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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对文献的量化统计与内容分析，我国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本土化历程经历 了 三 个 阶 段：第 一 阶 段 萌 芽

期，主要成就是对西方多元文化教育思想的翻译和介绍；第二阶段为高速增长期，主要成就是多元一体教育理论的提

出；目前处在第三阶段，文献增长速度减缓，意味着这一领域正在寻求新的理论突破。

［关键词］多元文化教育；文化多样性；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Ｇ　４０－０５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７７９（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１４－１０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思路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多元文化教育思潮兴起

并逐渐席卷全球。当代多元文化教育思潮呈现出世

界主义与本 土 化 双 向 建 构 的 趋 势［１］，世 界 各 国 实

施多元文化教育的作法不尽相同，这主要是 “本土

化”的结果。［２］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教育界

特别是民族教育领域的多元文化教育研究热潮，虽

然是在西方多元文化教育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但

是更是国内历史传统与现实需要的必然结果，从一

开始就打上了中国本土的深深烙印。正如巴战龙所

指出的那样，民族教育研究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早

发展起来的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应 “敢为天

下先”，不 断 梳 理 自 身 学 术 史 特 别 是 理 论 演 化 史，

在理论构建方面推陈出新。［３］深入回顾多元文化教

育理论本土化的历程，对于进一步研究我国的文化

多样性与教育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目前

关于我国当代多元文化教育学术史的研究很少，仅

有的几篇论 文① 在 研 究 深 度、发 展 历 程 划 分 依 据、

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分析等方面都

存在一定不足。
我们在中国知网 “文献”下选择 “跨库检索”，

勾选 “期刊” “教 育 期 刊” “特 色 期 刊” “学 术 辑

刊”，在 “主题”栏输入 “多元文化教育”，时间设

定为截止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共检索到论文３２３８
篇，经过清 洗 处 理，得 到 相 关 学 术 论 文３２００篇，

其中核心期刊论文 （在知网期刊数据库中勾选 “核
心”“ＣＳＳＣＩ”检索统计结果）８８１篇。结合量化统

计与质性分析，本文梳理了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本

土化发展历程，以期总结其得失，促进中国特色多

元文化教育理论的健康发展。我们同时以 “多元文

化”为主题进行检索，了解同一时期多元文化主义

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和本土化情况，以便更好地把握

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研究在中国发展的时代背景。

二、多元文化教育理论本土化的三个阶段

我们分别统 计 从１９８６—２０１７年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主题期刊论文、核心期刊论文的逐年发表量，再计

算逐年累 积 量，应 用 Ｏｒｉｇｉｎ２０１７软 件 进 行 指 数 拟

合，得到该时期多元文化教育主题期刊论文年度增

量条形图和累积量变化的逻辑增长曲线 （见图１）、
该时期多元文化教育主题核心期刊论文年度增量和

累积量变化的逻辑增长曲线 （见图２），其中时间ｘ
＝实际年度－１９８５。两个曲线中Ｒ２ 的值都非常接

近１，拟合效果良好，说明我国多元文化教育研究

文献增长符合科技文献逻辑增长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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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８６－２０１７我国多元文化教育期刊论文年度增量和累积量变化图

图２　１９８６－２０１７我国多元文化教育核心期刊论文年度增量和累积量变化图

　　文献逻辑增长律是指某一知识领域的研究取得

重大进展后，就会进入相对成熟的阶段，增长可能

趋于平稳或缓慢，这意味着该知识领域正面临着新

的突破。［４］根 据 逻 辑 增 长 模 型 拐 点 计 算 公 式ｔ＝

ｌｎａ
ｋｂ
，设ｔ１、ｔ２ 分 别 为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文 献、多 元 文

化教育核 心 文 献 增 长 拐 点 时 间，求 得ｔ１＝２９．１０，

ｔ２＝２５．４７，可 知 我 国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文 献 增 长 到

２０１４年达到 拐 点，开 始 进 入 平 稳 增 长 阶 段，而 多

元文化教育 核 心 文 献 的 增 长，则 早 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已经 达 到 拐 点。换 句 话 说，２０１１年 之 后，多 元

文化教育文献的增长，主要是在实践应用层面，在

基本理论研究方面突破已经变得缓慢，需要寻找新

的突破。另 外 观 察 图２可 知，１９９５年 之 前，多 元

文化教育研 究 论 文 及 其 核 心 论 文 的 增 长 都 非 常 缓

慢。根据以上量化统计结果，并结合对文献内容的

深度分析，我们把１９８６－１９９５这１０年看作是我国

多元文化教 育 研 究 的 萌 芽 期，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年 为 快

速发展期，２０１１至今则为寻求突破期。
（一）萌 芽 期 （１９８６－１９９５年）：西 方 多 元 文

化教育理论的译介

多元文化教育理论本土化是多元文化主义在中

国传播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也受到后者的理论滋润

和推动，因此应该放在多元文化主义在中国发展演

变的大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

１．背景：多元 文 化 主 义 研 究 及 中 华 民 族 多 元

一体格局理论的提出

改革开 放 以 后，如 何 处 理 中 国 文 化 与 西 方 文

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国家文

化之间的关系，成为摆在政界和学界面前的重大时

代课题。邓小平高瞻远瞩，将 “文革”实际上背离

了的毛泽东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

为今用”的方针重新树立了起来，打破了借鉴西方

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思想禁忌。阮西湖于１９８５年发

表于 《民族研究》的 《多元文化主义———西方国家

处理民族关系的新政策》，是国内对西方多元文化

主义第 一 篇 系 统 性 研 究 论 文。［５］陈 鼓 应、荣 韦 菁

《传统文化是多元的———关于 “文化”问题的问答》

一文开始用 “多元文化”的概念来阐述中国传统文

化，主张在在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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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很重要的，为重新认识和评价传

