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卷!第"期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月

’()*!!!+(*" ,(-./0)(12(-3456738/9:6.793;!2(<90)2<96/<67=>939(/" 26?3*##$$%

"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与民族教育

学科的发展$回顾与展望

常 永 才
!中央民族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市@$$$A@"

摘!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很大程度上引领着民族教育研究的发 展%民 族 教 育 属 于 新 兴 领 域#其 学 科

规划历史较短#但课题研究成果显著#影响了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推动了该学科和教育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

迅速发展%课题研究应加强适切性#加强人类学方法&重视学科基础知识建设和研究本土化%学科规 划 要 注

意课题的覆盖面#强调实地调查#向民族地区研究者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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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我国基本国情%迄 今 为

止#基于调查 识 别 并 由 中 央 政 府 确 认 的 民 族 有"F
个%据#$$$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各少 数 民 族

人口为@$FC!万 人#占 全 国 总 人 口 的A*C@G(@)%
截至#$$!年底#我国共建立了@""个民族自治地

方#其中包括"个自治区&!$个自治州&@#$个自治

县!旗"#下辖@@%!个 民 族 乡#实 行 区 域 自 治 的 少

数民族人口 占 少 数 民 族 总 人 口 的%@G#民 族 自 治

地方的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FCG左右(#)%
显然#加强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以下简称*民族

教育+"#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独特的学术价值%
在实践上#一方面#民族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有

机组成部分%@&C&年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民

族自治地方现代学校教育得到显著发展#已有各级

各类学校A!%#F所#在校学生#&C!万人#各类专

任教师@"C*@万人(#)%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发育

程度&自然条件等多方面的原因#当前我国民族教育

的整体发展水平还不高%进入新世纪#全国总体上

已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

盲目标#而少数民族人口比较集中的八个省!自治

区"的*普九+率只有"$G左右%在人口@$万以下

的##个少数民族中#有@#个民族达到小学文化程

度的人口比例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有@!个民

族达到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不到全国平均

水平的一半(!)%可见#民族教育又是制约我国实现

全民教育和教育均衡发展理念的瓶颈所在%
民族教育也是颇具特色的学术领域%各 少 数

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较为特殊#而且大多有其独特

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因此#完善该

领域的研究不仅能够深描民族教育的特殊情境#促
进教育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发展#而且可望进一步揭

示文化与教育间复杂的关系#有助于深刻认识当代

教育系统中日益凸现的多样性#并为我们理解人类

教育的基本原理提供更丰富的案例%因此#加强和

深化民族教育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价值%
在我国大陆#民族教育是一个新兴的&较 为 薄

弱的学术领域%该领域较规范&深入的学术探讨#
始于#$世纪A$年代#世纪之交显著增多#发展成

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C)%但是#在整个教育科学

研究中#该领域至今仍较为薄弱%因此#我们不仅

应大力拓展该领域的研究#同时也很有必要及时进

行反思#这种反思包括该学科的基本概念&理论框

架&内容体系&方法技术&研究队伍和信息传播等方

面%这是因为*人的文化生活是一种世代相承&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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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愈厚的历史联系!谁要想参加到这个历史联系中

