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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手记： 

为响应学校在博士毕业生中开展“中国国情调查”活动的号召，

2014 年 6月 6日至 13 日，尹少成、苏志强、谢蓉和李晓果四位博士

生组成课题组志愿赴云南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就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研

究进行为期一周的实证调研。在玉龙调研期间，课题组得到了玉龙县

教育局和相关学校负责人的大力支持，采访了县教育局的相关领导、

走进玉龙县黄山镇白马完小和玉龙县一中，深入了解当地少数民族农

村地区小学、中学的师资力量、教学设施、课程设置以及学生的学习

和生活状况，取得了丰富的资料。为期一周的调研很快结束，当告别

这片土地时，我们深深意识到“同在一片蓝天下，共同进步成长”的

教育公平是多么重要。玉龙地区囿于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等诸多原因，

教育发展较为落后。但勤劳、善良的纳西人民为教育和民族文化传承

事业的敬业和坚守精神令我们深深感动与折服。八天的调研，是一次

精神的升华与洗礼，更加坚定了我们博士毕业生要服务人民、服务基

层、报效国家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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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实证研究 

——以云南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为例 

   摘要：少数民族教育是我国整个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受教育权作为少数民族的一项基本权利，关系

着其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在对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教育发展现实状

况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文章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的必要性，目前

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现状、成功经验及存在的困境，加强少数民

族受教育权完善等方面来阐述，旨在呼吁提高对少数民族地区受教育

权的重视，构建起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关键词：少数民族；纳西族；受教育权；文化传承 

 

研究的缘起： 

云南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是我国唯一的纳西族自治县。选择玉龙纳

西族自治县作为典型的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研究的样本乡镇，通过深入

乡村的实证调查研究，来探知我国目前农村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农

村地区）孩子受教育权履行的情况，不仅能让我们真切的了解到受教

育权运行的现实图景，增强我们博士生的国情意识，培养关注民生、

关注基层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更能结合我们的法学专业知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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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专业的分析和探究，为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受教育水平，加快促进

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进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构建和谐、稳定的多元社会贡献力量。 

一、保护少数民族地区受教育权的必要性 

   受教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对每个人的个性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

着巨大的作用。接受教育对于每个公民维护自己的独立人格与实现自

由和人权至关重要。“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目的在于使公民能宽容和

尊重他人人权，自由发展他或她的个性和尊严，积极参与自由社会，

提供其创造财富的能力，以使其能体面地生活，提高生活水准，成为

对社会有用的一员。”1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国民经济

增长快速，社会物质财富已极大丰富，教育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大都地处于我国西部、西南部地区，与东部发达

地区相比，因为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其经济，教育水平普遍较

在一个人民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的国度不可能

实现政治或经济上的繁荣。哈耶克曾说过：“民主不可能在部分文盲

中实现，除非是在最小的地方范围之内”。因此，对于少数民族地区，

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农村地区而言，受教育权是他们提高自身文化水平、

提高个人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只有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才能不

断提升整个民族地区的文化水平，缩小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发

展的差异。 

                                                             
1 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第二版，第 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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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后。客观地说，要实现我国各民族的平等发展与交流，构建起和

谐共存的多元秩序，良好的教育背景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纽带。对

于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来说，受教育权也是他们提高自身文化水平、提

高个人修养的一个重要的途径；通过受教育权，完善其人格及生存能

力，提高其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能力，获得其应

有的发展。因此保障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就是

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发展权；就是重视改善少数民族民生。因为，

没有良好的教育背景除了将导致民族整体的素质下降这一直接不良

后果以外，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对于多元民族文化的

借鉴与融合都将产生负面影响。与此同时，我国《宪法》、《民族区域

自治法》、《教育法》等相关法律对少数民族公民的受教育权给予了高

度的重视，2为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实现提供了法律保障。“民族区域

经济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取决于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

培养。民族教育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关系到民族平等、

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政治问题”。3

                                                             
2 《宪法》第 4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

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

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第 122 条：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

文化建设事业。国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 

因此，保护少数民族地区的受教

《民族区域自治法》第 37 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发展民族教育，扫除文盲，举办各类学校，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发展普通高级中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根据条件和需要发展高等

教育，培养各少数民族专业人才。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为少数民族牧区和经济困难、居住分散的少数

民族山区，设立以寄宿为主和助学金为主的公办民族小学和民族中学，保障就读学生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

学业。办学经费和助学金由当地财政解决，当地财政困难的，上级财政应当给予补助。招收少数民族学生

为主的学校（班级）和其他教育机构，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

根据情况从小学低年级或者高年级起开设汉语文课程，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各级人民政府

