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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安全是国家安全不容忽视的一部分，而边境教育的安全则是教育安全的一 个 重 要 组 成 部 分。为 客 观 把

握边境教育安全的状况、存在的问题，课题组先后对云南省多个边境县市开展了为期近３个月的调研。结果表明：我

国边境地区的义务教育事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学生、家长对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度较高，但是仍存在着对国家

认同教育重视不够、学校教育脱离边疆实际、办学质量不高以及忽视相邻国家教育发展对我国边境地区教育产生负面

作用等影响边境教育安全的显性和隐性的因素。因此，教育需进一步贴近边境地区区位及多民族文化特色，强化国家

认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认同、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增强凝聚力、提高边境教育安全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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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边境地区相对

稳定，跨境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加，边境人民的生活

水平明显提高，边境一线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长足

发展，但同 时 也 带 来 了 重 视 经 济 发 展 忽 视 文 化 建

设，强调开放合作忽视境外势力的干扰和渗透，关

注学校的硬件建设忽视内涵发展，教育整体质量不

高，功能难以发挥，社会认同度偏低的等影响边境

教育安全的显性和隐性的问题。因而，加强边境安

全不仅要关注边界安全、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与比

邻国家睦邻友好，还应强化教育在促进边境地区各

族人民的国家认同，［１］增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

意识，充分发挥教育在边境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多种

功能和作用。这就需要加速边境地区教育自身的发

展，提高水平和质量，增强边境民众对教育的认同

度，增强教育安全的危机意识和防范能力，提高边

境地区教 育 抵 御 来 自 外 部 或 内 部 挑 战、侵 蚀 的 能

力。［２］

自２０１２年开始，“边境教育安全与社会稳定研

究”课题组，以云南为个案对多个边境县进行深入

的实地调 查，从 边 境 地 区 学 校 教 育 的 整 体 发 展 状

况，教育在促进国家、民族认同中的作用，教育在

服务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作

用，边民对教育安全的态度和认识等多个方面开展

研究。在前期 基 线 调 研 的 基 础 上，２０１４年９月 课

题组再次对云南 Ｈ 县 进 行 了 深 入 的 专 题 研 究，旨

在客观把握 近 年 来，尤 其 是 国 家 全 面 实 施 “桥 头

堡”战略 和 深 入 推 进 “一 带 一 路”建 设 以 来，以

Ｈ县为代表的云南边境地区教育安全的基本状况。

二、调研的基本情况

（一）调研目的

边 境 地 区 的 教 育 作 为 边 境 地 区 社 会 发 展 的 基

石，在提高边民总体文化素质、传承多元一体中华

文化、培养 服 务 边 境 地 区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技 术 人

才、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以及在维护边疆地区各

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与安全等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

作用。本次调研旨在 全 面 了 解 Ｈ 县 以 义 务 教 育 为

核心的边 境 教 育 发 展 状 况，教 育 在 边 境 发 展 中 作

用，边境教育安全的基本状况，以期为加强边境教

育安全，促 进 边 境 教 育 的 发 展 和 边 境 地 区 民 族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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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会稳定提供对策和建议，为进一步深入相关

研究提供参考和依据。具体而言，本次调研的主要

目标：一是通过实地调查并基于学生、家长、教师

的视角了解 边 境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的 学 校 教 育 发 展 状

况；二是了解教育部门、社区、家长、学生等不同

群体对边境教育安全的认识和态度；三是把握教育

在传承民族文化，促进文化和谐、民族团结和社会

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四是探索边境教育存在的安全

问题并分析其存在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

议。
（二）调研方法

此次调研在现场观察的基础上主要运用了文献

法、问卷法、访谈法。

１．文献法。调研组在开展实 地 调 研 之 前，充

分利用学校网络，查阅关于边境地区学校教育情况

以及边境学生对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等方面的

材料；在调研时，在教育局和各调查学校收集相关

边境学校 教 育 的 资 料，包 括 开 展 活 动 的ＰＰＴ、统

计数据、研究论文等，并在实地考察时，采集或拍

摄了大量反映边境学校、社区、家庭教育发展状况

的资料和照片，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２．问卷法。基于调研目的，课 题 组 从 边 境 学

校教育发展与教育认同，教育与国家、民族文化认

同，以学生为主体的边境不同群体对教育安全的认

识和态度等３个 维 度，２７个 向 度 开 展 调 研。在 参

考了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

统计指标体系 （试行）》《云南省教育统计年鉴》以

及西南大学邓敏的 《哈尼族、彝族大学生民族认同

及注意偏向特点研究》等学术论文之后，课题组自

编调查问卷，并通过两次前测对问卷进行信度、效

度的检验。我们重点 调 查 了 Ｈ 县 边 境 沿 线 的４个

乡镇的６所小学、２所初级中学、２所附属幼儿园、

１所九年一 贯 制 中 学，以 及１个 乡 文 化 中 心 站、１
个村委会。考 虑 到 学 生 对 问 卷 理 解 能 力 差 异 的 问

题，我们选取小学高年级段和初中七、九两个年级

的学生进 行 问 卷 作 答。共 发 放 调 查 问 卷１２００份，
回收 有 效 问 卷１０８３份，回 收 率９０．２５％，其 中，
学生问卷５６２份，家长问卷３５３份，教师问卷１６８
份。调研后期，课题组应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调查

