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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提要 】
２ １ 世 纪 以 来 ， 埃 塞俄 比 亚 经 济 连续 多 年 实现 高 速 增

长
，
各级 各 类教 育 也 有 了 长 足 发 展 。 初 等 教 育 在 学 校 数 量 和 入 学 人

数 、 办 学 条 件和教 学 设 施 、 师 资 队 伍建 设 、 教 育 公 平 、 教 育 质 量 等 方

面 有 了 显 著提 高 ， 但依 然 存 在 辍 学 率偏 高
、
城 乡 和 区 域 之 间 发展 不 平

衡 、 教 师 短缺且 流 失 率 高 、 基础 设施 建设 不 足等 突 出 问题 。 如何 进 一

步提 高 初 等 教 育 质 量 、 有 效控 制 青少 年 辍 学 率 ， 如何 拓 宽 教 育 经 费 来

源 、 加 大 教 育 经 费 投入 ， 全 面 实 现 教 育公 平和性 别 平 等
， 将 成 为 埃 塞

俄 比 亚 初 等 教 育 未来 发展 所 面 临 的 严 峻挑 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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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人 ２ １ 世纪 以来 ， 在千年发展 目 标激励 下 ， 世界 各 国 的 教育都获 得

了 不 同程度 的发展 。 但是
，
多数发展 中 国 家和地 区在 实现千 年发展 目标 的

道路上并不 顺畅 。 据世界教科文组织发 布 的 ２０ １ ５ 年 《 全 民 教育全球监测

报告 》
显示 ： 在全球 １ ８０ 多个 国家 中 ，

只 有 １ ／３ 的 国 家实现 了 当初所制定

的千年发展六大 目 标 中 的全部 目 标 。 在普 及初等教育方面 ，
仅有不到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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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 （ ４８％ ） 实 现 了这 一 目 标 ，
全球 仍 有约 １ 亿名 儿童没 有读 完小

学 。
？ 在普及初等教育方面 ， 埃塞俄 比亚取得 了很大成绩 ， 在人学率 、 巩

固率 、 教育公平等方 面都取得 了 显著进展 ， 但 同时仍面临 着诸如经费不

足
、
教师短缺 、 失学辍学率高等问题和挑战 。

“

２０ １ ５ 后
”

的埃塞俄比亚初

等教育发展该 如何行 动 ？ 如何 全 面提 升初 等教 育水平 ？ 能 否像
“

教 育

２０ ３０ 行动框架
”

所希望的那样 ，

“

确保全纳 、 公平 的优质教育 ， 使人人可

以获得终身学习 的机会
”

， 将是埃塞俄 比亚初等教育未来发展不可 回避的

现实 问题与 巨大挑战 。 本文在对近年来埃塞俄比亚初等教育取得成就进行

梳理的基础上 ，
对当前发展所面临 的主要问题进行剖析 ， 进而对 ２０ １ ５ 后

的初等教育发展趋 向提出些许浅见 ， 并就教于大方 。

一 近年来埃塞俄比亚初等教育取得的显著成就

埃塞俄 比亚初等教育学制 为 ８ 年 ， 分两个阶段 ：
１ 

一

４ 年级 为第
一 阶

段 ，

５
—

８ 年级为第二阶段 。 ２ １ 世纪 以来 ， 埃塞俄 比亚政府积极为普及初

等教育而努力 ， 教育部通过数据收集 ， 适时发布 《教育统计年鉴 》 ，
为各

级各类教育发展提供数据样本 。 在埃塞俄 比亚政府先后制定并实施的五个

《教育发展五年规划 （
ＥＳＤＰ

） 》 中 ， 都把 发展初等教育放在 了重要位置 。

通过政府的
一

系 列努力 ， 埃塞俄 比亚初等教育得到 了进
一步发展 。 办学规

模进
一

步扩大 ， 办学条件教学设施逐步改善 ， 师资队伍建设步伐加快 ，
青

少年弱 势群体人学基本得 到保障 ， 教育质量 明显提髙 。

（

一

） 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

在千年发展 目 标影响下 ， 埃塞俄 比亚政府一方面积极争取外部援助资

金 ，
另
一方面不 断提高本国 财政教育 经费投人的 比例 ， 通过扩建 、 改建和

新建一大批小学校 ， 扩大了初等教育的人学规模 。 在偏远乡 村地 区 ，
政府

通过建立寄宿学校或开设 可移动学校 ， 来解决偏远农村儿童上学难问题 。

据统计 ，

１ ９９５ 年全国有小学 ９９００ 所
，
到 ２０ １ ５ 年增加 到 ３３３７３ 所 ，

２０ 年

① 徐莉 、 王默 、 程换弟
：

《全球教育向终 身学习 迈进 的新里程一一
“

教育 ２０３０ 行 动框架

目标 译解 》 ， 载 《 开放教 育研究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６ 期 ， 第 １ 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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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增加 了
２ ．３ ７ 倍 。