去通力合作!就必须对它有所了解"#"$%
在该领域!尽管各地教育部门&科研管 理 机 构

以及海内外非政府组织发起和资助的民族教育研

究项目开始增多!不少专家学者也自发地进行了数

量可观的研究!本文聚焦于由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

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规划办")发起申报&组织

评审并批准立项的课题研究%其理由是!全国教育

科学规划是中央政府教育部门对全国范围内教育

研究的导向!而新兴的民族教育领域之所以获得迅

速发展!尤其是成为一个合法学科!一个重要的因

素就是!历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都重视设立民族教

育课题!尤其是从(九五"规划开始!将之设为单列

学科!并不断加大支持力度%
受(规划办"的委托!笔者对民族教育学科的总

体发展和课题研究情况进行了两次调查!还应邀参

与了全国教育科学民族教育学科(十五"规划’以下

简称(十 五"规 划!后 文 相 似 情 形 简 称(*HH+规

划")(十一,五"规划指南等文件的起草与讨论%
本文就是基于对这些工作的感受和思考%还需说

明的是!由于(九五"期间民族教育在教育科学规划

中方成为单列学科!下面在较全面的历史概述后!
侧重分析的是(九五"规划以来的课题%故文中所

提项目!主要是举例所用%由于有的项目尽管成果

显著!但因资料不全!难以纳入分析%

!!二、学科规划的历史回顾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一开始就重视民族教育研

究%(八五"规划以前!有关民族教育研究的项目主

要放在其他学科组中%@&%&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

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标志着我国教育研究科学规划

发展进入制度化阶段%该会议所确定的(六五"规

划总共才!F个 研 究 项 目!却 包 括 了-民 族 教 育 概

论.课题%少数民族教 育 方 面 课 题 在 (七 五"规 划

继续受到重视#C$%这迅速促使人们关注民族教育%
(八五"规划中!民族教育方面立项总数显著增

多!课题级别进一步提高!研究领域明显扩大%该

时期!有关民族教育研究的项目相对集中地放在综

合学科组中!计#@项!占该组"$G以上的数量#C$%
这些课题内容涉及了民族教育的理论问题&历史研

究&现代教育技术&教师教育&政策研究等!并出现

了对某一民族 或 民 族 地 区 的 专 题 研 究%其 中!-中

国少数民族教育若干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被
列为国家级重点课题!-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多

卷本)被列为中华社科基金课题%还应指出的是!

其他学科组也注意到了民族教育问题%例如!职业

教育组中列入了-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职业技术

教育发展的研究.!基础教育组中列入了-内蒙古自

治区双语教育研究.!比较教育学组列入了-世界多

元文化教育比较研究.!教育史组中列入了-中国少

数民族 教 育 史 的 研 究.等#F$%基 于 这 些 研 究 的 开

展!(少数民族教育学"这一概念日益明确!该领域学

术杂志-民族教育研究.于@&&$年创刊%
进入@&&$年 代 后!-中 国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纲

要.明确提出要(重视和扶持少数民族教育事业"!
民族教育研究显著增多%因此!(九五"规划时!该

领域课题规划 获 得 里 程 碑 式 发 展!民 族 教 育 在 全

国教育科学规划中被列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类%这

标志着民族教育的学科合法性和重要意义得到国

家的明确&充 分 的 肯 定%立 项 课 题 的 数 量 多 达""
个!重点课题明显增多%其中!有国家级重点课题

#个!国家一般课题#个!青年专项课题&个!教育

部重点课题@&个!其他课题#!个#F$%值得注意的

是!为了促进该学科的可持续发展!(九五"规划中

对年轻研究者进行了倾斜%正是这期间!中央民族

大学开始培养该领域的研究生%
(十五"期间!民族教育学科规划进一步得到发

展%仅在(十五"规划前两个年度已经批准的课题

中!有国家级重点课题@个!国家一般课题C个!青
年基金课题#个!青年专项课题#个!教育部重点

课题##个#F$%(十五"规划的显著特点是!结 合 新

时期民族教育发展的需要!重视课题研究为实践服

务%例如!结合西部大开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

略的实施!设立了-西部大开发与中国少数民族教

育改革和发展研究.&-西部大开发中发展少数民族

教育的特殊政策研究.&-西部开发进程中壮侗民族

教育语文化传承的多视角跨学科探究.&-民族地区

高等职业教育与西部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
等课题/结合普 九 攻 坚 和 农 村 教 育 等 当 前 我 国 教