数据进行录入和分析。

３．访谈法。为了进一步深入 开 展 研 究，聚 焦

问题和加强针对性，我们根据基线调研中发现的问

题和问卷设计中的一些重点领域开展访谈。我们编

制了访谈提纲，对教育局有关领导、社区、村委会

负责人，对 调 查 学 校 的 学 校 领 导 和 相 关 部 门 负 责

人、骨干教师，进行个人或集体访谈。同时，采用

随机访谈的方法，对调查学校的部分教师、学生进

行访谈，以期获取丰富、翔实、生动的资料和典型

案例。

三、调研结果与讨论

（一）Ｈ县的学校教育发展的现状

Ｈ县位 于 云 南 省 南 部，红 河 州 东 南 端，与 越

南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老 街 省 山 水 相 邻，其 总 面 积

１３３２平方公里，山区 面 积 占９７．８％，是 云 南 省 唯

一的瑶族自 治 县。全 县 共 辖６个 乡 镇，２７个 村 委

会，２７５个村民 小 组，３个 社 区，４个 省 属 国 营 农

场，有１个国家级口岸、３个省级边境通道和多条

民间通 道，居 住 着 瑶、苗、壮、傣、彝、布 依 等

２４个民族，总 人 口１０．４８万 人，其 中 少 数 民 族 人

口占全县总人口的６１．５８％。① 近年来，Ｈ县政府高

度重视教育工作，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桥头堡”

战略实施及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机遇，积极

发展本县教育，尤其是加快边境地区教育的发展步

伐并取得 了 明 显 的 成 效。主 要 表 现 在 以 下 几 个 方

面。

１．边境地区的义务教育取得较好的 发 展，呈

现出从 “有学上”向 “上好学”的层次发展

２０１１年，Ｈ 县 小 学 入 学 率 为１００％，初 中 入

学率９９．５４％，表明Ｈ县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

目标基本完成，满足了人们享有公平教育的愿望，

实现了教育机会的公平，现在正向适应人们不断提

高的追求高质量、优质教育的需求而努力奋斗的层

次发展。

（１）学校布局趋于集中，硬件条件明显改善。

根据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中小

学区域布局调整指导意见》文件精神，按照 “小学

集中到乡镇或行政村，初中集中到县城或乡镇，高

中集中到州、市或县城”的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基本

原则和要求，Ｈ县结合实际，从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３年

底，共撤并学校５５所。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学年，全县共

有各级各类学校６２所，其中：高中１所、职业高

级中学１所、九 年 一 贯 制 学 校２所、初 级 中 学４
所、完全小学２１所 （含民办１所）、教学点２０个、

幼儿园 １３所 （含 民 办８ 所）。② 具 体 分 布 情 况 见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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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Ｈ县学校分布情况

年
度

学校

总
计

幼儿园
小学

小计 完小 教学点 一师一校

初
中

高
中

职业
高中

２０１０　８４　 １１　 ６５　 ２２　 ４３　 ３２　 ６　１　 １

２０１１　７３　 １２　 ５３　 ２２　 ３１　 ２５　 ６　１　 １

２０１２　６６　 １４　 ４４　 ２２　 ２２　 １６　 ６　１　 １

２０１３　６２　 １３　 ４１　 ２１　 ２０　 １３　 ４　１　 １

由表１可 知，近 几 年 随 着 撤 点 并 校 政 策 的 实

施，Ｈ县的 学 校 和 教 学 点 数 量 持 续 减 少。整 体 上

看，通过学校布局的调整，学校资源科学合理地集

中，提高了办学水平，教育教学质量逐渐显现，极

大地促进该县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实地观 察 中，我 们 了 解 到，近 来 Ｈ 县 确 立

“经济要发展，教育 要 先 行”的 思 想，不 断 增 加 对

边境地区的教育投入，至２０１３年，全县村 完 小 以

上学校基本达到了 “一无四有六配套”的标准 （无
危房；有教室、有课桌椅，有远程教育设施，有实

验设施设备和体卫艺设施；围墙、球场、校门、厕

所、旗杆、水源配套），硬件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２）师资队伍不断优化，教育质量明显提高。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有一流的教师，才会有一流

的教育，才能培养出一流的学生。因此，要发展边

境地区的教育，保障边疆安全，就要把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摆在教育工作的突出位置。为此，国家和各

