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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联合国多元文化教育政策的研究包括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基于法理角度的政策文本分析'基于教育学角度的政策文

本分析'联合国教育政策的研究'联合国与文化多样性的研究'联合国其他教育的研究等方面&对联合国多元文化教育政策

的研究进行综述$有利于促进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研究'促进民族教育研究国际化'积累联合国研究的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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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合国与多元文化教育

!"#G

年
$

月
!G

日$美国旧金山市政厅举行纪

念,联合国宪章-签署
H"

周年的活动$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在活动上说%.要知道重建一个破碎的社会$

不仅需要砖石瓦块这样的建筑材料$同时需要人类

的理念和价值$,联合国宪章-的通过$使一个处于废

墟之上的世界找到了复兴之路&/鲜血和战火铸成的

历史成为全人类心中永远不可抹灭的记忆&.二战/

结束之际$为了修复过去的伤痕$重建世界秩序$

#LBG

年
B

月
!G

日$包括中'美'英'苏的来自全世界

各地的
G"

个国家齐聚旧金山$起草了
###

个条款的

,联合国宪章-$

#"

月
!B

日$作为处理当代国际关系

的基本原则和最具普通性'权威性'代表性的根本大

法$,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

H"

年来$联合国以,宪章-的理念和价值为导向$协调各

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在世

界和平'自然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人权保障'人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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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援助'科学教育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早在
86I/Ka

的报告中就提到$单一的民族

国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以文化多样性'跨文化理

解'多元文化为背景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成为世界

性趋势&从单一文化的.文化同化主义/到融合所有

文化$创造新文化的.大熔炉/$再到提倡尊重'包容

和理解的.多元文化主义/$西方多民族国家对待多

族群社会的态度和理念在不断变化$各主权国家的

教育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

!"

世纪
$"

年代美国民

权运动以来$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席卷了整个世界$美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纷纷将多元文化教育理

论化'制度化'法制化$很多国家致力于多元文化教

育的改革$制定多元文化教育政策$颁布多元文化的

相关法律$多元文化教育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

全球性议题$近些年来$对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的研究

也大多集中在这些多民族国家之中&可是$无论是

同化教育'熔炉论'多元文化教育以及到后来对多元

文化教育的否定和批判$.多元/教育与.一体/教育

总被摆在天平的两端$上下来回不断的做钟摆运动$

在争论和博弈中难以获得平衡&与此同时$反观我

国民族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在经历了起起伏伏的高

峰期和低潮期之后$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

理论建构上$民族教育理论多以吸收民族学和教育

学的思想精华$本体论的建设尚处在起步阶段#政策

上$还没有专门的民族教育法对体制'管理等各方面

做规范化要求#教学课程上$科学的教学理论和方法

尚未形成$课程设置要么没有体现民族性$要么体现

了民族性却收效甚微55我国民族教育实际上是西

方多元文化教育所关注的一个方面$即针对少数民

族的方面$是狭义的多元文化教育$二者虽然在背

景'内容'方法'目标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也有不可

回避的'殊途同归的相似之处$对西方多元文化教育

的研究是国内民族教育研究汲取经验和教训$并将

其.本土化/以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教育的必经

之路&

既然多元文化教育是全球性议题$是世界民族

发展教育的理论与方法$那么$如何将多元文化教育

的研究更世界性一点'更全球性一点'更国际化一

点$以更好的促进我国民族教育研究与国际接轨4

是否应该从西方主权国家的视野更放宽一点'更放

远一点$看看具备国际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在这方面

有何作为&

虽然$联合国体系的国际组织没有针对多元文

化教育的专门政策$但是广义的多元文化教育政策

是包括保障不同种族'土著'民族'性别'宗教'阶层

的受教育权和教育公平的所有政策$而在这一方面$

联合国的相关法律'公约'建议'宣言非常之多&联

合国尤为重视保护不同文化背景族群的平等受教育

权$以及在教育的各个阶段保障少数族群的教育公

平$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以促进不同文化传统群体的

教育实践&这些政策均属于多元文化教育政策的范

畴&对联合国的多元文化教育政策研究进行梳理是

尤为必要的$能促进中国民族教育与国际接轨&

多元文化教育是当今世界为应对多民族多文化

现象所提出的一种教育理念和思潮$并倡导以理念

引起现实世界的教育改革&班克斯!

