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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民族地区高等师范教育的

现状及其发展对策研究

内容摘要 四川民族地区的高等师范教育存在着办学环境差、教师进不来且留不

住、生源不足以及学校布局、教师结构、专业课程设置不合理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

题,应 采取调整学校布局、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专业课程设置、强化师范技能、加强

双语教育和政府挟持等具体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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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κ族地丨X主要分布于四川省的西部,就衍政区划而言,包括甘孜藏族 白治州、凉山彝族

白治州、阿坝藏族羌族白治州以及乐山市的马边、峨边两个彝族 白治县和攀枝花市的邯分乡,总

mi积近 30万平方公尘u,占全省总面积的 m。 5%,人 口400多万,占全省总人口的 5%。 全区拥有

扌富的矿产、森林、水电、旅游、农牧资源,是 一~个 资源优势明显、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地区,是 四川

经济发展的后劲所在。但长期以来,该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教育一苴处于落后状态,人才严重缺

之,从 i盯 ‖刂刂约了地区的发展。而发殷区内的高等师范教育,对于促进地 IX的 经济、文化特别是基

础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不可取代的作用。本文拟就四川民族地区高等师范教育的

现状及其发展对策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四川民族地区高等师范教育的现状

(一 。)基本怙况

日前,四川民族地区的高等师范教育仅限于专科层次,有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工昕,即 西吕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它们都是在 19Tks年 改

△廾放后先后建立起来的具有地区性和氏族性的高等师范学校。西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现有教

刂tI394人 (其屮专任教师 180人 ),在校学-L2649人 ,开设有屮文、数学、英语、政史、物理、化

学、-li物等 1()个师范教育专业和投资经济管尹Ⅱ、文秘、工业分析等 5个非师范教育专Wk;阿 坝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现有教职工 ⒛0人 (其 巾专任教师 80余 人),在校学Hi1200人 ,开设有屮文、政

史、数学、英浯、关术、藏文数理、光语古文学、体育等 8个师范教育专Ⅱk和经济秘书、企业管理等

4个非师范教育专业;埭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现有教职工 210余 人(其 屮专任教师 90余

人),在校学生 13l,0余 人,廾设有屮文、数学、英语、政史、藏语言文学、关术 6个帅范教育专业和

经济管理、教宵行政管理等 3个非师范教育专业。工所学校已为民族地丨K和龠川山区培养了约

友先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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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万名屮等教育师资及其他管理人才,为 民族地区及盆周山区的经济、文化特别是教育的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学校地处民族边远地区,办学的外部环境差。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办好一所高等学校的必

备条件之一。四丿l丨 民族地区的二所高等师范学校除西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地处条件较好的西吕

市之外,其余两所都远离大中城市,处于县乡之内。比如,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地处汶川县城

郊,离州府马尔康⒛0多公里,离成都市 1()0多公亚;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地处康定县姑

咱镇,离集镇 2公吧,离州府康定 30多 公咀,离成都近 羽0公里,交通十分不便,信息非常闭塞 ,

生活条件艰苦,教师子女上学和就业困难,学校力￠半的外部环境太差,对人才及学生缺乏吸引力。

2.学校布局不合理、规模小、办学效益低。按照有关研究认为,一所地区高等学校的人冂後

盖雨应在 5()0万—600万人之问,否 则学校的H三 源和就业郴会存在较大的问题。日前,四川民族

地区的总人冂不到 500万 ,但区内却有工所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只u每 个州都有 ⋯所,日~在 凉山州

还有一所农叫k高等专科学校和一所民办综合高校,每 所学校稷盖的人口不到 100万。这就出现

了人冂少inI学 校多、校点分散的下合理布局,进 而造成了投资重复、资金分敝以及人力和物力的

巨大浪费,并Ⅱ.每 所学校的生源相对减少,规棋始终上不去◇除西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在校生超

过⒛()0人之外,其余两所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在校生都在 1丬 l10人以下,规模太小,办学成本高,办

学效益低。               ∷

3.引l源数量不足目.质量差。生源不足,是多年以来一直困扰四川民族地区高等师范教育发

眨的一个重要问题。究其原囚,除 以 L提到的学校多而人口少这一原因外,另 一个亚要的原囚是

四川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薄弱,学生升入高校的不多。在四川民族地区,中 学生的入学率低,辍学