统文化张目。［６］在反传统、反西方的极左时代刚刚

过去之后，上 述 研 究 为 我 国 社 会 树 立 正 确 的 文 化

观，科学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起到了思想解

放的重要 作 用。１９８９年，费 孝 通 先 生 在 香 港 做 了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主题演讲，用多元文

化观研究国内民族问题。他所提出的 “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格局”理论，在强调多元的同时突出强调一

体，是多元文化主义本土化的重要成果。

２．成就：西方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理 论 的 翻 译 与 介

绍

教育学领域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关注与整个学术

界是 同 步 的，但 发 展 相 对 较 慢。根 据 知 网 检 索，

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５年１０年 间 共 发 表 以 “多 元 文 化 教

育”为主题的相关期刊论文３１篇，其中核心期刊

论文１９篇，核心论 文 占 比 为６１．２９％。３１篇 论 文

中有２４篇是关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的介绍，占总

篇数的７７．４２％。专门介绍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的文

章最多，共有７篇，其次是关于新加坡和加拿大多

元文化教育的研究文章。这一时期介绍西方多元文

化教育理论的最重要学者是谢宁，他翻译２篇、撰

写５篇相关论文，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在中国的早

期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他发表２篇及以上相关

论文的学者包括王鉴 （３篇）、阮西湖 （２篇）和桂

勤 （２篇）。从 引 用 次 数 （截 至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
来看，王鉴的 《当代西方国家对多元文化教育的几

种认识》［７］《西方多 元 文 化 教 育 与 我 国 民 族 教 育 之

比较研究》，［８］余 晓 莹 的 《国 外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研 究

发展初探》，［９］以 及 谢 宁 的 《全 球 社 会 的 多 元 文 化

教育》，［１０］迄今引用次数都在４０次以上，属于这一

时期发表的最有影响力论文。总体来看，这一时期

教育学界关于多元文化教育的研究，着眼点主要在

于了解西方如何处理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

的关系，对国内教育领域的多元文化问题研究才刚

刚起步。
（二）快速发展期 （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年）：“多元一

体教育”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１．背景：对多 元 文 化 主 义 的 批 判 与 国 家 话 语

体系中的多元一体

１９９６年，十 四 届 六 中 全 会 通 过 《中 共 中 央 关

于加强社会 主 义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若 干 重 要 问 题 的 决

议》，确立了今后一个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解决在改革、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迎接世界新科技

革命条件下，如何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国内关于多元

文化主义的忧虑和质疑日益增强，对多元文化的看

法逐渐从过去几乎一边倒的急于引进，转变为谨慎

和理性。林焕平认为多元化的文化导致了我国社会

的信仰危机问题、重写历史的问题、封建迷信思想

沉渣泛起的问题，“我们的一切文化都要围绕主旋

律，弘扬主旋律。围绕主旋律，发展多样化；发展

多样化，弘 扬 主 旋 律”。［１１］金 延、唐 清 涛 认 为 后 现

代哲学一方面有利于思想的活跃，营造宽容的学术

气氛，但是过分膨胀和提高差异性、异质性和不可

通约性，而 忽 略、否 定 了 事 物 的 统 一 性、可 交 往

性。［１２］马庆钰通过对 “小文化” “亚文化”与 “大

文化”“超文化”之间的关系的分析，批判了多元

文化主义的哲学基 础 “文 化 相 对 主 义”，指 出 “文

化相对主义是在一个封闭与静止的哲学思维框架内

工作的，这当然要受到生生不息、流变无终的人类

社会历史本 质 的 挑 战”。［１３］高 鉴 国 对 西 方 第 一 个 立

法实施多元文化政策的加拿大加以考察后认为，任

何一个社会的文化多元都只是在社会完整性和同一

性基础上的多元，民族同化和融合是多民族社会发

展的必然趋势。［１４］

２０００年江泽民首次提出并阐述了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指出我们党总是 “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

的前进方向”。２００４年，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 通 过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宪 法 修 正 案，确 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指

导地位，进一步压缩了多元文化主义文化相对论在

中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国际上争取中

国话语权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当性的

需求，以及对内处理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多样性的

需要，使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的合理成分，在我国得

以汲取并且以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形式体现出

来。既强调包容多样又强调重视一体，既强调开放

借鉴又强调文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得到了党和国家层面的重视，逐渐成为党和国家领

导人在国际场合宣传中国民族政策，夺取民族领域

国际话语权 的 重 要 理 论 武 器。２０００年 江 泽 民 在 美

友好团体午餐会上发表演讲指出：“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的特征，展现了中国各民族文化的绚丽色彩。
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宗教、风俗

习惯得到保护和尊重，文化传统得到延续和发展。”

２００５年胡锦 涛 在 《中 央 民 族 工 作 会 议 讲 话》也 指

出：“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族人民密切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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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

