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文化激荡中的教育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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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容提要 � 多元文化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共有文化现象。处在深刻社
会转型进程中的中国, 多元文化更是大势所趋。多元文化的出现和激荡,使

教育面临一系列新的变化, 主要表现为: 教育类型多样化,教育中文化冲突

加剧,教育整合文化的功能弱化, 教育变迁的动力增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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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化与教育息息相关。抛开文化, 无法理

解教育;抛开教育,文化也无由存在与发展。文

化与教育的这种密不可分的�亲缘�关系, 使得

文化的深刻嬗变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教育上

的振动与变革。

一

�多元文化�这一术语,在西方 20世纪 20年

代就已经出现,但它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引起人们

的关注, 还是在 20世纪 50 � 60 年代以后的事

情。

20世纪 50年代以后, 科学技术在世界范

围内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并对世界经济、社会思

想和文化等方面的结构变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随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交流的扩大,

各国间的依存性日趋加强, 而且面临的共同性

问题和相似问题越来越多, 现代化理论 � � � 这

种关于现代发展中国家社会变迁的�最流行、最

丰富的理论� � � � � 应运而生。它以西方的文
化特征为参照, 将社会区分为传统与现代两部

分,提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就在于文

化特征上的差异; 由于社会系统的各组成部分

及其特征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包容的关

系,具有�结构上的互容性�,所以随着以经济技

术为标志的�现代文化丛�的传播, 西方工业文

明的价值、观念、道德会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开

来,各社会之间的文化差异会逐步缩小。换句

话说,现代化的程度越高,已有的传统的东西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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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的就越多,文化间的差异就越小。

当时, �多元文化�指代的是两种文化现象:

一是殖民地和后殖民地社会的文化。在这种社

会中,既存在着殖民国家的统治文化(特别是欧

洲文化) , 也存在原居民的种族或民族文化。两

种差异悬殊的文化并存; 二是指不同的民族文

化。它指具有不同社会和文化来源的民族虽共

同生存着, 但各民族之间以及各民族群体之间

其文化特性有着较大的差异。

这种对�多元文化�的理解, 后来随着对现

代化理论的批判而发生了较大变化。

现代化理论风行一时,在 20世纪 60、70年

代以后,虽然世界各国社会政治经济都有了不

同程度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更是先行实现了

现代化或高度现代化,但人们却发现,现代化程

度的提高, 并未促使文化像经济一样出现一体

化或者说国际化的趋势; 相反, 它日趋多样化、

复杂化。不仅是先前原有的文化差别未能因现

代化而缩小,而且又出现了新的文化差别;不仅

是各种亚文化未能归于社会主流文化,而且还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反文化�; 不仅是个体未完