',74:?=?

F,+U:

"对多元文化教育的概念进行阐释$认为多元

文化教育包括三个方面的事情%

#?

一种思想或概念$

说明所有的学生$不管他们属于什么群体$例如属于

性别'种族'民族'文化'社会阶层'宗教或特属于的

哪些群体$应该在学校里体验到教育平等的思想#

!?

一场教育改革运动$它规划并引起学校的改革$以保

证少数民族学生取得成功的平等机会#

&?

一个持续

的教育过程$说明它努力去实现的目标222例如教

育平等和废除所有形式的歧视222在人类社会中短

期内不能完全取得$需要一个过程0

#

1

&联合国多元

文化教育政策的研究主要包括多元文化理论的研

究'联合国多元文化教育政策文本'基于法理角度和

教育学角度的文本分析'联合国与教育政策的研究'

联合国与文化多样性的研究等&

二"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研究

#L

世纪前$族群众多的美国在处理不同文化的

对峙时$大多采用的是.同化论/和.熔炉伦/&

#LBG

年,联合国宪章-的颁布给在世界各地漂浮不定'流

连忘返的种族主义倾向予以致命的一击&

!"

世纪

G"

年代起$随着.布朗案/!

F*(X+@?F(,*T(.IT)̂

S,;2(+

"废除.隔离但平等/!

/4

Q

,*,;4Y);4

5

),-

"条

款'民权法案!

S292-*2

>

0;:,S;

"的颁布'.莎莉案/

!

/04--

<

@?]*,474*

"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多元文

化教育思潮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有%

奥格布!

a

>

Y)

"最为著名的是提出了.阶层化社

会理论/

0

!

1和.文化模式/

0

&

1

#GGA#%%理论来研究美国少

数族群低学业成就的问题&.阶层化社会理论/认

为$种族制度使美国成为一个类卡斯特社会!

S,:;4

-2U4

"$影响美国少数族群学生学业成就的是宏观的

美国种族化的制度环境$而并非是与白人相异的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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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近年来联合国多元文化教育政策研究综述
!

因&卡斯特少数民族天生被认为是次等群体$由种

族制度化被限制从事.工作壁垒/之下的低收入'低

社会身份的工作$因此$少数族群学生认为教育无法

改变他们未来的工作状况$从而对学校'学习产生消

极抵触情绪$导致低学业成就和自然而然的从事主

导群体认为他们该从事的工作&

#L%%

年$奥格布修

正了自己的理论$提出了综合的.文化模式/理论$将

美国少数民族分为.自愿移民少数民族/与.非自愿

移民少数民族/$以参照架构'族群理论'生存策略'

社会认同'与主流族群的关系几个方面作为少数民

族的文化模式$从而得出非自愿移民少数民族的文

化模式是.消极的二元参照架构/$他们认为教育无

法消除制度歧视$更无法带来理想的工作和阶层流

动$他们不认同不信任甚至是极力排斥白人的文化$

希望通过集体抗争'消极顺应的方式获得生存&

詹姆斯3班克斯!

',74:=?F,+U:

"提出了多元

文化教育的目标'维度'课程改革'新进范式&他认

为$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获得技能'态度'

知识$以及减少学校某些族群由于体貌和文化差异

造成的痛苦&多元文化教育的五个维度分别是$内

容整合'知识建构过程'减少偏见'平等教学法和赋

权的学校文化0

B

1

&格兰特对多元文化教育的概念进

行了补充阐释$他突破了多元文化教育囿于种族范

围之内的局限$认为多元文化教育是扩大至阶层'性

别'残障人群'同性恋者的教育$更应称作.教育是多

元化的/

0

G

1

$具备教职人员组成和结构多元'课程灵

活且多元'认同其他文化群体的文化'教材包容且多

元等要素&

随着
!"

