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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历时 5个春秋，《宁夏回族女教师口述实录》在各方的支持下，在全体课

题组成员的辛勤努力下，终将与读者见面了，作为项目负责人，也作为本书

主编感到由衷的欣慰。该书是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规划课题

（FHB080486）《宁夏回族女教师发展现状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该课题于

2008年 6月立项，2011年 6月如期结项。2012年 2月，通过了全国教育规划

领导小组的课题鉴定，鉴定等级为“良好”。该项目主要参加人为：北方民族

大学吕颖教授、宁夏教育科学研究所解光穆教授、北方民族大学金华老师、

马建民老师、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丁雪鹏、王强利和朱秋云。

关于该课题立项的初衷，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小林敦子女教授有关。她

是一位教育学博士，20世纪 80年代曾在北京师范大学留学，对中国教育一

往情深，从 20世纪 90年代起就关注宁夏回族女童教育及回族女教师的培

养，曾 10多次来到宁夏调研，也曾组织宋庆龄日本基金会、东京佐佐木莱昂

斯俱乐部等民间慈善机构，多次捐助宁夏南部山区的回族女师范生及回族

女性教育事业，2006年曾邀请宁夏回族女教师代表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参加

国际研讨会等。我曾在日本留学，很早就认识小林敦子教授。数年前，曾陪同

她一起到宁夏南部山区访谈回族女教师，也曾应她邀请带领宁夏南部山区

的回族女教师海金琴和白宁一道赴日本参加研讨会。从而，引发了我关注和

研究宁夏回族女教师、为家乡的民族教育事业做贡献的愿望，于 2008年申报

了全国教育科学课题《宁夏回族女教师发展现状研究》，并有幸得以立项。

为了确保课题实施，课题组采取了实地调查、访谈、征稿和发放问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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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点面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先后多次深入宁夏各市县中小学走

访回族女教师，并在回族聚居县市区分别召开了 6次回族女教师代表座谈

会。访谈人数 210人，涉及中小学 67所，发放调查问卷 300份，收回 285份，

回收率为 95%。问卷内容共 35题，涉及学习、工作、家庭、婚姻等诸多方面，

并以北方民族大学课题组和宁夏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名义，向宁夏各市县教

育局及有关学校等发放《征稿通知》，广泛发动回族女教师自述个人成长经

历，还组织专人重点采访了一部分大中小学的回族女教师。在走访、研究回

族女教师来稿、统计分析问卷调查表的基础上，完成了 3万多字的总结报

告，在刊物上发表了 3篇系列论文（中期研究成果），完成了 40万字的《宁夏

回族女教师口述实录》书稿。项目实施期间，笔者还应小林敦子教授邀请，两

次出席日本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院的有关女性教育的国际研讨会，作了题为

《发展中的中国宁夏回族女教师队伍现状》和《中国宁夏回族女教师婚姻家

庭现状调查研究》的发言，展示了该课题的部分研究成果。

通过该研究，就宁夏回族女教师的现状得出了如下结论:在 20世纪八九

十年代，宁夏政府针对回族女教师奇缺实行的预科教育、速成教育等政策成

效显著，促使回族女教师数量明显增长，有效地改变了以前回族女童入学

难、辍学严重的局面；回族女教师的婚姻观、生育观等发生了较大变化，能够

遵守国家婚姻法，极少出现早婚现象。回族女教师家庭幸福指数较高。由于

她们拥有良好的职业，其配偶大多为公务员、教师和医生等工薪阶层，文化

层次也较高，增进了夫妇间的相互理解和家庭和睦；回族女教师有着较高的

稳定收入，其平均工资与宁夏职工平均工资基本持平；回族女教师生活质量

较高，家庭住房情况良好。在对 253名回族女教师住房情况统计中，约 90%

的回族女教师有私人住房，未婚女教师一般住集体宿舍。很多回族女教师拥

有电脑、数码相机、摄像机等现代电子产品。约 15%的回族女教师家庭拥有

私家汽车，高于同年（2009年）宁夏城镇居民拥有私家车的平均数；约5.5%的

回族女教师持有驾照，会开车。宁夏回族女教师在学历方面，一部分为当年

的速成师范毕业，起点较低，但她们善于学习，坚持接受继续教育，通过参加

宁夏大学等成人教育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学历水平。调查还显示，绝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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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回族女教师喜欢教师职业。她们中很多人的人生梦想是：做一名好教师，

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好学生———因为教师职业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还

