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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民族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
一个民族的教育，尤其是民族基础教育，必须传承本民族的文化，使本民族的知识、语言、民族心理
和生活方式传承下去，以保证民族文化的延续性。
　　从民族文化传承的角度研究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一项很难的课题，问题不仅在于已有研究
基础的缺乏，更主要的是这一课题研究本身的难度。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清晰地界定民族文化的内涵及其丰富的表现形态，同时还必须寻求在民族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中渗透民族文化的合理的分析纬度。
金志远博士作为蒙古族子弟，是我带的第一位少数民族博士生，在他2003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
士学位课程时，就把少数民族教育有关的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在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大量的实践考察基础上，金志远博士以极强的学术敏感与研究勇气，选定了
从文化的视角人手来思考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问题，并作为研究的中心议题。
经过了三年多的积淀、酝酿和修改完善，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形成了今天展现在大家面前的这
本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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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文化传承与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从文化学视角出发，系统全面地探讨了民族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中的若干基本问题，表现了论者具有较强的理论敏感度和实践取向意识。
这一研究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民族文化传承与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力图借鉴多学科的知识与研究成果，广泛涉及课程论、民
族教育学、教育文化学、语言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展示了论者较开阔的学术
视野。
《民族文化传承与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首先从文化学的视角对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历史演变
脉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划分出认同、断裂、发展、多元四个阶段并逐一分析了特征及得失；
在分析文献的基础上，对民族文化采取了民族学、民族语言学、民族心理学等方面的分析探讨，从文
化、社会、心理的深层揭示课程改革的机理和原理；在研究总体构架上，论者分别从民族知识、民族
语言、民族心理结构以及生活方式等维度，全面阐述了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念、课程建构的目
标、内容及实施过程，分析了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价值取向、制度安排和行为选择，提出了民族
基础教育课程中整合科学与人文知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等重要命题。
研究取得的这些认识成果，不仅具有强的现实性，而且具有前瞻性。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族文化传承与民族基础教育课�>>

作者简介

　　金志远，蒙古族，1965年3月生，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人。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2003年9月－2006年7月，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并获教育学博士学位。
2006年10月至今，在西南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博士后
流动站作博士后。
在《中国教育学刊》、《中小学管理》、《民族教育研究》、《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贵州民族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和《内蒙古社会科学》等杂志上公
开发表《民族知识与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价值取向》等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课程文化：内涵、属性与特性》和《蒙古族教育的主体性》等论学》和黑龙江省《蒙古学通讯》等
刊物全文和部分转摘。
担任大专院校《教育学》、《心理学》、《课程与教学论》和《国内外基础教育改革动态》教材主编
四次，副主编三次，并荣获数次教学和科研奖。
曾多次参与国家和北京市课题。
主持两项校级课题、两项自治区教育厅课题、教育部三项子课题，主持一项国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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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本书的分析视角与研究方法论　　本书主要交代研究的预设、范式和理论视角的选择；研究
的具体方法和研究的新意难度与局限等方面的问题。
（一）研究的理论视角、预设、范式的选择　1．研究的理论视角的选择本研究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
角，从文化学角度研究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即从民族文化的角度研究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现
状、理论建构和实践问题，从而提出基于民族文化的课程改革问题。
当然，本书采用文化学的视角，并不等于要排除其他学科的视角。
因为本研究的对象是一种综合的少数民族教育现象，涉及民族学、文化学、文化社会学、教育学、教
育社会学、教育文化学甚至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不能局限于某一门学科边界。
本研究涉及多个学科，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需要采用跨学科的视角对其加以研究。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同时，文化又塑造了人本身。
由于各种原因，人类创造的文化是不同类型、不同模式的，而不同类型与模式的文化又将人类塑造成
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群体——民族。
或者说，正是人们创造文化的环境条件不同、方式途径不同，又赋予文化以各不相同的特点。
“这些特点体现在文化的物质和精神的各个层面，从而形成了各自相对稳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行为规范、社会组织、生活习惯、语言和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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