要在财政方面扶持少数民族文字的教材和出版物的编译和出版工作。第 71 条规定：“国家加大对民族自治

地方的教育投入，并采取特殊措施，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速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发展其他教育事业，提高

各民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教育法》第 10 条：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 
3 吴宗金主编：《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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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权，不仅仅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更是缩小民族间发展不平衡、

不平等，实现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客观需要。 

二、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受教育权的现实状况 

（一）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教育整体情况 4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以下简称玉龙县），位于云南西北部，下辖

16 个乡镇，幅员面积 6392 平方公里，人口 21.1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有 19.6 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92.9%，耕地面积 39.3 万亩，是一个

典型的农业县，2004 年被列为云南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有纳

西、汉、白、傈僳、彝、藏、普米等十多个世居民族，是一个多民族

聚居的县份，其中纳西族人口 11.93 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56%，是

中国唯一的纳西族自治县。目前全县共有学校 154 所，其中高级中学

1 所、省定民族高级中学 1 所、初级中学 11 所、小学 102 所（最远

的黎明希望小学距离县城 180 公里 ），九年一贯制学校 1 所、教师进

修学校 1 所，职业高中 1 所，幼儿园 36 所。全县共有在校生 29137

人，其中小学 11921 人、初中 7417 人，普高 4319 人，职高 1123 人。

幼儿园（含学前班）4357 人。小学入学率 99.71%，升学率 96.74%，

辍学率 0.047%；初中入学率 96.93%，升学率 61.99%，辍学率 1.39%；

高中辍学率 0.21%；学龄前儿童入园率 89.05%。全县共有公办教职工

2677 人，其中专任教师 2464 人。 

 

                                                             
4 本小节数据来源：玉龙县教育局提供的 2013-2014 学年度玉龙县学校数、学生数、教职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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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研点之一：玉龙县黄山镇白马完小教育实施现状 5

白马完小位于玉龙县黄山镇白马村，创办于 1913 年 3 月，至今

已有 101 年历史了，是当地远近闻名的百年名校。目前学校有 11 个

班级，在校学生 330 人。其中本地学生 170 人，外地来玉龙务工子女

160 人。本地学生中，少数民族生源占 70%（以纳西族为主）。校内

设有多媒体教室、管乐训练室（成立了丽江市第一支学生管乐队），

图书阅览室、仪器室、电脑室等。现任教师 28 名，其中女教师 21 人，

占 75%，已取得大专学历 26 人，占 93%，是一支师德高尚，业务优

良的教师队伍。学校立足于农村教育、民族教育的实际，发挥地处纳

西乐母之乡——白马村的地缘优势，坚持“依法治校、以德治校、质

量强校、教研兴校、艺术活校”的思路，以素质教育为亮点，以纳西

族东巴民族文化传承为使命，成立了“纳西娃娃艺术团”、“乡村青少

年文化宫”、“丽江市第一支管乐队”，将艺术教育、民族文化教育融

入学校日常的教学、教研中，取得了诸多荣誉和成绩。1993 年，白

马完小被列为省级劳动示范学校；2001 年获得省级“文明学校”称

号；2006 年被省政府认定为云南省优秀乙等学校；2008 年被中国—

—联合国儿基会授予“爱心学校”试点；2013 年“纳西娃娃艺术团”

被教育部、国家民委授予国家级民族文化传承基地。 

 

（三）调研点之二：玉龙县一中教育实施现状 6

玉龙县一中于 1991 年创办，1998 年被认定为云南省重点中学。

 

                                                             
5 本小节数据来源：玉龙县黄山镇白马完小校长办公室提供。 
6 本小节数据来源：玉龙县一中校长办公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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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学校从老城区迁入新校址（郊区农村）。因新校址处于地震带

