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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教育是指我国为普及和提高除汉族以外的

少数民族文化素质所实施的教育活动。自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便拉开了序幕，少

数民族教育的改造和建设同样成为民主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自新中国成立至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

划顺利完成期间，我国各个少数民族地区也稳步地开

展了社会主义改造。 在这一时期，国内的民族关系得

到根本性改变，少数民族经济及各项事业逐渐改变了

落后面貌，从而为少数民族教育的改造和建设准备了

条件。总体而言，建国初期的民族教育值得肯定，在探

索民族教育发展道路上，取得了开拓性的成绩。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民族教育概况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少数民族的教育整体水平都

比较落后，1949 年以前尚无一所正规的少数民族高

等学校，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适龄儿童以及非少数民

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学龄儿童的入学率极低， 如 1928
年新疆地区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仅有 2％，1949 年宁夏

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为 10％，西藏仅为 2％。 在少数民

族教育普遍落后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文

盲率极高。 据统计，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全国有 22 个

少数民族人口的文盲率在 95％以上， 即便是文盲率

较低的朝鲜族、蒙族、乌兹别克族等少数民族的文盲

率也在 40％～60％之间［1］63。
此外，受多方因素和各种条件所限，我国少数民

族教育发展并不平衡。有些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虽有

一些起色，如东北、内蒙古、宁夏等地区，但是，绝大部

分地区的民族教育仍在起步阶段，有些少数民族地区

可谓文化荒漠，民族教育几乎是空白，甚至处在刻木

结绳的原始境地。西北的游牧地区和西南的横断山脉

地区，学校少之又少，几乎为零。 青海自 1929 年建省

以 来， 少 数 民 族 居 住 地 逐 渐 占 据 青 海 省 总 面 积 的

95%，发展成一个多民族大省，但是教育却极其薄弱，
全省只有一所中学， 仅有的几所小学还附设在寺院。
直到解放前才建立了民族小学 109 所， 教学环境恶

劣、教学条件简陋［2］10。 总体而言，建国前夕，我国各少

数民族教育状况都比较落后，是全国教育最薄弱的环

节，亟待重新改造和建设。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教育的革新与建设

面对少数民族教育的落后面貌，建国初期，党和

政府根据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新的文教政策

和采取了可行的教育发展措施。在改造和建设民族教

育的过程中，主要以少数民族教育对象为基础，划分

四类，即少数民族干部教育、少数民族普通教育、少数

民族社会教育和少数民族幼儿教育，并对这四类进行

大力改造，力图将旧式民族教育结构改造为新式民族

教育，将落后的民族教育面貌建设一新。
（一）少数民族干部教育

建国初期，民族地方政权都成立不久，政权的巩

固成为第一要务。为了使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

主义改造顺利进行，中央于 1950 年通过的《培养少数

民族干部试行方案》明确提出：“从中央至有关省、县，
应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普遍而大量地培养各

少数民族干部。”［3］25 培养大批新型的少数民族干部人

才成为当务之急，民族干部教育自此逐步走上正规化

道路。 方案还特别指出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目标，
即“目前，以培养普通政治干部为主，迫切需要的专业

技术干部为辅。 应尽量吸收知识分子，提高旧的，培养

新的，并须培养适当数量志愿做少数民族工作的汉族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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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以便帮助各少数民族的解放事业与建设工作。 ”［3］25

自新中国的第一个民族教育法规性文件《培养少

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出台，全国在五年内创办了 7
所民族学院。北京设立中央民族学院，有西南、西北及

中南三处分院；新疆学院改名称为民族学院；其它各

省、县或专区均设立民族干部学校或临时民族干部训

练班。 对于以上《方案》的具体落实，各地都以当地实

际情况为基础量力而行。学校培养和地方各级组织的

训练班是教育实践的重要组织形式。学校培养是有计

划的培养，包括各级各类民族干部学校、各地民族学

院和中、高等学校等。 这一类教育形式主要是为了提

高民族干部的文化和政治水平；地方各级组织的训练

班，旨在最大程度和范围地培养技术人员，为少数民

族政府各部门提供所需人才。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过

程中，不仅采用了长班和短班、正规不脱产教育和非

正规脱产教育、 政治教育和文化学习等灵活教学方

式，还有计划地吸收和培养汉族干部，发挥汉族干部

在少数民族工作中的优势和长处。这些培养少数民族干

部的政策与措施，充分显示了在建国初期我党和政府的

领导下，少数民族干部教育逐步走上正规化的模式。
（二）少数民族普通教育

除了针对少数民族特点而规定的一些具体的教

育政策和方针外，少数民族正规的普通教育和全国其

他地区一样，也包括小学教育、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教育宗旨也同样旨在把少数民族青少年培养成为“在