格局，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２００１年通过 《世 界 文 化

多样性宣言》，２００５年通过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

形式多样性公约》，文化多样性保护成为普世价值

和国际法核心理念。我国政府积极参与到文化多样

性保护这一国际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之中，并迅速

在国内予以 落 实。２００６年 十 六 届 六 中 全 会 通 过 的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

形成社会思想共 识。”西 方 “多 元 文 化”在 表 述 上

有 “多”无 “一”，我国 学 者 的 “多 元 一 体”在 表

述上 “多”“一”并重，而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

的这４０个 字，则 将 “一 体”明 确 为 “核 心”与

“共识”两个层次，将 “多 元”细 分 为 “差 异”与

“多样”两个方面，表述更加细腻，更加清晰，更

加准确，既 对 当 代 世 界 多 元 文 化 主 义 潮 流 作 了 回

应，也与中 华 民 族 多 元 一 体 文 化 几 千 年 历 史 相 呼

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１５］

２．成就：“多元一体教育”理论的提出

这一时期国内学者 共 发 表 与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主题相关学术论文１２１７篇，占１９８６－２０１７年全部

多元文化教育主题期刊论文数的３８．０３％；其中核

心论文４４６篇，占１９８６－２０１７年全 部 多 元 文 化 教

育主题核心期刊论文数的５０．４５％。从核心论文数

量来看，在整个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中无疑处于高增

长阶段。但核心文献占比从上一阶段的６１．２９％下

降到３６．６５％，从传播学角度看，反映了这一研究

领域从核 心 作 者 群 向 外 扩 散，受 到 更 为 广 泛 的 关

注。每２－３年，多元文化教育研究论文年度发文

量会出现 倍 增 （见 图３）。其 中 受 国 内 外 社 会 环 境

影响，２００８年多 元 文 化 教 育 主 题 论 文 的 发 表 量 出

现了短暂的下降，但很快恢复了增长趋势。

图３　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年我国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期刊

论文发表情况

这一时期共统计到相关主题期刊论文作者９９８
人，９９８的平方根为３１．５９。按发文 量 从 高 到 低 选

前３２名作者，他们的发文总数为１５９篇，占 这 一

时期该主题期刊论文总数的１３．０６％，与普赖斯的

“撰写全部论文半数的高产作者的数量，等于全部

科技人 员 总 数 的 平 方 根”［２］１０５严 重 偏 离。有 高 达

８６％的作者只发表了１篇相关学术论文，这一比例

远高于洛特卡定律所认为的 “生产１篇文章的作者

数占全部作者的６０％”，也高于 Ｈ·沃斯所主张的

８０％。［２］１４５－１４９这些 数 据 表 明 该 时 期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主题受到广泛关注，但核心作者队伍人数偏少。发

文５篇 及 以 上 的 作 者１１位，约 占 作 者 总 数 的

１．１％，按发文量从高到低依次是王鉴２７篇，靳淑

梅１４篇，万明钢９篇，滕星、管 建 华 各６篇，陈

时见、王学风、彭永春、孟凡丽、廖辉、韩家炳各

５篇，他们总 计 发 表 该 主 题 论 文９２篇，占 总 数 的

７．５６％。从文章引用次数来看，在教育类专业论文

中，裴娣娜的 《多元文化与基础教育课程文化建设

的几点思考》、万明钢的 《论公民教育》、冯建军与

傅淳华的 《多元文化时代道德教育的困境与抉择》、

陈时见的 《全 球 化 视 域 下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的 时 代 使

命》、陈兴贵的 《多元文化教育与少数民族文化的

传承》、靳玉乐 《多元文化背景中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的基本思路》、王鉴 《我国民族地区地方课程开

发研究》、张华 《“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论范型和实

践模式探 析》等 引 用 次 数 迄 今 都 达 到 了１００次 以

上。

图４　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年我国多元文化教育研究

期刊论文作者单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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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作者分布比第一个阶段更为广泛，发

文在１０篇以上的单位有１９个，见图４。

从图４可 以 看 出，这 一 时 期 西 北 师 范 大 学 以

６９篇的发文总量居首；西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５
所院校发文都在２０篇以上；青海师范大学等院校

属于第三梯队。教育部直属６所师范院校对多元文

化教育都比较关注。在民族地区师范院校和中央民

族大学，多元文化教育成为研究热点。中央民族大

学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西北师范

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和西南大学西

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作为与民族教育相关

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形成了聚焦

少数民族文化与国家主流文化关系问题研究的 “铁
三角”。裴娣娜、冯建军 等 为 代 表 的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

的学者，则专注全球化时代价值多元化对道德教育

提出的时代挑战及其应对问题。另外，多元文化护

理教育与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音乐教育，也成为研究

热点。这样，我国多元文化教育研究就形成了民族

教育、思想政治教育 （道 德 教 育）、音 乐 教 育 和 多

元文化护理四个方面的研究主题。在民族教育研究

方面，课程问题、文化问题、公民教育是三个主要

研究领域，美国与加大拿是我国多元文化教育研究

者关注最热门的国家。

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成就，是多元一体教育理论

的形成。１９９６年，滕 星 教 授 首 先 将 费 孝 通 先 生 的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应用到我国民族教

