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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指引下，阿坝师范学院作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内唯一高等院校，在响应国

家政策方针的同时，也应该积极参与到这一教育现代化的热浪中去。本文紧密联系“教育强国”这一主

题，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内的中小学校为抓手，通过文献资料查询，发放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访谈，

以及SWOT分析等方法，分别以耿达一贯制学校的幼儿园部、小学部、中学部的学生以及阿坝师范学院

的应届师范毕业生为研究对象，进行调查分析，加强阿坝师范学院与耿达一贯制学校的联系，促进耿达

一贯制学校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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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goal of building “education power”, Aba Teachers University, as the only 
university in Aba Tibetan and Qiang Autonomous Prefecture,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heat wave of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while responding to national policies and guidelines. This 
article closely the theme of “education powers” in Aba Tibetan and Qiang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rough the literature material method, interview method,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he SWOT analysis method, respectively by gengda reach to construct 
school kindergarten, gengda primary and senior school students, and Aba teachers college’s nor-
mal graduat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nvestigation analysis,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ba Teachers University and Gengda System School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engda Sys-
tem Schoo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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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1]，立德树人是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核心所在，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本质要

求[2]。 
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文件后[3]，教育部、国家发展教育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于 2021 年 7 月初发布《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的意见》，

提出持续改善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提高义务教育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突出加强农村及偏远地区义务教

育薄弱环节这个事关全局的重点，加快推进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教育。把支持学校网络设施设备

以及网络课堂、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和名校网络课堂建设，更加注重支持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教师教学水

平，推动开展线上教学，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开放共享，加快缩小城乡教育差距。鼓励各地建设九年一贯

制学校，同时强调要牢固树立“节俭办教育”的理念，不得规划建设豪华学校[4]。阿坝师范学院作为阿

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内唯一的高等院校，积极响应国家和州政府的号召，积极助力阿坝州中小学教育资源

现代化发展，借助于高校的优越资源在师资上和教学上对州内中小学提供有力帮助，促进阿坝州内义务

教育质量的提升。 

2. 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及偏远山区教育及资源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少数民族地区的师资力量不足，教师薪资待遇低 
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多为偏远山区，因此出现民族地区对教师专业人才的吸引力不足的问题，更直接

导致了在基层高学历、高素质、高文化水平的教师的断层。一些学校还存在着一部分没有经过专门培训

教学技能薄弱和缺少严格考核、知识面窄的教师，在建设中等发达国家的宏伟目标面前，让他们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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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的义务教育教学工作显然不合时宜；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大部分都出现了因教师人员

的不足，让一位教师承担多种学科教学的问题。而部分偏远少数民族地区，因为工作环境的恶劣，工资

福利待遇低等问题，导致大量师资力量的流失。上述的现象毫无疑问地导致偏远山区教育质量的降低，

严重制约着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水平。  
(二) 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资源利用率低 
教学工作的开展离不开种种教育资源的支撑。但是从实际的情况上看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学校的教

学资源的利用率是偏低的，在对耿达一贯制学校的实际考察中就可发现该校拥有先进的图书室和多媒体

教室，但它们的利用率是偏低的。虽然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资源进行了大量的丰富，但在实际的

教学过程中，由于教师的教学意识和各种条件所限，导致这些教学资源不能够被充分利用。 
(三) 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观念落后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其

他地区相比还是比较落后的，这也间接地导致了思想观念的落后，其中在教育观念的反映更为显著。由

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大部分素质较低，对人的发展认识不清楚，缺乏长远的目光，对教育的长期性、

高投入性认识不到位，认为教育远不如出去赚钱更为重要，在对自己子女的教育中更缺乏了应有的关心，

漠视子女教育，对子女的教育持消极悲观的态度。教育离不开家长们的配合，如果家长们落后的教育观

念得不到改变，那将会阻碍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 

3. 当前耿达一贯制学校的基本概况 

(一) 地理位置 
耿达一贯制学校位于汶川县耿达镇，处于四川盆地西北部边缘，居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东南部。

