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墩吾斯塘小学教育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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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小学教育处于人生整个教育过程中的初级阶段，对于受教育者有

着启蒙引导作用，因此在整个教育历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墩吾

斯塘小学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喀什地区，属于少数民族聚集的农

村地区，其教育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本文主要从基础设施、师资力量

以及家庭教育观念等几个方面来讨论其小学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而

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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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墩吾斯塘小学概况 
墩吾斯塘小学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喀什地区，地处阿

拉买提镇北部，距镇政府 5 公里，学校现有学生 286 人，均为农
业户口的维吾尔族学生。学校现有教师 15 人，其中汉族教师 2
人，其余 13 人均为维吾尔族教师。目前教师授课使用语言均为
国语，但学校开设的课程较为单一，主要以语文数学为主，且由
于地处偏僻，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加上自身的生存环境问题，其
教育发展就目前来看，受到了较大的限制。 

二．存在问题 
（一）基础设施条件差，办学条件难以改善 
墩吾斯塘村受当地经济发展的限制，无法提供充足的资金去

提高教育，目前主要还是依靠国家的财政投入，但由于财政投入
的教育经费有限，依然无法满足当前教育发展的需要，例如校园
环境、班级设施等方面很难有资金去支持，导致整个村里可利用
的教学资源不足。目前，很多硬件设施配备不齐全，设施陈旧，
缺乏很多先进的教学设备如多媒体设备、多功能阅览室等。闭塞
的地理位置以及落后的教学环境无法拓宽学生的眼界，使其增长
知识，突破创新，长此以往则会使老师的教学工作受到多种条件
的限制，不能满足教育与教学质量的发展。 

（二）师资结构不完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通过调查来看，在国语水平方面，墩吾斯塘小学 13 名少数

民族教师中，获得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简称 MHK）
三级乙证书的有 6 人，三级甲证书的有 3 人，其余 4 人未获得
MHK 相关等级证书。除此之外，获得普通话水平等级考试三级
甲证书的有 1 人，二级乙证书的有 1 人，其余 11 人均未获得普
通话水平等级考试相关证书。在学历方面，15 名教师中有 11 名
教师为大专学历，其余 4 名为本科学历。 

由此看来，墩吾斯塘小学师资力量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部
分教师学历偏低，缺乏双语教学的能力，不能适应目前双语教学
的需要。除此之外，教师数量也严重匮乏，近三百名学生只配备
15 名教师授课，因而在整个课时分配及课程安排上存在不合理
性，导致学校设置的课程单一，大部分以数学和语文为主。 

因地理环境的限制，农村消息闭塞，文体娱乐活动较少，教
师与外界的信息交流不全面，很多老师没有机会参加相关知识以
及教学技能的培训，跟不上新时代教育要求的步伐，教育观念无
法得到及时的更新，加之工作压力的繁重，使得教师整个知识体
系的更新以及教育观念都无法跟上时代发展， 终导致农村教育
发展的脚步迟缓。 

（三）家庭教育观念落后，未能与现实需要相一致 
由于地处农村地区，受闭塞的生存环境、落后的交通工具、

接受信息方式单一等因素的影响，很多家长的教育观念落后，对
孩子的教育方法也毫无科学性，将孩子学习习惯、学习方法的培
养全部依赖于学校和老师，缺乏对自己孩子进行正确的引导，对
于孩子学习和生活上出现的问题不能做到及时处理，也不能适时
与学校进行交流沟通，缺乏交流的双向性。除此之外，很多学生
不愿意与父母交流，双方极其容易出现代沟和交流障碍。长此以
往，对于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养成时期的小学生来讲
是极其不利的。 

三．建议 
（一）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制定相关优惠政策 
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墩吾斯塘村的教育投入，同时建立多

样化的经费筹措渠道，通过媒体资源宣传此地教育现状，呼吁全
社会关注此地的教育发展，增加墩吾斯塘村教育经费筹措的机
会，加大对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完善教育相关设施，使教
育教学所需的硬件设施得以更新，淘汰落后的教学设施，为教师
开展多样化的教学提供硬件支持。同时应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制定
相关的优惠政策，吸引大学生前来就业，改善教师的生活条件，
为大学生前来教学提供生活等各方面的补助，选派优秀的青年骨
干定期参与支教活动，积极引导优秀教师参与支教活动，充实当
地的教学队伍，对在职教师的各项福利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监
督，有效真实地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并由学校制定出相关计划，
来减轻教师的教学压力。 

2.加大教师队伍建设，丰富校园生活 
教育部门应定期组织农村各小学教师参加教育教学比赛的

观摩活动及可以提升教师教育教学技能、普通话水平的相关培
训，为教师搭建教学展示的平台，促进教师间的相互学习，相互
交流。学校也可定期组织教师开展心得交流活动，及时掌握教师
的工作状况，关心教师的生活，疏导教师的压力，改善其工作环
境，解决其后顾之忧，使教师可以安心工作。教师在增强自身责
任心的同时，也要加强自身专业知识的巩固与加强，提高专业知
识，及时充电，改变教育理念，积极参加相关的教育教学培训活
动，注重总结自己的教学经验，加强自身的技能提升。 

3.建立家校合作制，加强双向交流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作为孩子成长过程中两股 主要的力

量，应被我们尤为重视。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思想
及言行对于孩子价值观的形成、良好习惯的养成有着不容小觑的
影响。墩吾斯塘小学学生由于自身家庭经济负担较重，因而孩子
的教育问题在父母眼中难免显得有些无足轻重，这样的环境对于
他们的成长是不利的，尤其是对于这些正处于小学教育阶段的孩
子。因此家校合作是一种很好的解决办法，墩吾斯塘小学大多数
学生均在本村居住，建立家校合作制尚且不存在难度。学校需定
期组织教师去学生家里进行家访，向学生家长宣讲党和国家在南
疆义务教育方面投入的各项惠民政策，也可邀请家长“进课堂”、
“评课堂”，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孩子在学校的表现，这种家校
之间的双向交流可以更好地引导学生家长从固有、落后的教育观
念转变为符合当今趋势的、新型的教育观念，从而营造一个完整
的“学校、孩子、家庭”三位一体式的互动模式，齐心为孩子的
成长共同努力。 

四．总结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归根结底靠人才，而人才培养的基础在于教育。教育不容忽
视，农村教育问题依然是当代中国教育的重点，但当前南疆农村
教育形势依然比较严峻，单单只靠国家财政上的支持是远远不够
的，还需要社会、学校、教师、家长等各个方面的相互协作、相
互配合。合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解决客观存在的各
种问题，才有可能促进城乡教育统筹，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实现
稳步提高农村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和整体教学水平的目标，达到
促进农村基础教育健康发展、改变农村基础教育落后面貌、推动
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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