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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从其诞生之时起就与民族现象有着不解之缘。
可以说教育问题和民族问题是一对孪生兄弟；而教育学和民族学也是关系十分密切的姊妹学科。
从蒙古族的骑马射箭到壮族的织锦，从维吾尔族的冬不拉弹唱到侗族的大歌；从日本的茶道到苏格兰
的风笛；从维也纳的圆舞曲到巴黎的时装，无不体现了各自民族的文化和性格。
不仅这些非学校教育和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如此，从古代印度的寺庙教育到古罗马的雄辩术训练；从延
绵上千年的中国科举考试和私塾到欧洲的骑士教育，民族的理念和信仰无不渗透其中，纵览当今世界
各国的教育，虽然各国普遍采取的是相近的学制和课程体系，学生学习着同样的数学公式和敲打着同
样品牌的计算机，即使是在国际会议当中各国的代表穿着同样的西装并操着同样的英语，我们仍然会
明显地感到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人在信仰、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着的巨大差异。
可以说世界上的教育从来都不是一样的。
只要民族还存在，世界上的教育就不可能是一样的。
教育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每个民族的教育都深深烙刻着民族的痕迹。
　　《教育民族学系列教材》正是基于如上的认识，试图解读教育问题中来自民族现象的种种影响。
无可否认，多年来我国的教育学类教材，如教育学、教育学原理、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课程与
教学论、教育经济学等，都很少涉及民族问题。
而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级各类教育中都包含着各个民族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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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外民族教育政策史纲》《所研究的“民族教育政策”着重是指一个多民族主权国家中央政府
对其境内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但是也涉及该国中央政府的总体教育政策以及对主体民族的教育政策
，因为它们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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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和实践的萌芽　　（一）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萌芽　　19世纪的最后10年
里，一些来自中产阶级的社会改革家看到“美国化”的措施对新移民及其子女的影响非常消极，移民
的文化、语言、制度及自我意识不断受到攻击、轻视和嘲笑，个人和民族的自尊被蚕食，最残酷的是
连他们自己的孩子对他们也采取了“美国人”的倨傲态度。
改革家们为了解决移民生活和适应中的现实问题，采用了一种新的方式与移民接触，即对移民的民族
文化传统和新产生的民族组织表示赞同。
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移民的文化传统对移民自己和移民所迁入的国家都有用处。
这种想法也受到了那个时代强调自由主义、国际主义和知识界宽容思潮的支持。
20世纪初，一批敏感的社会改革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作家等，纷纷撰文强烈维护移民
在美国生活的权利，认为政府的民主应该包括文化的民主，成千上万的南欧、中欧和东欧的移民有权
利在美国社会保持他们的民族文化传统。
他们认为移民也有一种古老而体面的文化，这种文化能为美国提供很多东西。
因此他们提出了“沙拉盘”的概念，坚持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应在美国社会中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并
对美国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民族文化将更加丰富美国的文明。
他们把自己的立场称作“文化多元论”（Cultural Pluralism），并认为应该用文化多元论来指导美国的
公共教育政策。
　促成文化多元论发展的主要人物是受过哈佛教育的哲学家霍勒斯·卡伦（H．Kallen），他被认为是
文化多元论的首创者和主要理论阐释者。
卡伦出生在德国，5岁来到波士顿，成长于传统的犹太家庭，在波士顿公立学校读书时，他体验到了
某种普遍发生在移民第二代中的现象：抛弃原有家庭环境、宗教，同时不加分辨地倾慕美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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