级政府积极制定多项倾斜政策，鼓励和吸引教育人

才到边境地区任教。
表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Ｈ县中小学师生比例

年度
小学 初中

在校生 专任教师 师生比 在校生 专任教师 师生比

２０１０　９０７２　 ７２７　 １∶１３　 ４２６３　 ３２３　 １∶１３

２０１１　８８９９　 ６９６　 １∶１４　 ４５１１　 ２６６　 １∶１７

２０１２　８７２６　 ６２９　 １∶１５　 ４１６４　 ３５４　 １∶１２

２０１３　７５３４　 ６６２　 １∶１１　 ３０７７　 ３２８　 １∶ ９

从表２中 的 数 据 可 以 看 出，近 年 来，Ｈ 县 边

境各学校的师生比均低于国家２００１年颁布的 《关

于制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意见》中 “农村普

通初级中学的师生比为１∶１８，农村小学生师比为

１∶２３”的规定。师生比逐年优化，不仅符合边境

民族农村地区学校教育的实际情况，而且有利于教

师专业的发展，带来了教育质量的明显提高。教师

的学历水平 影 响 着 教 师 的 知 识 水 平 和 教 育 教 学 能

力，因而，提高教师学历水平有利于教师队伍综合

素质和能力的提升，有利于边境地区学校教育质量

的整体提高。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２０１３年 Ｈ 县

已有９６．４％的 教 师 是 大 专 以 上 学 历，教 师 学 历 基

本达标。
国 家 和 各 级 政 府 的 这 些 倾 斜 政 府 与 措 施 的 实

施，有利地促进了边境地区师资队伍的优化发展，
为边境地区的教育质量的提高提供了保障。在访谈

某中学校长时，Ｌ校长认为， “师资力量的强大使

学校教育质量也明显提高。２０１３年，本 校５２％的

毕业 生 升 入 高 中，其 中 有１０名 升 入 了 重 点 高 中，
其余 的 学 生 则 选 择 就 读 中 专、中 技，升 学 率 达

９２％，这是本校前所未有的成绩。”③ 从Ｌ校长的讲

话中可以看出，教师队伍的不断优化使边境地区的

学校教育取得极大的进步，也为今后更好的发展也

奠定了良好基础。

２．边境地区学生对国家、民族文化的 认 同 度

较高，并且家长对子女所在学校的条件也较为认可

边境安全的价值核心是边民对国家的认同，而

要达到对国家的认同，必须首先认同其文化。文化

认同是国家认同的精神支持，从教育传承人类文化

的功能讲，要使边民产生安全的心理边境，进而提

升和拓展他们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就必须使其认同

我们国家的教育。［３］因而，为确保边境地区的长治

久安，必须加强边境地区学校中的爱国主义教育，
增强学生对国家及其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认

同度，提高学生、家长对学校教育的认同度。
（１）边境地区学生对国家的态度。问卷调查数

据表 明，有９６．１％的 学 生 对 “作 为 一 名 中 国 人，
我感觉非常 骄 傲”问 题 做 出 了 肯 定 回 答，其 中 有

５９．１％的学生选择了 “完全同意”。在对 “我对中

国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感到骄傲”的问题回答时，有

９０．９％的学生选择了 “完全同意”“基本同意”“同
意”。对学校组织的升 国 旗、唱 国 歌 活 动 的 态 度 的

调查中，８５．６％的学生表示感到 “自豪”。由 此 可

见，边境地 区 学 校 的 学 生 对 国 家 具 有 很 高 的 认 同

度，集中体现了边境地区学校作为爱国主义教育、
国家认同教育主战场的重要作用。正如我们在访谈

时校长们所强调，学校不仅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

向学生宣传国家和地域文化知识，培养学生热爱祖

国的感情，而且还要因地制宜，通过形式多样的校

园和社会文化活动来渗透国家认同的教育。正是这

点点滴滴，渗透在日常校园生活中的教育和活动，
使边境地区的学生具有了浓浓的爱国情怀，产生了

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
（２）边境地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态度。为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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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学生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和自身

的民族文化认同的状况，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 “我
乐于别人知道我的民族身份”、“我认为本民族的文

化有必要保护”两个问题。问卷结果显示，分别有

７１．８％和８８．５％的 学 生 对 上 述 问 题 选 择 了 “完 全

同意”、 “基 本 同 意”和 “同 意”。这 一 结 果 说 明，
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对本民族的文化有较高的认同。

（３）边境地区学生对境外文化的态度。由于边

境地区特殊的地理、民族、文化、宗教等因素，境

外文化极易对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尤其是对

学生产生影响，因而，了解边境地区学生对境外文

化的态 度 具 有 重 要 的 意 义。我 们 的 调 查 发 现，有

３６％的学生 “完全同意”对境外不良的文化进行抵

制，另有１３．６％的学生 “基本同意”，还有２０．９％
的学生选择 “同意”，这说明边境地区的多数学生

对境外不良文化有较清醒的认识和一定的抵御自觉

性。这一状况得益于教师对境外文化影响的重视，
更得益于教师采取的行动。我们对教师问卷的分析

表明，有９０％的 教 师 鼓 励 和 支 持 开 展 多 种 活 动，
教育学生抵御外来文化的渗透和不良文化的影响，
保障国家和民族安全。

但值 得 关 注 的 是，仍 有 近３０％的 学 生 对 抵 制

境外不良文化表示 “基本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面对这样大比例的学生群体对境外文化的负面影响

不以为然，我们不能不引起重视和警觉。通过对学

生进行差异性分析发现，学生群体在不同性别、是

否留守、是否单亲等方面无显著差异，然而，在年

级和家校距离两个变量上，学生的作答存在着显著

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主动抵制境外不良文

化的学生 群 体 中，初 中 生 所 占 比 例 远 远 高 于 小 学

生。
若以 “家校距离”为分组变量，以学生对 “我

会对境外不好的文化进行抵制”这一问题在里克特

五点尺度上的选择分数为检验变量，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对不同 “家校距离”学生在此问题上的态度

倾向差异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 “家校距离”
四个组的平均数差异达显著水平，组间效果Ｆ （３，

