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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进程中藏区教育救助问题研究 
索骐 

（佐盖多玛乡中心小学  747000） 

摘要：21 世纪以来,青藏铁路的建成和开通,促进了西藏与全国各地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互动,藏区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区域性
的贫富差距也加大,十八大以来,西藏的教育工作充分依托于国家扶持的优势,始终把西藏的教育工作作为第一位的民生,切实贯彻落
实西藏的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和西藏的教育建设强区战略,努力使我们的全区范围内的教育工作迈上更高的新台阶。然而不可否认的结
果就是,西藏的教育还是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因此,对其原因的剖析与政策的分析势在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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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城镇化进程对城乡教育的冲击及西藏教育现状 
(一)城镇化进程对城乡教育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改变藏区的面貌,根本就需要依靠学

校进行教育。西藏地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西南部和边疆地区,其发展
和壮大对于促进我国全民综合国力的增强和提高尤为重要,那么如
何加快西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与教育素质的提升则显得尤其重要。 

(二)西藏教育发展现状 
西藏自治区在和平解放后,尤其是西藏自治区正式建立以来,随

着国家直接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西藏自治区自身意识的增强,"科
教兴国"的倡议被提出,这样一方面目的是为了回应国家"科教兴国"
的要求,同时体现了我们西藏对于教育的高度重视,因此,西藏的教育
与以前在历史上发生了很多巨大的改变,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教育的队伍。 

二、西藏贫困人群分类及教育现状 
城镇化过程中带来的藏区教育救助的穷人情况各不相同,概括

起来主要有贫困家庭学生、留守儿童、流动人口子女等。这部分教
育现状令人担忧。 

(一)贫困家庭学生 
在推进城镇化道路上,城乡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也进一步扩小,

以农业收入为主导的农村和地区穷人加剧,商家每年的经济收入水
平只有一个儿童才达不到高等教育收入支出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
下,只能够让我们的孩子选择离开高等教育,退学带来的继续贫穷就
会逐渐形成一个长期的教育恶性循环。西藏地区贫穷户的平均收入
都是集中于农村,家庭的生产力仍保持着一个较好的农业和文明的
发展时代,这样的差距也显然是非常巨大。 

(二)留守儿童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的深入和推进,大量的农村居民人口

开始进入现代化城市,人口的城镇化流动形成了大量留守儿童。西藏
自治区在境外留守少年孩子中所占的比重远高于全国。这个地方的
留守少年孩子相对于内地而言,原因比较特殊。 

(三)流动人口子女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藏自治区内部的公务移民与就业流动人

口分配问题逐渐发展成为国内外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国际社会经
济现象,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青藏铁路的建成开通,促进了中国西藏和
其他地区全国各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交流,以职业发展型公务人员就
业流动人口为主的中国西藏地区流动人口也逐渐活跃发展起来。 

三、当前西藏教育存在的问题 
面对西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可以

清楚地看出西藏地区在教育目前的发展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
不是人口和数量,而是教学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下面为大家进行具体
有效的相关分析。 

(一)财政资金分配不合理 
据统计,2016 年西藏教育财政投入额达到 185 亿,但资金量没有

明显提高使用价值。由于西藏自治区位于地理上的特殊性,位于比较
偏远的城市和农牧区学生更加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金,这不仅
取决于学校的基础设施和老师,还取决于这个农牧区的具体地区性
质。西藏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有着相应的很多巨大差距。 

(二)要提高教师素质 
近年来,国家教育人才集团的救助措施效果明显。除少数藏族高

校应届毕业生外,汉族高校应届毕业生选择西藏地区就业,自治区内

的教员数量和人口已经完全得到了基本的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如
下:第一,教师经验不足,不能熟练掌握课堂教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和技
巧,大部分都会出现以前的填鸭式教学,特别严重地对于幼儿和学生
的心理、思维习惯以及学习的基础都会产生错误。第二:西藏地区的
互联网建设发展相对落后,自治区内特别是农村和牧区的大多数教
师都缺少进行专业化的定期培养,知识结构体系未能及时得到更新,
教育的内容和理念比较不断创新,一些落后农牧区的教育质量和升
学率可能会比较低。第三,部分老师的使命感不够,没有认真处理工
作。 

四、政策建议 
(一)以地区经济发展为出发点,促进教育救助制度的发展。 
教育发展的基础是经济水平的提高,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从根本

上解决教育困难的起点和终点。因此,根据地区特点进行地区经济发
展规划是最重要的目标。贫困地区有几个共同点:地形险峻、交通不
便、劳动力少。铁路交通的大力发展是改善贫困地区自我封闭的有
效途径,也根据其他地区的优势和特点,制定在旅游业开发旅游景
点、建立运动场、传播特色传统文化等个性化发展规划,促进当地经
济有效发展。 

(二)使结构系统多样化,扩大结构范围。 
根据贫困生的情况,制定多种结构方式。在有很多留守儿童的地

区,可以建立云南这样的心理救助机制。建议除了设立资金支援外,
还应增加物质结构、心理结构等保障性支援,并在原生家庭的影响下
提高学生的入学积极性。 

(三)完善教育支持管理机制 
教育贫困认定标准要与低成本标准分开进行。每个学生都应该

实事求是地评估贫困度,以防止在新的教育阶段富人越富穷人越穷
的情况。对于比较成熟的 9 年义务教育阶段,借用生的借用费要根据
家庭情况适当减免,大学勤工助学也要优先考虑家庭比较困难的学
生,而不是能力。 

结语 
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我国教育救助发展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体系

日益完善,但仍有很大的提升和改善余地。教育救助主要针对贫困学
生,其解决的根本方法是提高地区经济发展动力,减少地区之间的经
济差异。逐步解决教育救助体制内外等多种因素,扩大教育救助范围,
提高教育救助审查和认可的公信力,建立信息追踪机制等,实现教育
公平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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