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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与发展西部民族地区教育事业

【摘     要】 当今时代，世界公认的重点是教育问题，其中教育公平也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公认的重中之重，也是社会公平的基础，而我国早

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提出有教无类的教学思想。我国土面积非常辽阔，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由于各民族的分布位置和经济条件不同，

也导致贫富差距明显，要想解决这种现象，就要提高民族教育，以共同奋斗共同团结为目的，实现民族团结。本文针对这样的

问题从教育公平问题的提出、教育公平与民族教育公平的现状、以教育公平为准则发展西部地区的民族教育事业方面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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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是所有国家关心的问题之一，教育公平能够为社
会中的弱势人群提供改变命运的机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所
以，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如果社会缺少教育公平，那
么社会其他方面的公平也得不到保证，最显著的问题就是教育
不公平导致经济落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先富带动后
富”的政策，先发展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使东部经济快速发展，
然后利用东部发展迅速的地方带动发展我国西部内陆地区，这
样的政策导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内陆地区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经济落差非常大，必然导致教育水平差距不断加大，所
以我国如何处理教育公平问题以及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是当下
的重中之重。

一、教育公平问题的提出

现如今，教育公平是人们讨论的热门话题，教育公平问题
不仅影响着人们的切身利益，同时也影响着个人发展命运，在
2005年 3月召开的“两会”中针对“有钱就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
带来的社会问题，使人们对教育公平问题的关注度更高，将教
育公平的理念应用在当今的教育之中是势在必行的。
两会以后，对小学升中学实行按片区升学的制度，导致学

区内房价高涨，导致很多孩子“被迫”接受不公平的教育，这
种“择校”现象是现如今大多数家庭困扰的主要原因，每一个
孩子对于家庭而言都是希望和未来，对于孩子的教育，每个家
长为了能给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学习条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输在“起跑线”上，又产生了“择校热”的问题。可以说“择校”
的现象是我教育公平问题的定时炸弹。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中提及云南部分少数民族相对

贫困的地区，孩子的教学情况和教师的薪资待遇不理想的问题，
同样现象也发生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足以反映我国贫富地区
之间的差距，要大力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问题是非常必要
和迫切的 [1]。

二、教育公平与民族教育公平的现状

1.我国“教育公平”的现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九年义务教育在我国大力推行，在基

础教育事业上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基本扫除了青年文盲，教
育事业也迅速地发展起来，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随之教育公
平的问题逐渐呈现在人们眼前，2004年，中央针对教育公平问
题进行了多次的调整，而收到预期的效果不理想。虽然教育事
业在不断的发展，但教育公平的问题依然有待解决。

(1)地区间的教育不公平
a.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之间的教育不公平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实行“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使我

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但同时也导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内
陆地区的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针对教育问题而言，东部发达
地区的教育水平与中等发达国家的教学水平相当，但从整体的
教学水平来看，却有着十分大的差距。导致差距大的原因主要
是我国西部内陆地区的教育水平落后。根据 2013年，我国统计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这五个省的教育经费总和为两
千二百一十七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地区的教育
经费总和为一千五百一十八亿。我国西部省市地区的教育经费
总和大约是三千七百三十五亿，而这个数字仅是东南省市教育
经费的百分之六十九。虽然推行西部大开发政策，但东部地区
无论从经济还是教育方面，发展的速度都较快，致使东西部之
间的差距依旧非常明显 [2]。

b.城乡间的教育不公平
我国不仅在东西部的教育事业发展差距悬殊，而在同地区

的教育差距也非常明显，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城乡之间的教育差
距。首先，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落后，用在教育上的经费基本
都依靠国家的教育拨款，而我国对教育经费的投入重点倾向于
城市地区。其次，农村地区的教学师资力量薄弱，也是造成城
乡教育水平差距的原因之一，教师教学质量是由教师的专业水
平和专业度决定的，同时教师的教学质量也直接影响学生的学
习质量。根据 2012年的人口普查可以看出，我国农村人口大
约 6亿以上，将近总人口数的一半，但教师数量农村地区远远
少于城市水平，农村小学教师和学生的比例是 1比 21，城市小
学教师和学生的比例是 1比 19，而城市教师的学历和专业度都
远远高于农村教师的水平，这样巨大的差距导致农村孩子和城
市孩子的教育不公 [3]。

c.不同收入人群之间的教育不公平
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孩子，因为家庭收入的差异导致孩子