率高,学校教学质姑普遍比内地差,囚此每年正式~L高考招生录取线的学生并不多,除凉山州每

年有 2〔)0多 人外,甘孜州和阿坝州每年均只有几十入,不 及内地一个一般屮学的~L线 人数。Hu使

按照民族地区招生政策降分录取,考上的学生也并不多,区 内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所能得到的本地

忄源十分有限。而非民族地区的学生及家长也因三所学校地处民族边远地区.规棋小、无声誉而

不愿报考。所以,近 几年来,l二 了录取线J1.又填报了三所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志愿的学Ji较 少,茶

本上在学校招佳计划指标的zlJ%左右,学校往往是通过降分和垠后的调配录取而勉强完成招∠丨i

任务、但每年仍有大虽学生未到校报到ˇ在生源数母不足的同时,由 于对民族地区的考Ⅱi特刖是

1疋 族考引i采取了降分录取的特殊政策,互1然 一方而使较多的民族地区考生能够进人高校学习,阻

岜丨扌1此对∷昕学校造成 了
“
低进

”
的不利态势,与 内地考⒋相比,民族地区的考生成绩要差 100多

分,有 的供至差 20〔)分左右。学-L的基础知识普迹较差,FL源质景存在较大的问题。

4.教师进不来日.留 不住,结构极不合理。山十四川民族地区Ι所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办学

环境太差,所以,内地教师和优秀的大学毕业生都不愿意来校工作,即使愿意来的,也往往是茶质

不高而在内地苦于无就业闸路才不得已选择到民族地区任教。教师队伍难以得到有效充实。另

外,在 饺的教师也因条件差而人心思走,许多教师评了中级或高级职称后马上就提出凋动巾沽,

考 I二 研究Hl的 则页留不住,骨 千教师流失严重。

由于教师进不来~目 .留 不住,教师队伍得不到稳定和充实,致使师资队伍结构极不合I牡 ,素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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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低。在年龄结构上93s岁 以下的青年教师占教师总数的比例在 65%以 上,有 的还商达 75%,

而 35岁 至 50岁 之间的教师在 15%以 下,50岁 上以的教师在 2()%以 ~L,中 问年龄断层明显 ;在

职称结构上,具有副高级以~L职称的教师接近 sO%都是在 st1岁 以上,中 青年人太少,职称断层

明显,高职称上的青贲不接现象突出;在学历结构上,学历普遍偏低,具有硕士及以~L学历的教师

极少,专科学历偏大,比如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都只有 2名 硕士

研究生,仅 占教师总数的 3%左右,西 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有硕士妙f究生 11人 ,占教师总数 6%,

而专科学历的教师还占教师总数的⒛%扌右;在学科结构 ~卜 ,传 统κ线专刂k的教师相 X刂
·
充实一

点,而外洽、音乐、美术、计算机、经济专业的教师紧缺 :在双语教学专业屮,双 语教师特别是双语

数理化教师十分缺乏,致使双语教育难以真正实现。

5.专业单一、老化,课程设王不切合民族地区实际。专业设王决定学校人才培芥的方向,课

租设王决定人才培养质量的规格。但是,日 前四川氏族地区高等师范教育在专业和课#设 #~⒈

存在明姒的不足。在专业设置上,基本上都是羊 -的师范类专业,非 师范专业太少,∷ 昕学校每

校平均不到 4个非师范专业,这与民族地区对各类管理人才的需求不相符 ;另 外,在 师范专业内

也存在着专业不全的问题,除西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有中学教育所需要的大部分专业外(但仍缺

音乐和地理专业),另 外两所学校基本~L只 有文科类的专业,专业毋少 FL老化Ⅱ在课程设瑕上,学

校仍沿袭传统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要求,把专业分得过细,课程设王过于强调专业性,从 llllˉ 使学

