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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人类学在中国是一门新兴学科，目前积极投入教育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并相继出版
了一些重要的研究专著和译著，在学科建设上也开始迈出重要的步伐，不仅从国外引进一些重要的研
究成果，许多学者也开展了一些颇具特色的专业研究，并开始对学科发展进行系统探讨。
本书是我国内地唯一一本被教育部列入国家规划的高校统编教育人类学教材，2005年第一次出版后，
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对教育人类学学科建设做了一些初步但很重要的探索。
　　本教材最初于2002年年底被批准列入全国统编教材后，得到全国十余所院校学者的支持和协助。
2004年完成初稿后次年出版，作为一门重视以中国教育发展为主的实践性学科，特别是如何走出中国
教育人类学与其他国家在学科发展上的区别，真正地踏上中国教坛，同样面临着创建新学科的一切困
难。
因此，编写这本教材，既是全体编写者和许多有志于教育人类学研究的学者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现代化
的伟大实践的结果，也是一次反思教育人类学学科发展和思考创建中国学科体系的过程，其间也同样
是一次从借鉴国外学科概念到深入本国教育实际发展中国教育人类学这一新学科的思想成长的宝贵经
历。
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在经历不同的思想碰撞之后，我们发现，教材的编写是中国教育人类学的整体
学科思考提升的结果，不仅要在中国特定教育实践上对各种相关概念重新审视，或赋予新义，或扩展
内涵，并据此对中国本土研究作出适当的梳理，这其中的困惑、甄别与苦思殚虑，有时为厘定某一概
念之含义，也须几经周折，非一般所想象。
然而，这些还只是探索的开端而已，要真正编写出反映教育人类学学科要求的教材，还要付出更艰巨
的劳动。
当然，要创建中国的教育人类学学科体系，推进学科发展繁荣还要做更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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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人类学教程》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新中国第一部教育人类学教
材，也是唯一一部被教育部列入国家级规划的教育人类学教材，在吸收、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与结合我
国教育实际方面做了积极而有益的尝试，在创建中国教育人类学学科体系、推进教育学专业发展、促
进高校教材建设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结构上，《教育人类学教程》由五大部分构成，即学科发展研究：教育与人的生成研究；教育进化
与人类进化、与民族发展、与个体文化适应及生物适应的研究：学校教育人类学研究；以及教育人类
学的未来发展。
在内容上，《教育人类学教程》既重视反映哲学教育人类学的基本思想，又全面运用文化教育人类学
的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在重视对不同民族教育问题以及各阶层人群教育问题进行研究的同时，突出
主流文化教育问题研究；注重分析教育从传统转向现代的历史进程，特别是着力探讨中国教育现代化
的基本方式等问题。
《教育人类学教程》主要供高等师范院校本科层次教育人类学、教育学专业和其他相关专业教学使用
，也是在职中小学教师培训、研究生培养和教学科研人员从事教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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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增俊，1952年生，海南琼海市人。
中山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教育学院教科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比
较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评审专家组成员等职务。
长期从事比较教育学和教育理论研究.在教育现代化、教育人类学、学校道德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有
所建树。
近年来承担十余项全国及省级重点科研课题.发表论文230余篇；出版著作30多部：成果获全国及省级
奖励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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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教育人类学的学科意义一、探寻教育生成与人类发展的内在规律二、推动教育研
究模式的转型三、发挥教育人类学的决策功能四、建立中国教育人类学第二节 教育人类学韵研究对象
与学科主题一、教育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二、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历史发展特征三、当代教育人类学学科
