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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影响着这些

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稳定团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

府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使少

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由于受历史、环

境、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大多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较发达地区

缓慢，教育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问题受到更多

的关注。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种类居全国第一、人数居全

国第二；云南少数民族大都生活在山区和半山区，交通条件较差，

信息闭塞，经济滞后，生活和工作环境较为艰苦。民族地区教育存

在基础相对薄弱、教育成本过高、合格教师数量不足、政府投入不

够等问题。为保证少数民族公平地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各级政府

制定了特殊的政策来扶持和帮助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培养少数民族

人才。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

新问题。了解和研究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推

进教育均衡发展，对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公平、社会繁荣与国

家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

教育公平是我国历来重视的问题。教育公平包括教育起点的公

平、教育过程的公平和教育结果的公平。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

育，关注教育公平是重要内容之一。我们应该依据教育公平的内涵

和要求，为少数民族地区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财政支持和优质教

育资源等。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师资力量薄弱，教师数量不足、

质量偏低，教师队伍不稳定。“进教师难，留教师更难”是教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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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面临的一大难题。各级政府和学校应该制定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将更多的经费投向改善教师的待遇和合理配置教师资源上。“留住

教师”，是实现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教育公平发展有效的

途径。

《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教育公平发展研究》一书，分析了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众多、分布复杂、教育环境和经济条件差异

大，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发展水平滞后的状态，且在对

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教育公平发展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

析了影响其公平发展的因素，尝试性地建立了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

农村教育公平发展模型，提出了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教育财政制

度、农村教师定期补充长效机制等为核心的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教育

公平发展体系，并提出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教育公平发展的教

育信息化、普九可持续发展、农村大教育、民族教育优先发展等四

大战略。

教育公平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党的 “十八大”报告对

大力促进教育公平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包括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加强薄弱环节，支持特

殊教育、民族教育等内容；学术界对教育公平的研究由来已久，成

果颇丰，但大多偏重于宏观研究。本著作以大量第一手资料，从微

观的视角，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教育公平进行了实证研究，对

现状、问题和困难进行了客观分析，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

性的对策建议，对了解云南民族地区农村教育公平发展的实际、决

策咨询等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唐　滢
２０１４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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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云南省，一个坐落于中国西南边陲的多民族省份，既是经济发

展的落后地区，也是少数民族集中的区域，据统计，２００９年年底，
云南省共有少数民族人口 １５５３５万人，占全省人口的 ３４％，其
中，云南省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人口约为２２６２万人，其中，少数民
族人口约１２７０万人，汉族人口约９９２万人，民族自治地区国土面
积２７６６７４平方千米，占整个云南省国土面积的７０２％，省内主要
少数民族 （人口大于５０００人）有２５个。① 作为这样一个少数民族
人口与种类的大省，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问题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

农村教育的公平发展问题自然成为党和政府重点关注的问题，云南

省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教育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与政策支持。

但是，由于历史等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与汉族地区的教

育发展具有较大的差距。教育，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公共产品，是公

民的基本权利之一，接受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不仅是每一个公民的

权利，更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因其特殊

性，更应该享受到接受教育的权利。在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村

教育发展滞后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公民享受正常的受教育权

利，更影响我国的民族团结与民族发展。因此，研究少数民族地区

农村教育公平发展有利于实现我国民族政策与整体性的民族融合。

一、研究背景

（一）国际背景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教育的公平发展是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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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然要求。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求教育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尽可

能多的受教育机会。因此，不同性别、种族和社会阶层都享有受教

育的权利，就成为各国谋求教育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 《联

合国宪章》“前言”中强调：“男性和女性在大国和小国均享有平

等的权利。”二战以后，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较快，而对于大多数

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刚刚获得独立和解放，经济基础薄弱，加之

传统观念等多种原因，教育发展落后，受教育比例极低，普及教育

的任务十分艰巨，其教育发展水平表现出整体发展均较落后和城乡

间、民族间、地区间教育发展极不均衡的状态，与发达国家相比，

差距更加明显，这就加剧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人才培养的

差距。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帮助和促进世界各国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一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重点。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希望世界各国能够消除所有教育方面的不平等，不同的

