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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与妥协》

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绪论；马来西亚华族母语教育的发展状况及其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对比分析；马
来西亚华族母语教育生存的政治生态透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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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法学博士，讲师。1980年7月出生于河南商丘，2007年至2010年在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
院攻读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及华侨华人方面的研究
。2D07年以来，先后在《世界民族》、《东南亚研究》、《南洋问题研究》、《暨南学报》(哲社版)
及《国际问题研究》等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近10篇；参与国家社科、教育部、国侨办、河南省政
府决策研究招标及河南省社科联等多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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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整体脉络清晰，很欣赏以表格的形式来呈现不同阶段的发展状况，清晰明瞭，分析也很简明干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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