育问题研究，指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

为我们从宏观上、整体上把握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

育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认识工具和理解

全局的钥匙，是驳斥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领域中

“语言融合主义”与狭隘的 “语言民族主义”的有

力武器。［１５］１９９７年，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既肯定多

元文化教育的合理性，同时认为２１世纪既有多元

化趋势，也有一体化趋势，教育要适应２１世纪发

展的需要，就必须推进教育国际化，实施全球一体

化教 育，从 而 提 出 了 “多 元 一 体 化 教 育”的 概

念。［１７］何 波 《中 国 古 代 民 族 文 化 教 育 政 策 述 论》
（１９９７）一文，从多元文 化 维 度 考 察 了 我 国 古 代 的

民族文化教育政策，［１８］与同一时期用多元文化主义

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学术进路一样，为多元文化主义

和多元 文 化 教 育 理 论 的 本 土 化 找 到 了 “嫁 接”的

“母体”。何喜刚、王鉴也把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格局理论视为 “解释和建构多元文化教育体系的

理论工具”，从而提出了 “多元一体教育”的概念，

并认为其 包 括 三 个 方 面：一 是 全 球 多 元 一 体 化 教

育，二是中国传统的多元一体教育，三是新形势下

的中华民族 多 元 一 体 教 育，即 “以 主 体 民 族 为 基

体，以各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为依托，借鉴吸收外来

文化的国家 一 体 教 育”。［１９］这 一 阶 段 我 国 民 族 教 育

研究者对 “多元一体教育”的具体表述尽管有所不

同，但都可以看作是对我国建国以来民族教育政策

与实践模式的理论总结。这是 “一种有中国特色的

卓有成效的多元文化教育模式，值得深入研究，以

弥补欧美多元文化教育模式之局限，展示我国该方

面的卓越成就”。［２０］

此外，美、欧国家不断遭遇的恐怖袭击导致对

移民群体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日益加剧的质疑和后多

元文化主义的兴起，这一现象逐渐受到我国学者的

关注并引 发 对 国 内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研 究 的 反 思，如

《多元文化教育 的 批 判 与 反 思》 （包 景 泉，２００５）、
《论多元文化教育的发展与面临的困境》（万明钢，

２００７）、 《从 “差 异”走 向 “承 认”的 多 元 文 化 教

育》（万明钢，２００８）、《西方多元文化教育与我国

少数民 族 教 育 之 比 较》 （万 明 钢，白 亮，２００８）、
《理想与困境：对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的再认与反思》
（滕志妍，２００８）、《多元文化教育的实质与民族地

区教师的文化品性》（张学强，２００９）、《美国多元

文化教育运动的困境与反思》（白亮，２００９）、《论

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的困境》（荣司平）、《美国多元

文化教育观与我 国 民 族 教 育》 （张 布 和，戴 红 英，

２００９）、《美国：民族国家多元文化教育向全球多元

文化教育的转向》 （杜刚，２０１０）、 《反思与超越：

论美国多元文化教育》 （李春霞，２０１０）等。观察

可知，作为对 “３．１４事件”“７．５事件”的回应，

从２００８年起这类反思文章开始增多，而作为国内

多元文化教育研究重镇的西北师范大学学者群体，

同时也在这一批判反思过程中担当了主力军。这些

批判与反思，促进了国内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拐点的

到来。
（三）寻求突 破 期 （２０１１至 今）：中 国 特 色 文

化多样性教育理论的新探索

１．背景：多元 文 化 主 义 全 球 遇 冷 与 国 内 民 族

文化自觉时代来临

美欧国家不断遭遇的恐怖袭击导致对移民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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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日益加剧的质疑和后多元文化主

义的兴 起。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和２０１１年２月，德 国、

英国、法国领导人先后宣布了文化多元主义在本国

的失败。［２１］在 美 国，多 元 文 化 主 义 也 不 断 受 到 挑

战。如果说当年具有非裔血统的奥巴马当选美国总

统，被视为 美 国 多 元 文 化 主 义 政 策 巨 大 成 功 的 象

征，那么２０１４年的弗格森骚乱和２０１５年特朗普参

加美国总统 竞 选 以 来 美 国 族 群 更 趋 分 裂 的 种 种 现

象，让人们逐渐识破了美国多元文化主义 “成功”

的幻象。西方 多 元 文 化 主 义 遭 遇 的 空 前 “寒 潮”，

势必对国内相关研究产生巨大影响。而从国内社会

发展来看，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激发了中华民族强

烈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自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那种