智育、德育、美育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的“新民主主

义社会自觉的、积极的成员”［4］87。 自 1951 年 9 月召开

了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后，民族教育的具体政策

和方针得到有效落实，少数民族中小学的普通教育顺

利完成恢复和改造，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初、高等教育

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少数民族的普通教育进入健康发

展的轨道，在规模和数量上都有一定的发展（见表1）。
表 1 1951-1956 年全国少数民族小学、中高等学校学生人数

建国时少数民族高等学校匮乏，全国仅有中央民

族学院 1 所高等学校， 经过 3 年的恢复和发展，到

1952 年我国已建成专设的少数民族学院 8 所和普通

高等学校 1 所，兼收少数民族学生的普通高等学校多

达 80 多所。 高等学校在校的少数民族学生也从 1949
年的 483 人增加到 1957 年的 16 101 人， 增长了 26
倍，占全国大学生总数的 3.62%。 可见，虽然少数民族

高等院校的建设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但是成绩却是

显著的，这为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少数民族社会教育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以少数民族的工农业余教

育为重心，这是建国初期的国情所决定的。自 1950 年

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后，少数民族的工农业余教

育逐步展开。冬学的开展是少数民族工农业余教育的

最好形式。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党、政领导下，由各机关

和部门相互协调组织，冬学教育逐渐深入到广大少数

民族群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和支持。 这一时期的

少数民族地区也同全国一样掀起两次扫盲教育高潮：
第一次是 1951 年到 1953 年间， 第二次是 1955 年到

1956 年间。 在扫盲教育期间，以识字为基础的业余小

学和业余中学大量出现。以新疆为例，自 1953 年开办

业余小学和职工业余中学以来， 至 1954 年常年参加

学 习 的 农 牧 民 已 达 到 229 000 余 人， 从 1956 年 至

1957 年职工业余小学和中学在校人数分别达到 87
890 和 7 940 人， 至 1957 年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已扫

除工、农、城市居民中 40%的青壮年文盲［2］47。
（四）少数民族幼儿教育

少数民族幼儿教育是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不属于义务教育，但其重要程度不可小觑，关系到

国家的未来与希望。建国前的少数民族幼儿教育极端

落后， 仅有的幼儿园也大多分布在汉族较多的城市

里， 少数民族聚居区罕有正规的幼儿教育。 50 年代

初，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幼儿教育有了初步发展。 1954
年教育部下发了有关“小学教师轮训班主要任务是将

实际文化程度在高小毕业以上，但又不及初级师范毕

业程度的小学教师（包括幼儿园教养员）给予一定期

限训练”的指示。 各民族地区举办了多种形式的培训

活动，如学习班、业务研究会、参观和考察，旨在提高

幼儿园的办学水平和幼教素质。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各

民族幼儿教师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得到一定的提

高，幼儿教育的师资力量也得到一定的强化。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教育的成就

（一）民族教育政策趋于完善

1949 年新中国颁布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有关于“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

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的规

定，标志着我国民族基本教育方针得以确立。随后，政

务院于 1950 年 11 月公布了新中国制定的第一个民

族教育法规性文件《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这

一 方 案 初 步 形 成 了 新 中 国 民 族 教 育 的 基 本 政 策 。
1951 年 9 月，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在北京召开，
教育部长马叙伦对新中国的民族教育政策作了全面

而系统的论述,并根据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少数

人数 年度 1952 1956
增长倍数（以 1951 年为比照）

1951 1952 1956

全国小学少数民族学生人数（万） 147.42 319 1 1.6 2

全国普通中学少数民族学生人数（万） 9.2 23 1 1.8 5

全国中等技术学校的少数民族学生人数（万） 0.255 1.6 1 3.9 24

全国高等学校少数民族学生人数（万） 0.29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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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全面发展民族教育的方针和