上，所有建筑均为 8 级抗震的全钢屋架结构。目前全校在校生总数

2790 人，共有 52 个教学班，其中少数民族学生 2302 人，占 82.5%；

纳西族学生有 1584 人，占 57%；汉族 488 人，占 17.5%；住校生 2728

人，占 97.8%；女生 1590 人，占 57%；男生 1200 人，占 43%。教职

工总数 239 人，其中特级教师 1 人，高级教师 55 人，中职教师 81

人。学校立足玉龙县教育是农村教育、山区教育、民族教育，义务教

育基础薄弱的实际。坚持“以德立校、依法治校、教研兴校、质量强

校”的办法理念，在狠抓教学质量的同时，注意弘扬人文精神和民族

文化。在调研走访中发现，其中最具纳西族民族特色的是新校区各楼

名的选取。玉龙一中的各教学楼宿舍楼的命名，都汲取了纳西族对于

知识和智慧的希望和渴求。如三栋教学楼分别命名为：“翰玉楼、天

雨楼、索古楼”，在纳西东巴语中都寓意为“培养人才、吸取智慧、

求学的地方”。女生宿舍楼命名为“觅知楼”，纳西语谐音为“美丽聪

慧的女子”。男生宿舍楼命名为“高若楼”，纳西语意为“能占胜一切

的男儿”，意在男儿志当存高远。身临其中，能感受到浓浓的民族文

化氛围和蓬勃向上的朝气。 

三、玉龙县受教育权保护成功经验和面临的困境 

（一）成功经验：受教育权保障充分、民族文化传承成亮点 

根据一周的调研走访和实地考察，课题组成员深深感受到纳西族

学生在白马完小和县一中校园生活中的鲜活与精彩——孩子们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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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奋、个性鲜明的发展状态和活泼可爱多姿多彩的学习风貌在课堂内

外得到了充分体现与佐证。这说明在玉龙县，对于少数民族生源的学

生，受教育权的保障是比较充分的。近年来，随着丽江市、玉龙县旅

游业的兴起和大量外来经商、务工人员的涌入，纳西族传统文化正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现代文化、外来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全面冲击，在青少

年中的传承断层现象日益严重，致使纳西族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危机。而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玉龙县以学校教育作为文化传播

的主要场所和抓手，在各学习阶段，从小学、初中至高中，注重纳西

族民族文化（东巴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

重要支柱，它的消亡也就意味着特定民族的消亡。玉龙县纳西族传统

文化教育中的一些具体作法，对于其他少数农村地区弘扬和发展本民

族传统文化，具有借鉴和样本意义。 

1.地方教材设计中的文化传承 

目前，在纳西族聚居的玉龙县，投入使用的地方教材有以传承纳

西母语为主的《纳西文化诵读本》（见附录）、《纳西童谣》、《纳西文

化知识读本》、艺术教育类《音乐》9 册、《美术》8 册等几套教材。

这些地方教材多以基于“保护纳西族语言”而编写，重点介绍其民族

风土人情、民歌民谣等，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语言来介绍民族文

化。 

2. 学校民族文化氛围的营造 

玉龙地区纳西族学校重视校园文化的营造，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通过创建“东巴文化长廊”（如白马完小）、宣传栏、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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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牌等宣扬民族文化，用纳西拼音、东巴象形文字命名的“翰玉楼、

天雨楼、索古楼、觅知楼、高若楼”；用东巴文字书写“班级字牌”、

“卫生区域标识牌”；校园古树名花的东巴刻牌装饰、以东巴字、汉

字两种文字标识的厕所等；二是利用东巴象形文字创制校园壁画进行

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如许多学校墙壁上刻有一些纳西祖先的劝学警

句，运动场墙壁上刻有纳西先祖的运动警句等；三是把学生的校服精

心设计成别具一格的纳西现代服饰。总之，通过以上各种途径共同营

造一个充满浓郁民族文化氛围的校园，对学生进行民族文化的熏陶、

感染，强化了其民族认同感。 

3. 课堂教学中的纳西族文化传承 

在课堂教学中，主要涉及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受教育者的学习兴

趣，教育者的意识、素质对课堂教学中渗透民族文化传承作用举足轻

重。在玉龙县，许多中小学校开设的民族文化教学科目是“纳西母语”

课。比如白马完小在小学三年级中专门开设“纳西母语”课。聘请校

外知名的东巴学者来为小学生传授纳西语、教写东巴象形文字及其相

关知识，目前已经坚持三年。除此之外，在艺术类课程的教育中，也

注重民族文化的渗透教学，如东巴舞蹈、纳西歌舞、体育、书法、手

工课上的“七星刺绣”等等。这些寓教于乐的活动，不仅能让学生了

解丰富多彩的纳西文化、也培养了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4. 艺术团活动中的文化传承 

艺术团活动是玉龙纳西族学校民族文化传承的一种较为普遍的

方式。所谓艺术团活动，即是将对民族文化兴趣较浓厚且又有一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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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学生组织起来，以团体的形式进行的小班级教学活动。艺术团一

般具有规模小、水平高的特点，其成员不受年龄限制，来自不同的年

级。艺术团一般聘请校外民族文化专家协同校内音乐教师、体育教师

进行一些民族歌曲、民族舞蹈等方面的训练，他们还经常应邀参加 

一些县、市、省级的文艺演出，有的甚至还参加国家级的演出，并获

得不少荣誉。如白马完小“纳西娃娃艺术团”获得云南省优秀“红领

巾社团”称号；2004 年参加海峡两岸四地青少年艺术展演获得铜奖；

2013 年被教育部、国家民委授予国家级民族文化传承基地；“乡村青

少年宫”获得中央文明办“乡村文化基地”授牌。 

（二）玉龙县受教育权保障所面临的困境 

1.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教育投入是一个国家关于教育发展的基本财力保障。由于我国各