全归属于某一群体文化, 而且个体因参与不同

的社会活动、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等,将不同的

甚至是歧异的文化共存于自身。文化多元的态

势日渐明显。在这种情况下, 现代化理论遂遭

致怀疑和批判。

作为现代化理论对立面的后现代理论, 对

多元文化作出了自己的阐释。在后现代理论看

来,现代社会已进入了后现代时期,累积、处理、

发展知识的方式以及人类求知的手段都有了革

命性的改变(如由印刷术改进到电脑处理) , 所

有的观念、意义和价值,全部都可以从过去的固

定结构体中解构出来, 自由漂流重组为多种多

样的文化形态。他们否认欧洲传统的参照作

用,强调各地区文化差异的合理性,提出把各地

区人们控制生活的能力还给他们自己。在他们

的推动下,多元文化的含义开始扩大化。不但

是殖民地国家存在着统治文化与被统治文化的

分野,而且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同样也存在这种

文化差异,可以说,几乎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着

多元文化;并且,价值体系、思想观念上的差异

也不只是在民族间才存在, 在各社会阶层、地域

之间、年龄之间、性别之间、群体之间和宗教之

间等同样也存在着。

在此以后, �多元文化�的含义开始由仅关
注宏观层面 � � � 种族、民族差异,逐渐进展到涵

盖微观层面 � � � 价值规范等的差异,开始越来

越多地与�文化�自身的含义相应。也就是说,

多元文化指的是人类群体之间价值规范、思想

观念乃至行为方式上的差异。

二

当今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次自古未有的全

面、强烈而深刻的社会转型。社会全面转型期

的社会变化与发展带有许多社会转型的特点,

有众多不可控因素存在, 而且会不断产生超出

既定社会控制视野之外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

题,具有比非转型时期更多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这种社会转型打破了文化上原有的�坚冰�状

态,使人们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差异日益加大,不

同的人在不同的价值选择上, 其差异性远远大

于一致性。社会学界的一些研究者经过调查指

出,现在至少存在着三种价值判断体系: 原有

的、不定的、新生的 �。可以说, 社会和文化的

转型,为不同价值体系的对立提供了条件。表

现在价值评判体系上,则是原有的传统价值评

判体系不断受到新生的价值评判的挑战;不符

合社会转型的那部分价值评判逐渐地被新生的

价值评判所取代; 原有价值评判体系在社会转

型中逐渐被重组、更新,这一体系的原有的社会

控制功能在不断地被削弱。多样化的价值判断

的格局已经形成。

同时,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发展具有一种模

糊性和弥散性, 人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预见能

力降低, 许多事物都是在不断探索中逐渐清晰

起来的,可以说不确定性大于确定性。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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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下,文化形态的不确定性会加强,而且青少

年文化会成为一支重要的文化力量存在于社会

文化之中。作为这种文化多样性的一个例证,

就是当今青少年在不确定性中对确定的�星座�
文化的迷恋。时下的青少年时尚流行快速、变

化多端,它既是青少年的从众模仿心理和个性

表现心理因素交错影响的结果, 也颇能迎合青

少年的个性追求与自我实现的愿望。青少年作

为身心尚不完全成熟的社会群体, 特别急于模

仿社会上或自己周围的人群中那些正在流行的

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求得到社会的认同, 适

应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 获得安全感,从而达到

心理上的平衡。青少年的从众模仿心理,即�求

同于人�的心理,是青少年时尚流行的重要的心

理条件。与此同时, 青少年的未确定性也决定

了他们这一群体要追求确定的东西,这一群体

的特征是:学生的地位是临时的,他们对新事物

好奇、心理发展还不成熟、前途未卜, 在社会上

还没有一个稳定的地位, 这样的特征就决定了

他们对待�星座�文化的态度。由于中国没有一

个像在西方国家那样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而青

少年的心理正处在一个需要引导的时期, 其社

会地位的临时性决定了他们处在�角色混淆�的

阶段,对自身和社会充满了各个方面的困惑, 所

以,他们希望确定性的东西,而�星座预测�则正
好符合了他们在这个时期的特殊的心理需求。

康德曾经说过: 我一定要给信仰留一块地盘。

这种心理上的需求人人都会有的, 只是在社会

转型时期这一矛盾冲突显得愈益激烈。

从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向上来看, 文化

的多元化可以说是大势所趋。下列因素的存

在,为这种文化的多元奠定了根基:

1.社会经济的转型使得经济领域出现了多

层次结构, 从而也使得各种不同的利益主体合

理化,建立其上的不同思想观念的存在也由此

获得了合理的价值。

2.社会日益呈现出开放性的特点, 这样使

得文化交流增多,各种各样的文化思潮及文化

行为都可能与原有的本土文化相互接触, 形成

不同的文化形态。

3.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不断向前推

进,社会环境也具有了一定的包容性和宽容性。

在不违反国家法律与地方法规的前提下,允许

不同的文化型式存在,为文化型式的多元提供

了较为有利的社会环境。

4. 大众传媒的普遍化带来了文化的大众

化。人们一方面可以通过大众传媒接受到各种

各样的信息,把大众传媒传递的不同文化型式

接受下来;另一方面也会在认识这些不同文化

型式的前提下, 经过内化, 转变为新的文化型

式,进一步扩展了多样化的文化型式。

5. 文化一经生成, 就有一种保守的倾向,它

植根于人的精神层面, 与人的心理状态、思维方

式结合在一起,是难以消除的。与社会政治、经

济相比,文化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虽然它会在

外力的重压下改变其形态, 但是确实难以祛除

其根本, 一遇到合适的土壤, 它就有可能�沉渣

泛起�, 以新的型式出现在文化舞台上。这也使
得多元化只能会日趋多元, 而不大会日见稀少。

三

在现代社会中, 多元文化虽然不像一些研

究者所说的充满了各种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

的对抗和冲突, 但它确实已体现和渗透于社会

的各个角落。它一方面对文化自身的发展历程

和文化的诸多方面构成了冲击;另一方面也对

教育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一)促使教育日益多元化

虽然文化与教育的关系不能说是一一对应

的,但由于教育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文化

是一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因而,文化上的整体

变革总是或多或少地反映到教育上来。文化上

的多元化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文化模式的多样,

与此相关,教育上的模式也越来越呈多样化、个

性化的特点。

智利教育社会学家布伦纳曾对拉丁美洲的

教育多元化进行了考察, 认为拉丁美洲教育的

新多元化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及其文化现代化

有关, 教育已开始反映出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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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复杂的城市化和半工业社会里的各种各样

的多样化。他区分了拉丁美洲存在的四种文化

模式:注重等级与个人决定相结合的选择性文

化模式;注重个人竞争的竞争性文化模式;注重

互相支持的社区性文化模式; 尊重等级制度的

仪式文化模式。并认为,不同的社会文化形态

和模式造就了不同的教育模式: 强调英才教育

的精英型教育模式; 强调个人自主控制的满足

需求型教育模式;强调团结和互相支持的实验

型教育模式; 强调尊重社会等级的促进型教育

模式 �。布伦纳借用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模式�
概念,对文化模式与教育模式之间关系的分析,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社会文化制度如何通过教

育以不同的方式来传播特定的文化,在使参与

教育者共享这种文化的同时, 达到文化复制的。

当代社会中,文化已经日渐多元,它们所促成

的教育多元色彩,既可能体现在教育整体上,也有

可能体现在教育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上。一般地

说,在文化间差异较大、相互又彼此隔绝时,教育

整体上的多元化色彩愈明显; 而在社会发展促使

不同文化相互融合、其间差距缩小时,教育的多元

化色彩更多的是体现在教育的某些局部上。就目

前我国基础教育的状况来看, 教育上的多元在制

度、技术方面体现并不十分明显,更多的是由于文

化中思想观念、价值规范的歧异而造成的教育观

念乃至内容、方法上的多元。如各式各样的� � �

教育�、学校办学特色的创建等,都属此类,其背后

彰显的恰恰是文化上的差异。

多元文化衍生相应的多元教育形态, 是教

育将特定社会的文化态度和行为加以接受, 并

按该文化之价值体系规范自身的活动过程, 是

教育对文化的认同。但如果某一文化并未出现

相应的教育模式,换句话说,教育并未对一定的

文化予以认同时,文化冲突也就随之出现了。

(二)引发教育中的文化冲突

那么文化冲突是何以产生的? 文化学或文

化人类学等学科大致是从以下三方面去认识的:

第一,多种文化型式并存, 以及各文化型式间发

展的不平衡; 第二,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接触; 第

三,不同文化接触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在

这三种因素中,第一种是前提,有不同,有差别,

才会有矛盾;第二种是条件, 只是有文化上的差

异,如果相互之间不接触, 也不会构成对立、冲

突;第三种是动力, 接触并不一定导致冲突。接

触的结果有可能产生冲突;也有可能相互之间在

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就融合起来,结成一种新的

文化型式;且同样有可能在接触以后, 由于相互

之间并不矛盾而仍保留各自的形态。可以说, 文

化间由接触所产生的矛盾,是将各冲突因素由潜

在转化为现实的根本动力,它使得文化间的冲突

活生生地表现出来,称为现实形态。

就产生文化冲突的原因来看,多元文化的

存在似乎是一个根本性的前提。文化如果是一

元的, 是围绕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组织起来相

互之间高度协调的, 也就无所谓冲突。多元文

化衍生或者说诱发的文化冲突, 对于教育来说,

影响很深。一方面,教育是以进行文化传递与

传播为己任的,在教育过程中,文化上的矛盾与

冲突会自觉不自觉地反映出来; 对教师来说,他

们往往是文化冲突的无意识的反射器; 在教师

经历文化冲突并使其内在化以后,常常把它们

传递给学生,因而使教育目标受挫。这些冲突

还会渗透到正规教育的亚文化之中, 出现在课

程设计、教科书和教学用具之中,以及师生关系

和师资培训之中 �。另一方面, 教育是教育者

与受教育者共同参与的活动,在一定意义上,也

是不同的文化型式互动的过程,无论是教育者

还是受教育者, 都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自己的文

化特征,由此, 教育在反映社会文化冲突的同

时,有时也会产生自身独有的文化冲突型式。

这一点正如美国教育人类学家斯宾德勒( Spin-

dler, G. D. )所说: �教育对文化的传递常常被

文化中的种种分歧和冲突弄得复杂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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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的存在,使得教育过程中文化冲

突的类型增多, 范围扩大。单是美国学者戈尔

尼克等人 ( Gol lnick, D. M. and Chinn, P.

