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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三态观：民族教育
研究的新视野

＊

□钱民辉

［摘　要］　民族教育一直处在国家意识形态、地方（民族）意识形态和个体精英意识形态的交织与博

弈之中，在竞争、磋商和认同中规定了民族教育的目标、宗旨、内容和国家统一的指导原则、纲要，并在制

度化中进一步完善起来，在法律上给予了承认和保障。意识三态观作为一种理论视野、一种行动视野和

一种范式，不仅仅应用在民族教育研究方面，还可应用在民族理论和民族关系的实践方面。它本身不是

一个大理论，却为建立大理论提供视野；它也不是一个微理论，但能为建立微理论提供思考和操作；它是

一个中型理论的范式，可以将宏大理论与微理论、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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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族教育研 究 不 缺 理 论，更 不 缺 大 理 论，但 缺

乏视野，缺乏一种由上至下、由宏观到微观、

由抽象 到 具 体 的 视 野。为 什 么 这 样 说 呢？

概是因为一种理论服务于一种意识形态而忽略了另

一种意识形态，如“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强 调 民

族教育的统一性和现代性而忽略民族教育的多元性

和传统性；“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强调了 民 族 教 育 的

特殊性和差异性而忽略了民族教育的共通性和生态

性；“双语教学理论”强调了民族语言的 过 渡 性 和 工

具性而忽略了民族语言的承续性和价值性。为了关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项目编号：１１ＪＪＤ８４０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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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民族教育的多层次和两面性特征，本文将“意识三

态观”做了重新的梳理和补充，以飨同仁。

一、作为一种研究视野

意识三态观是笔者在多年从事民族教育与现代

性之关系的研究中，通过理论思考 与 经 验 研 究 而 总

结出来的一种综合的分析架构、思 考 架 构 和 解 释 架

构，并由此而整理成一种新的研究视野。［１］它是在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框架下，宏 观 上 探 讨 民 族 教

育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这样的做法是在国家层面上

关照了各个民族普及义务教育，建 立 规 范 统 一 的 学

校体系；在义务教育立法上，有利于敦促地方政府的

支持力度，促进义务教育 均 衡 发 展，实 现 教 育 公 平。

因此说，国家意识形态贯穿在民族 教 育 中 的 行 动 就

是：统一、平等、公平、质量、效率；其目标是培养具有

国家认同和服务于社会的现代公民。

中观研究中将 民 族 教 育 与 意 识 生 态 联 系 起 来，

意识生态是一种多元文化观，民族 文 化 是 民 族 教 育

的源泉，民族教育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因此其对民族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功能。但民族教育对