５４５）＝６．７７９，Ｐ＝０．０００＜０．０５，表 示 家 校 距 离

不同的学生，其对境外不好文化的态度有所不同。
进一步从事后多重比较中可以看出，四个水平平均

数的两 两 比 较，家 校 距 离 “３公 里 以 内”和 “３～
１０公里”与 “２０公里以上”的学生对境外不好的

文化进行抵制的态度差异均达显著水平，平均数呈

现逐步增高趋势，这表明家校距离越远的学生，其

对境外不 好 文 化 的 抵 制 越 不 主 动，以 家 校 距 离 为

“２０公里以上”的学生主动性最差 （Ｐ＝０．０００）。
（４）边境地区学生家长对学校教育的态度。Ｈ

县与相 邻 国 边 境 的 瑶 族、壮 族、苗 族 是 同 根 同 源

的，在他们自身 “根骨情结”驱动下，双边民族交

往频繁，且存在 “和平跨居”现象。［４］需要强调的

是，他们对子女的受教育学校的选择是基于利益而

不是遵从国籍。为了我国边境地区学生不流失于境

外，保证我 国 边 境 教 育 安 全，Ｈ 县 在 国 家 的 优 惠

政策和经费投入大幅向边境地区倾斜的前提下，依

托优势的地理位置，在加强与邻国的经济合作与人

文交流的同时，也努力提高边民对我国教育的认同

度。
表３　边境学生家长对学校的认同度

问题 选项 （百分比）

我对学校所
在的地点感

到满意

完全同意

２６．３
基本同意

２５．８
同意

３１．７
基本不同

意９．９
完全不同

意５．１

我对学校教
师的教学水
平感到满意

完全同意

２８．０
基本同意

３１．４
同意

３０．９
基本不同

意３．４
完全不同

意４．８

我对学校校
园建设感到

满意

完全同意

１９．５
基本同意

２５．５
同意

３６．０
基本不同

意９．９
完全不同

意６．２

我对学校的
管理水平感

到满意

完全同意

２０．４
基本同意

２９．５
同意

２８．９
基本不同
意１１．６

完全不同
意７．６

从表３中可以看出，分别有８４．８％、９１．７％、

８３．４％、８０．３％的家 长 在 对 学 校 位 置、师 资 力 量、
学校环境以及管理水平的态度上，选择了 “完全同

意”“基本同意”“同意”三个选项，这表明了边境

绝大部分学 生 家 长 对 我 国 边 境 学 校 的 条 件 较 为 满

意。但也存在少部分 “不 同 的 声 音”，这 说 明 我 国

边境地区的教育还需要加快发展，以求尽快满足人

们的教育需求。在实地调研中我们也看到，随着国

家加大对边境教育的投入力度，边境学校硬件和软

件在不断地改善，学校教育质量逐步提高，同时也

由于各地认真落实国家 “两免一补”、“营养餐”计

划等相关 政 策 和 计 划，边 境 地 区 学 校 更 具 有 吸 引

力、更能留得住学生，家长对学校教育的认同度也

明显提高。
（二）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通过上述对 Ｈ 县 边 境 地 区 学 校 发 展 的 现 状 所

进行的描述，我们看到边境地区的教育事业有了很

大发展，但仍然存在着一些可能会给边境教育带来

直接或间接的安全隐患的，值得关注并亟待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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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１．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严重制约边境地区学校

发展，削弱了边境教育安全的基础

中越边境地区自然生活环境恶劣，贫困是边境

较为普遍的社会现实，村民没有发展经济的优势，
国家外部的政策资金是边境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的唯一推动力。［５］虽然国家和省政府对边境地区的

教育事业推行了一系列倾斜优惠政策，使边境学校

的教育事业得以迅速发展。然而以县财政为主筹措

的教育经费 远 远 满 足 不 了 边 境 地 区 教 育 发 展 的 需

求，而且也由于当地政府存在着重经济轻教育的思

想，对教育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等原因，也在一定

程度上导致了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客观上造成了

边境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滞后。
在对 Ｈ县 几 所 边 境 学 校 的 走 访、座 谈 中，我

