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页 共 1页 

贵州民族报/2015年/6月/3日/第 A01版 
 

构建融合开放的民族教育体系 
 

 万明钢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发展。可以说，当前我国地区农村教育已经基

本实现了教育的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即“能上学”和“都上学”）。但我们发现，民族大学的本

科生文理科专业分布存在严重的不平衡现象，文多理少。比如某民族大学理工科学生人数占 18%，
另一所民族大学理工科人数占 39%。而 2013 年全国 1400 多万在校本科生中理工科学生要占到
67.62%。高等教育专业结构失衡现象是民族基础教育不均衡发展的一个结果。 
  当前学者们一致认为，制约民族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双语教育的质量问题，其中最为核心

的又是双语师资的质量问题。“独立的民族教育体系”是我国民族教育政策最为鲜明的特征，学

生始终在一个单一的通道内流动，交往的对象主要是本民族成员或者与自己有相同文化的其他民

族成员，这不利于和汉族彼此学习语言与文化。封闭的教育环境造成双语教师的困境是：双语教

师普遍学科专业能力较低，汉语水平也差，而进入地区的汉族教师又不通当地民族语言，两类教

师不能熟练地以另外一种语言进行教学，最终导致双语教育质量低下，严重阻碍着民族教育质量

的提高。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双语教师的培训，投入大量经费对双语教师进行了各级、各类、

各种形式的培训，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双语师资数量短缺、质量不高的现状。 
  因此，要有计划地逐步打破独立、封闭的民族教育体系，构建融合、开放的民族教育体系，

培育良好的教育生态系统，是提高民族教育质量、切实促进教育公平发展的重要举措。首先，高

等院校要打破封闭的民族教育体系，即民族院校有计划地增加对汉族学生的招生名额，普通高校

增加对学生的招生名额；民族院校要增加民汉共同学习的专业，让更多的和汉族学生在一起共同

学习。其次，在多民族混合的地区，从城市到农村，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幼儿园、中小学逐步采

取“民汉合校”。最后，在单一聚居的地区，要有组织地通过师生互访交流活动，增加和汉族接

触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