任务， 为我国民族教育政策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56 年 6 月， 我国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
总结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民族教育工作,讨论和规划

了 1956 年至 1957 年的民族教育问题和今后民族教

育的方针和任务。可见，自 1949 年至 1956 年，党和政

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政策，民族教育

政策体系逐步形成，包括办学形式、少数民族师资队

伍建设、经费投入、招生录取等方面。这些陆续出台的

民族教育政策充分尊重了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显示

了新中国民族教育政策的逐步完善过程。
（二）民族教育系统初步形成

民族教育系统包括为少数民族青少年服务的正

规教育系统和非正规教育系统，而民族教育系统主要

提供了两种学校体系：一种是在非少数民族自治地方

设立的，主要招收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院校；另一种

是在少数民族自治地区设立的各级各类院校。民族教

育系统又可以根据教育对象、学校布局以及教学内容

等不同方面，进一步划分为多个子系统：一是如民族

小学→民族中学→民族高等院校等，依次递进以跨地

区相互衔接的， 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要对象的，
并以此为办学特色的教育子系统。二是民族自治地区

设立的各级各类学校划分的教育子系统。如小学→中

学→大学等依次递进的办学系统。三是在面向全国的

教育系统中设置的专门招收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子

系统。 如普通高等学校开设的少数民族班、内地设立

的西藏学校，普通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设立的西藏班

等［5］。 此外，民族教育系统中还形成了特色的民族教

育子体系。 这一时期，我国已将少数民族地区的初中

等教育作为民族教育体系中的教育主体加以建设，强

调其培养目标是为了向高等学校输送合格的学生做

准备，也以培养初、中级专业技术人员为主要目的。在

党和国家的努力下，建国时期的民族教育一定程度上

已改变了解放前民族教育体系中小学生仅占 93.9%、
中学生占 5.2%、大学生只占 0.8%的落后面貌，将原

有不协调的比例逐渐调整过来，使之形成初中、高等

教育在民族教育体系中占多数的民族教育结构。据统

计，到 1957 年，全国少数民族普通小学在校人数已达

319 .43 万人，少数民族教师 8.11 万人；普通中学在

校生有 27.69 万人，少数民族教师有 0.91 万人；中等

技术、 师范学校在校生 3.74 万人， 高等学校在校生

1.61 万人，少数民族教师 0.19 万人［6］110。
（三）民族教育管理趋向正规

民族教育管理经过建国初期的不断调整和革新，
逐渐趋向正规化。民族教育管理工作需要建立相关的

行政机构作为支撑。 在 1951 年 9 月召开的第一次全

国民族教育会议上，加强少数民族教育管理工作得到

特别重视，报告指出：中央教育部和有关各级政府教

育行政部门应建立少数民族教育机构或指定专人负

责，掌管少数民族教育工作。 1952 年 4 月 16 日，中央

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民族教育行政机构

的决定》，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内设民族教育司；
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教育部或文教部应视需要设立

民族教育处（科）或在有关处科内设专职人员；各有关

省、市、专署、县人民政府教育厅、局、科，应根据该地区

少数民族人口的多寡，民族教育工作的简繁，分别设

置适当的行政机构或专职人员以加强民族教育管理

工作；有关的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依规定

积极建立机构［4］147。 根据中央的决定，全国有关各省教

育厅相继建立了民族教育科或指定了民族教育专管人

员，这些民族教育管理机构的建立，促进了新中国的民

族教育发展， 也为少数民族群众和中央各级政府部门

关于少数民族教育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沟通的桥梁。

三、小结

建国初期，全国少数民族教育经过 7 年的改造与

重建，提前实现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第一个五年计

划， 发展速度超过了全国教育发展的平均增长速度。
在少数民族教育建设期间， 虽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例如：民族院校的师资在全国的教师队伍中比重和整

体素质都还待提高； 许多民族院校过分依赖国家，在

经营和管理上缺乏自主性和竞争意识等等，但是作为

少数民族教育的开创时期，新中国的民族教育为全国

民族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些困难和问题

的出现是全国民族教育事业必将面对的现实，因此也

为日后的民族教育事业指明了健康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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