的主题建构第三节 教育人类学的学科体系一、教育人类学的学科概念二、教育人类学的学科领域三、
教育人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第二章 教育人类学的发生发展第一节 人类学与教育人类学一、人
类学产生及其作用二、人类学走向教育的必然三、人类学与教育学的学科联姻基础四、教育人类学的
学科形成第二节 文化教育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启蒙阶段二、应用性学科阶段三、形成独立的学术
性学科阶段第三节 哲学教育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一、草创时期二、形成探索性学科时期三、形成独立
的学术性学科时期第三章 教育人类学理论体系第一节 教育人类学理论分析框架（上）一、对理论分
析框架的探讨二、本质生成模式三、工具主义模式四、互动传递模式第二节 教育人类学理论分析框架
（下）五、系统共生模式六、信息系统论模式七、生态学模式八、进化论模式九、简要评价第三节 教
育人类学研究特性一、教育人类学研究目的二、教育人类学研究方法特点三、教育人类学的方法论原
则第四章 教育人种志研究方法及其运用第一节 人种志与教育人种志一、人种志概念及其意义二、教
育人种志概念及研究意义第二节 教育人种志研究的特性一、教育人种志研究的类型二、教育人种志的
世界观特征三、优秀学校教育人种志标准第三节 教育人种志研究程序及策略一、教育人种志研究方案
的选定二、田野工作开展三、教育参与观察四、深度访谈五、口述历史研究法六、教育人种志研究的
资料工作第四节 学校教育人种志研究实例一、黄瑞琴《幼稚园园长的教室观点之研究》（1991）二、
张芬芬《师范生教育实习中潜在课程之人种志研究》（199：三、齐学红《师生互动关系中的学生自主
性问题研究》（200第五节 成为一名人类学者意味着什么一、建立文化洞察力二、田野工作的专业素
养三、坚持培训与实践相结合第五章 教育与人的生成第一节 人与教育一、人与人的本质二、教育人
类学的人性观第二节 人的未特定化与教育特性一、未特定化与人的生成二、人的可塑性与可教育性第
三节 教育与人的自我定义一、人与人的自我定义二、作用人的自我定义的因素三、教育在人咱我定义
中的作用第四节 人的生成与教育的作用一、人的生成特征二、人的生成之教育作用三、人的生成与教
育本体第六章 教育与人类进化第一节 文化进化与教育起源一、文化进化理论概述二、教育起源研究
概要三、人类诞生与教育起源四、人类教育的本质特性第二节 教育进化模式与人类文化适应机制一、
教育进化的文化模式二、人类社会文化适应性三、教育进化的文化性与教育定义第三节 教育演进与人
类发展一、教育演进时代与人类进步二、教育进化与人类的教育意识三、教育进化的基本特征第七章 
教育与民族发展第一节 文化模式与民族一、文化模式与民族形成二、文化模式与民族生存三、民族文
化模式与教育第二节 民族发展中的教育演变第八章 教育与文化演进第九章 教育与个体文化过程第十
章 教育与人的生物适应性第十一章 学校教育人类学研究第十二章 学校课堂人种志研究第十三章 班级
生活与学生文化第十四章 老师文化人类学研究第十五章 教育人类学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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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推动教育研究模式的转型　　1.寻求人类教育的理想模式教育人类学通过多学科、跨文化研
究，鉴别不同教育的利弊，多维度地评价各种教育策略，筛选本国教育总体发展的最佳方式，并寻找
在不同民族间推广科学、发展教育的可接受文化背景，为现代社会民族大交流、大融会的多元教育提
供制定最佳高效方案的依据。
如20世纪60年代，面对世界教育大发展教育人类学正确地指出，所谓教育能消灭一切贫困只是一种神
话，对某些地区和民族来说，在生产力还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教育的盲目发展只能是一种奢侈品
、一种负担。
这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对许多国家制定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的教育决策咨询机构中许多重要成员是教育人类学家，许多教育政策都来自教育人类学的研究。
　　2.确立学校时代教育责任，全面发挥教育文化功能　　人类学是研究人类自身发展及其在各个发
展阶段中的文化的科学，而教育人类学则研究在教育背景中人的发展与文化、传播文化变迁的一系列
问题。
在教育人类学看来，学校是一个聚汇、传递文化以及创新文化的高级文化体，教育的主要形式是，以
不同的文化为主体的学校对人产生不同的整合作用。
因而，教育人类学倡导把学校作为文化整合的有力工具，发挥积极影响，自觉消除文化污秽，帮助人
们顺应社会变化，促进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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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人类学教程》参与教育决策是教育人类学发展之基础；教育人类学注重教育与人类发展的
跨文化研究；教育人种志是教育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及方法运用；人性观就是对人以及人的本质的看法
；学校是一种执行文化功能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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