地经济、文化、自然条件差异较大，教育是按计划、按比例发展和推

进的。因此，在教育投入制度上存在着较大的倾斜。根据我国《义务

教育法》第 44 条规定：“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实行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根据职责共同负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统筹落

实的体制。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的规

定分项目、按比例负担。各级人民政府对家庭经济困难的适龄儿童、

少年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从上述法律条文中可知，

我国义务教育经费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但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

因此，各地义务教育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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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发达地区而言，由于区域经济总体规模较大，承担义务教育经费

不成问题。但对于偏远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落后、财力不足的情况

下，承担主要义务教育费用必定是比较困难，有时难以按照《义务教

育法》的规定保障教育经济的实际增长和足额到位。根据《中国教育

经费统计年鉴—2012 年》的报告，北京市 2012 年全年合计投入教育

经费 1.468 亿元，其中中央投入 7306 万元，地方投入 7374 万元；而

同年的云南省全年投入教育经费 6585万元，其中中央投入2202万元，

地方投入 6283 万元，两个地区相差巨大。7

2.偏远山区师资紧缺，民族文化传承师资不足 

在调研中，我们也了解到，

玉龙县是一个地处滇西北高原的省级贫困县，当地经济不发达，生产

力水平相对较低，地方财政较为紧张，需靠国家补贴。在这种情况下，

玉龙县较难拿出足够的教育经费来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地方财政配套

资金不到位，使得许多村寨学校，校舍条件较差，用于教育的日常开

支不够宽余，教学设备和仪器有待充实。与此同时，用与传统民族文

化传承的项目资金支持亦很难保障到位，一些学校由于用来开发民族

文化地方课程以及维持正常教学的资金不到位而无法继续开展民族

文化课；许多学校的老师和校外专家都是义务志愿免费来开展此项工

作，资金的制约也大大影响到了建立起文化传承的长效机制和可持续

性。 

玉龙县位于滇西北高原，全县分布有 154 所学校，尤其是很多村

寨小学，距离最远的有 180 公里，从县城进山需要三天，交通极其不

                                                             
7 数据来源请参见教育部财政司编著：《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12 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3 年 2 月

版，第 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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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基本上一年才能回一次家，条件相当艰苦，教师待遇也没有额外

的保障和优待。因此，许多大学毕业生宁可在城市徘徊或等待机会，

也不愿去偏远、落后的村寨小学任教。清贫的工资和艰苦恶劣的自然

条件，使得偏远山区小学的师资流失现象比较严重。山区少数民族学

生的受教育权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和制约。 

另一方面，师资的相对匮乏还体现为玉龙县许多学校都是由其他

任课教师（主要是音体美教师）兼任民族文化传承课教师。有时也会

从校外请一些民族文化方面的专家来校兼职授课，但这两者之间因缺

乏沟通而使授课内容缺乏统一性、连贯性。专业师资的不足使得无法

保证专人专岗，民族文化传承课的教学质量和一致性受到影响。在教

学活动中，少数民族学生在文化、语言、宗教信仰等不同于汉族学生

的差异，并没有引起学校教师足够的重视，教师在教学心理、教学方

法等方面并没有过多考虑少数民族学生不同于汉族学生的文化差异

和文化特点。8

3.部分少数民族村寨受教育意识相对淡薄 

 

课题组通过对玉龙纳西族当地少数民族家庭的调查和访谈，笔者

发现部分少数民族村寨学生受教育意识相对淡薄。读书无用论在偏远

山区的村庄中还较为盛行。这其中影响少数民族学生就学的主要障碍

有：一是自然条件恶劣，出来就学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生产力发展

水平低，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生活较为困难，负担受教育的成本较

高，承受不起；二是对教育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受丽江旅游大开发的

                                                             
8 金志远：《新一轮课程改革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载《民族教育研究》，2009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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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玉龙县的旅游经济近年来也呈逐步上升趋势，一些少数民族地

区的学生在从大山走入学校就学的过程中，因为抵制不了金钱的诱惑，

容易产生厌学情绪，加上家长如果又疏于管教，极易中途辍学打工。

这也是在调查走访中发现的一个极其令人堪忧的现象。而没有良好的

教育背景除了将导致民族整体素质下降这一直接不良后果外，对于本

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对于多元民族文化的借鉴与融合都将产

生负面影响。9

四、完善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受教育权保障的对策 

 

（一）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经费投入、完善经费支付制度 

如前所述，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制约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水平提高