唯西方马首是瞻，言必先称西方某某理论的现象逐

渐开始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核心作者群体对多元

文化教育理论的兴趣逐渐变淡，核心期刊中的该主

题论文增长变慢，寻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实

践相适应的本土化文化多样性教育理论，成为一个

迫切的时代命题。

２．成就：中国 特 色 文 化 多 样 性 教 育 思 想 的 初

步探索

从统 计 数 据 来 看，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 共 发 表 与

“多元文化教育”主题相关学术论文１９５０篇，其中

核心论文４０３篇，核心占比为２０．６７％，较前一阶

段进一步降低。这一时间段仅发表１篇 “多元文化

教育”主题论文的作者１６４２人，占该时期该主题

作者总数 （１７７１人）的９２．７２％。发表该主题论文

４篇及以上的 作 者 只 有１５人。其 中５篇 及 以 上 的

只有４人：靳淑梅 （８篇）、朱姝 （８篇）、刘涛 （６
篇）、邵晓 霞 （５篇）。整 体 而 言，作 者 职 称、学

历、期刊影响因子等与前一阶段相比有很大下降。

而且前一阶段的核心作者除靳淑梅外，这一阶段发

文都在３篇以下。其中冯建军发文２篇，王鉴、滕

星以第一作 者 身 份 仅 发 文１篇。核 心 文 献 占 比 下

降、 “１篇论文作者”比例奇高、核心作者群缺失

和上阶段核心作者从这一领域的退出，意味着这一

阶段多元文化教育主题研究进入 “无核心”阶段。

论文总篇数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仍然呈上升 趋 势，但

那只能看作是上一阶段研究热潮的余波，是核心期

刊、核心作者群体对整个民族教育理论界冲击的余

波，并且在实践界如高校教师的教学研究、中小学

教师教学研究中继续发酵。而从２０１５年 开 始，该

主题论文的总篇数也进入下降轨道。

从作者单位来看，发表相关期刊论文１０篇 以

上的 机 构 有２４个，其 中 发 文 在１５篇 以 上 的 机 构

１０个，３０篇以上的２个 （见图４）。西南大学取代

西北师范大学成为这一阶段发表相关主题论文最多

的机构。

图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 “多元文化教育”主题期刊

论文作者单位统计

这一时期，我 国 学 者 对 西 方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的

批判、反思及对其 新 的 发 展 动 态 的 研 究、对 我 国

多元文化教育研 究 反 思 的 研 究 不 断 上 升。如 白 亮

在 《多元文化 教 育 本 土 化 的 思 考》认 为，我 国 民

族教育理论的缺 乏，导 致 对 系 统 化 的 西 方 多 元 文

化教育不加 批 判 的 照 搬。［２２］越 来 越 多 的 学 者 注 意

到美国多元文化 教 育 政 策 发 生 了 新 的 变 化。董 守

生介绍了美国新保 守 主 义 的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立 场 及

其影响。［２２］［２３］王 鉴 《从 “承 认 差 异”到 “强 化 认

同”———美国 少 数 民 族 教 育 政 策 的 演 变 及 启 示》

一文认为，美国多 元 文 化 教 育 政 策 演 进 过 程 分 为

同化主义、平等 且 隔 离 主 义、多 元 文 化 主 义、强

化国家认 同 等 四 个 阶 段，目 前 处 于 第 四 阶 段。［２４］

这是作为我国多元 文 化 教 育 研 究 标 志 性 人 物 在 该

领域以第一作者 发 表 的 最 后 一 篇 论 文。李 洪 修 等

人认为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 以 来，美 国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呈现出多样性、广 泛 性 和 冲 突 性 特 征，存 在 改 革

流于形式、课程改 革 困 难 重 重、国 家 认 同 冲 突 等

问题。［２５］笔者 也 曾 撰 文 认 为，美 国 族 群 政 治 与 民

族高等教育发展经历了 “肯 定 性 行 动”、“多元文

化主义”和 “肯定多样性”三个阶段。肯定性行动

重视少数族群就业与入学机会的平等，多元文化主

义关注课程领域的文化平等，二者都是站在 “保护

少数”的立场上，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族群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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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紧张，而肯定多样性则强调文化多样性对所有

人都是资源而非问题，从而跳出狭隘的族群立场来

保护全人类的共同财富，［２６］中美多元文化教育在时

空背景、地理、经济、民族结构、政治法律制度和

社会文化几个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别。［２７］

此外，张越比较了荷兰与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

教育政策，认为二者都越来越具有整合的趋势。［２８］

姚冬琳［２９］、丁月牙［３０］、黄志成［３１］等人从 “跨国主

义”“全球多元文化”、“跨文化教育”的角度介绍

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多元文化主义的新趋势。常永才

认为互动主 义 是 超 越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局 限 的 有 效 出

路。［３２］姜亚 洲 等 人 认 为 多 元 文 化 主 义 在 全 球 的 衰

退，使文化多样性教育的目标转变为培养适应多元

文化社会的公民，公民教育与跨文化能力培养成为

文化多样性教育的核心内容。［３３］冯建军指出，多元

文化主义强调公民的差异性和多元文化身份，但不

排斥公民 的 统 一 性 和 国 家 公 民 身 份。［３４］２０１７年１
月，国务院印发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 “十三五”规

划》，明确要求把 “加强多元文化教育和国际理解

教育，提升跨文化沟通能力”作为 “提高学生文化

修养”的具体举措，多元文化教育与跨文化理解教

育第一次进入了国家政策文件，这是我国多元文化

教育研究者多年努力结出的硕果。［３５］

２０１１年钱 民 辉 提 出 的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三 态

观”，具体包括意识形 态、意 识 生 态 和 意 识 心 态 三

个方面，［３６］是多元文化教育本土化的一个比较有代

表性的成果。该理论以文化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

张力为 基 础，试 图 整 合 宏 观、中 观、微 观 多 种 视

角，用以寻找能够使各种文化平衡并在更高层次上

有机整合为一体的方式，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

论方面，已具备成为民族教育研究中的一种范式的

可能性。［３］笔者认为，这一理论框架的优点在于注

意到国家、地方 （民族社区）和个人在文化多样性

教育问题上的不同主张 （意识形态），权利与地位

（意识生态），以及包括国家公职人员、地方精英和

与多元文化教育相关的所有利益相关个体的内心世

界 （意识心态）。

三、多元文化教育理论本土化之路的

反思与展望

（一）多元文化教育 理 论 本 土 化 取 得 了 一 定 成

绩，但是仍然存在建构创新少、理论体系不完善等

问题

从２０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教育界特别是民族教

育领域的多元文化教育研究热潮，虽然是在西方多

元文化教育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但更是国内历史

传统与现实社会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从一开始就

打上了本土化的深深烙印。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

尽管在强调少数族群文化地位和权利方面有着重要

意义，但是它深深植根于西方自由主义和相对主义

的社会和哲学土壤，与我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有

很大的距离。从历史角度来看，我国自古有 “和而

不同”的古训，以 “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

其宜”的民族政策，这是中国多元文化教育的历史

文化基础，但是其 目 的 在 “和”，其 前 提 强 调 “修

教齐政”，而非从知识 论、认 识 论 上 否 定 文 化 的 先

进与落后之别。从现实角度来看，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从 “坚 持 四 项 原 则”到 “三 个 代 表”，再 到