有不少乡村小学教师希望实现“大学梦”，进一步提升教育水平。总之，调查

结果表明，近些年来成长起来的宁夏广大回族女教师，总体呈现出积极进

取、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她们对促进宁夏地区的回族女童入学、巩固其在

校率方面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表率作用。

课题组于 2011年 6月在北方民族大学召开了成果公开报告会，本校领

导、科研处领导、宁夏教育科学研究所、宁夏大学教育学院的有关领导及专

家等参加了会议，对本项目给予了充分肯定。宁夏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田继

忠评价：“八五”“九五”期间，国家通过速成等教育方式，解决了回族女童的

入学问题。而此项目是对当年的女童———如今的女教师所进行的追踪调查

研究，涉及女教师的发展、学校的内涵建设等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

课题属于“草根”式研究，样本涉及面广，通过口述的研究方法，增强了材料、

数据的信度和效度。宁夏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周福盛评价：女教师的示范作

用对女童的入学、女性的成长及女性的自立、自强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

课题研究细致、扎实，样本丰富，并利用生活史的写作方法，非常有典型意

义。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任军博士评价：本项目选题很好，我就是回

族，知道山区回族女教师成长的不易与艰辛，的确非常值得研究。该研究对

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也具有借鉴意义。本课题的调查问卷设计严谨、科学。宁

夏大学教育学院的谢延龙博士说：本项目选题具有现实意义，从中我们可以

看出回族女教师在宁夏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项目有强烈的实践情

怀，认真负责，态度严谨，方法得当。宁夏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支爱玲说：

某种程度上，课题研究的过程也是研究人员心灵净化的过程。本研究数据真

实，资料翔实。项目实施中，还有国际间的合作，主持人和日本早稻田大学教

育学院的教授同赴宁夏南部山区调研回族女教师，还数次赴日本参加相关

学术研讨会，促进了中日双方的合作研究，很有意义。上述评价既是对该项

目的充分肯定，也是对课题组的鞭策与激励。

《宁夏回族女教师口述实录》作为该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其内容由“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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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来稿”“口述实录”“采访稿件”三部分组成。“女教师来稿”，大多出自课题

组深入基层座谈或访谈时认识的一线回族女教师。通过和她们的交谈与沟

通，晓明她们课题研究的宗旨及意义，得到了很多回族女教师的理解和信

任。她们拨冗参与到项目实施中来。很多人启封了珍藏心底多年的人生记

忆，倾吐其心声，撰写了自己乃至一代回族女教师的鲜为人知而曲折不凡的

成长经历。“口述实录”和“采访稿件”，则是课题组成员有重点地采访各方面

有代表性的回族女教师的结果，在她们的口述基础上，由我们记录整理而

成。在所记录的人物中，包括宁夏固原地区、吴忠地区、石嘴山地区和银川地

区的中小学回族女教师、女校长，也有宁夏高等院校的回族女教师，还有在

成人继续教育及特殊教育等领域做出贡献的城乡回族女教师。她们之中，不

仅有土生土长的宁夏山川各地回族，还有在不同时代来自北京、上海、山东、

内蒙古等全国各地支援宁夏的外地回族及其后代。书中每一个人的自述或

讲述，都是鲜活的一首歌、生动的一首诗，真实地记录着她们的用心用情、春

风化雨、师爱无疆，为宁夏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点点滴滴，记载着她们自强

不息、孜孜追求的年年月月，催人泪下、感人肺腑。此书不仅鲜活地记录了宁

夏回族女教师的成长经历，也展现了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民族教育及回族

女性教育发展的前进步履和骄人硕果。在某种意义上，本书不仅是一部宁夏

回族女教师的口述史、生活史，宁夏回族女性教育的发展史，更是从回族女性

角度所反映的一段弥足珍贵的中国社会变迁史。

在本书付梓之际，由衷感谢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宁夏教育科学研究

所、北方民族大学及宁夏大学相关领导和专家对该课题的大力支持，感谢宁

夏各市县教育局及有关学校的积极协助，感谢许许多多的回族女教师为本

书所做的积极努力，也感谢课题组全体成员的精诚合作，并感谢所有为本书

的出版给予热情支持的各界朋友们！

北方民族大学 武宇林

2013年 9月于宁夏·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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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我作为课题组的主要成员之一，全程参与了访谈回族女教师的过程，感

触颇深，故很想在本书出版之际表达我的内心感受。我生在宁夏，长在宁夏，

是在国家民委所属的民族高校———北方民族大学工作的一名高校女教师，

所从事的是女性批评与女性文化研究工作。特定的生活地点、工作环境和职

业身份，似乎都在暗示我可能会与回族女性的研究相关。在此之前，虽然并

未将回族研究纳入视野，也未曾想过自己会参与回族女教师课题研究、参与

编辑与回族女教师相关的书籍。但现在，我满怀感恩之心、饱含深情地参与

其中、感悟其中！

我们所采访的回族女教师，她们经历不同、风采各异，是我们笔下一个

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更是我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曼妙而靓丽、永久珍藏