？ 在小学人学人数方面 ， 根据埃 塞俄 比 亚教育 部发 布

的教育统计年鉴显 示 ：

２０００ ／２００ １ 学年小学 总 人学人 数是 ６６５０８４ １ 人
，

２０ １ ０／ ２０ １ １学年是１ ６７ １ ８１ １ １人
，

２０ １ ４／２ ０ １ ５学年进一步增加到 
１ ８６ ９ １２ １ ７

人
，

１ ５ 年间增加 了 近 两倍 。 ２ ０ １ ４／２０ １ ５ 学年埃塞俄 比亚初等教育的毛 入学

率达 到 １ ０２ ． ７％
， 较 ２０ １ ０／２０ １ １ 学年 的 ９ ６

． ４％ 提高 了 约 ６ 个百分点 。 办学

规模 的扩大 、 入学人数 的增 加使埃塞俄 比亚初等教育普及率进
一步提髙 ，

教育公平得到 了 更好体现 。

表 １２ ０ １０
—

２０ １ Ｓ 年埃塞俄比亚初等教育人学情况统计②

２０ １ ０／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２ ２ ０ １ ２ ／２０ １ ３ ２０ １ ３ ／２０ １ ４ ２０ １ ４／２０ １５

年均增

长率
（
％

）

第一 阶段 人学人数
（
万人

）

１ １ ２ ５ １ １
４３ １ １ ９ １

ｔ２ ５４ １２７ ８

２ ．５ ８

（
｜

＿

４ 年级 ） 毛 人学率
（

％
）

１ ２４ １ ２２ ． ６ １ ２４ ．５ １ ３ ６ ． ９ １ ３７ ．７

第二阶段 人学人数
（
万人 ） ５４６ ５ ５ ６ ５ ４ ７ ５ ６０ ５ ９ １

１ ． ５ ８

（
５
—

８ 年级 ） 毛入学率 （
％）

６６ ． １ ６５ ． ６ ６２ ． ８ ６４ ．１ ６６ ．３

（
二

） 办学条件和教学设施逐步改善

办学条件和教学设施的改善需要教育经费 的适度增加 和持续投人 。 对

于 大多数非洲 国家来说 ，
基础教育经费主要来 自 政府投人和 国 内 外社会的

捐 资或投资 ，
但 由 于教育经费的保障性 比较差

，
如何保证学校教学和管理

Ｔ．作 的正 常运转是
一个较为普遍性的 问题 。 在埃塞俄 比亚政府所制定 的教

育发展规 划 中 ， 教育经费支 出 占 国家财政总支 出 的 比例 以及 占 ＧＤＰ 总额

的 比例均呈增长趋势 。 据统计 ，

２００ ８／２００９ 学年 ， 埃塞俄 比亚初等教育经

费支 出 占 ＧＤＰ 总 额 为 １ ．５％
，２０ １ ５／２０ １ ６ 学 年 增 长 到 占 ＧＤ Ｐ 总 额 的

１
．
９％ 。 ２０ １

３／２０ １ ４ 学年 ， 国 家财政 总 支 出 为 １ ５ ９４． ６５ 亿 比 尔 ， 其 中 教育

经费支 出 是 ３ ９６ ． ５２２ 亿比 尔 ，
约 占 １ ／４ 。 在 整个 教育 经 费财政支 出 中 ，

初

①Ｍ ｉ
ｎ

ｉ
ｓ ｔ ｒ

ｙｏ ｆＥｄｕ ｃａ ｔ
ｉ ｏｎ

，

“

Ｍ ｕｃａｈｏ ｎＳ加 ｉｓ ｆ
ｉ
ｃｓ２００７￡ ．Ｃ（ 

２０ １ ４／２０ １ ５Ｇ ．Ｃ
）

＂

，

Ａｄ ｄ ｉ ｓＡ ｂ ａｂ ａ
－Ｆｅｄｅ ｒａ ｌＤｅｍｏ ｃｒ ａｔ

ｉｃ Ｒ ｅｐ ｕ ｂ ｌ
ｉ ｃｏ ｆＥｔｈ ｉｏ

ｐ
ｉ ａＭ ｉｎ ｉ ｓ ｔ

ｒｙ ｏｆ Ｅ ｄｕｃ ａｔ ｉｏ ｎ ， ２０ １ ６ ，ｐ ． １ ４ ．

② 说明 ： 本文表格中 所使用 的数据均根据埃塞俄 比亚教育部公布 的相关年份 《教育统 计年

鉴 》 （
Ｅｄ ｕｃ ａｔ ｉｏｎＳ ｔａ ｔ ｉ ｓ ｔ ｉ ｃｓＡｍ ｉｕ ａｌＡ ｂｓ ｔｒ ａｃ ｔ

） 中 的 数字 经整理和分析而得 。 另 有注 明 者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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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支 出为 １ １ ３
＿
５ ６９ 亿 比尔 ， 占到 １／４

。
？此外 ， 埃塞俄比亚政府通过实

施多个教育发展行动计划 ，
如

“

教师发展计划
”