“四个自信”，党和国家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立场

是一以贯之的。多元文化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必然要

经历本土化的过程，以去其威胁国家统一和社会稳

定的毒性而取其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精华元素。

事实上，我国学者在介绍引进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理

论不久，就提出了 “多元一体教育”这一中国多元

文化话语体系，旗帜鲜明强调 “一体”或 “整合”，

从而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的道路。

此外，与 西 方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涉 及 民 族、种 族、性

别、阶层等广泛和复杂领域不同，中国多元文化教

育研究更多集中在民族教育和思想意识教育领域，

在音乐和手工艺术教育方面对教育实践的推动作用

最大，这本身也是本土化的结果。滕星 “多元文化

整合教育观”、王鉴 “多元文华国家一体教育观”，

钱民辉 “多元文化教 育 意 识 三 态 观”、张 诗 亚 “和

谐共生观”，吴明海 “一核多元、中和位育观”，都

是多元文化教育本土化的重要理论成果。

就不足之处而言，首先， “多元文化教育”之

“多元”一词的提出，是多元文化教育本土化一个

比较失败的地方，当然这一翻译是借用了整个社会

科学界对 “多元文化主义”的翻译。笔者请教多位

英 语 翻 译 方 面 的 专 家， 他 们 都 指 出 英 文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本身只有 “多样文化的”之意，就字

面而言翻 译 不 出 汉 语 “元”中 的 “开 端”和 “平

等”意味。虽然英文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教育

强调文化的平等性和保护，但是汉语 “多元文化”

之 “元”所包含的 “开端”和 “平等”意味，则将

０２



对文化过去形态的保护和文化之间绝对的平等的强

调 进 一 步 字 面 化，其 副 作 用 也 因 此 比 英 文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本身更大。我们说各民族文化之间是

