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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成就

有目共睹。特别是近年来，从中央到

地方，为促进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投

入了巨大的财力，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决定。尽管如此，所有的个人、群

体、组织或施政者都觉得少数民族教

育发展速度还是太慢，都希能迅速改

变少数民族教育落后的现状。这种急

切的心态，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的追

求超越或怕被超越的精神压力，形成

了一种发展的“速度焦虑”。焦虑、急

切的心态不仅会使人们的认知判断

产生扭曲，还会带来行为上的偏执，

典型的偏执行为就是“反复折腾”。

我们总是以为，少数民族教育问

题的原因都来自少数民族本身，好像

少数民族教育落后与政府、与主流人

群没有关系。实际上，有不少问题恰

恰是政策制定者、施政者、学者和教

育工作者对发展速度的崇拜和焦虑

心态造成的。比如，不能让少数民族

孩子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少数民族

教育需要“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我

们希望少数民族学生尽快使用国家

通用语；希望他们的课程标准、教科

书、学习方式和城市的孩子一样；希

望他们能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孩

子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级共同学

习；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地融入主流社

会，强化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等

等。这些理想和发展目标都没有问

题，然而，如果我们急切地想在施政

任期内迅速实现，就很可能作出违背

发展规律的决策。我们可以以最快

的速度、优质的标准把学校建好，也

可以接通互联网，在硬件条件上迅速

加以改善。但是，真正有质量的少数

民族教育并不会随之而来。

是时候安静下来，认真反思一

下高速发展中的问题了。现实的情

况似乎是，当我们怀着急切的心

态，对问题给予特别关注，试图一

朝一夕立刻解决时，反而使问题变

得异常复杂。其实，有些困难和问

题是在焦虑心态下人为造成的，我

们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往往建立在自

以为是的基础之上。

“发展速度焦虑”，源于我们缺少

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的方法论。当少

数民族看到母语的社会功能日渐式

微，看到自己的民族文化仅仅成为自

己民族身份的标签，他们内心会有焦

虑和担忧。他们怎么可能自觉、自愿

地融入仍然存在偏见和歧视的主流

社会？处在强势地位的决策者、学者

们习惯于强调，所有的政策都出于良

好的动机，一切改革都是为了少数民

族孩子的未来。就像母亲为了自己

的孩子，她的动机永远都是善良的，

永远都是为了孩子好。但是，她能体

谅和尊重儿女的感受吗？再善良的

动机、再良苦的用心，都需要尊重对

方的感受和意愿。各民族之间是完

全平等的，尊重是平等的先决条

件，协商共识是尊重的必要程序。

急切发展的心态、包办发展的行

为、善良的动机，恰恰暴露出我们

潜意识中对少数民族不够尊重。主

流社会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并不是高

速发展即可以解决的，最后决定民

族关系的是少数民族的荣誉、尊严

得到维护与尊重。

焦虑、急切的发展心态有时看

似解决了一个当下的问题，结果反

而埋下了一个长久的隐患。发展少

数民族教育不同于发展经济，需要

慢功夫，需要“守正笃实、久久为

功”的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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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教育家

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不同于发展经济，需要慢功夫，需要“守正笃实、

久久为功”的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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