、

“

普通教育质量提升计

划
”

、 建立国家教育管理信息系统等 ， 促进教育环境 的改善 ，
以 争取更多

的 外部支持 ， 包括来 自 发达 国家和世界组织的教育贷款 、 教育捐 赠 、 技术

指导等 。 通过一系列的努力 ， 埃塞俄 比亚成为 获得境外教育援助经费最多

的 非洲 国家之
一

，
也使初等教育的办学条件和 环境得到明显改观 。

（三 ） 师资队伍建设步伐加快

初等教育规模的 扩大使埃塞俄 比亚政府 不得不加快教师 队伍建设步

伐 。
一方面加快新教师的培养 ， 同时加大对在职教师的继续教育培训 ，

提

高合格教师的 比例 ，
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 例如 ， 中 国

一联合 国教科

文组织教育信托基金在埃塞俄比亚等 国开展的教师培训项 目 ， 目前 已完成

了第一期数百名 中小学教师 的 ＩＣＴ 知识培训 ， 推动 了埃塞俄比亚教师培训

的 制度化发展 。
＠另据埃塞俄比亚教育部统计 ，

２ ０ １ ４／２０ １ ５ 学年埃塞共有小

学教师 ３９ ６０９ ９ 名
，
近五年内年均增长 ５ ．１４％ 。

？ 其 中
，
男 性教师的数量

明显多于女性 ， 尤其是在亚的斯亚 贝 巴 、 哈拉尔 、 提格里等地 区 的情况更

为突 出 。 这说明在埃塞俄比亚等非洲 国家要谋得一份 中小学教师职位也是

相 当不容易 的 ， 无论是在公立还是私立小学 的教师岗位竞聘当 中 ，
男性更

有竞争力 。

表 ２２０ １４／２０ １５ 学年埃塞俄比亚公立和私立小学教师人数

公立小学 私立小学 总数

男性 ２２６ ３０６ １ ６ ０２３ ２４２ ３２９

女性 １ ４４５０３ ９２６７ １ ５３７７０

总数 ３７０８０９ ２ ５２９０ ３ ９６０９９

①Ｍ ｉｎ ｉ ｓ ｔｒｙｏｆ Ｅｄ ｕｃ ａｔ
ｉｏ ｎ ，

Ｍ

Ｅｄｕ ｃａ ｔｉｏｎＳｔａｔ
ｉｓ ｔ

ｉｃｓＡｎｎｕａ ｌＡ ｂｓ ｔｒａｃｔ ２００７Ｅ． Ｃ（
２０ １ ４／２０ １ ５Ｇ ．Ｃ

）

＇

＼

Ａ ｄｄ ｉ ｓＡ ｂａｂａ ：Ｆｅｄｅ ｒａｌＤ ｅｍｏｃ ｒａ ｔ
ｉ ｃＲｅ ｐ ｕ

ｂ ｌ
ｉ ｃ ｏｆ Ｅ ｔ

ｈ
ｉｏｐ ｉ

ａＭ
ｉｎ ｉｓｔ ｒｙｏ

ｆＥ ｄｕｃａ ｔ ｉ
ｏ ｎ ，２０ １ ６ ，ｐ ．

２４ ｘｐ ．

２５ ．

② 薛莲 教师教宵机构的转 型 ： 非洲的经验 ＞ ， 栽 《 世界教育信息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１ 期 ， 第

１ ６ 页 。

③Ｍ ｉｎ ｉ ｓ ｔｒｙｏｆ Ｅｄ ｕｃ ａｔ
ｉｏ ｎ ，

＇＇

Ｅｄｕ ｃａ ｔ
ｉｏｎＳｔａ ｔｉｓ ｔ

ｉｃｓＡｎｎｕａｌ Ａｂｓ ｔｒａｃｔ２００７￡． Ｃ（
２０ １４ ／２０ １ ５Ｇ ．Ｃ

）

＂

，

Ａ ｄｄ ｉ ｓＡ ｂａｂａ ：Ｆｅｄｅ ｒａ ｌＤｅｍｏ ｃｒ ａｔ ｉｃＲｅ
ｐ
ｕ ｂｌ ｉｃｏｆＥ ｔｈ ｉｏ ｐｉ

ａ Ｍｉｎ ｉｓ ｔ ｒｙｏ ｆＥｄｕ ｃａ ｔ ｉｏ ｎ ，２０ １ ６ ，ｐ
．１ １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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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２ 中可 以看出 ， 埃塞俄比亚公立小学教师 的数量 占绝对优势 ， 尤

