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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四川藏区教育发展研究》作者正是在基于这样认识的前提下，试图较系统、全面地对四川藏区
的教育进行阐述、分析，并对其发展的思路、途径、对策进行积极思考和探索。
这也正是本书成书的动因所在。
　　《四川藏区教育发展研究》作者长期在四川藏区教育第一线工作，他们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及研究
实践中，积累了较丰富的感性认识和大量一线调查材料，对四川藏区教育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长时间
地认真梳理和深入剖析，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较多有益的对策和措施，由此形成了本书的主体内容及成
果。
《四川藏区教育发展研究》共分四川藏区教育基本问题研究、四川藏区基础教育发展研究、四川藏区
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研究、四川藏区高等教育发展研究四个部分。
全书对四川藏区教育发展的进程进行了梳理，较系统地介绍和阐述了四川藏区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技
术教育、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现状及问题，并对基础教育中的双语教学、寄宿制教育及管理，中等
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目标、制约因素、发展路径及模式，高等教育发展的困境、取向及对策，藏区教
育的特殊性等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本书力求展示四川藏区教育的发展轨迹与基本面，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提出有效对策与措施，是
四川民族学院多名教师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年研究成果的汇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我们心怀忐忑，结集呈现于世人面前，恭请社会各界给予批评和指正，同时也期望为四川藏区当地政
府的教育决策提供有益的参考，为研究四川藏区教育的学术同行们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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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詹先友(1965．8一)，男，汉族，四川资阳人，硕士，副教授，现任四川民族学院副院长，主要从
事民族教育研究。
先后发表有关藏区教育的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并完成了四川省课题“四川藏区高等教育发展研究”的
研究工作，先后参与并合作完成了“青少年违纪心理预防”“甘孜州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研究”“为
藏民族地区培养合格初中师资的途径与方法”“四川藏区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等课题研究。
主持的“提高民族高校学生普通话技能的途径与方法”获四川省2005年教学成果二等奖，参与的《藏
区高校爱国主义教育模式探索》获2010年四川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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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四川藏区教育基本问题研究
　清末川边兴学及其对当代藏区教育的启示
　藏区教育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研究
　再论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与双语教学
　　——基于对四川藏区双语教育与教学的调查研究
　甘孜藏区学校教育开发史概索
　对提升四川藏区学校软实力的思考
　谈民族文化视野下民族地区特色学校建设
第二部分　四川藏区基础教育发展研究
　四川藏区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关于甘孜州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几点思考
　四川藏区实施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回顾与展望
　制约与突围：对四川藏区农牧区寄宿制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基于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研究
　藏区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制学校教师与管理队伍建设探讨
　　——以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
　关于藏区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制学校学生管理的思考
　　——以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
　藏区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制学校后勤与安全管理探索
　　——以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
　甘孜州牧区小学生的辍学原因及对策
　四川藏区幼儿教育的困境及突破
第三部分　四川藏区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研究
　四川藏区职业技术教育的历史沿革及发展概况
　制约四川藏区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尼玛办学模式对发展藏区教育的启示
　四川藏区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目标及其实现路径分析
　四川藏区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比较
　发展四川藏区职业技术教育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四川藏区实施“9+3”免费职业技术教育计划的回顾与思考
第四部分　四川藏区高等教育发展研究
　藏区高等教育发展取向研究
　四川藏区高等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城市化视角下四川民族地区高校发展的瓶颈与对策
　藏区高校与地方合作的探索
　地方民族院校服务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思考
　四川民族地区教师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立足藏区，面向基层
　　——四川民族学院教师教育课程体系建设与养成教育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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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次，在做好寄宿制学校校长选拔工作的基础上，还要切实做好校长的培训和提高工作。
民族地区边远、偏僻的自然、地理环境，发展滞后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现状，使得民族地区在观念
、意识和信息获取方面，与内地和发达地区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些毫无例外地也会反映在寄宿制学校
的校长身上。
因此，做好校长的培训和提高工作十分必要。
具体讲，就是要建立起民族地区寄宿制学校校长定期轮训提高的制度，要在高等院校和内地高水平的
中小学建立专门的培训基地，采取理论学习和挂职锻炼（到中小学）的方式，定期把民族地区的寄宿
制中小学校长送到基地去培训提高，从而拓宽校长的视野、更新观念，提高管理学校的理论和实践水
平。
当然这种培训还不能完全照搬内地和发达地区的经验，要充分结合藏区寄宿制学校的实际，培训要有
针对性和实际指导意义。
　　要从政府层面建立起有效的校长考核和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校长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校长搞
好学校管理的内在动力。
具体讲就是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科学规范的校长考核体系，并在考核的基础上，充分兑现奖惩；要进
一步探索建立民族地区包括寄宿制学校校长在内的乡村学校校长工作津贴制度，同时还要从制度和机
制上积极为优秀校长拓展向上发展的政治空间。
比如，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对优秀乡村小学校长的优先使用和提拔机制，就对基层学校的管理者和
教师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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