育发展的重大课题!设立了-青藏牧区普及义务教

育研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

问题与对策研究.等课题/结合教育信息化和国际

化的时代趋势!设立了-多媒体课件在民族地区高

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教育信息化与云南少数民

族教育跨越式发展研究.&-关于西部贫困地区’甘

肃)中学英 语 学 习 困 难 生 的 教 育 理 论 及 其 实 证 研

究.等课题%还应注意的是!随着民族教育学科的

发展!该学科课题指南中还设立了有关重大理论问

题&重要概念和基础理论的课题!日益重视跨学科

方法&尤其是人类学方法的运用%类似课题有-中



国少数民族重大理论问题研究!"#西南民族教育文

化溯源!"#国内外双语教育理论流派和实践模式的

比较研究!等$这些研究得以立项%促进了该学科

研究的深化%并使民族教育开始成为我国教育研究

的热点$
总之%在短短 的#$年 中%民 族 教 育 学 科 规 划

课题在数量和质量"广度和深度等方面都得到了显

著的发展$正是由于这些课题研究的开展%民族教

育学科不断得以发展$

!!三、课题研究的贡献

!一"成果丰富多彩#形成水平较高的著述

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的引领下%经过 专 家"学

者和一线教育工作者的辛勤耕耘%民族教育学科研

究课题产生了丰富成果$其中%有专著%例如%#民

族教育学通论!&哈经雄"滕星主编’"#祭坛与教坛!
&张诗亚著’"(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研究丛书)&王嘉

毅主编’"(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滕星主编’"(民

族教育与民族宗教研究丛书)&万明钢主编’"#中国

少数民族教育立法问题研究!&韦鹏飞主编’"#中国

少数民族教育史!&韩达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双语

教育概论!等*还有相当的学术论文发表在海内外

刊物上%例如%#I6;(/>346J)-.0)0/>3468/919<0D
39(/+ +039(/0) K>6/3919<039(/ 0/> =>-<039(/0)
+(-L6/(/!&张诗亚’,%-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成果出现了一批水平较高

的作品$例如%仅在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

中%民族教育学科方面有@C项$其中%#中国少数

民族教育重大理论问题研究!&郭福昌’"#中国少数

民族高等教育学!&哈经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
&韩达主编’等"项荣获一等奖$对于民族教育这样

一个年轻的研究领域而言%这样的成就是可喜的$
!二"民族教育的理论$决策和实践研究不断深化

民族教育是一个年轻的研究领域$在 全 国 教

育科学规划的引领下%有关课题研究不断深化%促

进了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例如%关 于 民 族 教 育 心 理 的 研 究$过 去 国 内

(正统的)教育心理学界对此关注不足%民族教育研

究却较为重视$(九五)期间%民族教育研究在该领

域进展主要有四方面+&@’对少数民族学生人格特

点的调查%例如%#青海傈僳藏汉高中生人格特征比

较研究!&才果主持’*&#’对少数民族学生智力发展

水平的跨文化研究$例如%#西南少数民族儿童青

少年智力发展水平测试及开发智力的教育实验研

究!&蔡笑岳主持’%该项研究调查了云"贵"川三省

民族地区青少年智力发展水平与智力内隐观念%论
述了青少年智力发展与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并通

过元认知与文化适应的教育实验研究%探索提高民

族地区青少年智力及学业水平的方法*&!’对少数

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及其教育问题的研究%例如%
#内蒙古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和心理

障碍成因分析!&郑莉君主持’*&C’跨文化心理学教

材编写%例如#跨文化心理学导论!&万明刚’$(十

五)期间%针对民族地区中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该领

域的研究关注民族中学生的心理问题%尤其是加强

了文化视角的分析$例如%常永才主持的#民族地

区中学生心理适应问题和教育对策研究!%从适应

这一动态视角%尤其是从全貌观视角调查研究了民

族中学生心理适应三个主要方面...个体 心 理 适

应"学业适应和文化适应$这类研究不仅可以服务

实践%而且促进了民族教育学科建设$这是因为%
赫 尔 巴 特 &,(40//M.96>.9<4 N.6O0.3%@%%FP
@AC@’早就明确指出%要把教育学建设成为一门独

立学科%须以伦理学和心理学为基础,A-$
又 如%关 于 民 族 地 区 课 程 与 教 学 革 新 研 究$

(九五)期间%该领域重视基础研究$例如%吕世虎

主持的#藏族理科教学若干问题研究!%不仅设计了

数十套数"理"化等学科能力测试卷%对甘肃"西藏"
四川等省区的中学生进行了测试%揭示了藏族学生

与同地区汉族学生在理科学习能力方面的差异性

及其规律*而且通过实验研究了理科教学由母语向

双语过渡的最佳学龄段以及理科双语教学的规律

和最佳模式$(十五)期间%该领域研究结合基础教

育改革的实施%进一步开展应用性研究$例如%靳

玉乐主持的#民族学校对新课程适应性及办学特色

研究!%从民族学校教师对新课程的适应性入手%通
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力图发现教师对新课程的认同