其是在 阿法尔 、 阿姆哈拉 、 古 马兹等相对落后 的地区 ， 公立小学教师 占到

总数的 ９９％ 。
① 而在人 口较为集 中 、

经济相对发达 的亚 的斯亚 贝 巴地区 ，

私立教育 相对发 达
，
私立小学教师人数 占到该地 区小学教师总人数的 比例

超过 １ ／ ３ 。 但是从全国 来看
，
埃塞俄 比亚 的私 立小学教育 还 有待进

一步发

展
，
政府应在积极发展公立教育 的基础上

，
鼓励社会各界积极投 资和 兴办

私立教育 ，
以提髙整个 国家的教育办学活力 。

（四 ）
弱势儿童人学基本保障

近年来 ，
埃塞俄 比亚政府通过现金 补贴及其他保护性政策 来保证弱势

儿童 的受教 育机会 。 例 如 ，
为 响应 国际社会倡 导 的

“

全纳 教 育
”

，
埃塞 俄

比亚政府实施了
“

残障儿童教育保护计划
”

， 通过建立 专 门 学校 、 培训 特

教老 师 、 发放盲文课本等 ， 使越来 越多 的残障儿童能够有机会上学 。 埃塞

俄 比亚政府在第 四个
“

五年教育发展规划
”

中 也特别提 出 要 将 特殊需求

学 生 的 数 量 从 ２００９／２０ １ ０ 学 年 的 ４７４６ １ 人 提 高 到 ２０ １ ４／２０ １５ 学 年 的

１ ７ ３９０００人 。 据埃塞俄 比亚教育部统计 ： ２０ １ ４／２０ １ ５ 学年 ， 初等教育特殊

教育 学生 的人学人数 为 ７２１ １ ０ 人 ， 较上
一学年增长 了２％ ，

？
目前看来 离

当初 制定 的 目 标还相 差甚远 。 在全纳教育方面 ， 为 寻求 国际社会 的支持
，

２０ １ ６ 年 ６ 月 ， 埃塞俄 比亚教 育部和 芬 兰政府组织 召 开 了
“

埃塞俄 比亚全

纳 教育 国 家会 议
”

，
希望通过分享全纳 教育 的 国 际经验来支持本 国特殊教

育取得更好发展 。

（五 ） 初等教育赓量明显提高

埃塞俄 比亚小学阶段 的 复读率 、 辍学率问题
一直都 比较 突 出 。 为 了 降

低复读率 ， 埃塞俄 比亚政府 一方面通过教育分权来发挥地方政府 的办学积

极性
，
另
一方面通过努 力改 善办学条件和学 习 环境来降低复读率 ， 提高初

等教育质量 。 为 了降低辍学率 ，
政府在偏远农村地 区推广 复式教学

，
多年

①Ｍｉ
ｎ

ｉ
ｓ

ｔ
ｒ
ｙｏ ｆＥｄ ｕ ｃａ ｔ ｉ ｏｎ

，
“

对 ｉ
ｃｓ ／４ ｒｍ “ａ

／２００７￡ ．Ｃ （
２０ １

４／２０ １ ５Ｇ ． Ｃ
）

＇ ＇

 ，

Ａｄｄ ｉ ｓＡ ｂａ ｂ ａ
：Ｆｅ ｄ ｅｒ ａ ｌＤ ｅｍｏ ｃｒ ａｔ ｉ ｃＲ ｅｐ

ｕ ｂ ｌ
ｉ ｃｏ

ｆＥｔ ｈ ｉ ｏ
ｐ

ｉ ａＭ ｉ ｎ ｉ ｓ ｔ ｒ
ｙ 

ｏｆ Ｅ ｄ ｕｃ ａ ｔ ｉ ｏ ｎ
，２０ １ ６ ，ｐ ｐ

．１ １ ３
－ １ １ ７ ．

②Ｍｉｎ ｉ ｓ ｔ ｒｙｏ ｆＥｄ ｕ ｃａ ｔ ｉ ｏｎ ，
ｌ ｉ

Ｅｄｕ ｃａ ｔ ｉｏ ｎＳ ｔａ ｔ
ｉｓ ｔ ｉｃ ｓＡ ｎｎｕ ａ ｌＡ ｂｓ ｔｒａ ｃ ｔ２０ ０７Ｅ ．Ｃ （ ２０ １ ４／２０ １ ５Ｇ． ６

＇

）

＂

，

Ａｄｄ ｉ ｓＡｂａ ｂ ａ ：Ｆｅ ｄｅｒ ａｌＤ ｅｍｏ ｃｒ ａｔ ｉ ｃＲ ｅｐｕ ｂ ｌ ｉ ｃｏ ｆＥｔ ｈｉｏ ｐ ｉａＭ ｉ ｎ ｉ ｓ ｔｒｙ
ｏ
ｆ Ｅ ｄ ｕｃ ａｔ ｉ ｏ ｎ

，２ ０ １ ６
，ｐ ．

１ ０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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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小学生分时段 同 室授课 ，
既提高 了 有 限教 学资 源 的使用率 ，

又 能吸 引更

多的农村女童人学 。 同时 ， 政府还鼓励学校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 适 当调整

