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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新疆职业院校少数民族
教育质量现状及对策建议

新疆，位于亚欧大陆中部，是丝绸

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总面积166万平方

公里，与俄罗斯等8个国家接壤。

世居民族有维吾尔、汉、哈萨克、

回、柯尔克孜、蒙古、塔吉克、锡伯、

满、乌孜别克、俄罗斯、达斡尔、塔塔

尔等13个。新疆总人口2360万人，其

中少数民族约占63%。南疆四地州人

口963万，少数民族约占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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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9324.80亿元，其中：

第一产业1559.09亿元，

第二产业3564.99亿元，

第三产业4200.72亿元。

其中南疆四地州：

阿克苏地区610亿元（人口253万），

喀什地区780亿元（人口430万），

克孜勒苏州101亿元（人口59万），

和田地区234亿元（人口22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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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总体思路是：

以“三通道”（北、中、南三条通道）为主线；

以“三基地”（国家大型油气生产加工基地、大型煤炭煤电煤化工基

地、大型风电基地）为支撑；

以“五大中心”（交通枢纽中心、商贸物流中心、金融中心、文化科

教中心、医疗服务中心）为重点；

以“十大进出口产业集聚区”为载体，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推进改革创新，加快开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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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2014年5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这个总目标，以推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引领，以经济发展

和民生改善为基础，以促进民族团结、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等为重点，

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

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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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高职院校共有24所：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克拉玛依职业技术

学院等。

新疆中职院校共有252所：

新疆化学工业学校、新疆水利水电学校、新疆钢铁学校等。

南疆四地州共有职业学校51所，其中

高职院校1所，

中职学校50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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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目的：了解我区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现状，总结和推广发展经验，查找存在问

题，分析探索加快发展的对策建议，提高自治区职业院校少数民族教育教学质量。

· 调研覆盖：调研组选择阿克苏、和田、喀什、阿勒泰地区及伊犁州5个地（州）

作为主要调研区域。调研地州少数民族人口基数大，有代表性；调研学校类型全

面，典型意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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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5日至2016年1月5日，自治区教育厅职成处组成

调研组先后对阿克苏、和田、喀什、阿勒泰地区及伊犁州14所职业

院校的少数民族教育教学情况开展了调研。



1、报到率提升；2、巩固率提高；3、办学规模扩大

    1、办学规模稳步扩大

二、发展成绩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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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自治区及对口援疆省市各级党委、政府相关政策、资金的支持下，通过示

范校建设，职业院校基础能力建设、职业教育专业实训基地建设等专项投入，近两

年，部分职业学校办学、实训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2、办学基础设施改善

      3、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融合发展

所调研的14所学校中，有11所在开展学历教育的同时，还承担农村劳动力转移培

训、企业职工技能培训和各类中短期职业培训。



对口援疆和区内对口帮扶工作机制初步建立，阶段性成效初显。在援疆省市的大

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下，一些职业学校的办学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一批基础薄弱

职业学校的基本办学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区内优质职业院校对口帮扶南疆薄弱职业学

校工作全面推进。

4、对口援疆和区内对口帮扶工作成效初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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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切实增强

近三年，所调研14所学校共向社会输送毕业生近2万人，开展各类培训18.6万余

人，目前在校生数达2.57万人，成为区域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的主要来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

的人力资源支撑。



        通过调研发现，我区职业教育，尤其是少数民族教育还相对比较滞后，教学

质量、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状况令人堪忧，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比较突出。部分学校

在办学理念、办学条件、专业建设、管理与服务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与现代职

业教育的发展与改革要求不适应的问题，人才培养质量偏离预期目标，部分教育内

涵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

三、存在问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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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地州和学校调研，发现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一定程度仍存在重基础教育、轻

职业教育的意识，除了在生源组织、办学用地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外，其他政策不够明

确，对职业教育的统筹、指导力度远远不够。

1、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存在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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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校管理水平与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要求存在差距

通过调研发现，相当一部分（数据不全）中等职业学校主要领导是从县农委办公

室、工商联、林管站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岗位调整任命，部门学校领导毫无从事教育经历，

尤其不具备职业教育经历的干部担任学校主要领导，对教育规律，尤其职业教育的规律、

特点了解甚少。



通过调研发现，部分中等职业学校基础条件仍比较薄弱，按照教育部《中等职业

学校设置标准》，多项指标不达标。

3、学校的基础条件与职业教育发展需求不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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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学校对照《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达标情况 调研学校学生对学校办学条件不满意排序



l 专业设置缺乏市场调研和科学论证

l 专业与产业、职业岗位对接不紧密

l 专业课程体系、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不紧密

l 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不紧密

4、学校专业建设水平低，与区域产业发展需求不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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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双师型”教学团队不足，与职业教学发展要求不适应

通过调研发现，职业学校师资队伍问题依旧是“十三五”期间影响技能人才培养

的重点问题，特别是南疆四地州职业学校整体缺编，教师总数不足；大部分县级职业学

校教师由普通中学转型而来，难以适应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要求，专业教师结构性短缺；

现有在岗教师双语教学能力和实践教学水平较低，“双师型”教师比例偏低，不能胜任

专业课程教学问题突出，素质提高问题亟待解决。



调研显示：大部分职业学校，尤其南疆地区的学校严重存在着办学不规范、管理不严格、

教育质量低下的问题。突出反映在教学安排、教师教学、教材使用、教学监控等方面。

6、教育教学管理水平与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新疆职业院校少数民族
教育质量现状及对策建议

7、国家通用语言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

调研中与学生座谈时，发现学生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沟通交流能力弱，如：阿克苏

地区2所学校40名学生中，只有8名学生能用汉语与调研组成员沟通，其中6名水平较

好，经询问得知，3名学生是“民考汉”学生，5名曾是双语班学生。在一所调研学校

晚自习时间，调研组随机进班抽查若干学生，结果令人吃惊，电子类专业学生竟然连

“电”和“手机”不会认读。但调研中100%的学生都能认识到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重

要性，个别学生在社会上工作一段时间后，真正体会到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对自身今后工

作、生活的重要性，从而返回学校专门学习。



根据调研反馈，可以看出职业学校毕业生，尤其是少数民族毕业就业层次、就业

质量并不高，学生真实就业情况不容乐观，形势严峻。

8、毕业生就业层次、质量与就业期望不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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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教师对毕业生就业的反馈 调研教师对学校发展困境问题的反馈



u 一是北疆学校扩大承载容量；

u 二是做好援疆10省市124所院校对口支援南疆职业教育实施工作；

u 三是建立区内25所职业学校对口帮扶南疆职业教育新机制；

u 四是扩大援疆省市高校对口支援区内高职学校的覆盖，通过“一对一” “多对

一”“托管式”等形式全覆盖帮扶，重点提升南疆50所受援职业学校教学管理、

师资队伍和专业建设水平。

1、对准产业发展需求，加强专业设置统筹；

2、对准企业用人需求，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3、对准深化校企合作需要，建立产教融合机制；

4、对准少数民族学生培养需求，开展转移培养和对口帮扶。

四、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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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增加中职学校数量，优化中等职业教育结构；

6、扩大现有中等职业学校承载能力；

7、改善高等职业学校办学条件，扩大承载中职学生转移培养规模；

8、加快政治稳定、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和专兼结合的职业学校教师队伍

建设。

9、把中职扩大招生政策落到实处。

四、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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