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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西北地区高校要

在加强“民心相通”“人文交流”等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不仅要与全国高校加强合作与交流，而且更需

要与中亚、西亚、欧洲、北非等国家的高校开展合

作与交流。为此，我就加强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合作

研究的意义、内容与途径，谈几点想法。
一、加强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合作研究的意义

我国西北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自古至今

也是中华文化的高地，从周朝的玉石之路，到汉唐

的丝绸之路，世界从此进入中国，西方文化与东方

文化在此交流融合，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不断发

展，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特殊地

区。我国历代政府都十分重视对西北地区的经略，

因为西北地区不仅对于我国民族团结、边疆稳定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加强与中亚、西亚、
欧洲的交流与合作有着独特的作用。

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成份多，居住环境各异，

文化差别大，在教育方面不仅有自然、社会、历史

方面的原因，更有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原因，而使民

族教育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长期以来，西北民族地

区高校及教育研究机构普遍重视加强民族地区的

教育研究工作，为国家制定民族教育政策提供智

力支持。最近几年，随着国际形势的日趋复杂，也

随着“三股分裂势力”在西北地区活动的不断加

加强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合作研究的战略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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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功举办 3 届以“中亚热点问题及其对中国的

影响”为主题的“新疆师范大学中亚研究论坛”。我

校先后有 18 批次 68 位承担中亚研究项目的教师

赴哈、吉、塔等国开展学术交流和课题调研工作。
在学校党委的积极引领下，在区内外高校、研

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关心和支持下，我校中亚教

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近 5 年来共获得中亚

教育研究项目 58 项，资助经费共计 323 万元。其

中国家级项目 12 项，资助经费 190.4 万元；省部级

项目 23 项，资助经费 67 万元。发表中亚教育研究

论文 87 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 32 篇，出版中亚研

究著作 10 部，提交资政报告 12 份，获得省部级优

秀成果奖 7 项。这些研究成果为进一步开展中亚

教育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为推进新疆社

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供了政策咨询和智力支持。
2015 年 3 月 28 日，国家三部委发布的《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愿景与行动》提出，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

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

国家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

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丝绸之路

经济带核心区。新疆师范大学作为自治区重点大

学，在打造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建设文

化科教中心中肩负着民心相通的特殊历史使命。
我校今后要抓住机遇，进一步强化机制建设，提升

团队协作效应；加强队伍建设，提升团队创新能

力；强化多学科协同攻关能力，产出精品科研成

果；树立资政意识，提升科研实践应用能力，不断

提高我校中亚教育研究的能力和水平。
为了今后我校进一步开展中亚教育研究，提

出以下 3 点建议：一是国家尽快出台《推动共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

行动》中有关文化科教中心建设的规划或实施办

法，为我校开展中亚教育研究提供指导。在此项工

作中高校专家应积极建言献策；二是国家加大中

亚研究高层次人才队伍培养项目的实施力度，尽

快培养出既有专业背景，又能掌握中亚地区语言的

复合型人才，为今后中亚研究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

保障；三是相关高校要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文

化科教中心纳入学校“十三五”规划中，高层设计、
统筹实施，集全校之力有效开展中亚教育研究。
（作者系新疆师范大学中亚研究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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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在民族教育方面，加强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教育

也逐渐成为教育中的重点工作，加强民族团结教

育也成为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根本保

证。面对复杂的形势，民族教育研究仅靠西北地区

的高校，难以为民族教育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有

力的支持，需要加强国内高校的协同创新研究，需

要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研究，这不仅可以为

有效地解决我国的民族教育问题提供政策方面的

咨询服务，也可以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

提供稳定的环境，更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通力

合作解决民族问题，加强民心相通提供战略决策。
二、加强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合作研究的内容