教 学和课程安排 ，
为农耕时期 的儿童上学提供便利 。

据统计 ，
１ ９９９ 年埃塞俄 比亚初等教育复 读率 为 １ ３％

，
到 了

２０ １４ 年 已

经下 降 到 ７ ． ３ ％
；
在 ２００２ ／２００ ３ 学年 ， 埃 塞 俄 比 亚初 等 教 育綴 学 率 为

１ ９ ． ２％
， 到 了

２０ １ ３／２０ １ ４ 学年 已 降 低 到 ９ ． ９％
。
？ 仅就辍学情 况 的 进一步

分析可以看 出
：
埃塞俄 比亚初等教育各年级辍学率 总体呈

“

Ｗ
”

状分布
，

即
一

年级 、
五年级和八年级辍学率相对较髙 ， 而六年级和 七年级的辍学率

相 对较低 ，
但男女生略有 区别 。 从 图 １ 可 以看 出

，
六年级女生的綴学率 明

显髙 于男生 ，
具体原 因有待进

？步探究 。

虽 然埃塞俄 比亚 的初等教育 获得 了 长足 发展 ， 但存在的 问题也十 分突

①Ｍ ｉ ｎ ｉ
ｓ

ｔｒｙ
ｏ

ｆＥｄ ｕ ｃａ ｔ ｉ ｏ ｎ ，

“

ｉ ４ ；ｍｕａ ／／１
／ｗ ｆｒａ ｃ ／ ２００７ ｊｐ． Ｃ（ 

２０ １
４／２０ １ ５Ｃ ． Ｃ

）

”