世纪
G"

'

$"

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

和完成$我国与民族相关的研究也逐渐兴起&政府

设立民族教育教育的管理部门$专门的学术团体得

以成立$一大批教育人类学的相关著作付梓出版$有

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开设民族教育专业$促使多元文

化教育的研究在我国的进一步推进&有学者在费孝

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0

$

1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

了新的多元文化及其教育理论&滕星提出了.多元

文化整合教育/理论0

H

1

&该理论认为多民族国家的

教育要担负两种责任$一是传递人类共同文化和本

国主体民族文化$一是继续传递本国各少数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强调.多元/

之间的文化整合$使少数民族年轻一代的成员能更

好的适应主流社会生活$成为既传承本民族文化$又

掌握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的.双语双文化/

人&那么$在中华民族一体格局中$在强调.多元/'

.一体/等概念时$有没有别的有重要地位的概念4

.多元/之间是如何联合'互动以至达到平衡与和谐

的4 吴明海提出了.一核多元$中和位育/理论0

%

1

GA#"

解答了这些问题&该理论认为$多元一体文化格局

中有.核/的存在$.一核/产生于.多元/且受惠于.多

元/$.一核/根据中和位育的原则发挥凝聚力和向心

力$只有当.核/的两种力量居于领导位置并且足够

强大时$.一体/才能如太阳系中的各个行星与卫星

般绕恒星运转&否则$.多元/将在与.一核/的互动

中产生离心力$从而消解和解构.一体/&所以无论

是大至文化问题'民族问题'教育问题$还是小至学

校教育'课程内容'教材建设等方面$都必须熔铸一

个坚强有力的.核/根据中和位育的原则来统领.多

元/$最终形成各得其所$各就其位的.一体/$在.一

体/之中$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效果&

在探讨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论问题时$很多学者

不拘于泥$试图从其他学科'其他领域'其他范式中

提取精华$建构既符合理论标准的陈述又适合中国

国情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钱民辉从意识形态'意

识生态'意识心态的视野出发$提出了.多元文化教

育三态说/

0

L

1

#&HA#B&

$该理论认为意识生态层面$多元

文化教育应该从多元文化对话教育'多元文化通达

教育'多元文化融汇教育方面进行重新建构#在意识

心态层面$少数民族学生的认同'偏见'自卑心理是

多元文化教育中必须关注和解决的心态问题&张诗

亚从和谐之道与共生教育两个概念出发提出了.和

谐共生/教育论0

#"

1

GGAGH

$该理论认为$多元文化教育

不应该仅仅把教育看做将自然人文资源转化为经济

效益的工具$更应该回归教育的本质'.人/的本身$

达到人类社会与自然间的和谐$文化与文化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人自身的内部和谐&只有建立能解

决自然.共生/与文化.共生/两个问题的共生教育体

系$才能使人类自身生长与外部世界'本民族文化与

其他民族文化乃至现代主流文化之间形成良性的共

生互补系统&

三"联合国多元文化教育政策的研究

$一%公约"宣言及出版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颁布'出版了一系列涉

及少数族群和处境不利人群的教育平等'教育公平$

以及少数人教育权利保护'多元文化教育等理念的

政策文件&

#LBG

年
##

月
#$

日$包括中国'美国'法国'巴

西'希腊等
!"

国正式批准并签署的,联合国教科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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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宪章-!

86I/Ka\:K(+:;2;);2(+

"表达了建立者

.所有人完全'平等的教育/理念&

#LG#

年
%

月出版

的,免费的义务教育权-!

