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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藏区发展道路
——培养自然学科人才策略探究

旦知草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甘肃 合作 747000）

摘要：为全面实现建成小康社会，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教育扶贫为先导，为实现长效脱贫提供根本性保障。在少数民族地区有明显

的代际传递贫困特征，以人力资源来改善贫困现象是最有效的工作方法。自然学科作为三大科学领域之一，学习目的在于认识自然现象

及其实质内容，把握自然规律，并合理地利用规律为社会实践开拓更多途径。因此，培养更多优秀的自然学科人才带动地区发展不失为

一种有效的策略方法。

关键词：自然学；人才培养；少数民族地区

少数民族藏族地区的人才稀缺，普遍存在外地人才引不进、

引入人才留不住的现象，由于师资队伍建设不足，不管是教育扶

贫还是扶贫教育都将难以顺利开展，并且非常不利于地区的良性

发展。受到自然环境和地域条件的影响，往往需要较强的意志力

和决心来克服生活问题，这就使得人才的纳入更为艰难。藏区地

区具有文化氛围浓厚的特点，受文化的熏陶，以及语言不通的问题，

当地人们对自然学科的了解甚少。由此看来，培养地方性的自然

学科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在自然学科领域定向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必要性

（一）地域条件较差，外来人才引不进也留不住

生活保障条件不足是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在物质条件满足

的情况下，有助于高素质人才全身心投入到实际工作中，最大程

度地发挥才能。藏族地区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环境问题恰恰

是人才发展的最大瓶颈，在高寒缺氧、气候恶劣的情况下，许多

人才望而生畏，形成恶性循环，人才引不进也留不住，集西部地

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于一体的现状，加大了引才育才的难度。

基于此，培养本土化的专业人才显得尤为重要。

（二）地区发展落后，对自然学科的重视度不足

除了人才缺乏以外，藏族地区在自然技术方面的重视度也严重

不足，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自然学科偏向理学学科，学习难

度比较大，针对藏族地区的实际应用不明显，导致人们产生学而无

用的看法，不理解自然学科为人类社会带来的贡献和意义。二是受

民族文化的影响，在深厚的文化背景下，为了顺应民族文化潮流，

严重忽视自然学科知识的培养。三是存在语言交流问题，即使有优

秀的自然学科人才，但由于语言不通也难以为当地提供知识讲解的

服务。对本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进行能力知识培养，解决语言交流

问题，从内部培养入手，逐渐改善地区代际贫困传递的现象。

二、定向培养自然学科人才的策略

（一）因材施教，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定向培养，可以单独组班，从学生的实

际需要和学习能力出发，调整课程难度和课程进度，协调安排任

课教师，来解决学生跟进困难的问题。由于定向培养的少数民族

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与其他地区的教育程度有所有不同，受其过

去的学习方法和能力的影响，学习自主性较差，基础知识薄弱，

学校需要根据学生的这些特点来适当调整教学内容，教学难度以

循序渐进的方式设置，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树立自信心，养

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二）满足需求，制定修改学科课程设置

定向培养强调适宜性，需要根据当地的人才需求来确定培养

的目标。因此在设置自然学科课程时，需要与地区各人才接收单

位做好沟通工作，建立良好的校地沟通机制，学校需要定期到实

地调查了解当地人才需求状况，返校后总结分析来调整课程设置，

适当增加针对藏族地区的课程内容，删减难度系数比较大的课程，

增强课程教学的实用性。

（三）校地合作，加大帮扶困难学生力度

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占贫困生的比例较高，虽然在国家相关

政策的支持下，可以减轻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负担，但是对于大部

分学生而言，仅仅依靠助学贷款和助学金很难顺利完成学业，因

此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定向培养生，学校也需要给予一定的政策

资助学生，与定向委培单位合作，在学生就学期间提供补助，制

定一些贫困补助办法，从而保障学生的生活基础。

（四）感恩教育，培养学生回乡建功立业初心

通过选拔有藏区工作实践经历和本地区民族的民族教师来为

学生授业、辅导，引领学生成人成才，借助师生之间共同的民族

语言和民族情怀，提高定向培养的教学效果，更利于双方的沟通，

更能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减少学生的抵触情绪，让教师不仅是

学生的学习上的导师，同时也是生活中的益友。在教学过程中，

将学科知识融入家乡情境中，使学生能够明白自然学科对家乡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向身边人传递这种思想意识，将所学的

知识应用到实际当中。在课下心理辅导，可以定期开展情感教育

活动，也可以在仪式感较强的开班典礼和毕业典礼上，做好感恩

教育工作，让学生体会到政府、学校以及家乡人民殷切的期盼，

期望他们学成归来，做家乡建设的引领人。

三、结语

总而言之，少数民族藏族地区要实现脱贫，需要以教育脱贫

为重要指向，培养符合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的优秀人才，以少数民

族定向培养为重点，作为教育工作者，积极探索和解决培养过程

中的问题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努力为贫困民族地区培养一

批高素质自然学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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