感"效能感和情感与教师所处的社会领域"学校领

域以及个人领域诸多因素的关系%以及认同感"效

能感和情感与教师对新课程使用水平的联系%在广

泛的联系中勾画民族学校对新课程的适应状况以

及学校课程特征$在此基础上%本课题构建了民族

学校课程特色体系开发(理想型)%探讨民族学校为

提高对新课程的适应性以及构建学校特色所应该

采取的具体策略和方法体系$这类研究%对民族地

区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独特的意义%从而展示

了民族教育的实践价值$
依法治教%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特点%对 于 文 化

场景特别"发展较为滞后的民族教育来说%意义更

加突出$关 于 民 族 教 育 立 法 的 课 题 研 究 始 于(九



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立法

研究$%韦鹏飞主持&’该课题在把握国内外民族教

育立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教育学(法学(民族学

等学科的视野’不仅系统论述了民族教育立法的指

导思想(主要概念(理论依据(基本原则(内容体系(
立法程序等问题’还针对当前我国民族教育立法的

薄弱状况’深刻地论述了世纪之交我国民族教育必

须超常规立法的思想")十五!期间’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订和国务院#关于深

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出台的背景下’
针对民族地区加快普及义务教育的需要’陈立鹏所

进行的#民 族 地 区 基 础 教 育 跨 越 式 发 展 的 立 法 研

究$’在系统分析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立法活动历史

与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境外考察’获得了有关我国

台湾原住民教育立法和美国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

操作经验’并对大陆#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教育条

例$等个案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我国少数民族教

育法规体系的基本框架’中央少数民族教育立法与

地方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关系’提出了加强和改进

我国地方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建议’并尝试提出了

#少数民族教育法$草案"
!三"促进了民族教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尽管长期以来人们在民族教育实践中进行一

些日常经验总结式的研究’但作为专门学术领域的

民族教育学则要年轻得多’是近#$年才发展起来

的*C+"促进民族教育学产生和发展的因素 是 多 方

面的’显然’如前面所提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中有

关课题的立项和开展研究’是一个重要因素"
其一’促进 了 民 族 教 育 基 本 理 论 的 形 成 和 发

展"一方面’不少课题评介了民族教育较为发达的

国外理论’例如’有关双语教育(跨文化教育(多元

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理论’并在研究过程中努力使之

本土化"另一方面’已有课题研究在总结我国民族

教育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

育理论’例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教育理论"
其二’促进 了 民 族 教 育 学 科 体 系 的 充 实 和 完

善"各类民族教育课题的开展’促进了民族教育学

各分支领域的发展"到今天’除了双语教育(民族

教育史(民族团结教育(预科教育等传统领域外’民
族教育学还 发 展 出 了 民 族 高 等 教 育(民 族 基 础 教

育(民族职业教育(民族家庭教育(民族传统体育(
民族艺术教育等分支领域"显然’这些领域的发展

与有关这方面课题的开展有很大的关联"
其三’促 进 了 民 族 教 育 研 究 队 伍 的 发 展"过

去’民族教育研究人员基本上分布在民族地区的高

校(科研机构和教育行政部门"随着民族教育课题

的设立’尤其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中民族教育学科

的单独设立’越来越多的内地文教科研人员也开始

关注民族教育"过去主要是教育学的研究人员关

注民族教育’今天民族教育课题承担者中’民族学(
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学者越来

越多"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课题尤其是重点课题联

合各地(各学科的人员参加研究’不仅训练了年轻

研究人员’而且加强了研究人员间的交流与合作"
其四’促进了民族教育研究基地的发展"不少

地方在承担民族教育课题的过程中’在人才培养(
资料收集(学术交流的基础上’成为影响日益扩大

的民族教育研究阵地"例如’西北师范大学和原西

南师范大学分别建立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 中 心 和

西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仅西北少数民族

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在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中