受到的教育水平也不同，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重点学校的“择校费”
和“培训班”的费用问题，农民工到城市打拼，由于没有房产
等问题，其子女在城市中求学难的问题，也是当前我国教育不
公平的问题 [4]。

(2)民族教育公平的现状及原因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其中汉族的

人口比例非常大，占据了我国大部分的国土，而一些少数民族
的由于人口数量较少，基本都生活在我国的边疆地区，而边疆
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相对落后，也存在教育不公的问题，
虽然与我国其他地区教育不公问题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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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主要为以下几点 :
a.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之间的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
根据 2013年国家统计年鉴发现，2012年，针对青海省

的教育问题，国家投入的经费为一百四十七亿，而对北京教
育经费的投入高达六百二十八亿。我国的 211重点大学共有
一百一十六所，少数民族自治区只有六所，我国 985院校共有
三十九所，而少数民族地区的数量为零。根据当前的教育情况
可以看出，教育资源主要投放在我国的重点院校，教育部的直
属院校学生的平均拨款数是地方院校学生平均拨款数量的2.5倍。
这些巨大的教育资源差异也是导致教育不公的问题之一 [5]。

b.少数民族地区师资力量严重不足
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而在本地区

内也存在贫富落差，其中少数民族的农村地区，很难有教育资
金的投入，教师的薪资问题也是教育发展困难的重要原因，很
多地方都存在“没有老师来，来了留不住”的问题。合格教师
的数量严重不足，师生比例不协调，学校往往被迫找来自身素
质不达标的代课教师授课，导致很多适龄儿童的教学质量得不
到保证 [6]。
在历史上，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都是十分落后而且战乱不

断的地方，人口数量非常少，在有限的人口中大部分都以从事
生产劳动为主，投入在教育上的时间非常少，甚至有一些地区
对教育的认识基本等于零，与汉族地区形成非常大的教育落差。

三、以教育公平为准则发展西部地区的民族教育事业

我国拥有五十六个民族，分布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其中汉
族人口较多，少数民族人口较少，所以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
特点，在大量的汉族人口中存在一些小数量的少数民族人口，
大部分的少数民族人口都分布在我国的西部地区，而对西部地
区的教育不公平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如何利用教育公平发展
和完善西部的教育事业是当前首要解决的问题 [7]。

1.加大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
导致我国西部地区教育落后的原因是经济落后、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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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以及历史因素。其中导致教育发展空间受限的主要原因是
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经
济的支持空谈未来的发展前景都是自欺欺人的行为。我国可以
通过加大教育经济投入，大力发展西部地区的教育事业，再教
育发展成功以后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成一个良性的循
环模式。同时，我国东部的发达地区也可以“支援”西部地区，
真正实现“先富带动后富”[8]。

2.要重点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学校的建设
我国农村人口的数量非常庞大，国家对城市和农村在教育

经费上的投入却有着很大的经济落差，而西部的农村地区教育
经费更加紧缺，所以西部地区的政府部门应该加大教育的投资
力度，重视农村学校的建设，实现提高西部地区的教学质量的
目的 [9]。

3.要着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优良的师资队伍
要实现西部地区师资力量问题，首先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提

高教师的薪资待遇和工作环境，避免因薪资和工作条件造成“留
不住”教师的问题。其次，相关部门和学校要加大教师的考核力度，
提升少数民族地区教师的整体素质。

4.要依法保障广大少数民族地区人们接受教育的权利
改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问题，国家的支持是必不可

少的，国家要为西部少数民族的教育提供法律支持，现如今，
国家已经颁布了一些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各少数民族应该结
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加大本民族的教
育事业力度，使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受到法律的保障，改
善教学质量 [10]。

四、结语

综上所述，针对我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而言，
国家、政府、相关部门要提高重视程度，提高教育质量是一个
漫长的过程，同时需要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打造一个完
善和发展的西部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最终实现我国教育事业公
平发展，提高各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