和民族文化传承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多年来，在少数民族教育的投

资上，中央虽然采取了不少措施补贴民族地区的财政以发展教育，但

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中央财政对地方教育的投入依然太少。如在日

本，国家承担了初等、中等教育经费的 25.4%，县级政府（相当于我

国的省）承担了 67.8%；在美国，联邦政府承担了 8.5%，州政府承担

了 40.1%。而在目前我国的义务教育投入中，乡镇负担 78%左右、县

级负担 9%、地级省级负担 11%，中央财政只负担 2%左右。这样便使

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方面承担责任太少，实际上也就

使乡镇基层政府和农民承担了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重任，进而导致了

农民的教育负担过重，阻碍了民族地区农村学生受教育权的实现。为

                                                             
9 马明霞：《我国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障与实现》，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 年第 3 期。 



14 
 

此，必须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

和专项性转移支付来加大中央、省级政府对地方民族教育的投入，以

缓解义务教育对地方财政的压力。把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由地方负担

改为由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共同负担，由县统管。中央和地方财政负

担比例可视各省区的财力而定，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主要

由中央财政负担，沿海发达地区主要由省市县承担，并相应提高省级

财政承担比例。此外，中央应确定一定比例的税收专门用于民族教育，

专款专用，在国税的分成比例上，适当提高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偏远少

数民族地区的比例，以此来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经费的投入和保

障力度，确保民族地区学生受教育权的享有和行使。 

（二）改善办学条件、完善教育设施、提高教师待遇 

1.改善办学条件、完善教育设施 

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府应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改善学校的教学

条件，及时消除危、旧房，兴建新校舍、美化新校园，添置新教学设

备、教学用品，加强学校软、硬件建设，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良好的

受教育环境。 

2.提高教师待遇、增强教师素质、专职专用 

提高教师工资和福利待遇，及时足额发放其工资。对于偏远、艰

苦的山区教师，还应建立起额外的生活补贴制度，保障其基本生存，

防止教师队伍人才的流失。建立教师奖惩制度和优秀教师定期外出考

察、任职流动和学习培训制度，增强教师的责任心和职业自豪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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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肩负民族传承文化教学任务的教师，尽量做到专岗专用，不再让其

担任其它的教学任务。一方面，专职老师能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来从事

民族传承文化事业的研究—开发—教学，提高授课的针对性；另一方

面，专岗专用也有利于激发、调动教师从事民族传统文化研究的积极

性和热情，更好地促进民族文化进校园这项机制持续、稳定开展下去。 

（三）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宣传普及 

长期以来，在少数民族地区盛行着许多对发展民族教育，宣传少

数民族平等的受教育权不利的传统观念。就玉龙县而言，目前在部分

初中生中存在着读书无用论和厌学情绪就是佐证。所以，必须在少数

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中加强对现代民族教育新观念的宣传与教育，树

立良好的教育观，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为了保障受教育权这一

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在民族地区得到广泛遵循，我们可以采取以下

对策：一是可以利用电视、报刊、广播等传媒机构，广泛宣传受教育

权。二是加强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在教育方面的交流。如在高校中开

展的博士生“国情调查”活动、“民族地区调查”实践活动、大学生

暑期“三下乡”活动等；通过这些实践调研活动的开展，促进学生间

的交流，让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明白教育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本

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将发挥重大作用。三是 在少数民族

地区加强对《民族区域自治法》、《教育法》中有关民族教育的普法宣

传，让民族地区居民了解到受教育权的享有不仅能增强自身的文化素

质，更能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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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成就未来。在实践中，由于受自然条件、历

史原因及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实现和保障存在

诸多障碍。唯有正视目前所面临的困难，对症下药，加强师资配备和

资金投入，加大政策宣传和普法教育，不断提高和改善少数民族受教

育的条件和环境，才能真正提升少数民族自身素质，促进民族传统文

化传承，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对构建和谐稳定的多元

文化秩序，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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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纳西文化诵读本 

   玉龙县白马完小三至六年级教材目录及内容简介 
一、道德规范 

（一）序 

（二）公民道德 

（三）社会公德 

（四）职业道德 

（五）家庭道德 

（六）学习品德 

二、纳西谣 

（一）环境 

（二）历史 

（三）传统 

（四）人才 

三、汉文诗译 

（一）静夜思（李白） 

（二）重到文峰寺（杨元之） 

（三）云中白鹤飞（和柏香） 

（四）题梅花图（和光） 

（五）题麒麟图（杨绍书） 

（六）自述（木公） 

（七）饮春会（木公） 

（八）采药南山（木增） 

（九）玉龙雪山（马子云） 

（十）“迎官厅”雪山（马子云） 

（十一）花马竹枝词（牛青） 

（十二）丽江竹枝词（杨品硕） 

（十三）筏子（李玉湛） 

（十四）丽江杂述（杨菊生） 

（十五）悯农（李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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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纳西民歌 

