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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0/2021_2022__E7_94_A8_

E5_8F_91_E5_B1_95_E7_c123_280763.htm 记者：自党中央、国

务院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教育事业有了长足

的进步，但仍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最近中国教育报《现代

校长》周刊连续刊发的“西部农村校长生存状态系列报道”

，也反映了工作、生活在西部农村教育一线的校长工作状态

和存在的种种困惑。您是如何看待西部教育现状的？ 中国教

育学会常务副会长谈松华：西部教育的发展，一直是大家都

非常关心的问题。 最近几年，也是中央政府对西部教育支持

力度最大的时期。国务院制订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

工作的决定》，在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实行“贫困地区义务教

育工程”、“农村初中寄宿制工程”、“危房改造工程”、

“农村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两免一补”，在西部农村设

立教师特设岗位，政策层面的支持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这些

政策的前提就是分析了西部教育发展的现状。 如何看待西部

教育的发展现状，要注意两点。第一，一项政策的实施，它

的效果的显现，是要有一个过程的。许多重要的政策是刚刚

开始实施，效果不可能立竿见影。第二，解决西部发展滞后

问题，不仅仅是物质的丰富、经费的增加，还要解决人力资

源的优化和文化、制度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制约西部教

育发展的更重要的因素。原有的体制和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新政策的实施效果。比如行政管理，把学校管得死

死的，即使新政策下达了，经费增加了，校长也很难根据学

校的实际来发挥这些资源的作用。这就不是经费问题了，而



是制度和体制的问题了。 政策要发挥作用，还要有一批能很

好地执行、落实政策的管理人员，包括行政管理人员和学校

管理人员、教学管理人员。经过几年的努力，西部学校的物

质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通过转移支付，生均公用经费的数

量，西部已经超过了中部某些地区。但是，当物质条件的差

距缩小后，人力资源的差距，也就是教师、管理人员的差距

就会凸显出来。房子只要花钱就可以建得和城市学校一样，

至少是够标准；但教师的素质要达到比较高的标准，就不是

靠单纯的物质条件的改善所能实现的。国务院现在已经或将

要进一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解决西部教师队伍建设问题。

如设置“农村教师特设岗位”，就是在现有条件下，解决农

村骨干教师配备的有效措施。 看待西部教育，要看发展趋势

。现在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记者：从

各方面信息和记者的实地采访来看，西部教育虽然有了比较

大的发展，但客观上东西部之间仍存在巨大的甚至是在进一

步加大的差距。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差距？ 谈松华：东西

部教育发展上的这种差距，是历史形成的。现在在讨论西部

教育发展问题时，要关注东中西部的差距，并为逐步缩小差

距而努力。这也是国家的决策，无论是开发西部还是提倡科

学发展观，都是为了实现这个决策。但发展西部教育，要考

虑西部社会、经济的实际状况。教育发展应该超前，但还是

要受到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不能脱离现实。因

此在讨论西部教育发展水平时，不能简单地用东部教育的发

展水平来衡量。 影响发展水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体制

、社会结构、承受能力，包括社会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 西

部教育发展是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但如果我们教育工



作者有一种使命感的话，就可能通过教育的发展，来带动社

会、经济的发展。这样就可能使西部的人力资源开发，超前

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贫困不仅是经济现象，也是文化现象

。发展教育，不仅能为西部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还能促进

西部思想文化观念的变化，引起人的行为方式的变化，通过

教育的发展促进西部的整体发展。 这就需要在教育工作中采

取一些突破性的措施。西部是缺资金、缺人才，但如果有了

更合理、更宽松的制度，同样的条件，就能够发挥更大的效

益。 记者：工作在西部农村的校长和教师，非常渴望得到更

多的关心和支持，非常渴望自身的发展和提高。您认为我们

应该如何帮助他们，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谈松华：对西部校

长要从关心的角度给予更多的支持。要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条

件，开阔视野。我觉得对西部校长和教师的关心，既需要政

府部门采取行政措施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改善他们

的生存环境，同时，还需要社会各方面包括新闻媒体和社会

团体例如各种学会、协会等机构，通过各种渠道反映他们的

心声，为他们做更多的实事，形成一种社会舆论和社会氛围

，共同关心和支持西部校长和教师的生存和发展。 加强和改

善对西部校长和教师的培训，是为他们长远发展做好准备的

重要举措。在校长、教师的培训中，除了先进的教育理念、

教育思想的学习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他们亲身去

感受、去参与、去交流。比如可以把校长、教师送到东部学

校去学习，在东部学校设立“访问教师”。要着眼于校长、

教师的专业化，还要着眼于他们的现代化素质的提高。对教

师，第一步，要使所有教师达到最基本的教师资格标准，能

够胜任教学工作的基本要求。同时，对校长和骨干教师要有



更高的要求。可以结合“特设教师岗位”和“东西部对口支

教”以及青年志愿者等途径，让东部和城市的骨干教师、优

秀的大学生、研究生到西部去，把现代文明的种子在西部传

播，通过同当地教师和学生的结合，既学习城市和发达地区

学不到的东西，也从点上带动骨干教师的成长，在改变教育

面貌的同时，逐步改变社会经济和文化面貌，推进西部地区

的现代化发展。 西部的变化是明显的，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

时期，经济上面临起飞，教育上也是如此。校长、教师要做

好准备，要思考在发展加快时，如何适应新的形势、新的要

求。西部的发展速度，取决于人才。中国教育报在这次报道

中提出的要有一种甘于为改变西部而奉献的精神，是十分重

要的。我到过西部许多地方，亲身感受到在那里工作和生活

的校长、老师们的艰辛和敬业的精神，就是有了这种精神，

西部地区教育才可能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下来，正在迎

来发展的新阶段。所以，我认为，西部所需要的人才，最重

要的就是要具备那种知难而进、锲而不舍的精神。教育就是

为了培养人才，要坚信，经过一代一代的努力，西部的面貌

是会改变的。能够感受到这种责任，就能振奋自己。要提高

自己，就要学习，学习专业知识，提高专业能力。这种学习

既要根据自身工作的实际，也要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利

用各种媒体，利用网络技术。 要通过主流媒体，反映农村校

长、教师的心声，影响决策层和管理层，引起全社会共同的

关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