∴L知识l而太窄,专业适应性差,这与民族地区广大农牧区需要教师~L儿 门课的现实下相适应。

6.师范性和民族性不突出。民族地区高等师范教育的性质以及培养对象和日标的特殊性 ,

决定了民族地区高等师范教育必须重视师范性、民族性。日前,四川民族地 l叉现有的∷所离等师

范学校对学校的师范性和民族性都重视不够。在师范性~L,学 校除了按传统的师范专业教学计

划和教学大纲的要求开设了师范专业应该开设的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材教法、普逦活等课程 ,

以及安排教育实习外,而在真正体现师范性的师范技能的培养和训练上花的功大太少,往 0l是 说

待多,具体落实和兑现的少。比如,Ι 所学校到凵前为止,燃 本 ⒈没有专形1的 日.经 过专业训练的

普通话课和
“

=笔
宇

”
课教师,没有专门的师范技能管理及检测机构,更没有真Ⅱ~∶ 把半∴ll的帅范技

能与毕啦挂钩,师范技能课被视为一般公共课。所以,学 Hi在 师范技能训练 ll的 积极性 下高,技

能普遍较差,胜 任中学教学有较大难皮。在民族性上,茼 先表现为对双语教育王视不够。近儿年

来,三 所学校除了在藏语文、彝语文、羌语文部分采取了双语教学外,其余都是单活教学,X丨}以 为

中学培养急需的双语师资。其次,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族卩Ⅱ沦与民族政策、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等

课租没有很好地开设起来,从而使学隹对民族文化的认问较差,这对屮生今后在民族地区从事教

育教学及其他工作会产生不利彤响。师范性和民族性不突出,使四川民族地区的高等师范教育

缺乏白身的办学特色,竞争力不强。

以土这些问题既是四川民族地区高等师范教育存在的不足,更是制约其发胜的主要囚萦。

只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V凵 川民族地区的高等师范教育才可能不断

发展。

二 发展四川民族地区高等师范教育的对策

(ˉ ·)调整学校布局,提高办学的质毋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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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展四川民族地区的高等师范教育,调整学校布局是重要的途径之一。基本的思路和对

策是 :以办学环境较好的西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为基础,把三所高等师范学校加以合并,建立四

川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或四川民族师范学院。三所学校的合并对四川民族地区的高等师范教

育具有以下儿个方面的积极意义。

其 一,I所学校合并后,由 于以西昌市为办学地点,办学环境将大大改善,对稳定教师队伍和

吸引学fL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其二,二所学校合并后,生源区相对扩大,学校的规棋将上一个新的台阶;重复投资减少,办

学经费相对充足,办学效益提蔼。

其工,∷所学校合并后,教师在数虽上有了保证,同时也为学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进而建立

一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四,三所学校合并后,学校进行专业课程结构调整以及扩大办学层次的条件将更加充分 ,

学校的办学方向就更加宽广。

(工 )加口大投入,建立合理机制,努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是教学的主体,是学校办学的关键。一艾数量充足、政治思想素质好、业务水平高、绀构

合理月̂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对学校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所学校合并后,教师的数量

相对有了保证,关键是要采取有效措施使质贵有根本的突破。

1.制定优惠政策,吸引高学历和高职称教师。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和日趋完善,人才的流动将更加频繁,其基本趋势是 :人才从条件差的地区向条件好的地区流动 ,

从发展潜力小的地区向发展潜力大的地区流动,从 不重视人才的地区向重视人才的地区流动。

作为办学条件远不及内地的四川民族地区的高等师范教育,要想吸引硕士及以~L学历或高职称

的屮青年教师,就必须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营造一个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具体而

言,可 以对愿忠来区内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的硕士、博士生或有副高以上职称的屮青年教师,在科

研经费、科研沣贴、安家费、住房、配偶安置等方I盯制定有较大吸引力的优惠政策和激励措施,使

他们萁正感到来后有所得和人才无价。这是充实民族地区高学历和高职称教师、改善教师学历

结构和职称结构、提高教师队伍萦质的重要途径之一。

2,加大对教师培训的投人,建立和完善培训管理制度,不断提高教师业务水平。首饨,加大

对教师培训的投人,建立教师培训基地。四川民族地区高等师范教育办学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

其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主要依靠到内地一些重点院校去进修和深造来实现。鉴于此,学校应把