（一）请歌 1.踏歌来团圆     2.雪山跳鹿坪 

（二）祝词修湖 

（三）引歌美名天下传 

（四）相会调 1.鱼水相会     2.蜂花相会 

（五）古调 1.不见白鹤影     2.把鹤送云间 

（六）即兴调 1.最高玉龙山   2.最深金沙江 

五、纳西儿歌 

（一）放猪娃 

（二）阿勒找什么 

（三）神仙放风来 

（四）母鸡诉苦 

（五）月亮媳 

（六）云儿云儿让一边 

（七）数字歌 

六、东巴经《创世纪》选句 

（一）树木会走路的时代 

（二）建造若罗神山 

（三）我是纳西人 

七、谚语“科空” 

（一）气象谚语（12 条） 

（二）乡规民约（8 条） 

（三）修养（12 条） 

八、纳西语汉语口诀 

九、汉纳常用词 

十、纳西象形字东巴文读音表 

十一、纳西象形字东巴文读音汉义表 

十二、纳西语拼音文字方案、汉语拼音方案和国际音标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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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纳西民歌及东巴象形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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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白沙——我的家乡 

玉龙县白沙完小自编乡土教材（适用于三、四年级）目录及主要内容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白沙完小编制 

第一章  我们的家园 

第 1 课  我们的房子 

图示并介绍远祖的帐篷、先祖的木楞房和现代的瓦房 

第 2 课  我们的院子 

图示并介绍纳西族传统的庭院和畜院结构、用途 

第 3 课  我们的房前屋后 

房前屋后的树木、道路、溪流、菜园、果园及药材 

第 4 课  我们的家谱（选学） 

实物图示木氏宗谱碑文局部、《木氏宦谱》封面、木氏宦谱引子；祭

天经《蒙增·查班绍》（献牲·人类繁衍篇）选节、祭天经《查班绍·丹

树》（人类繁衍·忏悔篇）选节、超度经《喜务·查班查竿》（超度·人

类繁衍篇）选节 

第 5 课  我们的家人 

爷爷是猎手、奶奶是歌手、父母是种田能手 

第 6 课  我们的家畜 

东巴象形文字图示狗、牛、猫、猪、鸡、鸽子等家畜并简介其用途、

饲养、轮牧 

第 7 课  我们的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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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并介绍四川木里俄亚、云南香格里拉县三坝、玉龙纳西族自治县

塔城乡和奉科乡、丽江坝区等不同地区的纳西族服饰 

第 8 课  我们的用具 

利用东巴象形字图示各种日常用具并介绍其原材料、制作、使用及保

管 

第 9 课  我们的食物 

利用东巴象形文字图示各并介绍各种食物如耙耙、腊肉、凉粉、酥油

茶、蜜饯、腌菜；不同节日里如年猪客、满月客、红事、白事、清明、

端午、冬至及年夜饭时的食物搭配及特点介绍 

第二章历史·文化·人物 

第 10 课  我的家乡一一白沙 

利用地图介绍白沙乡、白沙村的地理位置、土地面积、人口、气候、

海拔及服饰；木氏土司先祖阿琼阿良的相关事迹介绍 

第 11 课  玉龙雪山 

玉龙雪山的位置、海拔、动植物品种、景点简介；图示东巴象形字中

出现的玉龙山中的禽类与兽类；玉龙雪山的作用：雪山冰川固体水库、

大地空调山涧溪流、灌溉用水及人畜饮用水水源 

第 12 课  北岳庙 

北岳庙（三朵庙）的历史、“三朵”神的传说、“三朵”节（二·八节） 

第 13 课  万朵山茶 

玉峰寺万朵山茶的树龄、茶花特征、相关传说 

第 14 课  白沙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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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壁画的历史及分布、白沙壁画的多宗教融合特征、白沙壁画的内

容及其艺术表现手法 

第 15 课  白沙细乐 

白沙细乐的别称及其名称由来、图示白沙细乐的乐器构成、白沙细乐

12 调的存失情况及其曲风、演奏特征简介、《白沙细乐》与《丽江洞

经音乐》共同构成“丽江古乐” 

第 16 课  东巴文字 

丽江三大“世界遗产”：世界文化遗产一一丽江古城、世界自然遗产

一一“三江并流”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位于玉龙县老君山）、世界记

忆遗产一一纳西东巴古籍（由东巴象形文字书写）；图示 16 个东巴常

用字（东巴字与相应汉字对照）；东巴字在人类文字研究中的作用 

第 17 课  洛克博士 

美籍奥地利人洛克博士的在丽江 27 年的生平事迹及其对传播纳西族

文化做出的贡献简介 

第 18 课  无臂书法家 

身残志坚的纳西书法家和志刚生平事迹简介 

第 19 课  雪山神医 

白沙街老中医和士秀先进事迹及其“丽江玉龙雪山草本草诊所” 