国家采取了适合本国实际国情的教育体系。世界各国在教育上所做

的各种努力包括：为不同群体建设各种类型的学校；全力保障全体

各民族居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受教育权利；实现初等义务教

育免费制度；不断改进和扩大初等义务教育的范围并且适时地逐渐

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如逐步将高中纳入初等义务教育之中等。在这

样的背景下，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各种改革措施发展教育，各国教

育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教

育发展呈现出城乡间、各民族间、各地区间均衡发展的良好态势，

如扩大贫困地区儿童的受教育机会，在偏远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

居的地区兴建学校，各年龄段的女童入学人数明显增加等。

在城乡间、民族间、地区间教育公平均衡发展中，少数民族地

区的农村教育公平发展问题最为引人注目。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发展都较为滞后，人口文盲率比重比较高，

地区公民文化程度较低，这既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

展，又影响了国家的安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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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教育在西方被称为多元文化教育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是指所有的社会成员不分种族、社会阶级、性别或文化特
质都必须享有均等的学校受教育机会，要求在多民族、多种文化共

存的社会中，允许和保障各民族的文化平等共同发展，以达到丰富

和协调整个国家的文化教育发展的目的。美国多元文化教育代表班

克斯认为：“多元文化教育至少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它是一种概

念或观念。第二，这是一场教育改革或革新运动。第三，这也是一

个过程。”班克斯把多元文化教育的内容集中体现为创造平等且充

满活力的学校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的创造主要表现在：多样化

的课程教学内容；在学校整体环境上使学校形成多元化的观念，即

无论是学校工作人员的构成、学校的决策、学生的评估系统、教学

方法等都要充分考虑到各民族间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多元文化教育

的目标在于 “使属于不同人种、文化、社会阶层、宗教的集团，

学会相互之间保持和平与协调的关系从而达到共生”①。多元文化

教育产生于美国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民权运动，当时民权运动大规模
发展，对当时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非洲裔美国人及其他

种族和民族的公民提出了很多教育平等的要求，例如：在学校课程

的开设中要反映他们的历史、观点和文化；在学校的教师和行政管

理人员中要更多地聘用有色人种，以使孩子们看到在本民族的人士

成功的榜样和例子；等等。作为民权运动的回应，政府行政部门、

教育工作者和学者开始为实施多元文化教育做准备。首先，在实践

中创立了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其次，在美国、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

等国家开始实行具体实践操作。现在，多元文化教育已经成为西方

国家教育的一种潮流。在这些多元文化教育发展的国家中，以美

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少数民族多元文化教育最具有代表性。

１美　国
根据２００８年的数据显示，当年美国共有 ３０３亿多人口，其

中，白人占７９９６％，黑人占１２８５％，亚裔占４４３％，印第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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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鉴：《西方少数民族教育研究评述》，载 《世界民族》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及阿拉斯加人占０９７％，夏威夷人及其他太平洋岛人占 ０１８％，
华人约２４３万人，占０９％。美国黑人、拉美裔和亚裔等少数族裔
总人口已达到１００７亿人 （２００７年７月）。美国是一个由众多移民
所组成的国家，尤其以其宗主国英国的人口最多，其次便是当时仅

次于英国的法国移民，同时，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为了开发新大

陆，欧洲的殖民者便将非洲的黑人当作奴隶大量运往美国，再加上

一批亚洲公民陆续迁入这片新的土地，美国独立战争后美国成为以

英法移民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组成的国家。到了南北战争前，由于

白色人种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占据绝对数量优势，美国施行种族主义

民族政策即蓄奴制度，黑人、印第安人、华裔等所有有色人种即少

数民族不仅没有公民身份，而且连生命权、自由权等最基本的人权

都无法保障，教育的平等权利更是无从谈起。１８６３年，时任总统
林肯颁布的 《解放宣言》敲响了蓄奴制的丧钟，而后，美国先后

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保障各少数民族及弱势群体的教育

权利。如：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通过 《肯定性行动》和 《民权法案》，

规定在升学、颁发奖学金、就业、晋升、分配政府合同和接受政府

贷款时，在资格和竞争能力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黑人、印第安

人、拉美裔和亚裔以及妇女等各少数民族或弱势群体享有优先录

取、录用、晋升、优先得到贷款或政府合同的权利。①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世界开始
了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发展期，这导致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造