耿达一贯制学校位于耿达镇中心地带，最大程度地把教育资源辐射到区域内的各个乡村。 
(二) 主要软硬件资源设施概况 
耿达一贯制学校在 2008 年汶川大地震后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对口援建，学校配备有幼儿园部、小学部、

高中部足以满足耿达镇内的基本义务教育，校内基础硬件设施先进且齐全。 
学校总体分为幼儿园部、小学部、初中部，部门分工齐全，教育涵盖面广足以满足耿达镇的适龄儿

童的义务教育工作。截止 2020 第二学年，耿达一贯制学校幼儿园部共有 87 名学生，分设四个班进行教

学；小学部共有 139 名学生，分设 6 各班进行教学；初中部共有 22 人，分设 3 个班进行教学(如表 1)。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class and number of students in Gengda System School 
表 1. 耿达一贯制学校班级、人数分布表 

部门 学生/人 班级/个 

幼儿园部 87 4 

小学部 139 6 

初中部 22 3 

注：(该数据由耿达一贯制学校教务处提供)。 
 

(三) 教学情况 
耿达一贯制学校对幼儿园和小学部实行走读制，对初中生实施严格的封闭式管理，要求初中生集体

住校，统一收缴手机等与学习无关的电子产品。 
学校除了日常的上课时间外，学校考虑到学生的基础普遍较差的实际情况，特地安排老师在午饭后

的 20 分钟对高年级学生进行义务的课外辅导，以巩固学生的知识和提升学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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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外活动 
学校坚持开展课间操和体育锻炼，以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为主要目的，充分利用“两操一课”提高

学生身体素质，加强学生的体育锻炼。 
除此之外，学校还积极鼓励学生和教师参加学校社团，并开展每周一次的社团活动，以丰富学生的

课外生活为抓手，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学校的社团活动分为小学部和初中部，两者互不干扰；小学部

社团类型多样，包括篮球、乒乓球、合唱、创意美术以及英语情景(如图 1)。采用学生自愿报名的原则开

展活动，初中部则以中考体育的内容为主，开展体育活动。 
 

 
Figure 1. Picture of community activities of Gengda System School 
图 1. 耿达一贯制学校社团活动图 

 
学校严格按照教育部文件指示每学期积极开展安全教育活动[5]和学生展示活动。组织学生对森林防

火、地震安全演练、消防演练等安全技能进行演习，让学生进行手抄报展示和诗歌朗诵，并积极鼓励学

生参加书法，演讲比赛丰富学生的课外活动(如图 2)。 
 

 
Figure 2. Map of other activities of Gengda System School 
图 2. 耿达一贯制学校其他活动图 

 
(五) 近年来取得的成就 
在学校领导人和老师的重视下，耿达一贯制学校升学率有了极大的提高，给少数民族地区的义务教

育来带了崭新的面貌，丰硕的教学成果给州内其他学校提供了借鉴作用：2020 届六年级毕业生共 22 人，

其中升入映秀中学共 7 人，绵阳中学 3 人，威州中学 6 人，本部升学 6 人。2020 届初升高共 20 人，其

中有 8 人考入普通高中，12 人考入职业高中。按照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教育部文件的要求，普高升学率

为 55%，职普比率 45%，耿达一贯制学校超额完成任务(如表 2、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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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Number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Gengda System School 
表 2. 耿达一贯制学校小升初人数表 

学校 人数 毕业人数 录取人数 升学率 

映秀中学 7 

22 22 100% 
威州中学 6 

绵阳中学 3 

本部 6 
 
Table 3. The number of new students in Gengda System School 
表 3. 耿达一贯制学校初升高人数表 

学校 人数 毕业人数 职高升学率 普高升学率 

普高 8 
20 40% 60% 

职高 12 

注：该数据由耿达一贯制学校教务处提供。 

4. 耿达一贯制学校主要问题分析——基于 SWOT 分析法[6] 