们了解到该县各学校的办学条件仍面临许多难题，
如城区学校教学硬件老化、大班额、城市规划中学

校发展空间狭小等突出问题，而广大的乡村学校尤

其是边境沿 线 的 学 校 办 学 条 件 滞 后 的 状 况 更 为 严

重。
（１）学校基础设施陈旧且数量不足。一是教学

硬件设施不足。在实地调研中我们看到，全县边境

学校硬件设施严重不足，教学基本上仍是黑板加粉

笔的传统方式，此外，图书、体育器材、电脑等学

习资源和教学设施配备的缺口较大。例如，某中学

有２９个班，全校却只有１５台电脑，远远不够学校

开展信息技术教育的需求。二是住宿条件难以满足

师生的基本需要。在对学校实地观察中，我们看到

许多学校的学生集体宿舍条件简陋且存在诸多安全

隐患。此外，学校的食堂、沐浴、医疗等设施和条

件均极为简陋。另一方面，２６．８％的教师来源地是

“非本县”，但由于自身经费困难，学校未能较好地

解决教师的住宿问题，有的老师只能外出租房住，
而绝大部分教师则成了 “保姆型”教师，跟学生住

在一起并担当宿舍管理员。
（２）教职工缺口较大，学校难以用有限的经费

聘请相应的人员。边境地区学校教师，尤其是乡村

一级的教师数量不足一直是一个困扰边境地区学校

发展的瓶颈，然而旧的问题没解决，新的矛盾又接

踵而至。随着寄宿制学校住宿学生人数的增多以及

随后国家推行的学生营养餐计划，学校后勤工作量

大幅增加，但问题是学校现有在编后勤人员人数未

变，因此，后勤人员缺口极大，后勤工作的管理难

度也直线上升。在与当地民族中学的校领导座谈中

我们了解到，该校现有住校生４００多名，而在编的

后勤人员仅有９名，为了解决后勤管理的困难，学

校只得自行向社会聘请后勤人员，而这自行聘请的

人员的费用只得由学校自掏腰包。这既加重了学校

的办学成本，又因为临时聘用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

而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给学校的管理工作增加困

难。
良好的办学条件是教育发展的前提和保证。边

境地区的学校相对落后的教学设施远远不能满足边

境人民追求高质量教育的需求，而学校职工缺口较

大则影响学校工作的顺利开展，总之，边境地区的

学校相对落后的办学条件成为制约边境教育健康发

展的重要要因素之一。

２．学校师资力量较为薄弱，影 响 国 家、民 族

文化认同教育的开展

通过实 地 观 察 和 访 谈，我 们 了 解 到，Ｈ 县 各

中小学普遍面临着师资力量薄弱的问题。
（１）师 资 队 伍 结 构 性 矛 盾 凸 出。调 查 数 据 显

示，边 境 地 区 教 师 队 伍 中，男 女 比 例 为 ３６％、

６４％，教龄在２０年以上的教师占３９．１％，这些说

明教师队伍性别失衡且年龄分化严重。在实地走访

中，我们也发现，边境学校老中青教师的比例严重

失调，老教师年龄偏高且知识老化，而刚入职的青

年教师欠缺经验且 “军心不稳”，这就使学校师资

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另外，边境各学校因教师数

量相对不足，普遍存在教师所学专业与所教专业不

一致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边境地区学

校的教学质量。由此可以看出，师资队伍结构性矛

盾凸显给边境学校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一些不

利影响。
（２）教师工作任务繁重，且发展路径不畅，影

响了专业发展。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４２．３％的教

师认为自己 成 长 受 限，究 其 原 因 有４４．６％的 教 师

认为 “制约自己专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 “教学负

担过重”，另有３３．３％人选择了 “缺乏专业指导”。
以上数据表明，边境地区的学校教师由于教学任务

繁重，工作压力较大，致使其无时间，也无精力提

高业务技能，这势必影响教师教育教学的热情，而

即使他们有专业发展的需求，却苦于无门路，只进

行简单的校本课程培训，制约了其专业成长，从而

也影响到边境地区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
（３）缺少双语教师，影响学生后续发展。一种

语言的消失，通常就意味着这种语言背后的文化的

丧失。我们要保持我国文化的多样性，真正提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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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软实力，就应该保护每一种民族语言和它背后的

文化，而从教育上说，就是要加强对民族语言的教

育。［６］Ｈ县居住着２４个少数民族，其中以瑶、苗、
壮三个民族人数最多。由于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

缓慢，少数民族的适龄儿童在进入小学一年级前基

本由家长带大，完全不会说汉语，因而很难在较短

时间内适应学校的学习和生活。另一方面，小学低

年级的教师懂得少数民族语言的数量又比较少，在

被访的教师中，５６．５％的教师为不会讲少数民族语

的汉族，而少数民族教师队伍中，会讲本民族语言

的教师仅占３８％，并 且 他 们 中 大 多 被 安 排 在 高 年

级。这一状况给小学低年级的教学增加了困难，致

使相当一部分学生跟不上教学的进度，多科成绩徘

徊在３～４０分 之 间，到 小 学 高 年 级 时 就 成 为 厌 学

生、学困生，即便进入初中也可能早早辍学。可以

说，双语教师的缺失不仅影响到边境地区学校开展

“双语”教学工作，也成为制约少数民族学生发展

的瓶颈。
（４）邻国边境教师的特殊待遇加剧了边境地区

学校教师队伍的不稳定。为鼓励教师到边境贫困地

区工作，邻国政府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诸如工资

比原来增加７０％～１００％，一年工龄算一年半，可

提前退休并 且 可 以 提 前 领 取５～１０年 的 退 休 金 等

等，④ 相对 来 说，邻 国 教 师 的 地 位 较 高，工 资 待 遇

也相对高。这无形中使我国边境地区教师地位相形

见绌，也加剧了教师队伍的不稳定性。调查数据表

明，Ｈ县有６９％的教师对目前的工作状况不满意，
希望能够到收入更高的行业工作。即使在愿意继续

当教师的人 员 中，也 有６９．１％的 教 师 想 到 其 他 条

件更好的学校，如县城、城郊或镇上的学校任教，
而继续留在边境沿线学校任教只是无奈之举。

这一调查结果令人堪忧，它不仅客观地反映出

边境一线教师队伍处于极大的不稳定状态，甚至随

时准备逃离边境学校，而且也折射出教师这一 “天
底下最神圣的职业”的光环边境地区的特殊背景下

已经暗淡。究其 原 因，既 有 Ｈ 县 的 边 境 教 师 队 伍

结构性矛盾突出、教学任务繁重、专业发展滞后、
双语教师缺乏等内部问题存在，也有边境地区不良

社会风气致使尊师重教氛围淡薄，加之邻国为稳定

边境地区教师所采取的种种优惠政策，使我国边境

地区教师职业成就感较低，心理极不平衡，进而影

响了教师队伍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３．学校忽视民族文化传承教育，阻碍 学 生 对

本民族文化的情感生成

认 同 是 个 体 与 他 人 有 情 感 联 系 的 最 初 表 现 形

式，而从这个意义上看，要培养学生热爱中华民族

和自己本民族，首先要培养他们民族认同感。民族

认同就是民族成员在民族互动交往的过程中，基于

对自己民族 身 份 的 反 观 和 思 考 而 形 成 的 对 自 民 族

（内群体）和他民 族 （外 群 体）的 态 度、信 念、归

属感和行为卷入，以及其对民族文化、民族语言和

民族历史等的认同。［７］学校教育是现代传承少数民

族文化的重要途径，通过传承少数民族优秀文化，
使学生获得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从而为自己今后