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大繁荣和第三世界的普遍贫

困，也形成了世界性的移民风潮，其中，以第三世界的人口涌入美

国最具有代表性。有资料显示，现在美国学校的在校生中，大约有

２５％的学生来自少数民族，而且这个比例有增无减，据估计，到
２０２０年左右，在校学生中的有色人种将会超过３０％。随着少数民
族数量的增加，特别是其在国家社会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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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他们迫切要求在教育中体现自己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并要求

提高自己接受教育的权利，这些都直接推动了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的

迅速发展。在这之后，美国迅速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及政府条例

等来保障少数民族人口接受教育的权利。１９７２年，美国通过了
《应急学校援助法》（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ＳｃｈｏｏｌＡｉｄＡｃｔ），其宗旨在于为少
数民族人口提供援助，防止或消除少数民族学生的孤立状态。同

年，美国颁布了 《１１２４６号行政命令高等教育实施条例》 （Ｅｍｅｒ
ｇｅｎｃｙＳｃｈｏｏ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１１２４６），具体规定了民权法案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实施细则。
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 《美国印第安人教育法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ｄｉ
ａ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ｔ），这是美国第一部关于印第安人教育的专门法案。
１９７４年，美国政府颁布了 《双语教育法案》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该法案为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门资助双语教育计划确立了法
律权威，建立了相关的法律依据。该法案提出多元文化教育的宗旨

是鼓励 “双语教育的做法、方法和技术”，用少数民族的母语和英

语同时对他们进行教学，直至他们精通英语为止。１９７５年，美国
国会通过了 《印第安民族自决与教育援助法案》（ＩｎｄｉａｎＳｅｌｆ－Ｄ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ｃｔ）。１９７８年，美国国会又通
过了 《部落自主社区学院援助法案》（Ｔｒｉｂａｌｌ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ｃｔ），又称为 《部落学院法案》 （Ｔｒｉｂ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ｃｔ）。１９９４年，美国颁布了 《２０００年教育目标法》，该法案有关
少数民族教育的内容可以表述为：首先，要消除美国非少数民族学

生和少数民族学生的中学毕业率的差距；其次，明显提高美国大学

的研究生、本科生数量，尤其是少数民族学生和妇女获得科学、数

学、工程专业学位的人数等。１９９８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一份名
为 《美国印第安与阿拉斯加土著教育行政命令》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Ｏｒｄｅｒ
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ｄｉａｎａｎｄＡｌａｓｋａｎＮａｔｉｖ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１年，布什总
统签署发布了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ＮｏＣｈｉｌｄＬｅｆｔＢｅｈｉｎｄ）的教
育改革法案。该法案涉及少数民族教育方面主要有：①提高落后学
生的学业成绩；②提高学生使用英语的熟练程度；③增加特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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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ａｃｔＡｉｄ）的拨款等。
２澳大利亚
２００８年，澳大利亚全国共有２１１８万人口，在民族构成上，英

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移民的后裔最多，占９５２％，其次便是亚洲人，
占１３％，土著人占１５％，其他民族占２％。多元文化政策最初
在澳大利亚产生是在１９７２年，当时的背景是时任工党领袖惠特拉
姆提出了尊重移民地位的主张，他指出多元文化主义是解决移民政

策的基本方针。１９７７年，当时的民族事务理事会主席朱伯勒斯基
在 《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的澳大利亚》的报告中，第一次概括

性地提出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定义及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基本原

则。１９８９年，时任多元文化事务咨询理事会主席的格宝爵士，确
定将作为多元文化政策。因此，在诸多方面的努力下，多元文化政

策在澳大利亚逐步发展完善，并最终被确立为澳大利亚一项在处理

民族文化多样性问题中的基本国策。１９９９年，澳大利亚国家多元
文化咨询理事会在起草 《新世纪的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趋向

包容性》的报告中建设性地阐明和论述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

的原则、方针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

在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确立之前，澳大利亚有关土著居民和

少数民族的政策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１７８８—１９２５年
的霸占和屠杀政策；第二阶段，１９２６—１９６５年的同化政策；第三
阶段，１９６５—１９７３年的一体化政策。之后便正式确立了多元文化
政策方针。为了发展当地土著人的教育，１９８８年颁布 《土著人和