就承担了F项课题*F+"中央民族大学民族 教 育 研

究所也成为我国民族教育研究的重要基地’设立了

少数民族教育专业的硕士点和博士点"
!四"促进了中国民族教育研究的国际化

在该学科课题研究基础上’民族教育研究走向

国际化"一方面’上述研究中心近年召开了有关民

族教育的国际研讨会"另一方面’世界银行(亚洲

开发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属下的国际儿童

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纷纷以各种形式支援中国少数

民族教育"许多学者正是在主持或参与全国教育

科学规划课题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承担了这些国际

机构的民族教育项目"例如’世界银行的)中国贫

困地区教育项目!()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发展项目!-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技术援助项目!-
福特基金会的)中国少数民族教材研究!()中国云

南拉祜族女童失辍学与少数民族教育培训问题研

究!(美国哈佛大学资助的)甘肃省贫困地区少数民

族教育发展研究!等"
!五"推动了教育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

还应指出的是’民族教育课题的开展’还 促 进

了相关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例如’教育人类学(多元

文化教育学(跨文化心理学等"这里以教育人类学

为例"它是当代教育科学中的新兴领域之一’其特

色鲜明的民族志方法被认为)也许是解决教育中存

在问题的最好方法!’因为它能贡献大量丰富的描

述’这意味着能够孕育(发展和检验良好的理论*&+"
本土意义上的教育人类学研究直到#$世纪&$年

代末都罕见’但近年进展显著"其显著的一个标志



是!西北师范大学"原西南师范大学和中央民族大

学等高校的研究人员!不仅倡导人类学理念!而且

运用人类学方法!开展田野工作#这促进了教育人

类学知识在我国教育研究中的引入和应用#今天!
教育人类学的原理和技术已经被越来越多地运用

于民族教育以外的研究领域中#

!!四、对民族教育学科课题规划的建议

本世纪头#$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战略机

遇期!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目标的提出!为民族教育研究的拓展带来了

良好机遇#抓住这个重大机遇!用好这个机遇进行

课题规划!必将对民族教育学科发展产生重大而深

远的影响#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问题#
!一"重视课题研究的相关性

研究的相关性和适切性$.6)6:0/<6%!即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这是当代各社会科学发展中日益突出

的问题#民族教育研究在这方面主要表现为!一方

面!有不少研究忽视民族教育实践中的重大理论与

实践问题!脱 离 了 民 族 教 育 改 革 与 发 展 的 实 际 需

要#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者不重视理论的指导和阐

释功能!因此常常是粗糙地总结经验或描述现象!
无助于实际的改进#此外!有的研究忽视我国民族

教育问题的特殊性!机械地套用内地教育的新概念

或国外理论!其研究结果自然难以符合中国民族教

育实际#为此!民族教育课题规划时要大力倡导行

动研究的策略!尤其是到民族地区中小学进行行动

研究&同时适当增加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工作者承担

或参与的项目#
!二"重视跨学科策略和人类学方法的运用

不断完善研究方法是一个学科进步的最重要

的一个方面!对于民族教育这个较年轻的研究领域

更是如此#针对民族教育的特点和民族教育学科

的新兴性!笔者认为!课题规划时!研究方法上应注

意两方面的引导#一是跨学科研究策略!即运用相

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还可以适当鼓励跨学

科专业人员的申报或联合申报#二是鼓励对教育

人类学的理念"方法和技术的运用!尤其是人类学

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应用#其实!人类学在今日影响

日甚!其文化理念和独到的研究方法的影响已经贯

穿到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它也成为学科与学科之

间理论和方法传播的渠道’@$(#建议规划和立项评

审时!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运用人类学田野工作

方法的申报#
!三"重视学科基础知识的建设

民族教育这样一个年轻学科!其健全发展的一

个重要前提是学科基础知识的建设#文化人类学

应该是其基础!因为它在大部分内容上相当于)民

族学*!它以前主要研究"至今仍然重视少数民族问

题’@@(#要运用人类学!必须切实具有其基本知识#
然而!近年教育人类学研究时髦的外表!反映出对

不少研究者人类学基本知识的无知#人类学独特

价值鲜明体现在方法论!而扎实的田野工作是人类

学家的)成 年 礼*’@#(#所 谓 田 野 工 作!是 经 过 专 门

训练的人类学者进入某一社区!长时段地通过参与

观察"深度访谈"住居体验等方式!将研究者立场的

)他观*与被研究者角度的)自观$6L9<%*相结合!获
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传统上!田野工作至少