的发展确定正确的方向。
由于特殊 的 历 史 和 环 境 的 影 响，Ｈ 县 的 边 境

学校大多为相对封闭的以少数民族学生为主体的寄

宿制学校，边境地区多元民族文化理应是校园文化

建设不可 多 得 的 素 材。然 而，Ｈ 县 的 边 境 学 校 的

课程设置和教学活动仅满足于完成以国家指导纲要

要求开设的常规课程，而具有乡土气息和民族文化

元素的校本课程开发和民族文化传承活动则很少开

展。在对教 师 的 调 查 中 我 们 看 到，有４６．４％的 人

对学校开设校本课程及开展民族文化活动的状况评

价 为 “一 般”，而 １９．６％ 的 人 认 为 “不 多”，

１５．０％认为 “几乎没有”。这一现象也反映在对学

生的调查中，５０．７％的学生声称学校很少组织民族

歌舞的活动，另 有６２．２％的 学 生 不 喜 欢 学 校 组 织

的民族活动，认为它仅流于形式，“没什么意思”。
通过实地观察和对学生个体的随机采访，我们进一

步了解到，年级越高，少数民族学生说民族语言、
穿民族服饰的越少，他们逐渐习惯了以城市主流文

化为主的课程，并且开始对穿本民族的服饰产生抵

触。他们虽然对自己所属民族感到自豪，但在行动

上却疏离了民族元素，而向 “汉化”迈进，这给学

生的后续发展带来很大的障碍。当这些学生完成学

业，步入社会后，既不能较好适应本民族社区的生

活，又不能融入外界工业化的社会，成为一种 “文
化边缘人”。［８］Ｈ 县边境 学 校 虽 处 于 多 元 民 族 文 化

频繁交流互动的环境中，但却普遍存在着忽视民族

文化传承教育的状况，这既脱离当地教育的实际需

要，不利于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情感生成，也极易

产生文化的隔阂和冲突，影响学生及其家长对学校

教育的认同。

４．边境地区的教育管理滞后，缺少主 体 性 和

前瞻性，影响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边境教育行政部门一贯奉行 “大一统”式的管

理体制，管理的主体意识淡薄，［９］致使县域教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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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高度依赖国家投入，依赖外部的扶持，缺少自主

发展、差异发展、特色发展的追求。例如，在教育

经费投入上，该县为加快教育发展，适应学校布局

调整和改 善 办 学 条 件 的 需 要，教 育 累 计 欠 账 达 到

１．４亿多。⑤ 且不说以一个边境县的有限财力如何归

还这一笔 巨 额 的 教 育 欠 账，单 就 教 育 管 理 的 不 科

学、不规范，管理过程缺乏严格监督，必然给边境

地区教育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正如ｑ乡中学校长

所指出：“国家在援助边境学校建设时，只加大资

金的投入却缺少配套的监督机制，许多学校基础设

施建设拖了又拖，新教师也迟迟分配不下来，这既

造成教 育 资 源 利 用 不 合 理，造 成 极 大 的 浪 费，同

时，也影响了边境地区教育质量的提高。”⑥ 在实地

观察中，我们发现边境地区幼儿园极缺专业教师，
某幼儿园有１１８名幼儿，仅配备４名教师且只有１
名毕业于学前专业。这一状况极不符合国家和云南

省中长期发展规划对幼儿教育的要求，也不符合从

基础上缩小城乡差异，促进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的方向。究其原因，既有国家和地方在城乡教师

编制设置上长期存在而又得不到有效解决的问题，
也有地方教育管理部门每年把有限的新进教师指标

投放在什么地方、什么学校、什么专业的问题。
在学校管理方面，许多学校校长反映， “教育

管理方面，甚至各个学校的校长常伴随上级领导频

繁更换而不断地更换”“学校校长和教师对校园建

设工作没有发言权”“整个学校日常工作大部分都

围着上级 ‘变化 多 端’的 层 层 检 查 转”。此 外，在

家校互动方面，主管部门也缺少相应的规范导向，
造成边境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民族文化传承教育

活动常常流于形式化和表现化，缺少内涵。以上这

些意见不仅反映出作为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滞后，
缺乏统筹 规 划 和 前 瞻 性，缺 乏 检 查 落 实 的 长 效 机

制，也不利于发挥学校校长和教师的主体精神，形

成各具特色的办学理念和发展优势，不利于边境地

区学校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５．家 庭 教 育 的 缺 失，带 来 边 境 教 育 安 全 的

“水土流失”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是孩子的

启蒙教育。从这一意义上说，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

的基础，良好的家庭教育是构建有利于学生健康成

长的学校教育生态的土壤和水分。然而，尽管边境

贸易的不断扩大，边境地区的人们生活水平有了很

大的提高，但家长对子女的教育依然不够，家庭教

育仍然是在 Ｈ县整个教育的短板。

（１）家长文化素质较低，不重视教育。我们的

调查结果显示，边境地区的学生家长大多是初中及

以下文化水 平 的 农 民，其 中 有２３．２％的 家 长 还 是

文盲。这一状况从客观上就限制了其学习和应用现

代教育理念和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来引导孩子的成

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近年来依靠种植经济

作物和边 贸 的 快 速 发 展 带 来 的 机 遇 和 致 富，致 使

“读书无用论”和 “唯金钱论”的观念在边境地区

迅速泛滥，进而有不少家长不仅忽视对子女教育，
缺乏责任意识，而且完全听任甚至误导子女的学习

意愿。从 长 远 来 看，这 一 短 视 的、急 功 近 利 的 行

为，必将给家庭、学校教育和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

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
（２）宗教和民族传统文化影响，导致学生辍学

早婚现象严重。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普遍有宗

教信仰，Ｈ县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６１．５８％，尤以

瑶、苗、壮三个民族居多，其大多信奉佛教、基督

教。宗教文化和少数民族传统风俗直接影响着人们

的思想意识形态和风俗习惯，使早婚现象在当地甚

为普遍。调查中不少学校领导和教师都反映：许多

学生１４、１５岁 就 按 照 家 庭 安 排 回 家 组 织 小 家 庭。
这种较为普遍的早恋、早婚现象，是造成边境地区

学生辍学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教育行政部门、
学校、教师对此虽深知其害，但面对这陈风陋习也