目前，耿达一贯制学校的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已经达到阿坝州内的平均发展水平，由于震后香港的对

口援建，耿达一贯制学校甚至基本上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基本均衡”[7]，但新时代人们对优质教育的需

求已经由“有学上”向“上好学”转变，家长们更加关注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并重的学校。然而，耿达

一贯制学校的义务教育发展水平距离广大家长们的期待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尤其是办学水平、师资力量

以及课程设置方面等还存在与城市学校不均衡的现状，还没有达到教育强国的既定要求。 
(一) 办学水平不平衡 
办学水平是衡量一个学校发展的好与坏的基础，也作为评价一个学校教学质量的决定性因素。耿达

一贯制学校的办学水平不平衡主要体现在校内的基础配套硬件设施的使用以及学校的管理水平和教学质

量这三个方面。 
1) 基础配套硬件设施的使用问题 
众所周知耿达一贯制学校是由香港对口援建，校内的多媒体和多功能会议室等基础配套硬件设施都

是当时国内较为先进的水平；但偏远少数民族地区学校的局限性就直接决定了该校基础硬件配套设施使

用的有限性。笔者通过面对面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分别对耿达一贯制学校的在职教师和在校学生进行

调研；大多数的老师反映他们上课还是会用到多媒体进行教学，但是只是停留在多媒体的一些基础操作

上，对于一些深层的功能他们因为年纪大接收新知识的能力变弱的原因，一些深层的陌生的功能从不敢

尝试和涉猎。问卷调查主要针对小学和初中共计 50 名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分析结果显示 81.36%的学生

表明老师会在课堂使用多媒体教学，但学校的音乐教室，科学室基本上就是一个摆设，无法正常使用。 
2) 学校的管理水平的问题 
管理水平的高低对于一个学校的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因此一个学校要想发展得好，不仅仅是要关

注学生的学习成绩，更要关注对于学生的综合管理。一所好的学校离不开一套好的管理体系和一队好的

领导班子，除了这些还要看学校是否有科学合理的部门人员分工，各个管理部门之间是否恪尽职守。笔

者通过几天在耿达一贯制学校的实地调研对该校的管理水平有了切身的体会：一贯制学校在校园管理上

主要还是以应试教育为主，强调抓学生的成绩为第一任务，甚至中午一些课任老师放弃自己的午休时间

来给学生辅导作业，表面上看这是老师负责的好现象；但对于学生来说，这让他们的时间变得更紧凑，

学生的学习负担加重导致学生厌学的情绪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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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质量的问题 
教学质量是评价一个学校教学的关键，从耿达一贯制学校每年收录的新生数量以及毕业生的数量来

看，都与邻近城市的学校差距悬殊；这一方面可以归咎于地处偏远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生源少，但是就耿

达镇上而言仍有许多学生到几十公里外的都江堰就读，这无疑暴露出了耿达一贯制学校的教学质量堪忧

的现状。 
(二) 师资缺乏，教师老龄化严重 
一个学校的办学要求是否令人民满意除了基础的硬件设施之外，软件资源也是尤为重要，软件资源

尤指师资队伍，这是一个学校办学好坏的先决条件。耿达一贯制学校面临着庞大的教师岗位缺口，在校

任课教师也大多为中专学历且老龄化现象严重(见表 4)。政史地，理化生，音体美等学科专任教师数量不

足，出现了一个老师兼任多个科目的普遍现象。 
 
Table 4. Teacher staffing of Gengda System School 
表 4. 耿达一贯制学校教师编制情况 

年级 编制指标/人 实际编制/人 编外人员/人 
幼儿园 6 6 0 
小学 29 22 0 
初中 32 29 0 

注：1) 一线教师 18 人，3 人行政部门任职；2) 初中有 8 名老师分流(4 人特区部门借调，4 人实践基地借调)；3) 初
中 4 位兼任老师(3 位初小兼任，1 位兼化学但非化学专业)；4) 小学 17 位专职，余 5 人兼职；5) 缺任专职教师：美

