业

技术教育工程’、‘教育信息化工程’、‘全国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中小学

贫困学生助学金专款、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建设项目等要向少数民族和西部

地区倾斜。”对未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向农牧区

中小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推广使用经济适用型教材; 在同等条件下，“高

等学校少数民族贫困生优先享受国家资助政策”，确保每一个大学生不因经

济困难而停止学业; 中央财政通过综合转移支付对农牧区、山区和边疆地区

寄宿制中小学校学生生活费给予一定资助，少数民族和西部地区各级财政也

要相应设立寄宿制中小学校学生生活补助专项资金。国际组织教育贷款、海

外和我国港澳台地区教育捐款的分配，“重点向少数民族和西部地区倾斜”;
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支持和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教育帮困济贫行动，对纳税人

向少数民族和西部地区农牧区义务教育的捐赠，在应纳税所得额中全额扣

除。认真组织实施东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西部贫困地区学校工程、西部地区

大中城市学校对口支援本省 ( 自治区、直辖市) 贫困地区学校工程，“使少

数民族和西部贫困地区在资金、设备、师资、教学经验等方面得到帮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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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积极开展对民族教育的对口支援工作，特别加大对西藏、新疆地区

的扶持

为了帮助民族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1992 年 10 月，国家教委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对全国 143 个少数民族贫困县实施教育扶贫的意见》，强调

了“教育扶贫的目的” “教育扶贫的主要任务” “教育对口支援协作的实

施”等。1997 年 4 月，国家教委、国家民委下发 《关于贯彻中央扶贫工作

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对口支援民族和贫困地区发展教育事业的通知》，根

据新形势调整了教育对口支援的任务和方式。2000 年 4 月 6 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 《关于推动东西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工作的

通知》，明确提出实施“东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西部贫困地区学校工程”和

“西部大中城市学校对口支援本省 ( 自治区、直辖市) 贫困地区学校工程”。
4 月 20 日，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等部门随即印发了 《关于东

西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工作的指导意见》，具体规定了 “两个工程”的实施

范围、重点及建设目标。2001 年 6 月 13 日，教育部下发 《关于实施 “对口

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的通知》，根据西部地区重点建设高校 ( 简称

受援高校) 的学科特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13 所著名高校被指定为支

援高校; “支援高校采取一对一的方式，实施对受援高校的支援和全方位合

作”，“以人才培养工作为中心，以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学校管

理制度与运行机制建设为重点，争取用五年的时间，使受援高校的教学、科

研和管理水平有较大提高，为受援高校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为加大对西藏、新疆两个民族自治区的扶持，特在内地举办西藏中学、

西藏班和新疆高中班。1984 年 12 月，教育部、国家计委发出 《关于落实中

央关于在内地为西藏办学培养人才指示的通知》，决定在北京、兰州、成都

筹建 3 所西藏学校，1986 年开始招生，每年 300 人; 上海、辽宁、湖南等

16 个省市的中等以上城市各选条件较好的一两所中学举办西藏班，1985 年

开始招生，每年 1300 名。西藏学校和西藏班实行双语教学，选派藏语教师

和管理人员，教职工编制适当放宽。开办费和经常费 ( 含装备、服装、公

杂、医药、教学、学生寒暑假活动费及每月助学金等) 由中央和西藏自治

区政府负担，差额部分由有关省、市解决。
2000 年 1 月，教育部印发了 《关于内地有关城市开办新疆高中班的实

施意见》，同年秋季开始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广州、深圳、
大连、青岛、宁波、苏州、无锡 12 个城市开办新疆高中班，并就办学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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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式、招生计划和对象、教学方式、升学工作、教师配备和待遇、管理职

责、办学经费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二、新中国成立后西部民族地区教育政策的反思

新中国成立以来 60 余年时间里，党和国家本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

指导思想，针对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从立法、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特

殊优惠政策，在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巩固国防、加强民族团结等的

同时，也极大地开发了西部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源，“20 世纪 50—60 年代是

西部地区人才荟萃的辉煌时期”①。但由于特殊的社会进化程度、经济发展

水平、历史积淀、自然环境和国家发展战略取向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也存在

一些误区和不足。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

的意义。
1． 重文化素质，轻思想道德

每个人的综合素质，都是由其生活水准、心理水平及所拥有的知识技能

共同决定的。但长期以来，西部民族地区的开发，更多的是重视人的身体素

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忽略或比较轻视其思想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的挖掘，这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的质的提高。
2． 重外部引进，轻本土资源

西部民族地区的开发多重视从东、中部引进人才，轻视本土人力资源，

这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即显露出来，制约了民族地区人才的可持续发展。严重

依赖外部，导致本土人才流失，致使西部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源整体质量不

高，结构不合理，陷入恶性循环的发展困境。
3． 重利益驱动，轻精神激励

西部民族地区的开发，没有把物质利益与精神激励很好地结合起来，无

论是工资报酬还是工作环境，西部民族地区都无法与东、中部地区相比，这

不仅不能引来大量高素质人才，而且导致本地区优秀人才外流，不利于西部

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4． 教育立法方面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族教育立法已不能满足需要，这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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