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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口较少民族实施分类发展指导政策研究：以云南布朗族为例》正是在对人口较少民族的脱贫
与发展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得到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年度规划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
度重点项目的资助而实施立项研究的基础上调查研究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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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一章 对布朗族实施分类发展指导政策的客观依据第一节 山高谷深、难以交通外界的生产生活
环境第二节 特殊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第三节 独特的民族文化与精神家园第二章 开发与治理云南历程
中分类治理政策的历史借鉴第一节 元、明、清三代对云南边疆的开发与治理一、元代对云南边疆的开
发与治理二、明代对云南边疆的教化与治理三、清代对云南边疆的改革与治理第二节 民国时期中央政
府及地方政权对云南边疆社会的调查与开发、治理一、民国政府及地方政权对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社会
的调查二、云南省边政机构的设立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设计三、民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权发展
边疆教育、提高民族文化的努力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后分类发展指导政策在边疆少数民族社会的探索与
实践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后分类发展指导政策的理论探索与建设实践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少数民族发
展实施分类指导的初步设想二、分类发展指导政策在边疆少数民族社会的理论探索与建设实践三、分
类发展指导政策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曲折发展及其借鉴意义第二节 分类发展指导政策在布朗族社会
的具体运用与实践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布朗族社会的跨越发展——对西双版纳布朗山布朗族乡的考察
二、改革开放以来布朗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与面临的问题三、对布朗族实施分类发展指导政策的实
现路径分析附录一：关于双江自治县少数民族山区农村综合教育改革的调查与思考一、教育综合改革
的实施状况二、关于少数民族山区农村教育改革的断想与思考附录二：文化多样性视角下的少数民族
基础教育困境分析——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布朗山布朗族乡为例一、布朗山乡布朗族的传统
教育与功能二、现代少数民族基础教育在布朗山乡的发端与现状三、发展的可能性与文化的多样性视
角下对现代基础教育的检讨与反思⋯⋯附录三：保山施甸县布朗族社会经济发展调研报告附录四：少
数民族山区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与后续发展问题研究附录五：振兴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促进经济社会
文化协调发展附录六：从贫困中崛起的布朗人附录七：依托民族文化发展民族旅游经济附录八：少数
民族传统工艺文化的保存应寓于创新与发展之中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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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属于送归村委会的落阿洼村小学，则是一师一校校点，有两个年级，21名学生，学校没有正式老
师，由一名代课老师负责教两个年级的孩子。
据了解，代课老师的文化程度是小学水平，而且由于代课老师工资较低（160元／月），因此常常还需
回家种地才能养活一家老小，农忙时还要耽误学生的功课。
　　送归村委会是云南省人口特少民族布朗族聚居村，25%以上的村民是文盲，全村处于山高坡陡、
交通不便、干旱缺水、土质贫瘠的贫困山区。
因为贫困，适龄女青年大量外嫁或外出打工，致使村里22岁以上的未婚男性在本村已经找不到可以婚
娶的适龄女性。
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发展是改变这里的贫穷状况、提高群众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因素。
但送归村完小及村小的基础设施及教师队伍状况，使这里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据调查，双江自治县共有1972个教师岗位，实有1668名正式教师在岗，共缺教师304名，约占教师
岗位总数的15%。
而像大文乡这样的贫困山区乡，教师缺口占到了34010。
除了缺乏正式教师以外，在贫困、地处偏僻、交通闭塞的山区民族乡，实施教育改革后，教师队伍状
况发生了逆向变化，学历较高、素质较好、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较好的教师，通过学校人事制度
的改革，许多都应聘到了条件较好的城区和坝区乡镇，而经过两三次应聘，被淘汰留下的教师（包括
校长），大多只有走向条件相对恶劣的乡、村学校任职。
因此就出现了贫困山区民族乡难以配置到学历高、素质好、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的现状，甚至正式教
师在这样的山区乡、村也越来越少。
如大文乡的邦驮完小，在12名教师中，就有8名是代课教师，且中专和高中以下学历的教师占到了10人
；南矮完小，8名教师中，有5名是代课教师，具有中专和高中以下学历的有7人；大忙蚌小学的5名教
师中，有3人是代课教师，其中没有一名教师的学历达到大专以上。
而现实的情况是，在这样的山区民族乡，往往是最需要加强教师队伍、提高教学质量、增强教育普及
力度、提高民族人口素质的地方。
以大文乡的大忙蚌村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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