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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族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肩负着培养北京
市少数民族人才，提高全市民族人口素质的重任。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全市民族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市的民族教育事业有
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市、区县政府、民族部门和教育部门在政策和投入上继续倾斜，通过制定民族学校的“三个优先”政
策，增强对民族教育的扶持力度；优化资源配置，加大对民族学校改造的力度，改善民族学校的办学
条件，推进民族学校的信息化建设；切实把民族学校的干部和教师队伍建设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加
强民族学校的干部和教师队伍建设；坚持“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发挥优势、形成特色”的工作方针
，在各级各类学校中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教育，使民族教育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北京市民族教育的发展水平与首都经济建设的需要还有较大的
差距。
教育观念相对落后，教育改革进程缓慢；教育基础薄弱，教育发展相对迟缓；教师队伍质量还不高；
教育投人还不足；学生上学条件和教师工作待遇均需进一步改善。
　　第五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加速了推进首都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步伐，确立了切实
加强对民族教育工作领导、树立民族教育优先发展的观点，提出了新形势下做好民族教育工作的新思
路。
结合首都民族教育工作的特点，我们要不断研究新时期首都民族教育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民
族教育的规律；针对目前民族教育中存在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努力提高首都民族教育
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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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教育科研成果资料选编（第2辑）》是北京市部分民族中小学开展教育科研的成果展示。
其中有独立承担的国家级教育科研课题，有市级获奖教育科研课题，更多的是结合民族学校的特点开
展的教育科研课题。
目的是采取课题研究的方式，来提高民族教育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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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七，学校特色和教育特色是有明显区别的。
学校特色是指学校在长期办学过程中积淀形成所表现出来的，本校特有的，有别于其他学校的独特办
学风格、独特的、整体的优质风貌，是学校在办学过程中独到的办学理念以及在人才培养、教育目标
、校园文化等方面的特色，是校长和教师在长期思考，改革实践中取得的成效和形成的风格，这种特
色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得到社会的公认。
而教育特色只是学校特色的一个方面。
　　（2）学校特色的发展阶段　　学校在创建学校特色时应把握学校特色的基本属性，认真研究本
校实际，从学校实际出发，抓住突破口，潜心选择特色，精心设计特色，努力创造特色，通力保持特
色，着力强化特色，学校特色的创建与形成分为下述几个阶段：　　潜心选择特色，设计特色——学
校特色孕育阶段。
　　潜心选择特色是在学校主体办学思想的前提下，对学校工作整体现状进行收集、分类、归纳，从
中梳理出经过培养能形成特色的因素。
这个选择过程需要学校领导潜心研究，优选突破口，这是学校特色创建的基础，把潜心选择的特色转
化为创建学校特色的实践，这就需要精心设计特色。
之所以要精心设计特色，是因为学校特色设计要符合规律性和目的性，同时又要具备可能性和必要性
。
　　努力创造特色——学校特色打造阶段。
　　学校工作在历史条件下形成自身的特色，特点是特色起始，但还不是特色本身，其突出的“点”
，是相对独立的某一点。
它既是从隐性到显性的飞跃，又为特色的形成进行量的准备，积极酝酿成功的突破。
　　努力创造特色过程是学校特色创建中最重要的过程，学校特色的建设，是一个不断打破学校原有
平衡状态，又不断建立新的平衡状态的循环往复的过程。
　　全力保持与强化特色——学校特色成熟阶段。
　　学校工作的某一特点经过不懈努力扩展到全校范围乃至省市范围都有一定影响，这样的工作必须
不断巩固，保持强化，才能形成学校特色。
学校特色的基本属性告诉我们：学校特色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学校特色工作重心应体现在形成
过程上来，全力保持与强化特色，体现学校特色的发展性。
全力保持与强化特色从另一层面还要求学校狠抓学校发展和时代前进，要不断优化创新学校特色，要
与时俱进，不断充实学校特色的活力，提高学校特色品位。
因此，作为学校创建特色时必须遵循“不进则退”的动态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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