以西北地区高校为依托，加强与国内各高校

的交流与合作，进而加强与相关国家高校的交流

与合作，形成一个协同创新研究西北民族问题及

民族教育问题的创新合作研究模式。当前，西北民

族地区教育需要通力合作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民

族教育政策研究、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民族文

化传承与发展研究、民族地区的现代化与学校教

育研究、民族地区的宗教教育研究、民族地区的学

前教育研究、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研究、民族地区

的高等教育研究等。这些问题的研究十分复杂，不

仅涉及不同的民族文化，他们之间有着很大的差

异，即使是同一民族内部，也因居住环境及社会历

史的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异。这种研究涉及不同的

学科领域，既有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等，又有教

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领域，需要不同领域的专

家协同创新开展研究。与此同时，西北地区的许多

民族都是跨境民族，解决其民族问题与民族教育

问题还需要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加强与接

壤国家高校研究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共享经验，联

合攻关，形成共识，解决问题。通力合作研究民族

教育，在国内，重点要加强民族教育中的双语教育

研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教育，培养现代合格

的社会公民。一定要将双语教育的意义、双语教育

的理论基础、双语教育的政策制定与执行、双语教

育模式等问题研究清楚，一定要将中华文化教育、
民族团结教育、公民教育、国家认同教育等现代民

族教育中的新理念与新内涵研究清楚。通过合作

研究民族教育，在国际上要大力加强丝绸之路经

济带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在民族教育方面，不

仅请进来，而且派出去；不仅以孔子学院为模式探

索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办学模式，而且以相互留学

的方式加强民族教育研究人才的培养与学术交

流，可以国别的方式区别对应学术交流与合作研

究的重点。
三、加强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合作研究的途径

加强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合作研究，西北地区

各地方要形成全方位开放态势。“一带一路”战略

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战略，更是一个文化战

略、教育战略、民心战略。西北地区的地方政府及

各高校机构，不仅在经济方面要积极主动，而且要

在文化教育等方面积极主动，积极争取与国内相

关机构的通力合作。同时，更要加强“丝绸之路经

济带”国家间的合作交流。西北地区地方政府与各

高校机构将成为合作研究西北民族教育的核心

区，要将国内相关的研究机构与力量有机地协同

起来，发挥区位优势，调动国内一流教育研究机构

的相关人员加入民族教育问题的研究中来，形成

国家民族教育研究的协同创新中心。合作研究的

途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引领推动。国家层面

“一带一路”的推动与实施主要靠政府的高层引领，

区域与专业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也需要地方政府与

高校之间的引领推动。如国家协同创新中心就调

动了地方政府与高校合作的积极性，形成了创新

的研究平台。国家智库的建设，更需要引入这样的

理念，强化地方政府与高校的交叉性交流合作，民

族教育研究的国家智库建设在国家有效解决民族

问题、稳定边疆、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需要以西北地区的高校联合体为依托，

联合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国家民委科教司与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中央民族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等相关

机构，形成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打破传统的各自为

战的研究模式，开展综合性攻关研究，并与国际民

族教育的高端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研究，在国际民

族研究领域发出中国声音并推广中国经验。
第二，各研究机构签署合作协议，编制合作规

划。协同创新涉及机构较多，需要有牵头单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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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自 2013 年提出以来，已经得

到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并正在通过多种

举措转化为实际行动。“亚投行”的创建作为一项

举措，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参与便是一个

例证。在此背景下，从比较教育视角探讨教育对外

交流合作研究问题，具有“预”而“立”的意境。
一、“一带一路”战略对教育对外交流合作的

推动和指引

“一带一路”倡导的是开放性和联动性的经济

交流合作和共同发展，其战略目标的实现，不仅要

求经济和政治外交等方面的交流合作，而且要求

教育上的交流合作，因为这是增进相互理解和实

现经济交流合作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重要途径。

作为一种顶层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要求从整体上，包括教育交流合作上，来思考如何

为战略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这既为教育对外交

流合作提供发展机遇，同时要求教育对外交流合

作通过相应努力为实现总体战略目标服务。如果

说“一带一路”是升级版的国家对外开放发展战

略，那么在这一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可以预见，我

国的教育对外交流合作必将进入一个“升级换代”
的发展阶段。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教育对外交流合作研

究的主要课题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教育对外交流合

作研究的主要课题，就是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

“一带一路”背景下教育对外交流合作研究浅识

柯 森

要相互签署合作协议，规定不同机构的责权利，需

要编制合作研究规划，逐步落实。尤其是规划纲要

的编制，对于有效促进研究合作，保障研究的成效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更要组织队伍，联合调查，形

成科学的规划纲要。
第三，确立重大研究项目。合作研究以项目为

突破口，以联合攻关形式完成重大研究项目，所以

合作机构之间要沟通协商，在民族教育政策、双语

教育、民族文化传承、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发展、宗
教教育、寄宿制学校建设等方面开展一批重点联合

研究项目，在研究过程中创新研究机制与研究方法。
第四，建设高水平研究基地。可在西北地区通

过高层论坛、研讨会、田野考察、联合调查、工作站

建设、人才交流培养等形式，加强高水平研究基地

建设，如双语教育研究院、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研

究中心、民族教育研究工作站、民族教育研究信息

化中心等，尤其是重点加强国家民族教育研究智

库建设。
第五，加强民族教育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通

过西北地区大学与一些高水平大学的合作，加强

民族教育研究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尤其是少数民

族的高层次研究人员的培养。要与国家的“少数民

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结合，有目的地培养一批

热心于民族教育研究的高层次人才。加强队伍建

设，适当的时候可以通过培训班的方式，提升民族

地区民族教育研究队伍的研究水平，可举办方法

论、基本理论、政策研究、双语研究等类型的专题

培训班，提高民族教育研究人员的整体素质。
总之，“丝绸之路经济带”为西北民族地区发

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为民族地区教育研究带来了

新的发展机遇，合作开展民族教育研究工作意义

重大，事关边疆稳定与国家安全，事关国际合作与

多边交流，国家在这方面要建设新型智库，地方政

府与各高校要积极主动，通力合作，形成新的创新

机制，深化民族教育研究事业，为各民族共享的西

北文化教育事业提供智力支持与政策保障。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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