托雷斯海峡岛民学习基本原理法案》，并在１９８９年，澳大利亚所有
州、区与联邦政府一致通过了 《土著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国家教

育政策》，这也是澳大利亚关于土著居民教育的国家方针政策，其

中涵盖了致力于提高土著民教育结果的２１条国家目标。１９８９年，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制定 《一个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国家议程》，将

多元文化政策正式上升为澳大利亚基本国策之一，并且设立了多元

文化事务办公室和土著人事务办公室，而且该办公室总理直接领

导。１９９８年，澳大利亚颁布了 《高等教育资助法案》，该法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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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将设立主要资助那些致力于提高土著人高等教育入学率和

各种成功机会活动的土著资助金。２０００年，《土著民教育法案》颁
布，其规定要为土著民教育战略行动规划提供经费资助。同时，在

联邦政府不断颁布各种有利于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特别是致力于当

地土著居民的教育发展问题时，州和地方也为发展民族教育制定了

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这就形成了澳大利亚独具特色的联邦、州和

地方三级共同制定有利于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同

时，在澳大利亚公立中小学学习是免费的，书本也不收费，教育经

费统一由州教育部门调拨，学校基建也由州教育部门统筹安排，因

此，在对教育的投入上，澳大利亚各级政府投入相对较多。在

１９９７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全国３６所大学拨款５０亿澳元 （相

当于３００亿人民币），实现计算机全部联网。据统计，澳大利亚全
国约有９０％的学生使用交互式卫星电视教育网，其中，新南威尔
士州约有１５００多所、维多利亚州约有２５００多所中小学安装了卫星
电视地面接收站，其他诸如无线电对讲机、传真机、电视机、大规

模数据库、卫星通信、多媒体激光碟教具、国际互联网、电子邮件

等均引入教学。在澳大利亚，并没有统一的中小学教材，各学校的

教材均是由各学校基于本州教育部门制定的教学大纲而自行选用教

材。但与此同时，各州对远距离教育却组织专家学者编写统一的教

材、统一组织考试，大部分学生都能通过，并且有３０％左右的学
生能进入大学学习，而远距离教育的对象有相当一部分是居住在偏

僻地区的土著人。１９９８年的 《高等教育资助法案》中规定的项目

有３５％的资金用于促进土著学生的学业进步，５０％用于提高土著
学生参与率。２００４年经费为２４８８亿美元。同时，在接下来的三
年内，教育经费增加了约１亿美元。２００４年４月５日，澳大利亚
教育、教学和培训部部长宣布，在以后的四年中，将拨款３１亿美
元用于改善土著学前、中小学和第三级教育机构的教育质量，其

中，１７亿美元用于以学校为基础的学生辅导，１４亿美元用于提
高土著学生的识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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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加拿大
２００８年，加拿大全国共有３２６２３万人口，其中，英裔居民占

４２％，法裔居民约占２６７％，其他欧洲人后裔占１３％，土著居民
（印第安人、米提人和因纽特人）约占３％，其余为亚洲、拉美、
非洲裔等。其中华裔人口占加拿大总人口的３５％，成为加拿大最
大的少数族裔，即白种人和原住民以外的最大族裔，根据２００６年
的调查结果显示，加拿大全国拥有超过２００个不同的民族。因此，
同美国和澳大利亚一样，加拿大同样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加拿大政

府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颁布了 《由印第安人控制的印第安人教育》

（Ｉｎｄｉａ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Ｉｎｄｉａ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直接导致了印第安人教育基本
概念的变化，开始由 “对印第安人进行教育转变为由印第安人自

己进行教育”①。

１９７１年，加拿大艾伯塔省的乌克兰社区修正了 《艾伯塔学校

法案》，法案规定：学校委员会被授权可以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间

和地点引入非官方的语言进行教育，因此，加拿大开始了广阔领域

的课程改革。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５日，加拿大正式通过了一项国家指
令，规定少数民族有权通过学校系统维护他们的母语，少数民族儿

童的母语在教育体系中应该被扶持，并且应收编进多元文化学校的

课程。１９８８年，加拿大联邦议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体现多元教
育文化的法律——— 《多元文化法》，以此保障多种多样出身和族裔