于民族文化的选择已由过去单一的封闭的民族性知

识转向了多元的开放的现代性知 识 了，这 就 是 说 民

族文化已经发生了生态意义上的 相 互 关 联、相 互 影

响、互 为 促 进，以 及 生 成 新 的（现 代）文 化 要 素 的 变

化。意识生态观强调人们在传承本文化并开发乡土

教材时采用一种开放式的观念，注 重 乡 土 教 材 反 映

出来的民族文化其实也是一种演变着的多元文化接

触的产物，突出了多元文化之间的互为性和依存性，

也突出了多元文化与主流文化之 间 因 因 相 袭、互 为

源泉的生态 关 联 性。［２］这 种 意 识 生 态 观 体 现 在 民 族

教育中的行动应是：多元、尊重、关联、融合、传承；其

目标是达成既能传承本文化又能适应主流文化要求

的少数民族文化群体。

微观研究中从意识心态与民族成员受教育个体

联系出发，探讨民族个体在教育过 程 中 出 现 的 心 态

变化以及自我调整的策略。民族成员一般具有两种

意识心态，即情境意识心 态 和 文 化 意 识 心 态。情 境

意识心态是一种情境定义的结果，如 进 入 学 校 以 后

要接受学校给予的价值观念与行 为 准 则，并 靠 此 来

评价自己与别人的学习表现，这一 结 果 涉 及 认 同 问

题、歧视问题和自卑问题。研究中发现，在正常评价

范围内一般被学校和同学们认同，自己也会认同，当

自己与学校或别人认同一致时会产生良好的学校学

习适应，学业成绩也会好；偏离正常评价范围一般会

遭到学校低的评价，在学校和同学中遭受到歧视，自

己因此会产生自卑心理，这种歧视 和 自 卑 心 理 直 接

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业成绩。

而文化意识心态是一种固有的持续性的民族文

化心态，这与民族学生 生 活 的 地 域、历 史、文 化 与 习

惯、族群特征有关。在过去，人们从文化意识心态上

就可以区分出族群间的差异，但在今天，这种差异正

在缩小。而文化上的差异反映在现代性的学校教育

中，就是文化差异越小就越符合学校教育标准，文化

差异越大就越偏离学校教育标 准，这 两 者 的 结 果 是

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学校教育是情境定

义的，民族心理是文化 定 义 的。由 于 两 者 之 间 的 矛

盾性，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民族学 生 在 学 校 教 育 中 表

现出来的心态和行为，以及潜在课程的作用。［３］在民

族教育中这种意识心态观的视野直接指向了学生的

情感、人格、动机、惯习、理性等方面。其目标是为民

族教育学提供民族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依据。

二、作为一种行动视野

我们在之前的研究中已经提出过意识三态观是

一种研究视野，它也可能成为一种行动视野，［４］在行

动中与意识三态观相对应的是“行动三态”，即“同化

形态”“涵化生态”和“濡化心态”。从民族教育 的 性

质和功能来看，行动三态分别存 在 于 民 族 地 区 的 学

校文化和学校生活之中，并在制 度 化 上 给 予 了 时 间

与空间的安排与保障。那 么，意 识 三 态 观 是 如 何 看

待行动三态的呢？人们通过行动视野给予了什么样

的看法与解释呢？我们先从概念谈起。

“同化”（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一词由“ｎａｔｉｏｎ”派生而

来，政治上 指 一 国 国 民 的 民 族 化 完 成 的 一 种“国 族

化”状态。经济上指“国有化”义。它 的 另 一 个 英 文

同义词为“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义 指 语 言 或 文 化 的 同 化 或

融合。这 与 法 文 的“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归 化、语 言 融

合）同 义。在 社 会 学 里 一 般 讲 的“同 化”（Ａｓｓｉｍｉｌａ－

ｔｉｏｎ）是指不 同 文 化 文 明 群 体 融 合 成 一 个 同 质 文 化

文明群体的渐进或缓慢的过程，在同化过程中，个人

或团体因与另一文化团体直接 生 活 在 一 起，采 纳 其

态度与价值，思 想 的 模 式，行 动 的 习 惯。概 言 之，采

纳其一切生活方式，与之形成共同的文化生活。［５］由

于同化是一个相互影响潜移默 化 的 整 合 过 程，民 族

地区的学校教育被赋 予 了 这 一 主 要 职 能。今 天，在

学校里发生的这一同化过程已经由“国族化”“国 有

化”让渡到“国际化”“全球化”。因此，从 今 天 来 看，

民族教育中的同化现象已经由过去的政治意涵转变

成文化意义。这样的转 变 有 两 层 现 实 意 义：一 是 个

体掌握主流文化融入主流社会成为学校教育中的主

流；二是文化资本的全球化成为 民 族 教 育 在 今 天 面

临的最大挑战和变迁。由于世界劳动力市场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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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体制化文化资本的跨国承认，民 族 教 育 选 择 更 具

