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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贵州民族大学学术文库·重拾精神的家园：贵州乡土教育的探索与实践》共分十五章，前四章
是理论探讨，其目的是对乡土教育的缘起、研究现状、国内外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对乡土教育的概念
、学理基础与价值取向进行理论阐释，对社会转型期乡土文化的式微和乡土教育的失范进行分析，并
指出乡土教育复兴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行性。
第五章到第十三章为贵州乡土教育的审视与反思篇。
全篇结合全球化、城市化、现代化背景，解析了贵州乡土教育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同时，还从性别、年龄、主要教授科目等多维视角分析了贵州乡土教育的效果与认知差异，解析了学
生对乡土课程的学习态度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归纳了学生、家长、老师和官员对乡土教育制度化的意
愿。
第十四章到第十五章为路径重构篇。
在该篇中我们指出，民族高等院校乡土教育的有序开展是贵州乡土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表现，将乡
土教育纳入制度化轨道是其重要保障，而提高认识、注入资金、培养师资、健全考核、完善教材、加
强协调等则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建议。
最后，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贵州乡土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路途任重而道远。

　　养育我们的乡土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灵魂，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为什么我们要“重拾”乡土呢？
因为随着全球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进，我们的乡土文化却急剧断裂了，乡土知识也日益式微了，
这使我们对自己的家园越来越陌生，由此带来的认同感下降、价值观扭曲、“无根”感增加等问题深
深地困扰着我们，以致现代人寝食难安。
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乡音”的价值，重新体验“乡情”的魅力，重新追寻“乡魂”的影子，故
而“重拾”我们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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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治菊，女，汉族，重庆合川人，1978年生。
现为贵州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
方向为公共管理理论与乡村治理实践。
已在《中国农村观察》、《中国教育学刊》、《社会主义研究》、《东南学术》等多种刊物上公开发
表论文50多篇。
其中，大部分发表在核心期刊或CSSCI期刊上。
有多篇论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CPCI-SSH（原ISSHP）以及人大复印资料《民族问题研究
》、《公共行政》收录或转载。
曾主持教育部青年项目、贵州省社科规划招标项目和一般项目、贵州省教育厅规划项目等10多项课题
，主要教授公共关系学、行政案例分析、公共管理案例分析、公共管理学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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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的源起、进路及反思
　一、问题的提出
　二、国内乡土教育的研究进路
　三、对乡土教育研究进路的反思
第二章 乡土教育的概念、学理基础和价值取向
　一、乡土教育概念之辨析
　二、乡土教育的学理基础
　三、乡土教育的价值取向
第三章 乡土教育发展的历史回溯与共时比较
　一、我国乡土教育的发展：历史回溯
　二、国外乡土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三、国外乡土教育对我们的启示
第四章 转型期我国乡土文化的断裂与乡土教育的复兴
　一、社会转型：乡土文化断裂的加速器
　二、乡土文化断裂的孪生物：乡土教育失范
　三、乡土教育的复兴：拯救与传承乡土文化的关键
第五章 贵州乡土教育调查：研究设计及方法
　一、抽样与样本概况
　二、问卷编制情况与分析方法
　三、研究方法
第六章 贵州乡土教育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
　一、贵州乡土教育的历史回顾
　二、贵州乡土教育教育取得的成绩
　三、贵州乡土教育现状分析
第七章 贵州乡土教育困境的原始叙事及反思
　一、贵州乡土教育困境的原始叙事
　二、贵州乡土教育存在的问题
　三、贵州乡土教育困境的归因探析
　四、小结
第八章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乡土教育
　一、乡土教育中的社会性别差异——基于教师、学生、家长的比较
　二、乡土教育中男女干部的态度差异及分析
　三、发现的问题及分析
　四、建议
第九章 学生对乡土教育的态度与学习效果的关联性研究
　一、学生对乡土教育的态度分析
　二、学生的学习效果分析
　三、学生对乡土教育的态度与学习效果的关联性分析
　四、研究结论、局限与建议
第十章 乡土教育认知差异分析——基于调查样本背景变量的探索
　一、年龄对乡土教育的影响
　二、学生年级对乡土教育的影响
　三、教师主教授课程对乡土教育的影响分析
　四、总结
第十一章 乡土教育制度化意愿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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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乡土教育制度化意愿调查
　二、乡土教育制度化意愿的相关因素分析
　三、结论
第十二章 地方民族高等院校乡土教育探析
　一、地方民族高等院校开展乡土教育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二、地方民族高等院校乡土教育的困境
　三、地方民族高等院校乡土教育的出路
第十三章 黔东南“两山”地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研究
　一、调研情况及样本说明
　二、贵州黔东南“两山”地区农村寄宿制中小学建设现状分析
　三、贵州黔东南“两山”地区农村寄宿制中小学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解析
　四、结论及建议
第十四章 乡土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与政策建议
　一、干部、老师与家长对乡土教育可持续发展建议的原始叙事
　二、贵州乡土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对策
　三、乡土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要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
　四、政策建议
第十五章 研究结论与探讨
　一、回顾与思考
　二、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
　三、研究的局限性探讨
　四、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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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向孩子传授乡土知识途径的差异。
数据表明，90%以上的家长（男性91.1%，女性90.2%，男女比例趋于一致）认为应该尊重和保护乡土
文化。
因此，会向孩子传授乡土知识的家长占到六成以上，但男性家长比例明显高于女性家长，高15.3%。
那么他们主要通过哪种途径传授呢？
“讲故事，日常劳动，言行举止不经意间传授”是常见的途径。
结果表明，选择通过日常劳动来传授的男性家长竟高达65.6%，是女性家长的3.6倍；通过讲故事的方
式给孩子传授乡土知识的男性家长为17.9%，是女性家长的40.6%。
值得一提的是，37.7%的女性家长通过言行举止不经意间向孩子传授乡土知识，是男性家长这一方式
的2.3倍（见表8.5）。
从这些数据可知，男性家长给孩子们传授乡土知识更有规划性、目的性以及可操作性，而女性家长对
传授孩子们乡土知识的概念比较模糊。
这主要是由于男性家长是农村的主要劳动力，性格比较粗犷、豪爽，他们从事的是社会生产劳动，懂
得的道理和知识也来源于日常劳动，且长期与外界密切联系的男性家长相对而言见多识广、知识更加
丰富、思维层次更高，懂得在锻炼孩子的同时传授乡土知识；而女人则比较迂回，这与女性在家中大
多从事家务活动、接触的都是生活中的琐事、懂得的道理也是生活中的琐事启发有关，因此，往往通
过言行举止间不经意传授乡土知识。
另外，孩子们在生活上与母亲相对更亲近，很多小孩子年幼时都会和母亲睡在一起，母亲哄小孩子睡
觉的最好方法就是讲故事，寓教于乐，而女性读书识字的不多，对书上的故事知之甚少，故事主要来
源就是听别人说的或老一辈传下来的民风民俗，所以，更多女性家长选择这一方式，其比例是男性
的2倍。
　　（3）知道乡土知识途径的差异。
调查显示，九成以上的家长知道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通过“老一辈传承下来的、书报、政府宣传
、听别人说的”四种途径。
其中：47.5%的男性家长和48.9%的女性家长通过老一辈传承，接近一致。
但是通过书报了解传统知识的男性家长占28.8%而女性只有17.8%，男性家长比女性家长高11%。
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女性通过政府宣传得知的比例为零，而男性则为5.1%；而女性通过听别人说获得
乡土知识的比例是男性的1.8倍（见表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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