术、音乐、化学(以上数据由耿达一贯制学校校长提供)。 
 

(三) 基于 SWOT 对耿达一贯制学校分析 
对于 SWOT 分析法来说，主要基于把有效的调查和研究内容有关的因素列举出来，直观地展现事物

的优势、劣势、机会以及威胁等；通过上文针对耿达一贯制学校的实际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分析，可以

得知一贯制学校与州内其他学校确实存在不可避免的差距。因此笔者基于 SWOT 分析，系统地对耿达一

贯制学校自身的状况展开分析(详见表 5)： 
 
Table 5. SWOT analysis table of Gengda System School 
表 5. 耿达一贯制学校的 SWOT 分析表 

 优势 劣势 

内部(外部)因素 
1. 地处民族山区，国家政策扶持力度大。 
2. 香港对口援建，基础设施完善，教学

设备先进。 

1. 办学水平不平衡 
2. 师资缺乏，教师老龄化严重 

机会 SO WO 

《意见》鼓励各地修建九年一贯

制学校，同时强调不得规划和建

设豪华学校；耿达一贯制学校应

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加强发展必

将事倍功半。 

1. 坚持学校的特色，弘扬民族文化积极

开设校本课程。 
2. 了解自身优势，最大化地发挥硬件设

置的作用。 
(竭尽全力，抓住机会) 

1. 加强管理水平，丰富学生课余活动，

加强素质教育。 
2. 积极引进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加

强学科建设。 
(珍惜机会，弥补不足) 

挑战 ST WT 

城区的学校教学质量的稳步提

升，很多民族地区学校对生源的

吸引力及发展远远落后，同时家

长择校的要求也提高。 

1. 紧跟时代发展，利用先进教学设备，

开拓信息化课程以及线上教学。 
2. 重视学生个性发展，加强教师与家长

的沟通。 
(发挥优势，迎接挑战) 

1. 积极开展教研活动，学习城区学校

先进的教学经验。 
2. 面对师资压力，可以积极向州内高

校合作，引进实习生。 
(另辟蹊径，促进发展)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4152


胥航，胡尧 
 

 

DOI: 10.12677/ae.2022.124152 966 教育进展 
 

5. 阿坝师范学院的资源优势 

阿坝师范学院作为阿坝州唯一师范院校在教育强国的背景下，对阿坝州内教育事业发挥着不可或缺

的作用。普通高等院校中，文科类偏重的是以知识服务于社会，而理工类则以知识与技术服务并重[8]。
而作为民族地区的高校，阿坝师范学院，肩负着带动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使命。 

(一) 地理位置优势 
阿坝师范学院位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水磨镇距离耿达一贯制学校仅 40 多公里，地处都江堰

边缘，东临成都、都江堰，西靠阿坝州，成为带动阿坝州地区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 
(二) 学校内部资源优势 
阿坝师范学院作为阿坝州内第一高校，具有完善的硬件和软件设施；截至 2020 年 6 月，学校校园占

地面积 1024 亩，建筑面积约 23.64 万平方米，馆藏纸质图书 105 万余册，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8000
余万元；有 14 个二级学院、2 个研究所、13 个非实体性科研机构和 1 个艺术团，托管普通中学 1 所、小

学 1 所、幼儿园 1 所，开设有文、理、工、管、法、艺、教、史 8 个学科门类 24 个本科专业，7 个专科

专业；有专任教师 492 人，其中教授 50 余人、副教授 120 余人，全日制在校学生 10,726 余人[9]。每年

的应届毕业生达到 2000 人左右，其中师范毕业生占比 90%。高校培养的人才最终是要服务于社会，阿坝

师范学院每年众多的实习毕业生，源源不断地为周边学校提供了新鲜血液。为阿坝州乃至于四川省的中

小学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 学校内部文化优势 
阿坝师范学院地处藏羌民族地区，不仅肩负着人才培养的使命，还承担着弘扬少数民族地区优秀文

化的任务。校内设置专门的藏汉双语学院，着力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教师人才；学校还举办一年一度的