全球化的文化要素将成为一种趋 势 和 必 然，这 样 的

看法和理 解 有 助 于 我 们 在 民 族 教 育 中 脱 离 狭 隘 的

“同化即汉化”的思维。如果仅从 文 化 意 义 上 看，在

全球化中，民族之间、国家 界 限 之 间 将 要 变 得 模 糊，

未来国家将会变成了一个文化平 台，我 们 都 是 通 过

这样的平台来实现人类的共处和进步。

关于“涵 化”（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这 一 学 术 用 语，在

１９３６年美国著名人类学家 Ｍ．Ｊ．赫斯科维茨就在他

和Ｒ．雷德菲尔德、Ｒ．林顿两人合著的《涵化研究备

忘录》中对“涵化”下了定义，认为：“涵化”指的是“由

个体所组成的而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间发生持续的

直接接触，从而导致一方或双方原 有 文 化 形 式 发 生

变迁的现象。”人 类 学 家 Ｗ．Ａ．哈 维 兰 在 他 编 写 的

《人类学》中指出：“涵化有许多可变因素，包 括 文 化

差别程度；接触的环境、强度、频率以及友好程度；接

触的代理人的相对地位；何者处于服从地位，流动的

性质是双方相互的还是单方面的。”［６］由于民族地区

的学校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场所，文 化 接 触 是 学 校 生

活中的常态，对于优秀文化和先进 文 化 的 追 求 是 时

代的主题，因此发生在个人身上的 文 化 变 迁 也 是 经

常的和必然的。由此来看，学 校 中 的 涵 化 生 态 就 是

指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互为 借 鉴 的 融 汇 共 生

形态。从中华民族历史上看，所谓的“汉 化”就 是 不

同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每一次的文化融合都使“汉

化”为表征的 共 生 形 态 增 加。［７］今 天 来 看，这 种 共 生

形态的扩大化就是全球 化。因 此 我 们 说，汉 化 与 全

球化都不是与民族对立的文化现象和发展趋势。

我们在这 里 提 出“濡 化”（ｅ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心 态，

主要从微观角度考察不同文化的个体在学校和家庭

中是怎样通过双语教学习得了本民族文化和主流文

化的，在这一社会化的过程中出现 了 什 么 样 的 认 知

与心理变化。诸如，少数民 族 学 生 在 双 语 教 学 中 出

现的两种语言交替使用、两种思维 方 式 的 转 换 和 双

文化体特征，这些因素或者促进或 者 阻 碍 了 学 生 的

学业成就，关键是怎样抓住两种语言、两种思维方式

的转换以 及 两 种 文 化 的 关 联 的 特 征 和 规 律 进 行 教

学。在这方面，学 校 和 教 育 者 是 做 得 很 不 够 的。作

为少数民族学生来说也要认识到，他 们 过 去 是 单 一

文化的承载者，一方面被本民族文化所塑造，另一方

面又是本民族文化的实 践 者 和 传 承 者。但 在 今 天，

文化接触愈趋频繁，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接受

新的文化要素，适应主流文化、扩大面向全球的文化

接触正在成为少数民族成员的最 大 的 挑 战，该 怎 样

接受这一挑战，少数民族学生在学 校 教 育 中 明 确 学

习目的、增强学习动机，转被动为主动的学习。作为

研究者，则要承担起对两种语言、两种思维方式和双

文化特征、规律的研究，为 双 语 教 学 提 供 有 效 教 授、

学习的方法和途径。

三、作为一种范式

意识三态观作 为 一 种 理 论 与 实 践 的 新 视 野，既

是一种看的方式，又是一种分析思考的工具，还是一

种民族教育理论体系整合的架构。我们不妨将它称

作一种“范式”，正如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 书

中界定的 那 样：“范 式 就 是 一 个 公 认 的 模 型 或 模 式

……一个范式在它最初 出 现 时，它 的 应 用 范 围 和 精

确性两方面都是极其有限的。范式之所以获得了它

们的地位，是因为它们比它们的 竞 争 对 手 能 更 成 功

地解决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 为 实 践 者 团 体 认 识

到是最为重要的。”［８］（Ｐ２０）

作为一种范式的意识三态观基本将民族教育的

理论统摄其中，在宏观理论中所 有 理 论 体 现 了 一 种

意识形态观，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教育理论”

亦称“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这是一 种 经 过 考 证

的一统和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三 千 年 来 浸 润 着 中 国

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感情，是一种内心力，是一种回归

的力量。其源泉不是狭 隘 的 民 族 观 念，而 是 一 种 内

涵更为丰富，包括政治、经 济、文 化 等 各 种 因 素 在 内

的综合体。［９］（Ｐ９）所以说，在民族教育中对于中华民族

的认同正 是 这 种 意 识 形 态 发 挥 着 作 用 和 持 续 地 体

现。还有一宏大理论“全球化教 育 理 论”，这 是 一 种

以现代性方式传播的全球意识 形 态，由 于 时 空 的 压

缩人类 已 经 开 始 认 同 一 种 新 的 身 份———地 球 村 村

民。事实也如此，全球化 对 世 界 历 史 进 程 和 中 国 历

史进程以及民族历史进程的影响正在变得越来越深

刻、深远。民族教育既受 其 影 响 又 不 停 地 反 映 其 影

响，如科学的创新、英语的普及、现代性知识爆炸、世

界性的文化资本和劳动力市场 形 成、网 络 虚 拟 世 界

出现等。也许在未来，人 们 将 民 族 和 国 家 视 为 一 种

感情归属，而将全球化视为一种理性。

在中观理论中将多元文化教育纳入到一种意识

生态观去考察是民族融合的需 要，作 为 中 国 的 多 元

文化教育植根于乡土性和民族 性，主 要 是 挖 掘 乡 土

（民族）文 化 遗 产、开 发 乡 土（民 族）教 材、设 立 乡 土

（民族）课程。为避免狭隘的乡土意识，应将乡土（民

族）文化纳入到一个大文化背景中，强调文化的接触

性和开放性，任何文化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分支，共

同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 中 华 民 族 多 元 一

体的文化格局。用意识 生 态 观 来 看，中 华 民 族 是 一

个大生态，不同的民族文化是一个个小生态，他们既

彼此相连相关，又依附于大生态之中，同时又为大生

态输送能量。不论你是如此推理还是佐以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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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考证，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中 华 民 族 文 化（亦