教师的培训作为一项具有根本性和战略性总义的任务常抓不懈。学校应每年划拨固定的资金作

为教师的培训费用,日.随时根据需要而增加,使教师的培训有充分的经费保证。同时,应充分利

用国家对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政策,使 区内高等师范学校与内地的重点院校结成
“
又寸子

”
,在 内地

院校建立教师培训基地,以保证教师随时到基地学校去进修和深造,从而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其

次,建立和完善教师培训管理制度,保证培训质量。要摘好教师的培训工作,除加大经费投人外 ,

还应该加强管理。学校应该建立和完善教师培训的有关制度,使管理制度化、常规化。比如,建

立教师定期培训制度、青年教师到中学或其他相关单位锻炼的制度、35岁 以下的青年教师必须

攻读硕士学位的制度、教师的培训结果与报销差旅费及培训费挂钩的制度、进修教师回校后的服

n
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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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期限制度等。管理制度 -口.制定,就必须严格执行。

3.建立党争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教师在教学、科研和育人工作 ⒈的积极性。教师作为学校

教学、科研和育人⊥作的主体,其积极性的高低对学校的办学至关重要Ⅱ因l比 ,充分调动敉师的

积极性,应是学校的核心工作和根本日标之 一。要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增 强其工作动力,就必须

在管理上深化改革,建立起一种有效的竞争激励机制,因为一种有效的竞争激励机制可以充分激

发教师的成就需要,可 以在较大程皮~L为教师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实现自身的阶值提供更多的机

会,能真正激发教师的工作动力。作为四川民族地区的高等师范院校,建立有效的党争激励机制

可以真正达到事业留人的日的,对稳定教师队伍和提高教师队伍业务水平都具有积极忠义。具

体来讲可以着手开展三个方面的工作 :ˉ是积极开展教屮评估,建 立奖优罚劣制度,即 对教师教

学的各个环节进行客观、公正、利彳≯的评阶,评估的结梁 Ij教
师的课时津贴、奖金、评优和晋升职

称等密切挂钩,真正体现奖优罚劣;工是建电有效的科研激励机制,鼓励和扶持教师从事科研工

作,比如对教师发表学术论文实行双重稿费制度(校 外给了稿费,校 内同样给),设 立定期的科研

奖励制度,学校划拨专项经费扶持校内研项目,对教师出版学术著作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对学

术上有成就者每年给予科研津贴和学术假等 ;三是深化改革,建立让肯年教师脱颖而出的人才培

养机制,即在青年教师的评优、评定职称、提干等方面,应打破年龄、资历等限制,实行能者优钅1的

制度,同时,对在教学、科研上成绩突出的背年教师,学 校要积极为他们创造有利条件、使其尽快

成才,多 出成果。

(二 )立足于民族地区实际,深化专业L课程改革

要满足四川民族地区对
“
一专多能

”
教师的迫切需求,深化专JL课程改革势在必行:回 前,应

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着重强化学生的文化知识基础,拓宽学-li的专Ⅱk ΠΠ,J浒加学生选

择专业方向的自由;第工,加强和完善与民族地区学生全面发展相关的科目(如 音乐、体育、关术

等),改变过去课程和专业设置残缺,学生的知识、能力结构及学科不配套的不合理状况 ;笫Ⅰ,适

当增加学生在民族地区教育见习、实习的时间,增强学生对民族地区的适应能力 :第 V日 ,开设与民

族地区的历史、文化有关的课程,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增加学生对民族地区的文化认问;笫

五,大力推行主辅修制,使学生的知识和能力适应面更宽,适 应性更强,从而培养出更多的
“
一专

多能
”
的人才。

(四 )实行师范技能
“
达标

”
制度,全面强化学生的师范技能

教师的业务素质是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教师在业务素质上除了应具有较渊膊的

专业知识之外,还必须具有较强的教学技能,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后 者还更重要。因此,师范院

校应把培养学生的师范技能作为重要的培养目标之一。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落后性和艰H性 ,

要求区内的高等师范院校更应该注重学生师范技能的培养,以适应基础教育对教师的特殊需要。

在这一点上,四川民族地区的高等师范院校除了加强必要的常规工作以外,最根本的办法是在师

范技能的培养上形成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建立起一种真正凋动学生进行师范技能训练的动力