是一年度#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类学者都有如此

方便而充足的时间!因而有人采用定点跟踪的办法

加以弥补!例如费孝通先生)五访江村*"林耀华先

生)三上 凉 山*’@!(#可 是!有 的 人 以 为 只 要 是 涉 及

少数民族的调查就是人类学方法!以致将一般问卷

调查或走马 观 花 式 参 观 当 成 是 人 类 学 的)田 野 工

作*$196)>5(.Q%!甚至今天还有 不 少 学 者 将)民 族

志*$634/(R.0?4;%仍译为带有@&世纪种族主义意

味的)人种志*#
!四"注意立项课题的平衡和应有倾斜

在横向领域!有关民族教育一般理论"教 学 与

课程"民族教育史"外国民族教育和民族教育政策

等方面的研究较多!但在民族教育心理"教育与文

化"民族教育与经济"民族教育评价等方面显得相

当薄弱#纵 向 领 域 的 研 究 总 量 上 显 得 也 不 平 衡#
学前教育和成人教育方面的课题更加薄弱!高等教

育研究课题较多!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应进一步加

强#在类型领域!大多是民族普通教育!有关民族

职业 教 育 的 专 门 研 究 太 少!至 今 仅 立 项C个 课

题’F(#在民族教育独特问题领域!少数民族双语教

学较受关注!而有关民族认同与民族教育"民族教

育与宗教"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研究较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普及义务教育和农村教育

是我国当前民族教育发展的重点!职业教育应该是

当前民族教育中急需发展的内容之一&$#%重视对

育儿习俗"社区教化"礼仪陶冶"民间技艺传习"寺

院教育等传统校外教育活动的研究#它们具有鲜

明的民族特色!对今日民族教育发展可以提供历史

智慧!也是在急剧社会变迁中容易濒危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建议今后的课题规划和立项评审中!切实

注意对这些课题申报的适当倾斜#
!五"引领课题研究的本土化#建构符合中国民



族文化实际的民族教育思想

现代西方的民族教育研究走在我国前面!这是

事实"借鉴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应审慎地对待"这

是因为!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与西方白人曾

推行殖民主义#野蛮征服土著人#制度性歧视移民

等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民族关系有质的差异"正

如陈连开先生所指出!中华文化的起源与形成基本

上是自成体系的!它有一个$自组织%的系统!其文

化的进程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中华各民族文

化是属于$交融型%或称$和合型%!是连续的!其$内
聚%和$外兼%是对立统一体!各民族$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文化吞并%思想从来没有成为统治中国

的思想!尽管汉族文化的主体作用非常明显!但同

时也兼容多 民 族 不 同 的 文 化’@C("因 此!从 国 外 引

入概念和理论!例如$多元文化教育%!要准确理解

其社会历史背景!审慎地对待!加强可移植性分析"
至少得问问!它真的符合我国民族文化关系的特点

吗？对于可移植的内容!也须结合我国民族地区和

少数民族实际!使之本土化"更重要的是!我们主

要应切实开展对中国民族教育场境的调查和分析!
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民族教育思想"

!六"进一步完善对课题的规划和管理

为了充分发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引领我国民

族教育研究的功能!确保进一步提高研究质量!针

对民族教育研究的特殊性!要进一步完善对课题的

规划和管理"根据学科组专家的建议!应完善之处

主要有)*@+在课题规划时!加强收集各方意见和信

息!尤其是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教育工作者的意

见!加强课题规划的针对性&*#+对$民族教育%进行

明确的界定!加强申报和立项的适切性&*!+对于要

深入边远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的课题!应加大经

费资助额度&*C+促进研究队伍建设"为通过课题

研究促进民族教育这一独特而年轻学科的发展!加

强学科组专家对青年研究人员的指导!支持和组织

课题研究人员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应适当对民

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研究人员倾斜"还可以适当

鼓励民族教育专业或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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