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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藏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由于这块疆土美丽辽阔，她成为世人向往的神奇之域。
然而由于气候恶劣，高寒缺氧，又令许多人望而却步。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加快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改变西藏贫困落后的社会面貌，党
和政府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曾先后多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研究西藏发展的重大政策问
题。
党中央、国务院要求中央部委从西藏实际出发制定援藏政策措施，号召全国支援西藏，加快西藏发展
的步伐。
　　正是在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下，1990年8月，作者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原国家教委工作后不久，便受组
织委派作为年轻干部到西藏参加基层锻炼，并带领-支调研组赴西藏各地开展教育调研，为国务院教育
援藏工作会议作前期准备工作。
此后，作者又作为专家组成员，协助西藏制定人才规划和义务教育规划，先后数次进藏工作和调研。
1998年至2001年，受组织委派，作者再一次来到西藏，在西藏教育厅工作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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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藏教育研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对我国西藏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特点、民族
特点和区域特点进行了深人的研究和探讨。
全书以西藏教育改革发展的矛盾和特殊性为主线，从历史唯物论和现代系统论的角度，探析了西藏教
育改革发展的内、外部制约因素，揭示了西藏教育改革发展的十大矛盾，总结和回顾了西藏教育改革
的重大实践，充分论述了新中国西藏教育发展的巨大成就及其在国际上的人权意义。
《西藏教育研究》还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提出了改革发展西藏教育的指导思想和战略对策。
《西藏教育研究》是我国目前比较系统研究区域教育的专著之一，对于我国民族地区教育改革发展有
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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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德刚，教育学博士。
曾在新疆工作、生活24年，当过知青，做过大学讲师。
1990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教育部工作。
其间先后两次赴西藏工作，曾担任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
2001年在哈佛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
2002年以来先后任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人事司司长.教育部部长助理。
　　长期从事教育政策研究和教育管理实践，著有：《中国义务教育问题研究》（1992）、《中国少
数民族教育和人才问题研究》（1996）、《中国全民教育研究——兼论教育机会平等问题》（1998）
、《西部教育》（2000）、《教育发展问题探索》（2007）等。
曾获全国教育科学一等奖、第三届吴玉章奖。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藏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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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分析第一节 西藏教育发展基础的特殊性第二节 区内外结合的特殊办学体制第三节 教育教学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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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第一节 中小学教育现状与差距第二节 职业教育的现状与差距第三节 高等教育的现状与差距
第四节 师资队伍的状况与差距第五节 成人教育的现状与差距第六节 幼儿教育特殊教育现状第八章 各
级各类教育改革发展中存在的共性问题第一节 教育事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第二节 教育改革与
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第三节 学校办学条件与发展目标不相适应第四节 相关政策与教育改革发展不
相适应第四篇小结第五篇 改革实践论第九章 西藏各级各类教育改革概述第一节 西藏基础教育改革第
二节 西藏职业教育改革第三节 西藏高等教育改革第四节 西藏师范教育改革第五节 西藏成人教育改革
第六节 西藏幼儿教育改革第十章 西藏农牧区教育综合改革实践第一节 西藏农牧区教育综合改革的宏
观背景第二节 西藏农牧区教育综合改革的指导思想第三节 西藏农牧区教育综合改革的主要历程第四
节 西藏农牧区教育综合改革机遇和挑战第十—章 教育援藏工作的历史性探索第一节 大力选派教育行
政管理人员和教师支援西藏第二节 中央和兄弟省市在财力上给予西藏大力支援第三节 积极争取国内
外社会团体及爪人的教育捐助第四节 利用内地优质教育资源大规模开展内地办学第五篇小结第六篇 
发展矛盾论第十二章 西藏社会主要矛盾与教育的主要矛盾⋯⋯第七篇 持续发展论第十三章 西藏教育
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第十四章 西藏教育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第八篇 人才兴藏论第十五章 西藏人才建
设问题第十六章 西藏教育发展观问题结束语参考书目附录 西藏教育发展最新数据（2008-2009学年）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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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教育改革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发展中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是推动人
类和平与发展，促进各个国家、地区和各个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繁荣的重要手段。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加快西藏教育的改革发展越来越成为一个关系到西藏乃至全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课题。
只有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发展，才能为西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人才和智力
支持，把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落到实处，也才能真正实现西藏的繁荣
、富强。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特别是在西藏人。
民艰苦卓绝的努力下，西藏教育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在文盲充斥、现代教育极为薄弱的基础上，建
立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类型各层次教育兼备的、区内教育与区外教育相结合的、具有-定规模的
较完整的西藏教育体系。
西藏教育为西藏培养了大批各级各类人才，在提高藏族人民的素质、促进西藏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方面
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由于历史传统、自然地理环境、社会发展程度、政治经济以及国际环境等方面的原因，西藏教
育发展的总体水平较低，还不适应西藏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改革面临着一系列的新问题和新矛盾
。
在建设繁荣、富强的新西藏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西藏教育在发展的思路与举措上，必须有新的突破。
　　值得指出的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西藏教育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在人类进入知识经济
时代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大背景下，西藏教育的改革并不是过去一般意义上的改革，其面临的
任务更加艰巨，改革的程度更加深刻，范围更加广泛，因此，改革的意义更加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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