第 20 课  和惠祯 

美籍纳西族精英和惠祯的生平、对白沙完小的捐资援建事迹、图示白

沙完小惠祯子绣楼 

第三章  社区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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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课  我们的村子 

利用地图简介白沙村的地理位置、人口及生计类型 

第 22 课  看图猜一猜 

利用实物图介绍玉龙完小校钟一一二战期间美国战机失事后残留的

空氧气罐、青龙河上的吉祥桥及其传说、松毛堆及其用途、白沙居民

常用野生油料果一一青刺果的价值 

第 23 课  我们特有的食物 

白沙煎凉粉的原料、制作、不同吃法简介 

第 24 课  我们的旅游资源 

利用地图介绍白沙乡的旅游景点及其旅游地的价值、文化价值 

第 25 课  铜器是怎样制作出来的 

图示古“茶马古道”抢手货白沙铜器手工作坊及铜器制作用具介绍、

铜器的制作步骤及其所涉及科普知识 

第 26 课  水与水的利用 

白沙丰富的水资源介绍、纳西先民对水资源的利用及管理经验 

第 27 课  森林资源与管理 

以白沙乡丰乐村的森林资源及其管理方式为例，介绍了如何对森林资

源保护与管理 

第 28 课  谁管理我们的村子 

解放前纳西村落里的“本虽”（村长）的选拔方式、任期及其责任与

义务；村中“恒暨”（神房）的功用；青松果采摘、水磨使用的村规

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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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课  建房賨 

以丰乐村“建房賨”为例，介绍了纳西族“賨”的组织方式、运作机

制 

第 30 课  我们的农事历 

图示纳西农事历并介绍纳西人日常生活与其农事历的关系 

 

 

白沙——我的家乡 

玉龙县白沙完小自编乡土教材（适用于五、六年级）目录及主要内容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白沙完小编制 

 

第一章  古建筑、古遗迹 

第 1 课  巨坚寺 

图示玉龙雪山脚下的玉湖村及其通往“巨坚寺”的古道 

第 2 课  玉柱擎天 

玉柱擎天位置、“玉柱擎天”摩岩 

第 3 课  玉峰寺 

丽江五大喇嘛寺之一的玉峰寺及寺内“万朵茶花”树介绍 

第 4 课  北岳庙（三多阁） 

北岳庙位置、“三多”神的传说、“三多节”活动简介 

第 5 课  福国寺（解脱林） 

汉传佛教寺庙福国寺位置、规模介绍;图示（法云阁）五凤楼及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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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课  明代建筑群 

民居建筑群和宗教建筑群:金刚殿、大定阁、琉璃殿、大宝积宫 

第 7 课  白沙壁画 

白沙壁画的绘制年代、内容、风格介绍;大宝积宫西壁的《如来会佛

图》、北壁正中的《观音普门品图》、南壁正中的《孔雀明王法会图》

的内容介绍及其当代荣誉 

第 8 课  白沙古街 

白沙古街的文化渊源、当代风貌 

第 9 课  云集庵 

云集庵的位置及历史简介 

第 10 课  白沙驼峰机场 

白沙驼峰军用机场的地点及其在二战期间国际援华抗战的独特地位 

第 11 课  木氏土司故宅一一木家院 

木家院遗址；木公、木高诗刻；烽火台 

第 12 课  龙泉寺三圣宫 

龙泉寺、三圣宫遗址及其历史渊源介绍 

第 13 课  石莲寺大觉宫 

介绍束河松云村后的石莲寺、今为束河完小西院的大觉宫的历史变迁 

第二章  文化、人物 

第 14 课  东巴文字 

图示东巴经书中的文字片段、常用东巴文与汉字对照表、白沙东巴世

家第三十三和三十四代传人介绍、他们的家谱及其家族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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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课  爷爷奶奶的信仰及崇拜 