C. )在他们所著的�多元社会中的多元文化教
育�中,罗列出的由文化差异导致的教育上的种

种冲突就有: 种族群体间的冲突、民族间的冲

突、移民间的冲突、群体内部的冲突、个体与群

体间的冲突、不同宗教信仰间的冲突、语言上的

冲突、非言语行为上的冲突、社会经济地位间的

冲突、性别间的冲突、同辈团体间的冲突、残障

儿童与正常儿童之间的冲突、学业成绩优秀与

落后学生之间的冲突 �。正是这种种冲突的存

在,才构成了教育发展的动力,使得教育一方面

会对原本渊源不同、价值体系不同的文化产生

融合、统整作用, 推动教育协调发展; 另一方面

也会促使自身适应多元文化的需要,打破原有

的教育体系,衍生出新的教育形态来。当然, 这

种文化冲突也会造成教育功能上的失调及教育

内部结构的紊乱,如不能及时加以控制、协调,

就会影响教育进程, 导致教育的失败。

�中国教育报�日前发表的�今天,学校的师

生关系怎么样? � � � 新时期中小学师生关系大
调查�得出如下结论:学生在回答�你觉得自己

有心里话时最想找谁说�时,回答最想找班主任

或最想找某个教师的仅占 4. 8% ,最想找父亲

或母亲的占 12. 2%,最想找要好的同学或朋友

的占 67%,找不到要说的人的占 15. 9%。而教

师在回答�在与学生交知心朋友问题�时, 61. 3%

的教师表示很愿意和所有学生交朋友, 5. 3%的

教师表示只能与少数学生交朋友, 8. 6%的教师

表示不存在与学生交朋友的问题, 4%的教师表

示说不清楚。学生在回答�你在学习、生活中发

生了困难,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 你首先想到是

找谁�时, 12. 3%的学生回答找班主任或找某个

教师, 2. 8%的学生回答找父母, 52. 5%的学生回

答找同学, 7. 25%的学生回答找其他人。

这项调查说明, 61. 3%的教师表示很愿意

和所有的学生交朋友,而只有 4. 85%的学生最

想把心里话告诉教师, 12. 3%的学生在有困难

的时候首先想到教师。由此可见, 教师和学生

能进行经常地深入地交流, 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弱化教育的文化整合功能

文化整合是各种不同的文化要素或型式相

互适应、协调从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

它主要指不同的文化要素或型式在意义上相互

协调,如文化规范、表征与行为间的协调;不同

的文化制度等, 彼此间在功能上建立起互相依

赖的关系。文化整合既可以发生在两种或多种

文化相互接触、变迁之时,也可以发生在一种文

化的各组成部分或者说各种型式之间。

文化系统自身的目的因素或者说价值因

素,是整合过程中的核心因素,正是因为它们的

存在,才把文化的各种型式或要素连接起来,结

成相互联系的整体。教育活动是受一定的目的

和价值观念引导的,它往往与文化中的�中心目

的�和价值规范相一致。教育与文化整合两者
之间的这种�复合性�,使得教育在传递和传播

文化的过程中, 就把文化中所蕴涵的价值观念

等因素传递给了受教育者, 使他们自觉或不自

觉地习惯了所处社会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杜威指出, 社会通过教育

�能够明确地表达它自己的目的,能够组织自己

的方法和手段, 因而能够明确地和有效地朝着

它所期望的前进目标塑造自身� �。

与教育可以依文化的要求反映文化的�中
心目的�从而促进文化的整合密切相连的,是教

育还可以依靠自身的整合力量,经过文化选择

和文化传播等手段,将不同的文化加以协调、归

整,在剔除与文化中心目的相异的要素并进行

传播的同时,使得文化的各要素都有机地结合

起来,并为一定的社会成员所掌握。整合的要

旨是要在文化各型式、要素之间建立起相互协

调、互相支持的关系,使社会成员在一定程度上

共享相同的价值和思想观念, 这实际上也可看

作使人社会化的过程。教育在其实施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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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有目的、有意识地传播文化,使得受教育者

熟悉、适应所属社会的文化,认同本群体特有的

价值规范和普遍观念, 不仅在行为及行为表现

形式等外部属性上与周围的人们保持一致, 而

且在价值、情感、态度、意向等内部属性上与周

围群体共享。英国社会学家伯恩斯坦将这一过

程称为�获得一种特殊的文化身份的过程� �。

教育的这种文化整合功能正在由于文化多

元态势的出现而产生一系列变化。当今社会,

多元文化间的共存以及文化的自主、自律倾向

日益明显, 而且随着各文化群体的成员主体意

识的提升, 要求尊重和学习不同文化特别是亚

文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这一切都促使已有的价

值观念逐步发生变革,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弱化

着教育的文化整合功能。对此, 文化多元论提

出了以下三点认识:

1.要重视特殊文化影响下所造成的学生在

学习态度等方面的差异。在文化多元论者看

来, 以往的教育一味强调学生的学习形态都是

相同的,忽视了学生在学习态度等方面的差异,

并且教材中只反映了主流文化的经验,导致的

结果是那些来源于非主流文化或其他文化的学

生无法有效地学习。

2.消除学校文化传递中的种族 � 民族中心

倾向。在他们看来, 教育中传递的所谓共同文

化,不过是国家主流文化的同义词,忽视了国家

中其他民族、其他群体的文化。这种做法实际

上隐含着下列假设: 非主流文化或亚文化会使

其成员在共同文化中难以生存、运作,因而乃是

有缺陷的,不应予以提倡的。

3.应设法改变文化差异学生学习困难的状

况。在教育中, 由于过度地强调整合和同化, 很

大程度上泯除了文化间真正的差异。在他们看

来,无论以何种理由,都不应该忽视这些差异,

并且要注意从这些差异入手, 改变学习困难学

生的学习状况。�

文化相对论的这些分析无疑是从其自身立

场出发的, 并不能反映教育文化整合功能在多

元文化冲击下应产生的变化, 但从一个层面说

明了文化整合在教育中面临的挑战和冲击。

(四)推动教育发展。

多元文化对教育的影响,还表现在要求教

育参与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变革,从而改变教育

自身的形态。

一般说来,彼此分立的多元文化,在相互接

触的过程中,会相互融合使原有的文化改变其

形态,接受与自己相异的文化特质。大概也正

是在这种传播、接触的过程中,文化与文化之间

才相互交融,并从而带来文化上的变迁。

多元文化间的这种融合与变革态势客观上

要求教育参与其中。实际上, 教育自身一方面

在其发展过程中, 会自觉不自觉地将不同的文

化类型加以一定程度的整合, 并会经由教育者

与受教育者的传播活动及创造性的活动或多或

少地带来文化上的变革; 另一方面也会参与到

多元文化的整体发展之中。美国曾有学者将多

元文化的发展区分为下列七个阶段: ( 1)一元化

阶段。这一时期,每一群体总是用自己的价值

观来判断事物,用�文化绝对论�的眼光看问题,

以为自己的文化是最优越的。( 2)文化接触阶

段。与其他文化的相互接触当中知道对方的存

在。( 3)文化冲突阶段。由于文化间的价值体系

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 在文化接触中, 会因某一

群体对其他文化的误解等造成文化间的对抗。

( 4)通过教育进行调停的阶段。利用课程使学生

了解自己的文化,同时对其他文化也有所认识,

使文化间相互沟通、联系。( 5)不平衡阶段。在

这一阶段,文化中的各部分发展是不平衡的, 需

要通过适应来达到同化。( 6)觉悟阶段。在不平

衡中建立新的文化体系而达到平衡。( 7)多元文

化阶段。人们能接受文化间的差异性,在理智和

情感上确认、接受不同文化。�

(下转第 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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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cy and Fairness under Non-Pareto Transition
Su Zhenhua

Abstract: When the refo rm of a so ciety� s economic system is in a situat ion under w hich non-Pare-

to t ransition can be made, the conflicts betw een ef f iciency and fairness resulting fr om the t rans-i

t ion can no t be r esolved only by economic pr ocess. U 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non-Pareto t rans-i

t ion, w e should no t pursue economic ef ficiency prior to fairness. � T he Rule of Consensus�-one

principle of const itut ionalism developed by J. Buchanan et al may provide the method to so lve the

problem of fair ness.

Key words: non-Pareto tr ansit ion, consen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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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一分析有将教育与多元文化的复杂关系

简单化之嫌, 但对于我们认识多元文化引发文

化间的接触与冲突, 并从而要求教育参与文化

变革来说,有着一定的助益。它说明,在多元文

化发展中,会对教育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要求, 促

成教育形态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改变。

在注意到多元文化推进教育发展的同时,

也应注意到其相反的方面,即有可能成为教育

发展的阻力或者说障碍性因素。由于正是多元

文化的存在, 才使得不同的人对教育上的任何

变革都可能会有着不同的认识, 也才使得变革

不能全部兼顾到各不同文化及不同人的需要。

对于即将发生的变革,教育中的有关人员需要

有着共同一致的认识,因为教育上的变革往往

涉及多个不同的方面,需要各个不同集团的共

同协作。然而,在他们中间,由于有着不同的文

化要求,对于是否需要变革、变革的方向、变革

的计划和应采取的步骤以及变革的结果等,在

认识上往往难以取得统一, 这样就会使得变革

难以有效地进行。

(责任编辑: 书雨)

Educational Reform in Surge with Mult-i culture

Zheng Jinzhou

Abstract: Mult-i culture has become one of the common cultural phenomena throughout the

w orld, and is also a g reat t rend in the pr ofound process of so cial tr ansformation in China. T he oc-

cur rence and surg e o f mult-i culture result in a ser ies o f new changes in education that are to diver-

sify educat ional types, increase the cultur al conflict in education, w eaken the function of educa-

t ional integ ration w ith culture, promote the drive o f educational change, and so on.

Key words: mult-i culture, social t ransformation, educat ion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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