机制。从不少学校的实践经验来看,师范技能
“
达标

”
制度正是具有这种作用和机制的制度。师

范技能
“
达标

”
制度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学校从学生进校开始,就定期对学生的师范技能

(普通话、
“
三笔字

”
、讲课技能、班主任工作技能、音乐、美术等)的 各个项日进行检测,学生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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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项目,学校发给单项合格证,并免修相应的课租,若需要检测的项目都过关达标,学校发给师

范技能
“
达标1证 ;工是在教学实习前,凡未拿到师范技能

“
达标

”
证的师范专业学生,一律不能参

加教育实习,毕 业前仍不合格者,不予毕业。这一制度有两个方面的积极崽义 :ˉ是它使学生从

进校开始就树立起强化师范技能、注重能力培养的崽识,使学生时时感到压力的存在,从而坤强

紧迫感 ;二是学生在师范技能的过关达标上回旋的时问更充裕,过关达标的可能性更大,不至于

等到实习前才临时突击,而此时则为时已晚。当然,师范技能
“
达标

”
制度的推行,关键在于学校

要高度重视,措施要得力,投 入要充分,制皮要严格兑现。

(⒒ )积极开展双语教育,努力为基础教育培养双语师资

长期以来,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普遍落后,双语师资缺乏、双语教育严重不足是重要的原囚之

⋯。作为四川民族地区的高等师范教育,要想真正办出特色,真 正为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特别

是基础教育服务,积极开展双语教育十分必要,也十分迫切。就四川民族地区的实际忖况T河 言,

币I以 在 l区 内的高等师范院校的民族浯亩专业内,积极廾展
“
以民族语文教学为主同时开设汉语文

课
”
和

“
以汉活教学为主同时开设民族虍文课

”
两类棋式的教学。具体可以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 :

第 一,重视对双浯教育系科学生的
“
双补

”
工作,即 对汉语较差的学生单独安排时间补习汉浯文

课,对 民族 i吾较差的学饨单独安排时间补习民族语,并 日.让学生在课余时间相Ⅰ取长补短 ;第二 ,

逐步扩大双语教育的理科范围;笫 ∷,有计划的拓腰文科双语专业,特别是目前屮学需要的地理、

政治、历史等专业c在只体操作⒈,可 以在双语言教育系科推行主辅修制,即 前两年以语言文学

专业课程为t,从第二年起开设政治、历史、地圳等选修课。

(六 )采珥k倾斜和优惠政策,扶持四川 E吨族地区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

《屮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 :“ 五视和扶持少数民族教育。屮央和地方要逐步增加

少数民族教育经费。对有特殊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倾斜政策和措施。
”
民族地区经济、文化、

教育落后的客观现实,决定了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依靠国家在政策和经费等方面的大

力扶持。正如国家教委《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葸见》所强调的 :“ 对少数民族

地区,国家和地方都要采取特殊政策和措施,积极扶持少数氏族高等教育的发展。
”
所以,四 川民

族地区的高等师范教育要发诞,国 家和政府在政策和经费~⒈l的倾斜与扶持是重要的条件之一。

肖先,在招生 11要继续落实氏族地区的考牛的降分录l陕政策,继纹扩大和加强民族顶科教育;其

次,在经费上,曲 于民族地区办学成本高,民族地区的学-u经济普遍困难,国家和政府应对区内的

高等师范院校进行高标准的常规拨款,雨 目.对十⋯些专项拨款应给予特殊照顾。只有这样,四 川

民族地 l区 的高等师范教育才能持久发脱。

另外,四川 l砒 族地K的 高等师范教育还应拓宽办学层次,增 加办学形式,在 立足普通高等师

范教育的同时,积极扩大成人高等教育,适皮发展高等职业技术师范教育,并根据地区经济发展

的需要发展⋯些非师范专业教育,从而建立合理的办学结构。

在社会t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以及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大,四 川民族地区

的高等师范教育既存在众多问题,又而临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依推围家和政府的扶持,并 努力

在学校布局、教师队伍矬没、专业课租设遥、办学结构上深化改革,注重师范性和民族性,提高质

敢,办 出特色,民族地区高等师范教 宵的前景必定是光明的。 (下 转 ⒒6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