的风景……

来自宁夏固原原州区开城镇中心小学的穆芳老师，是当年村子里第一

个上学的女孩子，她的执着与奋进伴随着沉重的压力和无言的痛苦，虽历经

千辛万苦，最终也未能考上大学。然而，生活让她懂得了女人要靠自己救自

己，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尽管她只是一位普通的小学教师，但她的奋斗，却

给家乡的回族女孩子们树立了一个鲜活的榜样，开辟了一条新的人生之路。

来自隆德县城关镇中心小学的苏凤兰老师，当苦难接踵而至、家中亲人

接连逝去、家境衰败和生活困苦时，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她心里揣着

学生，肩上挑着担子，在工作中收获着感动。因为她相信：生活就像一杯茶，

只能苦一阵子，不会苦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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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石嘴山市第十一小学的邸彦英老师，是我所采访的老师中读书读

得最坎坷的一位。她说：老师干的是个良心活儿，教好别人的孩子就等于教

好了自己的孩子。一个老师的成功，不仅要看学校的评价，更要看学生和家

长的评价。老师要好好地善待每一个学生。因为从施教的群体看，他是一个

孩子，但从一个家庭看，他就是全部。

出身于回族教育世家的女教师马英玲，曾就任宁夏银川市久负盛名的

二十一小学的校长多年。长期的工作重负和辛劳让她累出了一身病，但她始

终乐观向上、亲历亲为、无怨无悔。她因此而得到了至高无上的评价：一个好

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

宁夏著名回族女画家曾杏绯老师，不仅是一位蜚声全国的回族女画家、

中国美术家协会宁夏分会名誉主席，同时也是一位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良

师。她说过：“在我的生命里，艺术是第一位的，只要我还能坐起来就要画画。

我觉得，一个画家，如果哪一天没有画画，就会饭吃不香，觉睡不好。如果放

下画笔，她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我将用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勉励自

己! ”在她 90岁时，被第五届各民族美术作品展览组委会授予“民族杰出美

术家”称号。

北方民族大学的吴澜尔教授，是一位与新中国同龄的回族女性，更是一

位为宁夏高端科研事业奋斗了 30多个春秋的知名学者。作为一名有着 30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老教师，她孜孜以求、诲人不倦，科研成果丰厚，也获得

过很多荣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全国民委系统先进工作者、宁夏

回族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三八红旗手、十七大党代表。她以自己的高尚品

德、模范行动和大爱之心，感动着周围的广大师生。

每个被采访者的经历，都是那么生动、那么感人。在采访过程中，我们是

按照课题组既定的采访大纲和采访线索进行的，为的是有目的、有重点，避

免偏离主题、漫无目标。所以，作为其中一个必答题，我每每在采访中都要询

问回族女教师：“你一生中最大的梦想是什么？”事先我这样揣测，想必她们

关于“梦想”的回答，不外乎希望逃离现实中的课堂，希望拥有华车美房、拥

有不尽的财富，希望环游世界等等吧。然而，我想错了。她们中不止一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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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言：我最大的梦想就是上大学，就是坐在大学的课堂里，像一个大学生一

样听课、发言，在图书馆里借书、读书……这是因为，当年由于家境贫寒，以

及当初回族家庭都不太重视女孩子读书等原因，致使她们的求学之路是那

么的艰辛。很多回族女孩子都是凭着自己不懈的努力、泪水和抗争，才赢得

了读书的机会。其中有很多人早年读的是师范学校，仅仅是中专学历，而能

够幸运地一口气读到大学的人并不多。所以，对于那些从没有上过全日制大

学的回族女教师们来说，上大学可不就是人生最美丽的梦想吗？！这个回答，

让我感慨万分。在大学里读书、教书是我最自然的生活状态，我从没有想到

这种普通的日常生活状态竟然成为这些一线回族女教师一生都在追求的梦

想！面对这些优秀的、渴望学习的回族女教师，面对这种最平凡的梦想，我真

的无法抑制自己……如此的梦想不仅让我惊诧，更让我唏嘘感怀，潸然泪下

……当我们含泪记录和整理她们那些琐碎而闪光的生命历程之际，又怎能

不心怀感恩之情呢？是她们的讲述，洗涤了我们的心灵，唤醒了我们对生活

的热爱，对教师职业的美好情怀。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提问者和倾听者，在她们口中，岁月在恣意地流淌，

她们每个人都用鲜活而坚韧的生命亲历了那些粗袍粝食的艰辛。但当我们

用文字来转换和记录这一切时，却在不经意间美化和修饰了些许真实而残

酷的时光履痕。那些早已逝去的岁月在她们脸上留下了掩不住的沧桑，在她

们的鬓角平添了若隐若现的丝丝白发，而她们的心中，留下的却是最纯真的

向往，在她们身上展现的是经历风霜雨雪后的风采。她们怀揣着一个个美好

的梦想，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学生。也正是她们的自身表率及辛勤耕耘，让

更多的回族和汉族的孩子们坐在了她们梦想中的大学课堂上……广大回族

女教师们，犹如宁夏山川漫山遍野开放的马兰花和野山菊，以其美丽和坚韧

装扮着大地。屈原在《九歌》中赞曰：“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让我们以

此作为对广大回族女教师的由衷礼赞和颂扬吧！

北方民族大学 吕 颖

2013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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