纳西先民的自然崇拜与万物有灵信仰 

第 16 课  和耀增与白沙完小 

官至建武将军的纳西好儿子和耀增的卓著军功和突出政绩 

第 17 课  白沙著名诗人一一木正源 

纳西族诗人木正源生平简历及其《雪山十二景组诗》 

第 18 课  美丽的香格里拉之说 

英国小说家希尔顿作品中的“香格里拉”与美国农业部特派员约瑟

夫·洛克亲历的丽江吻合，即丽江是希尔顿“理想王国”的原型 

第 19 课  抗日英雄一一木壬林 

纳西爱国将领木壬林的生平事迹简介 

第 20 课  纳西民族之《鱼水相会》 

介绍《鱼水相会》的内容、修辞及教育意义 

第 21 课  听爷爷奶奶讲过去的故事 

明代木天王之女龙女公主助夫反父及龙女树（虑朱）的故事 

第 22 课  纳西民间美术介绍 

东巴绘画卷轴画《神路图》、金沙江崖画、丽江纳西民间美术的价值 

第 23 课  学生美术作品鉴赏 

第三章  名木古树、名人故居 

第 24 课  白沙名木古树 

哥吉出水源头的五角枫、玉峰寺的万朵山茶、北岳庙的银杏树和千年

唐柏、大宝积宫旁的银杏、束河完小里的银杏树、琉璃殿大门口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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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柳、向阳村的古皂英树、文昌宫的桂花、玉峰寺的夜合欢 

第 25 课  白沙名人故居 

杨邦卫进士故居、书法家黄辑熙故居、和惠祯故居、洛克故居 

第四章  白沙细乐及鉴赏 

第 26 课  白沙细乐 

不同版本的白沙细乐的产生传说以及其构成、内容、曲风 

第 27 课  白沙细乐鉴赏 

选介了七乐章不同主题的细乐曲，包括融引子、序、跋、基础、精华

等多种解释于一体的乐曲《笃》，此外还有《一封书》、《三思吉》、《公

主哭》、《赤脚舞》、《弓箭舞》及《阿丽丽苟金旁》，并附有相应的乐

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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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白马完小乡村学校少年宫 

档 案 记 录 表 

学校校长 和群立 在校生数 330 人 

管理办公室 

主任 
肖亦芳 在校职务 副组长 

  

管理办公室

副主任 

袁世豪 在校职务 艺术教育

组组长  

 

开放时间 
星期一至五 12︰30——2︰00，下午 4︰20——5︰20 

管理办公室

工作人员 

基本情况 

和群立：男，大专，少年宫主任 

肖亦芳：女，本科，少年宫副主任 

袁世豪：男，本科，少年宫副主任 

和映彩：女，本科，艺术总负责。 

木  专：男，大专，体育类总负责 

活动 

场所 

情况 

篮球场 —— 一块 

足球场——一块 

图书室——一个 

管乐室——一间 

电脑室——一间（9 台电脑） 

多媒体室——一个 

乒乓球室——一个（2 桌） 

手工制作室——一个 

合唱训练室——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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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室——一个 

东巴文传承教室——一个 

勒巴舞教室——一个 

棋类室——一个 

书法教室——一个 

活动 

器材 

配置 

情况 

经典诵读兴趣班：儿童经典教育 60 册，少儿经典图书 81 册 

足球兴趣班：足球 8 个 

篮球兴趣班：篮球 5 个 

跳绳兴趣班：跳绳 20 根 

管乐兴趣班：长笛 11 支，黑管 11 支，小号 13 支，萨克斯 11 支，中

低音号 11 支，抱号 2 个，长号 11 支，小军鼓 11 个，

大鼓 2 个 

合唱兴趣班：电钢琴 1 台，多媒体 1 套 

勒巴舞兴趣班：勒巴鼓 40 个牦牛尾 20 个，大鼓 1 个 

电脑兴趣班：电脑 20 台， 

东巴文化传承兴趣班：多媒体设备 1 套 

乒乓球兴趣班：乒乓球桌 2 套，球拍 4 副 

书法兴趣班：毛笔 62 支，墨盒 40 个，毛边纸 20 包，墨汁 15 瓶，水

桶 4 个。 

绘画兴趣班：铅笔 48 支，调色盘 24 个，水粉颜料 24 盒，素描纸 24

包，画笔 24 套，画夹 24 块，胶水 1 瓶，无边纸 20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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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类兴趣班：跳棋 12 副，象棋 12 副，围棋 12 副 

教 

师 

辅 

导 

员 

队 

伍 

和学群  男，大专体育组总负责（少年宫主任） 

肖亦芳：女，本科，纳西勒巴舞兴趣班辅导教师。（少年宫副主任） 

袁世豪：男，本科，管乐兴趣班、合唱兴趣班辅导教师。（少年宫副

主任） 

和映彩，女，本科，舞蹈辅导教师。 

袁洁、田秀英：女，本科，经典诵读兴趣班辅导教师。 

    和新武、段全乐、木仕人：男，大专，跳绳、乒乓球、足球和篮球

兴趣班辅导教师。 

梁国浩：男，大专，书法兴趣班辅导教师。 

木  花：女，大专，棋类兴趣班辅导教师。 

和振杰：女，本科，手工制作兴趣班辅导教师。 

和家香（女）、和建雄（男）：大专，电脑兴趣班辅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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