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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谓武陵地区，这里并不是一个行政区划概念，而是一个以武陵山脉为主线的湘、鄂、渝、黔接
壤地区构成的一个地域范围。
具体的讲就是指现在的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辖的吉首市、泸溪县、凤凰县、花垣县、保靖
县、古文县、永顺县、龙山县，张家界市所辖的永定区、武陵源区、慈利县、桑植县；湖北省恩施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所辖的恩施市、利川市、建始县、巴东县、宣恩县、咸丰县、来凤县、鹤峰县，宜昌
市所辖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重庆市所辖的黔江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
家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贵州省铜仁地区所辖的铜仁市、江口
县、玉屏县、石阡县、思南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德江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松桃苗族自治
县、万山特区。
一共37个县、市、区。
国土面积近十万平方公里。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该地区总人口14276524人，其中土家族6712031人。
汉族4818986人、苗族2015808人，其他少数民族共计729699人。
少数民族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66.25％，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是一个典型的少数
民族地区。
并在自然生态、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生活、民族问题、民族教育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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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志松，土家族，湖北民族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数学教授、民族教育学博士；院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院学位委员会副主席，《湖北民族学院学报》主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湖北
省省级学科带头人，国家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专家。
　　1996年起被聘为湖北大学基础数学硕士研究生导师，2000年被聘为华中师范大学基础数学硕士研
究生导师，2004年被聘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同年被中国林业大学聘为民族生
态学博士研究生副导师。
现为日本数理科学协会会员，中国数学会会员，湖北省数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学学会常务理事，湖北
省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理事。
　　主要从事代数学、民族教育研究。
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数学学术论文70余篇，高等教育和民族教育研究论文30余篇，出版数学专著《
结合代数》等3部，主编《武陵地区民族教育研究丛书》，并承担其中两部著作的撰写。
先后主持完成5项湖北省高校重大和重点项目；目前主持承担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
题1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的子课题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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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民族教育与武陵地区民族教育的历史溯源文化兼容的优先领域——土家族古代学校教育史论土家
族古代教育及汉文化的影响土家族的学校教育与儒学传统略论乌江下游少数民族地区近代教育的发展
试论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教育的发展儒学在土家族地区的传播中国民族教育及其学科的历史回顾、成
就与展望武陵地区民族教育的历史状况恩施自治州民族教育50年发展与思考略论重庆土家族教育的历
史特点建国前湖南民族地区教育概况研究渝东南民族地区明清官学教育与科举考试恩施教育源流初探
古代湘西苗区学校教育探议历史上湘西苗疆的学校教育武陵地区民族教育发展问题研究关于长阳、巴
东县民族教育发展情况的调查报告重庆市少数民族地区教育问题及对策探讨关于湘西州民族教育的调
查报告湘鄂渝黔边区基础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湘西地区的教育状况调查报告湘西州少数民族
女性教育问题的研究武陵地区民族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关于民族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思考论民族教育与民
族地区可持续发展⋯⋯武陵地区民族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武陵地区中小学教育研究武陵地区民族体
育教育研究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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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中国民族教育学学科建立的实践过程。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是中国民族教育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实践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国家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和五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加大了对民族教
育的扶持力度。
1992年3月，国家教委与国家民委联合召开了全国第四次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会议要求把贯彻执行党和
国家的教育方针同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坚持从少数民族的特点和民族地区
的实际出发，发展民族教育事业。
并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对90年代民族教育的发展任务做了明确规
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努力完成“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所确定的教育发展任务。
《意见》认为，民族教育的发展一要打好基础，要在数量和质量上有一个新的发展和提高；二要坚持
改革开放，进一步明确办学路子，使民族教育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富裕文明服务；三
要努力缩小目前困难较大的民族地区同全国教育发展平均水平的差距，使民族教育的发展与全国教育
发展相适应，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这次会议加快了民族教育改革的步伐，开创了民族教育发展的新局面。
1994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在本世纪末要实
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
1999年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
教育的决定》，深化了民族教育改革，使民族教育走上了高速度、高质量、高效益的发展阶段。
特别是1999年6月江泽民主席发出西部大开发的号令以后，国家迅速投入9亿元用于西部152所高校校园
网建设，为民族高校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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