，

Ａ ｄｄ ｉ ｓＡ ｂａ ｂａ
：Ｆｅ ｄｅ ｒａ ｌＤｅｍ ｏｃ ｒａ ｔ ｉｃＲ ｅｐｕ

ｂ ｌ ｉｃ ｏｆ Ｅ ｔｈ ｉ ｏ
ｐ

ｉ ａＭ ｉ ｎｉ ｓ ｔ
ｒｙｏｆ Ｅ

ｄ ｕ ｃ ａｔ
ｉ ｏ ｎ ，２０ １ ６ ，ｐ ．５３ ．



１ ８ ８ 非 洲研 究

出 ， 其中 既 有长 期 悬而 未决的老 问题 ，
也有 随着世界教育 发展 、 科技发

展 、 环境变化所带来 的新 问题 。

（

一

） 小学高年级辍学情况比较严重

綴学率和 复读率的 高低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 出 教育质量 。 如果一所学

校 的 教学设施老 旧 、
教材匮乏 、

教 师短缺 以及交通不便 等 ， 既会影 响 到学

生 的学 习 意愿 ，
也会影响 到学校 生源 的稳定性 。 虽然埃 塞俄比 亚初 等教育

的 毛人学率很高 ， 但净人学率却并不 十 分理想 ，
如 ２０ １ ４／２０ １ ５ 学年 的净人

学率是 ９４ ．３％
， 这说明仍有超过 ５ ％ 的适龄儿童没有读完小学 。 毛 人学率

偏高 还表 明 复读或延迟 读书的现象 比较多 。 例如 ， 在 亚的斯亚 贝 巴 和甘 贝

拉地 区 ，

１
一

８ 年级 的毛人学率髙达 １ ５ １ ％
，
表明有很多 学生并没有 在政府

规定 的年龄段 （
７

—

１ ４ 岁
）
人 学 。 如 果 从两个不 同学段分 别进 行统计的

话
，
问题更 加 明 显 。 ２０ １ ４／２０ １ ５ 学年

，
第 一 阶 段 （

１

一

４ 年级 ） 的 毛 人学

率 为 １ ３ ７ ． ７％
，
而第二 阶段 （ ５

—

８ 年级 ） 的 毛人学率仅有 ６６ ． ３％ 。
① 说明

第一阶段学生复 读和超龄人学 的情况 比较普遍 ， 而第 二阶段学 生綴学情况

较为严重 。

由 于辍学和复读现象的存在 ，
能够按时完 成学业的人数比例并没有 像

人学人数一样实现同 步增长
， 完成率和升学率也没有得 到显 著提高 。 据统

计
，

２０ １ ４／２０ １ ５ 学年 小学 五年 级 的完 成率 只有 ６ １ ％
，
与 ２００９／２０ 丨 ０ 学年

（
７ ５ ． ６％ ） 相 比不增 反 降

；
小学八年级的 完 成率也没有 明 显提高 。 这表 明

有很多儿童并没有读完整 个初等教育 ，
尤其是在 ５ 

—

８ 年级 ， 学 生綴学情

况更为突 出 。 小学高 年级辍学率髙 的
一个直接原因 是升学 困 难 。 统计显

示 ：
２０ １ ４ ／２０ １ ５ 学年埃塞俄 比亚初 等教育 的人 学人数高达 １ ８６９ １２ １ ７ 人

，

而同 年 中等教育的 人学人数仅有 ２１ ０ ８ １ １ ５ 人 。 在埃 塞俄 比 亚 第五个 《 教

育发展五年规划 》 中 提 到 ： 到 ２０２０ 年小学八年级的 完成率要达 到 ７４％
，

而 目 前只 有 ５０％
，
若政府一 味地 只关注小学人 学人 数 ， 而不 解决好小学

毕业生 的 出 路问题 ，
往往会 欲速则不达 。 当 然

， 家庭 因 素也是影响 学生 辍

学的主要原 因
，
如经济 困难

、
父母患 病 、 住 家离学 校远 、

父 母教育 程 度

低等 。

①Ｍ
ｉｎ ｉ ｓ ｔ ｒｙ ｏｆ 

Ｅ ｄｕ ｃａｌ ｉｏ ｎ
，

“

Ｓ ｆ
ａｈｓ

ｆ
ｉｃｓ２ ００７Ｃ（ 

２ ０ １ ４ ／２０ １ ５Ｇ．Ｃ
） 

”

，

Ａ ｄ ｄ ｉ ｓＡ ｂ ａｂ ａ
－Ｆｅｄ ｅ ｒａｌＤｅｍｏ ｃｒ ａｔ ｉ ｃＲ ｅｐ ｕ ｂ ｌ

ｉ ｃｏ ｆＥｔ ｈｉ ｏ
ｐ

ｉａＭ ｉ ｎ ｉ ｓ ｔ ｒｙｏｆ Ｅｄ ｕ
ｃａ ｔ

ｉｏｎ ，２０ １ ６ ，ｐ
． ４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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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教学基本设施和基础条件仍然较差

和很多非 洲 国家
一样

， 埃塞俄 比亚初等教育经费的增长速度难 以赶上

初等教育规模发展的速度 ，
教育经费投人长期不足 ，

严重影响到教学设施

和条件的改善 。 已 有调査表明 ：

２０ １ ４／２０ １ ５ 学年
， 每名 小学生平均只可 以

领到 ４ 本课本 ，
偏 远农 村地 区 的 小学 校还 远远低 于这个数 ，

全 国 只 有

２４％ 的小学能够供电 ，
８ ８％ 的小学建有厕所 ， 但其中仍有一些为男女生共

用厕所 。 此外像实验室 、 图书馆 、 校医 院等也只有少部分学校拥有 。

可以 看出 ， 在埃塞俄 比亚初等教育规模扩大的 同时 ，
相关必备的教学

条件却没有同 步改善 ，
加之原本就捉襟见肘的教学资源 ，

致使
一

些学校学

习环境并没有 得到根本性改观 ，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难免受挫 ， 辍学率居髙

不下难以扭转 ， 尤其在农村和偏远地区表现更为突 出 。

“

在新办学地区 和

游牧 、 半游牧群体中 ，
初等教育的 参与水平相对落后 。 总体而言 ， 在农村

地区约有 ３００ 万初等教育 的学龄儿童无法保障按时上学 。

” ？ 此外 ， 随着

人学人数的不断增加 ， 必然带来班级规模过大 、 教师短缺问题 ， 导致教学

效果差 、 教学质量难保证 ，
进而又 引起辍学 、 复读人数增多 的恶性循环 。

（三 ） 教育公平问題依然突出

据统计 ，

２０ １０ 年埃塞俄 比亚低收人家庭的初等教育完成率仅有 １ ６％
 ，

而高收人家庭则为 ４３％
，

？２０ １ ５ 年经济较 为落后 的索马里地 区生 均课本

数量仅有 ０
．
２ １

，
而较发达的亚的斯亚 贝 巴地区则为 ５ ．６６

③
。 城乡 差距 、 贫

富差距是影响 儿童完成学业的直接原因 。

在性别平等方面 ，
尽管男童和女童的人学率都在逐年增长 ， 但 由 于经

济发展上 的差距 ， 使不同 区域之间男女儿童接受初等教育的 机会存在明显

差异 。 例 如 ， 经济相对发达的亚的斯亚贝 巴 和哈拉尔地区 ，
在教育资源的

占有上具有 明显的优势 ， 女童接受教育的机会就多一些 ， 例如 ，
２ ０ １ ３ 年

亚 的斯亚 贝 巴地区初等教育性别平等指数是 １ ． １ ９
， 而在甘 贝 拉地 区却 只

①苏兵 ：
《 二十一世纪以来埃塞俄 比亚初等教育发展研究 》

，
浙江师范大学 ， 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
１
３ 年 ， 第 ３９ 页

。

②ＵＮＥＳ ＣＯ
，

ｌ，

Ｅｄｕ ｃａｔ 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ｌｌＧ ｌｏｂ ａｌＭｏｎ ｉｔｏｒ ｉｎｇ ｒｅｐ

ｏ ｒｔ２０ １ ５ ，ｐ ．８ ２ ．

③Ｍ ｉｎｉ ｓ ｔｒｙ ｏｆＥｄ ｕ ｃａｔ ｉｏ ｎ
，

？ ‘

Ｅｄｕｃａ ｔ
ｉｏｎ５如以 ￡？／４６价ａｃ ｉ２００７Ｃ（

２０ １４／２０ １ ５Ｇ． Ｃ ） 

”

