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党和国家高

度重视民族工作，一直把发展民族教育事

业作为促进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各

项事业全面发展的基础，作为促进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战略措施。2010年

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 2020 年）》指出：“加快民族教

育事业发展，对于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

义。”为了更好地加快我国民族教育事业发

展，推动我国民族教育研究，建设具有中国

特色的民族教育学理论体系，我国必须加

强民族教育的国际比较研究。

加强民族教育的国际比较研

究的意义和作用

经历了几千年的民族迁徙、分化和融

合，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发展成为

多民族国家。一般认为，世界上单一民族国

家数量很少，约20个左右。在全球化时代，

人口流动和人才交流已是世界趋势，已经

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如何

促进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发展、和睦相

处，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教育是民

族发展的基础，也是各民族交往、沟通、理

解、融合的桥梁。为了保证少数民族在社

会、经济中的平等地位，许多国家都在探索

切实有效的民族教育政策，形成了各不相

同的民族教育发展模式。加强民族教育的

国际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加强民族教育的国际比较研究，可以

通过对世界各国民族教育的了解，帮助我

们更好地认识民族教育的特点和规律。世

界各国政治体制、民族政策和经济、文化

等社会背景和发展水平各不相同，民族教

育发展也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与挑战。通过

对世界各国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实践模

式的了解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

识民族教育的本质和特征，把握民族教育

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民族教育内部的各种关

系，探索民族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

规律。

加强民族教育的国际比较研究，可以

为我国民族教育决策和民族教育改革提供

借鉴和参考。开展民族教育的国际比较研

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社会背景下不

同的民族教育诉求和民族教育理念，以及

解决各种不同社会矛盾和民族教育问题的

思想智慧和教育改革举措，从全球的视野

审视我国的民族教育，特别是我国民族教

育存在的问题，借鉴其他国家民族教育的

先进经验，汲取其他国家民族教育的教训，

为我国的民族教育决策提供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不同路径，为我国的民族教育改

革与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加强民族教育的国际比较研究，有助

于推动我国民族教育研究，建设具有中国

特色的民族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具有中

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理论体系，是我国民族

教育学理论建设的重要使命。开展民族教

育的国际比较研究，对世界各国的民族教

育理论和思潮进行分析、批判、反思、借鉴、

创新、超越，可以丰富我国的民族教育思

想，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理论

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加强民族教育国际比较研究

的核心议题

民族教育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内

涵，但主要是指在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

的教育，既包括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少数民

族教育问题，也包括少数民族散居区的少

数民族教育问题。

加强民族教育国际比较研究，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核心议题：

一是民族教育理论的比较研究。在世

界各国，民族教育都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

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要想理解世

界各国的民族教育，首先应该弄清楚民族

教育的理论。在国外，有各种各样的民族

学理论、人类学理论、社会学理论、文化

学理论、语言学理论、教育学理论等运用

到民族教育研究中，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教

育理论和思想流派，如多元文化教育理

论、教育民族志理论、复杂性理论、教育

机会均等理论、冲突理论、人力资本理

论、多元智力理论、全民教育理论、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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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理论、民族主义理论、现代主义理

论、族群—象征主义理论、批判主义理

论、自由主义理论、文化论等。这些理论

有着不同的哲学理念、价值追求和教育主

张，倡导不同的研究范式和方法，都在民

族教育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民族教育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民族

