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藏教育调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西藏教育调查>>

13位ISBN编号：9787040267822

10位ISBN编号：7040267829

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吴德刚

页数：56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藏教育调查>>

前言

　　1990年夏天，我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原国家教委工作，随即响应党组织的号召，到西藏基层锻炼
和调研，回想起来迄今已有20个年头了。
此后，因为工作原因，我又先后多次进藏丁作。
尽管每次进藏时间长短不一，长至三年，短则半个月，尽管每次任务和角色不同，或是下基层锻炼的
青年干部，或是作为咨询专家乃至担任教育厅副厅长，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每一次进藏时在心
灵上所受到的震撼是强烈的，西藏高天厚土留给我的眷恋是永恒的，我对西藏人民的真挚热爱更是无
限的。
也正因为如此，在西藏工作期间，我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上。
除了做大量的行政工作外，我还撰写了《西藏教育研究》，主持编写了《西藏农牧民思想教育读本》
和《西藏农牧民实用科技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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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藏教育调查》收集了作者近20年来对西藏教育开展调查研究的主要成果。
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部分是作者撰写的20篇专题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建立在大量的实地考察
基础之上，从不同角度对世纪之交西藏教育的现状进行了了解和剖析；第二部分是作者独立完成的16
篇工作研究文章，这些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作者对西藏教育的理性思考的历程；第三部分主要
是作者在西藏开展田野调查的原始记录，再现了西藏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同区域的真实面貌。
《西藏教育调查》的内容按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体现了发展历程的连续性。
《西藏教育调查》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在风格上都有鲜明的特色，不仅对于西藏教育研究具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而且也具有教育研究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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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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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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调查报告篇西藏教育现状调查（1990年11月24日）西藏内地办学工作调查（1991年2月2日）
西藏普及义务教育现状调查（1991年7月1日）西藏小学教师队伍状况调查——兼谈加强西藏小学教师
队伍建设的几，点建议（1991年7月5日）日喀则地区教育调查（1991年7月25日）昌都地区社会经济与
教育发展现状调查（1991年7月29日）内地西藏中专班的调查与思考（1991年7月30日）天津红光中学
西藏班德育工作调查（1991年8月1日）国务院第二次援藏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调查（1991年8
月10日）难忘八一村（1991年8月15日）西藏区内门巴族、珞巴族等少数民族教育概况（1991年9月1日
）初行阿里（1992年12月26日）那曲地区教育再考察（2000年7月11日）山南地区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工
作调查（2000年9月16日）拉萨市实施素质教育隋况调查（2000年10月17日）再行阿里（2000年11月10
日）让科技的光辉照耀西藏农牧民的脱贫致富之路——“燎原科普之冬”活动的调查与思考（2001年5
月）昌都地区教育再调查（2001年6月6日）墨脱县教育考察报告（2004年12月21日）西藏中职学校和
中小学学习实践活动调研报告（2009年12月）第二部分 工作研究篇必须从实际出发，科学制定西藏教
育和专门人才培养规划（1992年12月12日）努力把教育援藏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1993年3月3日）
关于西藏长期稳定与发展的思考及有关政策建议（1995年10月25日）西藏教育改革发展特殊性的思考
（1996年4月20日）西藏教育理论研究若干问题探讨（1996年5月10日）加快农牧区教育改革步伐，促
进西藏农牧业发展(1998年11月26日)世纪之交西藏教育改革发展的思考(1999年8月30日)关于教育援藏
工作的再思考(1999年10月25日)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深化西藏农牧区教育改革(2000年4月16日)关于加
快西藏研究生层次专门人才培养的设想(2000年6月16)统-思想，深化改革，开创教育工作新局面(2000
年8月2日)认真总结经验，抓住机遇，开创农牧区教育综合改革新局面(2000年9月23日)从西藏实际出发
，加快实施素质教育的步伐(2000年10月25日)实施“三项工程”提高农牧区中小学生健康水平(2001年7
月5日)发扬老西藏精神，努力做好本职工作(2001年7月9日)在援藏工作中受到的教育和启示——兼谈援
藏干部如何更好地适应西藏的工作和生活(2001年8月29日)第三部分 调查实录篇西藏教委调研座谈会实
录日喀则地区教育调查拉孜县教育局调查定日县教育调查定结县教育调查岗巴县教育调查亚东县教育
现状调查亚东县下司马镇小学调查亚东县帕里镇小学调查康马县教育调查江孜县教育调查江孜县二中
调查白朗县教育调查日喀则教育发展专题调研会拉萨市师范学校调查那曲地区教育调查那曲地区师范
学校那曲地区第一小学那曲地区小学那曲县教育调查当雄县教育调查拉萨市教体委调查拉萨市二中调
查拉萨市第三中学调查拉萨市实验小学调查⋯⋯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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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长期以来有大批的内地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劳动者（包括一些非组织的自流人员）到西藏参加
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建设。
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已在西藏工作了数年到数十年，为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他们不仅了解西藏，热爱西藏，并懂得如何建设西藏，他们是建设西藏的宝贵财富，也是维护西藏安
定团结的重要力量。
国家应当采取激励措施，鼓励他们为西藏的稳定和发展长期作贡献。
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内地援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流失十分严重。
据西藏科技部门的统计，从1980年到1989年的近10年间，西藏全区有2万多名专业技术人员流失，其中
绝大多数流向东部。
人口统计还表明，汉族人口在西藏总人口中的比例近10年来也呈下降趋势。
1978年，在藏的汉族人口为112569人，占西藏人口总数的6.4％；到1984年，下降为76233人，占人口总
数的3.88％。
到1992年已下降到66318人，仅占人口总数的2.94％。
而且现在自愿进藏的内地知识分子相对较少。
上述情况不利于西藏的稳定和长期发展。
造成知识分子和内地人口流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与西藏采取的政策有关，有些则与中央的政策
有关。
这些原因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努力采取积极的稳定措施。
无论从政治角度考虑还是从经济角度看，如果能制定特殊政策，吸引更多的内地知识分子、干部和职
员进藏并愿长期留下来建设西藏，将会对稳定西藏、发展西藏、抵制分裂主义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根据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和发展的经验来分析，在比较单一的民族区域自治
地区保持一定比例的汉族包括其他少数民族，有利于该区域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各民族
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吸收，最终有利于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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