，

Ａｄ ｄ ｉ
ｓＡ ｂａ ｂａ ：Ｆｅｄｅｒａ ｌＤｅｍ ｏｃ ｒａｔ ｉｃＲ ｅ ｐｕ

ｂｌ
ｉｃ ｏｆ Ｅ ｔｈ ｉｏ

ｐ
ｉ ａＭ ｉ ｎｉ ｓ ｔ ｒｙｏｆ Ｅ

ｄｕ ｃａ ｔ ｉ
ｏ ｎ ，２０ １ ６ ，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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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 ０ 非洲 研究

有 ０ ． ８４
。
？ 这种 区域间 的差异 ，

不仅表现在初等教育阶段 ，
同 时影响 到 中

等教育乃至 高等教育的 性别平等问题 。 在残疾儿童的教育方面
，
男童接受

初 等教育的机会 高 于 女童 。
２０ １ ５ 年初 等教育 阶段残疾 男 童为 ４ １７４ １ 人 ，

残疾女童 为 ２９２６６ 人 。
②

（
四

） 教师短缺和生师比过大的情况十分普遍

为适应初等教育规模扩大 、
人学人数增 多 ， 近十余年来 ， 埃塞俄 比亚

政府积极加快各级各类教 师队伍的建设 ， 使初等教育阶段教师数量有 了 大

幅增加 ， 生师 比 已从 ２００ ３／２００４ 学年 的 ６５ 下降 至 ２０ １
４ ／２０ １ ５ 学年 的 ４ ６

，

但离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初等教育 生师 比要求还有较大 的差距 。 生师 比偏大

的 另
一表现是教师 总量不 足 。 在埃塞俄 比亚

， 中小学教 师短缺问题
一直都

很普遍
，
也一直没有 得到很好 的 解决 。 这一 方面是 因 为 教 师 总量供 给 不

足 ， 另
一方面是因 为教师流失 。 由 于小学教 师 比较辛苦 ， 工 资 待遇 又差 ，

时 常还 领不 到工 资 ， 导致教 师流 失 问题突 出 。 例 如 ，

２０
１
４／２０ １ ５ 学年全 国

小学教师 的流失率为 ５％
，
其 中 阿法尔 （

１ ８ ％
） 、
古 马 兹 （

１ ２ ％
） 和亚 的

斯 亚 贝 巴 （
１ ２％ ） 地 区流失率最高 。

？ 教师流失严重
，
使地方政府和一些

学校不得不临 时聘用
一些不合格的教师来进行补充 ，

这样反过来又 影响 到

课堂教学质量问题和 学生学业 成绩 的 完 成
， 不 可避免地形成一种

“

教 师

流失一生师 比偏高一教学低 质量一学生髙辍学
”

的恶性循环 。

三 未来埃塞俄比亚初等教育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进人 ２ １ 世纪 以来
，
非洲 大陆 的发展 问题越 来越 引 起全世 界 的髙度 关

注 。 非 洲 国家如果能够乘势而上 、 借船出海 ， 就有可能摆脱永远贫困 的 帽

子 。 也 只有这样 ， 才 能产生经济反 哺教育的互动效应 ， 才能形成初等教育

①朱剑 ： 《 埃塞俄比 亚 中 小学教 育性 别不平等问题探析 》 ， 载 《 外国 教育研究 》 ２ ０ １ ２ 年第 ５

期 ， 第 ４４ 页 。

②Ｍ ｉ ｎｉ ｓ ｔ ｒｙｏ ｆＥｄ ｕ ｃ ａｔ ｉ ｏ 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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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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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 比 亚初等教育发展取得 的成 就及 面临的 问题与挑战 １ ９ １

的 良好发展环境 ， 反过来才能实现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 和人力支

撑 的效果 。

近十年间 ， 埃塞俄 比亚的经济增长大多都保持在 １ ０％ 以 上
，
成为非

洲经济发展最快 的国家之
一

。 但与此 同时 ， 埃塞俄 比亚的人 口也在快速增

长
，

２ ０ １ ５ 年年底 总人 口 已 达到 １ 个亿 ， 其 中青少年人 口 的 比重很 大 ，
能

否通过发展教育和培训将巨大的人 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的优势和经济发

展 的动力 ， 显然面临着巨大的挑 战 。 结合
“

教育 ２０３０ 行动框架
”