只能说服教育，收效甚微，对此只能表示无奈。⑦

（３）寄宿制办学体制，致使亲子关系疏远。经

过十年的撤点并校，边境地区产生了一大批寄宿制

学校，在提高办学效益和质量的同时，也带来了许

多负面的问题。此次调查问卷统计表明，６８．７％的

学生住校，其中家校距离在１０～２０公里的学生占

调查人数的４２．９％。住 宿 制 存 在 增 加 家 庭 经 济 负

担、加重学校教师工作压力、增多学生安全隐患等

显性问题，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亲子关系的疏远，
不利于学生心理健康，不利于学生长远发展、家庭

和谐，甚至会成为边境地区社会稳定的隐患。
（４）家庭教育功能的缺失，加速了少数民族文

化的流失。Ｈ 县７０％以 上 是 少 数 民 族，具 有 非 常

丰富和绚丽的民族文化。长期以来，民族文化的传

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并渗透到家庭日常生活中的传

统习俗、民族节庆活动、宗教仪式、建筑风格、民

族服饰、行为方式之中。一代代儿童正是沐浴在这

鲜活的生活教育中，潜移默化地适应并传承着本民

族的优秀文化。然而，边境地区贫困的现实使家长

为改善生活水平忙碌着，把教育子女的责任全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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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校，忽视了民族文化的传承。我们的调查数据

显示，虽 然 有６７．４％的 家 长 将 “孩 子 的 教 育 问

题”⑧

作为家庭 的 中 心 任 务，但 还 有３７．６％的 家 长

认为，家庭的中心任务是 “提高经济收入”和 “家
长的工作劳动”，并且２５．５％的家长不赞成子女参

加那些能够传承民族文化的活动。
表４　加快边境地区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

不良社会风气及其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选项

选择

次数
选择

百分比

个案
百分比

更关注经济发展，忽视文化建设 ５２　１９．８％ ３１％
忽视了少数民族 文 化 或 传 统 民 俗
活动的开展 ４１　１５．６％ ２４．４％

不重视思想、道德的建设 ５９　２２．４％ ３５．１％
家长和学生只 想 挣 钱，忽 视 未 来
的发展 ７６　２８．９％ ４５．２％

急功近利，加 剧 社 会、家 庭 和 学
校浮躁的现象 ３５　１３．３％ ２０．８％

总计 ２６３　１００．０％１５６．５％

尤其值 得 关 注 的 是，近 年 来 伴 随 经 济 快 速 发

展，出现了诸多不良社会风气，加剧了家庭教育的

缺失和家 庭 教 育 功 能 的 单 一 化 倾 向。针 对 这 一 状

况，我们对教师做了问卷调查。结果如表４所示，
在这个多项选择题的作答中，选项 “家长和学生只

想 挣 钱，忽 视 未 来 的 发 展”被 选 中 的 比 例 高 达

２８．９％，其中有７６名 教 师 选 择 此 项，占 教 师 总 人

数的４５．２％ （ｎ＝１６８）。此 外， “不 重 视 思 想、道

德建设”被选中的比例为２２．４％，“更关心经济发

展，忽视文化建设”为１９．８％，“忽视了少数民族

文化 或 传 统 民 俗 活 动 的 开 展”为１５．６％，还 有

１３．３％是 “急功近利，加剧社会、家庭和学校浮躁

的现象”。

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教师把问题

的关键指向了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和家长的短视，
以及更为深 层 次 的 对 学 校 和 家 庭 对 文 化 建 设 的 忽

视，尤其是民族文化传承教育的缺失。家长作为社

会的一员，在对子女的民族文化传承中具有重要的

作用和价值，如若家长不能承担起传承民族文化义

务和责任，将不利于学生文化素养的提高和全面发

展。同时，也会导致从外部植入学生生活的学校教

育与家庭 “内生式”的教育相互疏离，使学校教育

游离于学生的生活之外，［１０］进一步影响民族文化传

承教育的效果，不利于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多

元一体文化观的形成。

四、对策与建议

边境地区教育的发展，对维护国家稳 定 安 全、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协调发展区域经济、推进教育

与社会公平、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以及加强与边境

国家教育 合 作 与 交 流 等，都 有 不 可 替 代 的 重 要 作

用，因此，必 须 赋 予 边 境 地 区 教 育 美 好 的 发 展 前

景。［１１］针对以上问题及原因，我们拟提出以下对策

与建议，旨在促进边境地区教育发展，加强边境教

育安全。
（一）努力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办边境人民满

意的教育

教育质量是留得住学生、留得住人心，是边境

学校发展的关键。边境学校务必要树立以质量为核

心的教育发展观，而边境教育要发展，改善办学条

件是第一要务。因此，国家和地方政府应为云南省

边境地区的教育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首先，应该继续增加对边境民族地区教育的投

入。要想 改 善 学 校 办 学 条 件，经 费 投 入 是 核 心 问

题。国家和各 级 政 府 要 坚 持 “以 人 为 本”理 念 和

“提高质量”的基点，切实加大对边境学校的经费

投入，不断完善边境学校教学仪器、信息设备、师

生宿舍等基础设施，满足边境学校的办学需求。其

次，要统筹管理教育事业。当地政府作为教育事业

的投资和管理主体，应该切实提高自身对边境教育

重要性的认识，完善学校经费管理体制，规范资金

管理，力争最大限度地改善边境学校的办学条件，
更新边境学校的办学理念，鼓励学校创新并彰显民

族特色、地方特色。最后，提高对边境地区学校公

用经费的补助标准，切实保障学校各项工作正常运

转的需要。
（二）加大师资建设力度，提高教育 质 量，确

保边境教育事业稳步发展

边境教师队伍建设是实现边境教育提高、维护

边境教育安全的核心因素，若想提高边境地区教育

质量、保证教育安全，必须要请进新鲜师资、培养

骨干师资、留住优秀师资。［１２］首先，教育行政部门

和学校应多元渠道充实教师队伍，通过优质师资的

各种引进政策，为边境教师队伍注入新鲜活力。同

时，严把 教 师 入 职 关 卡，从 入 口 提 高 教 师 职 业 素

质。其次，要充分利用多种资源，加强对中青年教

师的专业培训和校本研究，切实提高中坚力量的教

育实力，确保优质教师充实边境学校建设。再次，
强化低年级双语教师或多语教师的培养、培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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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校际合作、寻求大学支援等方式，培养一批适合

