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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

楚雄彝族自治州教育体育局文件

楚教复〔2019〕49号

————————————————————————————————————————————————————————————————————————————————————————————

对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第 265号提案的答复

民进楚雄州委：

你们提出“关于楚雄州小学开设彝族传统文化课程的提案”

已交转我局研究办理，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你们长期以来对全州教育工作尤其是对彝族传统

文化传承工作的关心关注！

民族教育是彝州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传统文化是

彝州历史文化长河中最璀璨的明珠。多年来，在州委、州人民政

府领导下，全州各级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加大民族地

区教育投入，加强民族地区师资队伍建设，强化对民族地区教育

发展政策保障和倾斜力度，全州民族教育工作健康协调发展。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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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2018年，全州有独立设置的民族幼儿园 3所，民族小学 18所，

民族中学 5所，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1所，设民族部的完全中学 3

所，全州各级各类少数民族在校学生 180904人，占在校学生总

数的 45.28%。在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过程中，州、县（市）教

育、民宗、文旅等部门高度重视彝族传统文化教育传承工作，采

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传承我州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

一是一是一是一是在认真落实国家课程方案的同时，通过开设校本课程，加大

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力度。例如我州大姚、姚安等县利用大课间活

动、社团活动、主题班会等渠道唱彝歌、跳彝舞、说彝话、写彝

字、綉彝綉等活动，传承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二是二是二是二是以创建云南

省民族团结教育示范学校、云南省民族优秀文化教育示范学校、

楚雄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学校、双语教学示范学校为载体，加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传承力度。截止目前，全州创建云

南省民族团结教育示范学校 137所云南省民族优秀文化教育示

范学校 8所、楚雄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学校 155所、省州双语教

学试点学校 16所，在创建过程中，将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作

为评价、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三是三是三是三是加强民族地区师资队伍建设，

建立国家、省、州、县、校五级培训网络，全面落实“每五年一

周期、不少于 360学时”的教师全员培训制度。在各级培训项目

实施过程中，在将培训名额向民族地区教师倾斜的同时，近两年

来，州教育体育局、州民宗委协同师院、苗族协会等组织了小学

全科教师综合素质培训 12期、600人，彝族语言文字骨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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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2期、90人，滇东北次方言规范苗文师资培训班 2批次、106

人。四是四是四是四是在层层遴选的基础上，组织我州中小学教师广泛参加全

省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征文比赛、民族团结说课比赛、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教学案例征集、民族传统体育展示活动、民

族团结教育读书活动等系列活动。

但诚如你们在提案中所提及的，在全球化发展形势影响下，

随着西方文化的流入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建设“中

国彝乡·滇中翡翠·红火楚雄”进程中，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面临极大挑战。在下步工作中，我们将根据你们的意见，协

同相关部门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一是一是一是协同民族宗教等部门制定印

发我州民族中小学认定及管理办法，从基础设施、校园文化、队

伍建设、教育教学管理、民族文化传承等方面制定评价管理标准，

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分级认定命名一批民族示

范学校，发挥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的示范引领作用。二是二是二是二是加强 137

所云南省民族团结教育示范学校、8所云南省民族优秀文化教育

示范学校、155所楚雄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学校、16所省州双语

试点学校动态监管，特别是要加强云南省民族优秀文化教育示范

学校创建力度，总结推广民间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的经验和

做法。并在部分学校试点开设彝族文化特色课程，将独特的彝族

文化融入课堂，推动彝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三是三是三是三是加强民族文化

传承骨干教师队伍建设，督促指导县市加大民族地区教师引进和

城乡对口支援工作力度，从数量和质量基本满足民族地区教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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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同时，继续开展好民族教育行政管理干部、彝汉双语骨干教

师、苗汉双语骨干教师培训，为民间民族文化传承培养一批骨干

教师。2019年，州级将组织 30名行政管理干部、45名彝汉双语

骨干教师、52名苗汉双语骨干教师培训。下拨资金 33万元支持

双柏、永仁、元谋、武定、禄丰开展双语教学骨干教师培训，下

拨资金 30万元支持 6所学校采购民族特色教育教学设备。四是四是四是四是

积极组织各县市、州属各学校参与全省民族团结教育活动“教育

现代化专题研究论文”活动，遴选教师参加全省学校民族团结教

育说课赛，组织开展全省民族团结教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

新教学案例征集，积极参加民族传统体育展示活动，认真组织民

族团结教育读书活动，积极组织全州中小学教师参加全省学校民

族团结教育创新活动培训工作，并组织师生参加民族舞蹈、民族

体育舞蹈、民族音乐、民族服饰、民族餐饮、民族节庆六大活动，

搭建民族教育、民族文化传承成果展示的平台。五是五是五是五是坚持包含民

族文化在内的民族团结教育“三进”工作，全州义务教育阶段的

一、三、五、七年级和高中一年级学生做到民族教育读本人手 1

册，并融入专题讲座、主题班会、政治课等课程，确保每学年 6

学时的教学时间。积极引导各县市、州属各学校将民间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作为学校课程设置、活动开展、社会实践的重要内

容。六是六是六是六是加强民族教育科研，全面提高民族教育质量。加强科研

队伍建设，以研促教、教研结合，全面提升民族教育科研、教研

工作水平。加强州内院校民族教育研究机构建设，建立高素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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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团队，为加快民族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与智力支

撑。加强民族地区民族教育教研机构建设，充实专业教研人员，

强化教育教学指导。

民进楚雄州委，再次感谢你们对彝州教育事业所作出的努力

和贡献，希望你们继续对教育事业给予关注、关心、支持。你们

的提案，就是我们工作的动力。我们将按照你们的意见，以办人

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继续认真履职，努力工作，推动全州教育

事业的科学发展，为全面建成彝州小康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楚雄州教育体育局

2019年 8月 7日

联系人及电话：郭家柄 3124345
————————————————————————————————————————————————————————————————————————————————————————————————————————————————————————————————————————————————————————————————————————————————————————————————————————————————

抄送：州政府办公室，州政协提案委员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