称汉文化）其实就是一个各民族文化不断 交 融 的 历

史合成物。用意识生态观分析多元文化教育既避免

了多元文化主义（又称种族主义），又开阔 了 人 们 的

眼界、意识和思考。

在微观理论中，采 用 意 识 心 态 观 整 合 了 民 族 心

理学、教育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在尊重民族

个体心理和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建 立 起 平 等 开 放

的跨越差异教育学（西方学者称边界教育学）［１０］。在

学生人格养成、情感体验和社会交往方面，运用社会

心理学的研究，在班级氛 围、师 生 互 动 模 式、课 程 学

习、文化接触和校园文化等方面探 讨 适 应 民 族 学 生

学习、生活和成长的环境。因 为 民 族 地 区 的 学 校 教

育不仅是传递文化知识，提高升学率，更重要的是还

承担着各民族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重任。

四、结 论

意识三态观是 一 种 综 合 的 研 究 视 野，是 一 种 全

面的行动视野，更是一种建构民族教育理论的范式。

说其综合是因为意识三态观是彼此关照相互交叉自

成一体的理论，诸如，在意 识 形 态 观 中，民 族 教 育 实

现文化整合的前提是意识生态对于文化的相互关联

互为功能的理解与解释、意识心态 对 于 民 族 个 体 成

员心理、人格特征的了解和界定。在意识生态观中，

多元文化教育的实施依赖于意识形态观所阐明的中

华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性；以及意 识 心 态 观 揭 示 的

民族心理与认同。在意识 心 态 观 中，双 语 教 学 具 体

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与民族意识 生 态 之 间 的 关 系，

探索和处 理 好 这 对 关 系 是 搞 好 双 语 教 学 的 基 本 前

提。

说其全面是因为意识三态观关照并符应了民族

教育中的三个不同层面，学校教育 中 的 同 化 是 一 种

文化意义上的现象，因为文化和文 明 之 间 的 接 触 是

需要彼此具有共同能理解的语言 和 文 化，所 以 文 化

的同化是必要的，但同化并不意味 着 放 弃 本 民 族 文

化。而涵化则反映了文化 之 间 相 互 借 鉴、发 展 变 化

的现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完全孤立的，文

化是交流的产物，是人类适应环境而生的，因而文化

不是孤立静止不变的。濡化是一个人从小先习得本

民族文化，再通过本民族文化学习 中 华 民 族 文 化 乃

至世界人类文化的过程。在民族学校中实行的双语

教育就是让学生既要熟练掌握本 民 族 语 言 文 化，使

其得以传承，又要学习中华民族文化服务于国家，还

要具有全球化的文化资本和竞争 实 力，以 应 对 全 球

化的挑战。

通过上述阐释，说 其 是 建 构 民 族 教 育 理 论 的 范

式应是合适的。在意识 三 态 观 范 式 下，从 国 家 层 面

上提出制度理论、政策分析以及 统 一 的 课 程 建 构 模

式，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地方（民族地区）层面上建立

制度和执行机制，合理配置乡土（民族）教 学 与 整 体

（文化）教学资源，开展多元文化教育并 形 成 本 土 理

论；在个体层面上按照民族成员的认知心理、个性心

理和社会心理开展研究，提出民 族 教 育 心 理 学 的 依

据，搞好双语教学，提高学生受教育水平。

总的来说，意识三态观作为一种理论视野、一种

行动视野和一种范式，不仅仅应 用 在 民 族 教 育 研 究

方面，还可应用在民族理论和民族关系的实践方面。

它本身不是一个大理论，却为建立大理论提供视野；

它也不是一个微理论，但能为建 立 微 理 论 提 供 思 考

和操作；它是一个中型理论的范式，可以将宏大理论

与微理论、理论研究与 经 验 研 究 结 合 起 来。在 此 希

望更多的研究民族问题的学者来关注这一视野和范

式，展开讨论与批评，此文算作抛砖引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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