和埃塞

俄 比亚初等教育发展实际 ，
笔者认为在未来教育发展规划上 ，

埃塞俄比亚

政府应重点关注 以下教育发展问题及其解决策略 。

一是如何进
一步提高各级各类教育的质量问题 。 国家教育质量问题是

一个系统工程 ，
初等教育质量是根基 ，

中等教育质量是纽带 ， 髙等教育质

童是主干 。 初等教育质量不佳必然影响 到 中等教育质量 ，
进而又必然影响

高等教育的发展 。 所 以 ， 埃塞俄 比亚政府若要优先发展教育 、 提高教育质

量 ， 需要优先发展初等教育 ， 不断提髙初等教育的 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

二是如何提髙城 乡 之间
、
区域之间 、 性别 之间教育 的公平发展 问题 。

教育 的公平发展受多方面因素 的影响 ，
既有历史的 ， 也有现实的 ；

既有经

济 的原因 ， 也有政治方面的考量 。 只有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减少教育不公问

题
， 这个国家的教育发展才有希望 。 而初等教育是考察教育公平的一个很

重要 的领域 。

三是随着人 口 的不断增长 ， 如何有效控制青少年文盲数量增长 、 减少

新增文盲人数问题 。 埃塞俄 比亚初等教育的规模虽然在不断发展 ， 但根据

世界银行和教科文组织发布 的数据显示 ， 埃塞俄 比亚的青少年文盲率并没

有 因此而明显下降 。 这说明初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并没有能够弥补因人 口快

速增长和高辍学率所带来的人学缺 口 。 根据世界通行的做法 ， 减少青少年

文盲的有效方法是减少辍学率 ，
同时开展广泛 的形式多样的扫盲教育 。

四是如何提高女性接受教育的水平问题。 由 于长期受宗教思想和传统

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 非洲很多国 家的女孩子都早婚早育 ， 这样必然影 响到

女性的受教育程度 。 埃塞俄 比 亚女性受教育水平 问题从 初等教育开始出

现 ，
越是到 髙年级 ，

教育分化越明显 ， 例如 在大学教育阶段 ，
女生的 比例

往往只 占男 女生总数的 １ ／３ 。 虽然 埃塞俄 比亚政府也关注女性的教育平等

问题 ，
如采取过如 降低分数 、

减免学费 、 加强对女生 的课程补 习 等举措 ，

但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 在埃塞俄比亚 ，
如何从根本上改变思想观念 ， 实现



１ ９ ２ 非洲研究

真正的男 女平等还有一段很长 的路 。

五是 如何加大教育经费投人
，
并争取更 多的外部支持 ，

改 善办学环境

问题。 教育经费充足 与否 与一个国 家 的经济实 力存在正相关性 。 仅凭埃塞

俄比亚本 国之力 一时很难解决教育经费短缺问题 。 包括埃塞俄 比亚在 内 的

一些非 洲 国家在实行 教育 经费 的
“

成本 分担
”

方面 并不顺利 。

一方 面 是

政府在教育经费投人上大 包大揽 ，
另
一方面是公众对教育质量低下怨声载

道 。 近 期南非 高校爆发 的学潮 ， 其导火 线也是学费 问题 。 至 于 初等教育 、

中等教 育要不要收 费 、 收多 少学费等 ，

一直是十分敏感 的话题 ，

一些 国家

政府甚 至缄默讳 言 。 如何在提髙国家教育财政支 出 的情况下 ，
积极发挥社

会
、
家庭和个人 办教 育 的能动性

，
同 时还 能争取更 多 的 国际教育 发展援

助 ， 并且在教育经 费 的使用上能够效用最大化 ， 做到 政府经 费 、 援 助 经

费 、 个人和家庭 教育经费 的相得益彰 ， 无疑是埃塞俄 比亚政府面 临 的重要

抉择 。

三 十 多年前 的 中 国也是
“

贫 困 交加
”

，
初等教 育 也是

“

问题 等 身
”

。

改 革开放 以 来 ， 在 中 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 ， 中 国人 民 凭借聪明 才智 ，

一 方

面 坚持独 立 自 主 ， 从 中 国 的 国情 出 发来发展教育 ； 另
一方面坚持对外 开

放 ，
努 力学 习世界先进 的教育思想和 发展经验 ，

走 出 了
一 条具有 中 国特

色的 教育 发展道路 ，
取得 了举世瞩 目 的 成就 。 不仅 提前实 现 了 普及 九年

义 务教育 的 目 标 ， 而且髙 等教育 已 进入到 大众化 时代 ， 职业教育更是 为

中 国的 工业化 、
城市化发展培养培训 了数 以千 万计的 劳 动 大军和技 术 人

才 。 当 前
，
中 非 关系 获得全面发展 ， 可 以 预 见 ， 随着 中 国政府

“
一带一

路
”

战略的积极推进 ， 中非教育合作 、 文化合作 、 经济合作 的机遇 进一

步加 强 ， 中 国 政府对 非 教 育 援助 、 技 术 援 助 、
经济 援助 的 力 度必 然 加

大
，
非 洲 国 家可积极借鉴 中 国发 展 教育 、 经济 、 文化 和治 国理政 的成功

经验
，
将教育放在 优 先 发 展 的 战 略 地 位 ， 为 实 现 ２ ０ ３０ 愿景 和

“

非 洲

梦
”

奠定扎实 的教育基 础 。

（ 责任 编辑 ：
王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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