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民族教育对外开放策略研究消除对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两种典型误解

近年来，国家对少数民族教育的重

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中央民

族工作会议、第六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

会议上，中央领导对发展少数民族教育

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还颁布了

《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民

族教育的发展，可谓是政策叠加、利好

连连。近期，各级政府正在加紧制定

“十三五教育发展规划”。我有机会参

加了几次教育规划编制的研讨会，从初

稿来看，就让人振奋。经费投入、校舍

建设、教育信息化建设、营养餐标准、寄

宿制学校建设、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要求

等，不仅标准高，而且规划建设速度快。

国家对民族教育高度重视，各级政

府对民族教育投入巨大，少数民族的教

育条件以超出当地平均标准配置。振

奋之余，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政

府规划的重点都在民族教育的硬件建

设方面，比如校舍、网络、生均经费、师

资队伍、教学条件，等等。“高大上”的、

优质的硬件条件建设当然需要，而且只

要加大投入就比较容易实现。但是，适

合少数民族学生学习与发展的软件建

设方面，规划中普遍缺失，比如适合少

数民族学生的课程标准、教科书、教学

模式与方法、学习资源建设、评价体系、

校本课程开发，等等。对少数民族教育

来讲，软件建设方面恰恰是最需要的。

问题是，教育管理者、研究教育的

学者们，在制定规划时往往从国家或区

域教育发展的普遍要求出发，站在主流

社会文化的立场，以主流社会的标准、

理想化的目标设计教育供给。他们往

往怀着试图迅速改变少数民族地区教

育落后状况的急切心态，替少数民族教

育做主。比如，从现代化的角度出发，

急切地让少数民族学生融入主流社会，

一刀切地推行某种双语教育模式；从教

育公平的立场出发，强调统一的课程标

准和评价体系。学者们还急于把大量

层出不穷的、产生于内地和主流社会的

“先进”的教学理论、教学模式、教学方

法强势推行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实

践中。什么样的教育对少数民族是最

适切的，少数民族有切身感受。但是，

少数民族往往缺少参与讨论的机会，他

们甚至习惯了被动接受，形成了对政

府、对外部的依赖心理。

教育是政府主导的公共事业，教育

产品和教育服务均由政府提供。政府

作为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有责任公平

地向社会所有成员提供教育产品和教

育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是国

家的事情。但公共事业又是大家的事

情，所有公民都应该积极地通过理性

对话和公共讨论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

定过程之中。教育的对象是不同文化

背景、不同民族的个体，他们除了通

过教育获得国家公民资质以外，还承

担着传承、延续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

社会责任。教育既有国家普遍性的统

一要求，又有不同利益群体的特殊需

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是国家的

事情，更是少数民族自己的事情。

在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少数

民族教育的目标和国家利益是一致

的。强调教育也是少数民族自己的事

情，是呼吁各级政府和学者们，在制

定教育发展规划、作出重大教育决

策、推广新的教育理论与方法时，积

极吸纳少数民族，尊重他们在发展自

己的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假如少数民

族在与他们自身利益相关的公共政策

制定中长期处于失语状态，渐渐就会

被社会边缘化。边缘化的社会群体是

难以认同和共享社会主流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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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教育是国家的事，更是少数民族自己的事

所有公民都应该积极地通过理性对话和公共讨论参与到公共政

策的制定过程之中

期待教师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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