平等的，但是这仅仅局限在 “各民族文化都有精华

与糟粕”这一 层 面，而 非 将 所 有 的 文 化 都 视 为 精

华，也不是将所有的古文化复活或者将所有的现文

化凝固在某一时间点上不再发展。与其使用 “多元

文化” “多元文化教育” “多元一体教育”这类概

念，不如就 用 “多 样 性 文 化”和 “文 化 多 样 性 教

育”。当然，我们也可 以 用 “多 元 文 化 教 育”指 称

西方的 “多元文化主 义 教 育”，而 用 “文 化 多 样 性

教育”指称我国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多元文化教

育”是一种主张，而 “文化多样性教育”则是一种

事实，这一点在过去的研究中一直被混淆。另外，

无论是 “多元一体教育” “多元文化整合教育”还

是 “多元文化教育三态观”，目前都仍然更多体现

为一个概念框架，而缺乏内容丰富、概念严谨、逻

辑自洽的理论体系建构，跨文化理解能力培养、跨

文化教师培养、文化多样性课程等方面实践上的不

足，也缺乏有效的理论解释和解决路径的提出。总

之，我国多元文化教育研究的本土化虽然取得了一

定成绩，但由于缺乏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庞

大体系和丰富成果相抗衡的学术成果，最终在一定

程度上导致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对中国教育特别

是民族教育的 “殖民化”，在实践中引起一定的思

想困惑和混乱。
（二）多元文化教育 研 究 产 生 了 比 较 广 泛 的 影

响，但在教育实践中影响还不够深入

从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研 究 主 题 文 献 的 增 长 情 况 来

看，多元文化教育的基本理念得到广泛接受。占作

者总数比例达８０％以 上 的 只 有１篇 该 主 题 论 文 的

作者，分布在民族教育、思想意识教育、音乐教育

和卫生护理教育等领域，很多来自实践一线，反映

了这一研究影响的广泛性。发端于２１世纪初的新

课程改革实行三级课程管理，在地方课程、校本课

程方面为多元文化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比较广阔的空

间，“加强多元文化教育和国际理解教育，提升跨

文化沟通能力”进入国家 “十三五”规划文件，使

这一领域研究的实践影响进一步提升。但是由于多

方面原因，特别是学术研究的体系性不强以及与中

国教育实践的结合度不够，导致相关政策落地实施

不够，例如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中的多元文化更多

集中在音乐、手工等领域，没有有效发挥好少数民

族传统道德文化的涵化功能。“十三五”规划的相

关表述仍然缺乏完善的配套政策或措施出台。民族

地区跨文化教师培养也未能得到足够重视。
（三）多元文化教 育 （文 化 多 样 性 教 育）研 究

主题历久弥新，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和拓展

历时３０余年的中国多元文化教育研究目前文

献增长趋 缓，核 心 期 刊 论 文 年 发 文 量 甚 至 开 始 下

降，但是多元文化教育所研究的问题是人类历史上

的永久话题。

首先，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和永

恒现象，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尽管西方多元文化

主义和多元文化教育的一些主张的确带来了很多的

问题，但其致力于族群平等和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基

本立场是正确的，具有普世价值。正如我们不愿意

看到自然界变成一片沙漠，人类也无法生存在一个

文化 极 度 单 调 和 同 一 的 社 会 中。在 处 理 文 化 的

“多”与 “一”的 关 系 问 题 上，绝 不 能 简 单 地 以

“多”否 定 “一”，也 不 能 简 单 地 以 “一”取 代

“多”。只要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存在，多元文化教育

的基本理念就仍然值得尊重和重视。

其次，实际上，历史地来看，文化多样性问题

随着市场化、全球化下经济社会交往的不断加强而

更加凸显。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与列国

之间经济的交往、政治的斗争和文化的交流密不可

分。古希腊的智者云游诸城邦，也深切感受到了文

化的相对性问题，“他们对不同文化的广博知识使

他们怀疑获得任何让社会能借以对人们生活进行规

范的绝对真理的可能性”，［３７］由此引发了苏格拉底、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寻找确定性真理方法的不断

探索，从产婆术到理念论，再到演绎法，都可以看

作是对智者派文化相对主义观点的回应。近现代全

球化的发展，西方强势文化对世界其它地区、其他

民族文化的冲击，同样引发了世界范围对文化多样

性的广泛关注，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教育理论

应运而 生。在 中 国，西 方 的 殖 民 主 义 侵 略 带 来 了

“中学”与 “西学”持 续 一 个 多 世 纪 的 论 争，改 革

开放再次将这一问题推向思想交锋的漩涡中心，因

为它关系到 政 治 和 文 化 领 域 借 鉴 西 方 的 尺 度 的 问

题，关系到民族文化自信的确立，关系到国家基本

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正确选择。与此同时，如何处

理少数民族文化与国家整体文化以及世界其他国家

和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成为一个亟待解

决的命题，而教育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领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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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势必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

最后，从国内教育的实践来看，多元文化教育

所研究的问题远未得到解决。一方面如何处理无论

是汉族还是 少 数 民 族 传 统 文 化 与 现 代 化 的 关 系 问

题，仍然困扰着教育界，另一方面面对价值多元、

思想多元，道德教育和思想意识教育受到的挑战也

越来越大。

因此２０１１年以来 “多元文化教育”主 题 论 文

发文量增长速度趋缓甚至数量减少，可能是由于寻

求替代这一主题的新概念、新模式、新理论正在酝

酿，或者已经正在替代，是 “主题词”的走弱，而

不一定是反映该研究领域重要性和关注度的下降。

只有建立和完善植根中国历史发展脉络，面向中国

现实，又积极汲取各国成功经验的中国多元文化教

育或文化多样性教育理论体系，才能真正推动中国

民族教育、道德教育、艺术教育等领域实践的更好

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多元文化教育”主题论文

的减少并不是一件坏事，而是预示着新的理论时代

正在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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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研 究 综 述 ［Ｊ］．齐 齐 哈 尔 工 程 学 院 学 报，２０１４，８
（２）；张燕 萍．多 元 文 化 教 育 在 中 国 ［Ｊ］．科 教 导 刊

（上旬刊），２０１４，（６）；郑英英．多元文 化 教 育 研 究 在

中国 ［Ｊ］．西藏教育，２０１６， （８）；宋 秀 艳．多 元 文 化

教育在中国 ［Ｊ］．教育文化论坛，２０１７，９ （６）；张飞，

曹能秀．我国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与实 践 述 评 ［Ｊ］．内 蒙

古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２０１７，３０ （５）．

［参考文献］

［１］　吴明海．当代多 元 文 化 教 育 思 潮 历 程 初 探 ［Ｊ］．民

族教育研究，２０１５，２６ （２）：５－１０．
［２］　王 鉴，何 喜 刚．多 元 文 化 教 育 的 批 判 与 反 思 ［Ｊ］．

上海教育科研，２０００，（１）：３５．
［３］　袁同凯，丁 月 牙，巴 战 龙，陈 学 金．构 建 民 族 教 育

研究的 中 国 话 语 （笔 谈） ［Ｊ］．民 族 教 育 研 究，

２０１８，２９ （３）：５－１３．
［４］　王崇德，文献计量学引论 ［Ｍ］．桂林：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７：３１２．
［５］　阮西湖．多元文化主 义———西 方 国 家 处 理 民 族 关 系

的新政策 ［Ｊ］．民 族 研 究，１９８５， （６）：２１－２３，

５４．
［６］　陈鼓应，荣 韦 菁．传 统 文 化 是 多 元 的———关 于 “文

化”问题的问答 ［Ｊ］．电影艺术，１９８７，（３）：２３－

２７．
［７］　王鉴．当 代 西 方 国 家 对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的 几 种 认 识

［Ｊ］．外国教育研究，１９９４，（２）：６－９．
［８］　王鉴．西方多元文化 教 育 与 我 国 民 族 教 育 之 比 较 研

究 ［Ｊ］．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５，（３）：

９１－９４．
［９］　余晓莹．国外多 元 文 化 教 育 研 究 发 展 初 探 ［Ｊ］．比

较教育研究，１９９４，（６）：７－１０．
［１０］　谢宁．全球社 会 的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Ｊ］．国 外 社 会 科