的居民都能平等地参与加拿大的社会生活，同时，在此基础上自由

地保持和发扬他们自己的文化教育，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措施计

划予以落实。如文化保存计划、官方语言教育计划、反种族主义教

育、多元文化教育等。但从加拿大少数民族学生升入高校后的实际

来看，并没有受到特殊政策的照顾，少数民族学生如土著学生在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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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高校学习时，并没有降低入学条件的优惠政策，而是与其他学生

一样按相同的入学标准升学，而不是实际考虑加拿大少数民族地区

的实际教育水平。对此，加拿大很多学者、教师认为，相对降低少

数民族学生的入学要求和标准，不仅降低了教育质量标准，而且也

是对少数民族学生的一种歧视，因而会造成人格上的不平等。而

且，土著教师和学生也希望在入学条件面前人人平等，不需要照顾

性的歧视政策，这样，凭着学生的实际水平和能力升入高校学习，

能使少数民族学生更加充满平等感和自信心，有利于少数民族学生

的智力发展。这与我国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这也是从本国实际情

况出发做出的有利于本国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政策。同时，对少数

民族教育的立法保障除了个别土著民族如印第安人外，基本上都散

布于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法案，并不是以单独立法的形式存在。

加拿大多元文化教育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课程设计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加拿大宪法

规定：各省政府具有制定教育政策和在本省实施所制定的教育政策

的权利。因此，各省的教育部在制定本区域内的教育政策时都将不

同民族的教育传统和文化传统与加拿大联邦政府所颁布的教育法规

政策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制定和研究适应本省民族特点的教育大

纲、课程教材和课程体系。例如：在努纳武特地区聚居着大量的因

纽特人，在尊重因纽特人本民族文化传承和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

教育大纲以开放共存姿态，参考和吸收了阿尔伯塔和萨斯喀彻温等

西北省区已经成熟的教育大纲范本，制定了既适合因纽特生活特点

和民族文化，又有益于因纽特青少年在现代多元文化社会中生存与

发展的本区域内的教育纲领。在教育纲领中规定：学生除了学习官

方语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基础课程外，还要学习本民族的语

言以及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知识和生存技能，比如在高年级开设传统

职业课程，如 “猎狐”“猎海豹”等传统生存技能课程及因纽特式

风雪大衣制作和雪地靴制作等市场需求高的手工艺课程。在加拿

大，校长和教师有充分的权利与自由根据本学校所在的少数民族社

区的民族习俗、教育传统和社会文化的特点，并结合本学校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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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条件和学生的需求进行更为具体的课程设计，甚至开发校本

课程。

第二，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课程。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教育十分

重视对各民族文化风俗的学习，其中小学课程的目标之一就是培养

学生多元文化意识，弘扬民族特色和民族平等，保持各民族文化的

多样性，反对民族间的种族歧视等文化偏见，使学生具有适应和参

与各种多元文化社会活动的能力。

第三，多元文化教育的社区参与性。社区参与是加拿大多元文

化教育的一大特色。多元文化意识使加拿大各民族人民开始积极传

承和发展自己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化，积极参与学校与社会的多元

文化教育，同时，加拿大政府积极鼓励各少数民族、社会团体、社

区参与多元文化教育，要求各学校建立学校—社区项目。

（二）国内背景

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更多的劳动力特别是技术劳动

者，此时，大量由于历史原因而闲置的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就需要

被解放出来，也就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教育问题提出了要求。同

时，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少数民族种类多、经济社会发展不

平衡的国家，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教育首先必须设立一个切合

实际又适合少数民族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育目标。同时在这一目

标的具体完成过程中，采取分步骤、有条理、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的方式。从新中国的少数民族农村教育历史来看，主要包括社会主

义改造和初步建设时期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少数

民族教育政策。

１社会主义改造和初步建设时期 （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年）少数民族
教育政策

新中国成立之前，出于统治的需要，历代统治阶级也相继制定

或发布过一些少数民族教育方面的政策或方针。如明、清统治者把

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作为 “治国安边”的一项统治政策，

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兴办了一批社学、书院、义学等。但从本质上而

言，封建社会的这些少数民族学校都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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