新生锅庄大赛，周末社团组织学生在操场上跳彝族传统舞蹈，除此之外彝族的火把节也是学校的特色活

动。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让阿坝师范的在校学生了解并热爱民族传统文化，让阿坝州内的校区间的文化

交流更加容易，让在州内实习的应届毕业生有了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宿感。 
(四) 学校内部的政策优势 
随着我国完成第一个百年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推动着教师

培养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对乡村教师的培养成为教师培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0]。在教育强国和乡村振

兴的大潮流下，阿坝师范学院也积极投入到这股热浪中，在对师范生的培养方案中强调对于乡村教师的

培养；学校积极鼓励应届毕业生到民族地区和偏远山区进行支教和实习，让学生学到的理论和师范技能

用于实践，在条件相对艰苦的山区和民族地区锻炼自我的意志，并为之后的教学工作积累宝贵的经验。 

6. 耿达一贯制学校与阿坝师范学院教育资源融入的实践途径 

耿达一贯制学校反映出的问题与不足，只是少数民族地区学校的一个缩影，针对其问题产生的原因，

探讨与阿坝师范学院教育资源融入的途径是必要的。对此笔者从成立实习基地、学院共建、“互联网+”
模式以及实习老师入职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 成立实习基地 
成立教育实习基地是地方中小学和高校合作资源整合的一项重要举措。实习基地的成立有利于阿坝

师范学院的学生定期对一贯制学校开展对口帮扶活动，教研讨论，课程实践以及定岗实习等活动。 
在耿达一贯制学校建立定向实习基地，将为一贯制学校未来师资提供稳定的来源，同时也为高校大

学生的社会实践提供了多个择校的机会，丰富了应届毕业生的选择。同时，实习基地的设立也为阿坝师

范学院实习大学生提供了相应的安全保障，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吸引高校学生入职的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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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院共建 
阿坝师范学院教学单位众多，学科涵盖广泛，对于普通中小学校教师岗位的需求还是可以满足。若

要对普通中小学进行资源融入，首先就要把本校各二级学院的资源进行整合，让应届毕业生所授科目涵

盖普通中小学各个学科，为更高效快捷的对口资源融合提供有利条件。高校与中学资源的融合需要双方

学校领导层面相互协调，让资源的融合变得系统性，有效性，为各个二级学院的对口融合提供保障。 
(三) “互联网+”模式 
随着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为教育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技术手

段，深刻影响着我们的学习方法和习惯，必将引发传统教育模式的深刻变革互联网的信息获取快捷高效

且资源包罗万象[11]；阿坝师范学院与耿达一贯制学校充分利用好“互联网”这个平台让高校内的资源更

好地在中学里传播。互联网的优势在于能够打破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随时地进行知识的传播，将阿坝

师范学院有意义的讲座视频资源通过直播或者录播等方式让一贯制学校的学生在线观看，让学生提前感

受高校的学术氛围，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四) 实习教师入职 
教育实习是培养师范生教学能力的重要环节，它能够为促进师范生教学实践能力发展机构真实的情

景，为其顺利入职、从事实际教学奠定基础[12]。实习教师入职也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资源融入的方式；

一方面可以弥补偏远地区中小学专职教师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还能为当地实习学校的师资注入新鲜血

液，为教学质量的提高做出突出贡献。双方学校应针对耿达一贯制学校的实际，制定适合的实习方案和

策略，集中反映高校、中学与应届毕业生的共同需求，三方达成一致的目标促进共赢。 

7. 思考与建议 

阿坝师范学院对耿达一贯制学校的资源融入将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在此过程中，双方要充分利用彼此的优势，加强合作，取长补短，为阿坝州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一要严格落实《意见》把政策落实到实践[4]，把如何让学校发展得更好作为抓手，让学校与学校间

的联动发展落到实处。 
二是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利用最新的政策向政府寻求一定的资金支持，为资

源的融入提供中坚力量，促进阿坝州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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