教育是通过一定的教育政策和措施来实现

的，而且我国开展民族教育国际比较研究

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借鉴国外的民族教育

政策，为我所用，为制定中国的民族教育

政策服务，更好地发展我国的民族教育，

因此，教育政策的比较研究应该是民族教

育国际比较研究的重中之重。民族教育涉

及教育问题的方方面面，但最为重要的研

究问题包括教育权利政策、入学机会均等

政策、课程与教材政策、双语教育教学政

策、民族教育经费投入政策、民族学生资

助政策、民族教育师资政策、多元文化教

育政策、民族理解教育政策、民族认同与

国家认同教育政策、民族教育管理政策、

民族学校政策、民族骨干培养政策、民族

学生就业政策等。对于民族教育政策的研

究，不但要研究政策本身，而且要研究政

策的背景和出发点；不仅要研究政策文

本，而且要研究政策的实施和效果；不仅

要研究政策的现状，而且要研究政策的沿

革、制定、评价和调整。

民族教育实践模式的比较研究。民族

教育的国际比较研究不能停留在理论和政

策层面，更应该深入到活生生的实践层

面。在国外，在民族教育发展战略、民族

学生入学和就业优待、民族学生资助、双

语教育教学、多元文化教育、民族理解教

育、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教育、民族学校

管理等方面，都有许多好的实践经验，形

成了各种各样的教育模式、管理模式和办

学模式。这些实践层面的模式、经验，可

以给我国民族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实践提供

借鉴和启示。

加强民族教育国际比较研究

的范式与方法选择

我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就有学者研

究国外民族教育，但长期以来，由于受经

费、研究者自身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民族教

育国际比较研究工作者却不得不主要使用

文献研究法。在亟须了解和借鉴国外民族

教育理论、制度、政策、经验，同时经费条件

有限的情况下，文献研究法是一种比较可

行的研究方法，即使在今后也是不可或缺

的。但是，单一的文献研究法在今天已经不

能满足民族教育国际比较研究的需要。随

着研究条件的不断改善和大数据时代的到

来，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和研究方法的转型

与创新不但已成为客观要求，而且具备了

可行性。我国民族教育的国际比较研究应

更多地采用各种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方

法，尝试田野研究、问卷调查、个案研究、实

验研究、参与观察、深度访谈、行动研究、人

种志方法、扎根理论等人类学、社会学、经

济学等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中新的研究

方法，开展以证据为基础的研究。

同时，开展民族教育国际比较研究，不

但要运用多种途径和方法挖掘数据，而且

要运用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去分析

所获得的数据，从而得出可靠的结论。如运

用新制度主义、教育人种志、解释学、批判

理论、现象地图学、谱系学等为理论基础和

分析框架。我们可以选择国际上已经证明

是科学有效的理论和分析框架，更要敢于

提出自己的理论和分析框架，打造更适合

中国国情和思维方式的研究范式。

加强民族教育国际比较研究

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开

展民族教育国际比较研究应该注意以下几

个问题。

正确认识普遍性与差异性的关系，致

力于进行科学、有效的比较。可比性是开展

民族教育国际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世界

各国的民族教育政策有民族自治型和融入

型等不同形态，民族教育管理体制有中央

集权型、地方分权型、中央和地方合作型等

不同类型，既不能以点带面，也不能以偏概

全，既要看到普遍性，又要看到差异性，对

国际社会的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和实践模

式应该进行分类研究，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正确处理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的关

系，致力于国际经验的本土改造。著名比较

教育学家萨德勒曾经说过，在进行教育研

究时，学校之外的事情甚至比学校内部的

事情更重要，它制约并说明校内的事情。这

告诉我们，世界各国的民族教育理论与实

践，与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社会因素

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对于在国外行之有

效的各种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和实践模式，

也不能照搬照抄，而是要注意其背后文化

和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将其放在

中国社会和民族教育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

和实验，实现其本土化改造，才能丰富我国

的民族教育思想，制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

民族教育政策，开发出切实有效的实践模

式，推动民族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正确处理借鉴与创新的关系，致力于

建立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理论体系和实践

模式。开展民族教育的比较研究，最终目的

是构建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教

育理论体系，为我国的民族教育改革与发

展实践提供指导。因此，对于国外各种民族

教育理论、政策和实践经验的正确态度就

是在借鉴的基础上创新，提出中国本土的

民族教育思想，创立中国自己的民族教育

学派，探索中国民族教育发展的新模式。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

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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