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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人类学是由教育学和人类学相互交叉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形
成于20世纪中期，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以德国、奥地利等欧洲国家为代表的哲学教育人类学和
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两大流派。在文化教育人类学流派中，又可以划分为主要由人类学家
组成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学派和以教育学家组成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学派。　　欧洲哲学教育人类学学
派主要注重于从人的本质、教育的本质、人接受教育的需要性和可能性出发，从哲学的高度研究教育
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中的教育人类学学派，继承了英美文化人类
学的理论框架、概念与田野工作方法，并用其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学派则
从英美文化人类学那里继承了“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并将其与美国的“土特产”——美国社会民族
理论相结合来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其最初目标是为了捍卫以少数民族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
的利益，其长远目标是想通过教育改革构建一个不分族群、社会阶层、性别、年龄、身体与智力差异
的、乌托邦似的国家与全球多元文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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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元文化社会的女童教育:中国少数民族女童教育导论》讲述了：要从根本上解决女童发展及其教育
问题，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要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因为教师是教育
体系的主体，在教育过程中起主导作用。要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首先就要使他们有一种自觉意识
，认识到我国少数民族女童教育问题的现状、问题产生的原因、解决问题的意义及对策。自觉意识的
产生只靠自发是不够的，需要系统的教育。这就要求对少数民族地区教师进行有关女童教育方面的系
统培训。教材则是培训的基本要素。目前关于女童教育教师培训虽然有一些培训手册，但都只是有关
论文和政策法规的汇编，缺乏系统性，只能作教学参考资料，尚谈不上作教材。因此，我们这次想从
学术史、可持续发展、政治、法律、文化、健康、教育心理、双语教育、学校教育、社区教育、家庭
教育、职业教育、扫盲教育等多角度来阐述我国少数民族女童教育的理论，来系统地编撰一部像样的
女童教育师资培训教
材——《多元文化社会的女童教育——中国少数民族女童教育导论》，这对加强女童教育师资培训极
具实践和理论价值。
编撰中国少数民族女童教育师资培训教材是福特基金会项目“云南省澜沧县拉祜族女童辍学问题研究
”师资培训工作的组成部分，并获得了该项目的大力资助。该教材曾首先在云南省澜沧县拉祜族女童
教育师资培训中使用，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完善，现正式公开出版，供全国少数民族女童师
资培训使用，同时供学术界及有关决策机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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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国内外少数民族女童教育研究历史与现状　　第一节 女性教育研究的发展历程　　尽管
作为理论探讨和专门学术探索的女性教育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但历史上，一些中外学者早
就注意到女性教育问题。可以说女性教育是一个被重新发现的古老课题。“人的文化生活是一种世代
相承愈积愈厚的历史联系：谁要是想参加到这个联系中去通力合作，就必须对它的发展有所了解。”
①因此，下面概要地回顾女性教育研究的发展历程。　　一、古代：零星的探索　　尽管中外哲人几
乎无一不研究人类教育，妇女的存在与人类社会一样古老，可是，正如正规教育曾长期排斥女性，绝
大多数古代思想家也忽视对女性教育的探讨。可以说，古代的教育思想几乎是无性别的教育思想。因
此，综观古代思想史，对女童和女性教育研究仅见零星的探索。　　在西方，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柏
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女人男人可以有同样的才能适宜于担任国家保卫者的职务”，“一个国
家里能够造就这些出类拔萃的女人和男人，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好呢”。②所以，“如果我们不分
彼此地使用女子，照使用男子那样，我们一定要先给女子以同样的教育”。①他晚年的著作《法律篇
》对妇女的观点略有变化，但他仍然强调，一个国家若不训练其女性国民，就好像一个人只训练右臂
，而不锻炼左臂一般。②可是，其他古　　代思想家几乎未明确探讨过女子教育问题，甚至连亚里士
多德也认为，女性是未完成的男人，小孩只继承男性的特质。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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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可以看出作者们还是很用心去查看了很多文献总结出来的。本书是针对少数民族女童教育
写出来的，从书里来看，涵盖了当前女童教育的研究前沿，女童教育当前现状，女童教育的研究综述
。对女童教育进行界定，也阐述了少数民族女童教育当前的发展困难和背后的原因，从国家政策、归
因理论、女童的学业成就现状等各方面来阐述女童教育这一研究热点。可以说是讲解少数民族女童教
育的一本很好的教材。推荐想写女童教育论文的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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