当地需要的双语老师，既保证了边境学生能顺利实

现语言过渡，又提高边境乃至整个国家的多元一体

文化教育的质量。最后，要切实满足教师生活的基

本需求，进一步提高边境地区教师的工资和福利待

遇，解决广大教师的后顾之忧。
（三）畅通家校沟通渠道，合力传承少数民族

优秀文化

“丧失现代化意味着民族的贫困，而丧失文化

传统则意味着民族文化的消亡”，因此，边境学校

要确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教育理念。也就是说，一

方面要注重国家一体教育，确保少数民族享有现代

教育的权利，另一方面要提倡和发扬各少数民族的

文化教育传统，体现和传承民族特色文化。［１３］边境

地区家长对学校教育的过分依赖与期待，在一定程

度上也为边境学校开展民族文化传承教育提供了良

好的环境。因此，教育主管部门出台相关政策和规

划，鼓励学校创造性地开展家校合作，以多种形式

畅通学校与社区的互动，激发边境地区家长和社区

的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的热情，并努力将民族、民

间文化元素吸纳到学校教育中，使学校教育与生活

教育互相融合，确保优秀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承。［１４］

通过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互协调、优势互补，
既有利于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效率，传承少数民

族优秀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培养具有民族自信心和

民族精神的人，从而营造出具有民族文化特色又注

重多元一体中华文化认同的社会氛围，增强中华民

族各民族的凝聚力，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增强学校教育的 “造血”功能，实现自

身可持续发展

教育，本质上是培养人的活动。边境学校教育

的中心任务是，通过不同的手段和形式进行主流知

识经验和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最终使一个边境民

族的 “自然 人”转 化 为 一 个 社 会 所 需 要 的 “社 会

人”。在国家各种倾斜政策和其他外部资源的支援

下，边境学校更应该增强自身 “造血”功能，挖掘

自身资源的最大潜力去探索适合自己、适合边境地

区社会需要的教育道路。首先，学校应该坚持 “以
人为本”的理念，既要培养适应本民族地区生产生

活方式和对本民族有强烈自豪感，对边境民族地区

的社会发展有用的人，同时也要兼顾当地人 “走出

去”的愿望，使确定自己最佳发展方向，实现最优

化的成长结果。其次，学校要千方百计稳定教师队

伍，这是学校健康安全发展的前提条件。鼓励教师

将现今教育的新理念与本土文化相融合，探索适合

当地学生的课程和教学方式，沟通学校教育与生活

教育，［１５］促进边境学生全面综合发展。最后，学校

最大限度地激励和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营造一个扎根本土的校园文化，从根基汲

取营养，打造具有本土化特色的优秀学校，实现学

校的可持续发展。构筑边境教育的安全壁垒是一个

系统工程，因此，不仅要对边境教育内部的相关因

素加以协调，要从影响边境地区民族团结、社会稳

定，边疆安全的层面进行统筹，更要放到国家 “一
路一带”发展 战 略 的 高 度 综 合 谋 划。尤 其 是 近 年

来，随国际形势风云变化，云南周边的不稳定、不

安全因素日益增大，多种矛盾激化，危及边疆教育

安全的直接、间接、显性和隐性的风险增加，因而

应更加关注边境教育安全问题，提高安全意识和主

动防范能力。防患于未然，加快边境地区教育的发

展步伐，增强教育的内聚力、竞争力、影响力，把

每一所学校都办成国门学校、把每一个村寨都建成

维护教育安全的堡垒、把每一个乡镇都铸成巩固边

境安全、文化和谐，社会稳定繁荣的阵地。

［注　释］

①　相关 数 据 见 Ｈ 县 教 育 局 提 供 《Ｈ 县 教 育 基 本 情 况》，

２０１４．６．

②　相关数据见 Ｈ县教育局提供 《学 校 布 局 调 整 工 作 情 况

汇报》，２０１４．５．８．

③　引自 “Ｈ县 Ｍ中学Ｌ校长访谈录”，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５日

下午，Ｍ中学会议室。

④　徐忠祥．云南与周边三国边境教 育 比 较 研 究 ［Ｍ］．昆

明：云南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３：２４．

⑤　相关数据见 Ｈ县教育局提供 《学 校 布 局 调 整 工 作 情 况

汇报》，２０１４．５．８．

⑥　引自 “Ｈ县Ｑ乡中学Ｃ校长访谈 录”，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６

日上午，Ｑ乡中学会议室。

⑦　常永才．文化变迁与民族地区农 村 教 育 革 新 ［Ｍ］．中

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４７．滕 星，苏 红．多 元 文

化社会与多元一体化教 育 ［Ｊ］．民 族 教 育 研 究，１９９７，

（１）：１８－３１．

⑧　本题为多选 题 设 计，故 百 分 比 可 以 从 选 择 百 分 比 和 个

案百分比两 个 角 度 进 行 统 计。其 中，选 择 百 分 比 指 在

所有被选中的 选 项 中，该 选 项 被 选 中 的 次 数 所 占 百 分

比；个案百分比 指 所 有 被 调 查 的 对 象 中 选 择 了 该 选 项

的人占总被调查人数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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