学，１９９５，（５）：２２－２５．
［１１］　林焕平．文化多元化的可忧虑现象 ［Ｊ］．内部文稿，

１９９６，（２）：１８．
［１２］　金延，唐清涛．后现代 哲 学 研 究：多 元 论 的 挑 战 与

误区 ［Ｊ］．人文杂志，１９９６，（２）：５０．
［１３］　马 庆 钰．对 文 化 相 对 主 义 的 反 思 ［Ｊ］．哲 学 研 究，

１９９７，（４）：１４－１５．
［１４］　高鉴国．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评析 ［Ｊ］．世界民族，

１９９９，（４）：３９－４０．
［１５］　许可峰．社会主义 和 谐 文 化 建 设 理 论 与 民 族 教 育 政

策发展 ［Ｊ］．民 族 教 育 研 究，２００９，２０ （１）：５－

１０．
［１６］　滕星．“中 华 民 族 多 元 一 体 格 局”思 想 与 中 国 少 数

民族双语教育 ［Ｊ］．民族教育研究，１９９６，（４）：４４

－４５．
［１７］　滕星，苏红．多元文化社会与多元一体化教育 ［Ｊ］．

民族教育研究，１９９７，（１）：３０．
［１８］　何波．中国古 代 民 族 文 化 教 育 政 策 述 论 ［Ｊ］．青 海

师范 大 学 学 报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１９９７， （４）：

１１２－１１９．
［１９］　何 喜 刚，王 鉴．如 何 理 解 中 华 民 族 多 元 一 体 教 育

［Ｊ］．民族教育研究，１９９９，（４）：６－７．
［２０］　常永才．试 论 加 强 少 数 民 族 教 育 研 究 的 重 要 意 义

［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９，

（６）：４９．
［２１］　严庆．多元 文 化 主 义 失 败 了 吗 ［Ｎ］．中 国 民 族 报，

２０１１－０４－２２ （８）．
［２２］　白亮．多元文 化 教 育 本 土 化 的 思 考 ［Ｊ］．当 代 教 育

与文化，２０１１，３ （１）：３８－４２．
［２３］　董守生．略论美国 新 保 守 主 义 的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立 场

［Ｊ］．外国教育研究，２０１１，３８ （１０）：２６－３０．

２２



［２４］　王 鉴，胡 红 杏．从 “承 认 差 异”到 “强 化 认

同”———美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演变及启示 ［Ｊ］．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 科 学 版），２０１２，４０ （３）：１６０

－１６５．
［２５］　李洪 修，李 哨 兵．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以 来 美 国 多 元 文

化教育的 特 征 与 困 境 ［Ｊ］．民 族 教 育 研 究，２０１６，

２７ （４）：１０５－１１０．
［２６］　许可峰．“肯 定 多 样 性”———美 国 族 群 政 治 与 民 族

高等教育 的 新 发 展 ［Ｊ］．民 族 教 育 研 究，２０１２，２３
（３）：１１５－１２０．

［２７］　许可峰．中 美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政 策 的 社 会 背 景 差 异

［Ｊ］．民族教育研究，２０１７，２８ （１）：１２－１７．
［２８］　张越．国外多元文化 教 育 政 策 的 新 趋 势———基 于 荷

兰与 澳 大 利 亚 的 比 较 分 析 ［Ｊ］．世 界 教 育 信 息，

２０１２，２５ （４）：４７－５１．
［２９］　姚冬琳，李国．民族多 元 至 全 球 多 元：美 国 多 元 文

化教育的转向 ［Ｊ］．教 育 学 术 月 刊，２０１１， （１１）：

１７－１９，３２．
［３０］　丁月牙．跨国 主 义 视 角 下 加 拿 大 的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批判与发展 ［Ｊ］．中 南 民 族 大 学 学 报 （人 文 社 会 科

学版），２０１１，３１ （６）：１３－１７．
［３１］　黄志成，韩友耿．跨文 化 教 育：一 个 新 的 重 要 研 究

领域 ［Ｊ］．比较教育研究，２０１３，３５ （９）：１－６．
［３２］　常永才，呼和塔 拉．西 方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政 策 的 理 论

局限 及 其 超 越 ［Ｊ］．当 代 教 育 与 文 化，２０１１，３
（６）：５９－６３．

［３３］　姜亚洲，黄志成．论 多 元 文 化 主 义 的 衰 退 及 其 教 育

意义 ［Ｊ］．比较教育研究，２０１５，３７ （５）：２６－３０．
［３４］　冯建军．多 元 文 化 主 义 公 民 身 份 与 公 民 教 育 ［Ｊ］．

比较教育研究，２０１４，３６ （１）：４３－４９．
［３５］　巴战龙．大 力 发 展 基 于 中 国 情 境 的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Ｊ］．中国民族教育，２０１７，（９）：１９．
［３６］　钱民辉．略论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的 理 念 与 实 践 ［Ｊ］．北

京大学 学 报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１１，４８ （３）：

１３６－１４３．
［３７］　撒穆尔·伊诺克·斯 通 普 夫，詹 姆 斯·菲 泽．西 方

哲学史：从苏格 拉 底 到 萨 特 及 其 后 （修 订 第８版）

［Ｍ］．匡宏，邓 晓 芒，译．北 京：世 界 图 书 出 版 公

司北京公司，２００９：２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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