Z04c2

>

0;;(P*44,+T

K(7

Q

)-:(*

<

IT)S,;2(+

"提到%世界上所有的儿童都

有权利拥有平等的教育机会$这是正义且必要的$无

论他们的种族'宗教'社会出身$每一个儿童都有机

会受到与他们能力匹配的教育&

#L$"

年
#!

月
#B

日在巴黎举办的第
##

届会议上颁布的,取缔教育歧

视公约-!

K(+94+;2(+,

>

,2+:;J2:S*272+,;2(+2+IT̂

)S,;2(+

"使得反教育歧视'反教育隔离$提倡教育发

展成为国际守则$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循的国际规范&

超过
L"

个联合国成员国承认,取缔教育歧视公约-$

并从国家层面上规划和发展适用于教育平等的国家

政策$可以说,取缔教育歧视公约-的颁布对日后联

合国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里程碑式的

意义&

#L%L

年,技术职业教育-!

K(+94+;2(+(+Z4S0

A+2S,-,+T@(S,;2(+,-IT)S,;2(+

"贯彻了反教育歧

视和提倡教育平等的原则$它提到.所有人都可以接

受技术职业教育55所有的用人企业必须提供相同

的机会$无论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社会身

份'政治观点'经济地位'出生或其他因素&/后来$还

添加了残障人士和特殊职业教育的相关条款&

#LL"

年在泰国举行的.全人类的教育国际会议/上$

86I/Ka

倡导.所有人的教育/!

IT)S,;2(+.(*,--

"

行动$其宗旨是每个人$每个儿童$尤其是女孩和女

人$都应该从教育中获益$以教育实现未来生活知识

与技能的满足&随后
#LL&

年
#!

月发布的,德里宣

言-!

J4-02J4S-,*,;2(+

"被
L

个人口密集的发展中国

家承认并采用$其中提到了教育不平等问题$尤其是

教育领域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女童教育长期受到

忽视&并指出千禧年的巨大挑战是给所有人提供平

等的'高质量的教育&

#LLB

年在西班牙召开的特殊

需要教育国际会议发布的萨拉曼卡报告,特殊需要

教育的原则'政策与实践-!

=-,7,+S,/;,;474+;(+

O*2+S2

Q

-4:

$

O(-2S24:,+TO*,S;2S42+/

Q

4S2,-644T:

(+IT)S,;2(+

"迫切要求各国政府制定相应的法律

和政策为人们提供包容教育$重申教育机会平等的

立法迫切性和可行性$尤其强调了处于任何教育阶

段的残疾人教育&

#LLG

年发布的,整合行动框架
A

A

为了和平'人权'民主的教育宣言-!

J4S-,*,;2(+

,+Tb+;4

>

*,;4TP*,74X(*U(.=S;2(+(+IT)S,;2(+

.(*O4,S4

$

N)7,+c2

>

0;:,+TJ47(S*,S

<

"进一步

督促各国政府从国家政策层面关注弱势群体的教

育$指出必须尊重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的'宗教的'

语言的'土著的少数族群的教育权利&

#LLH

年召开

的第五届成人教育国际会议上发表的,汉堡成人教

育宣言-!

N,7Y)*

>

J4S-,*,;2(+(+=T)-;W4,*+2+

>

"

中提到$国家必须确保所有人的受教育权$尤其是社

会弱势群体$比如少数民族'土著人等等$国家必须

通过成人教育'生存技能培训$为他们提供总体政策

帮扶&

#LL%

年
#"

月在巴黎召开的.迈向
!#

世纪的

高等教育%理念与行动/国际会议发布的,

!#

世纪高

等教育世界宣言-!

V(*-TJ4S-,*,;2(+(+N2

>

04*

IT)S,;2(+.(*;04ZX4+;

<

A.2*:;K4+;)*

<

"中专门

有一节论述.平等的机会/$提到尽管进入高等教育

学习基于人的优势'能力'努力'知识储备与社会贡

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除了这些考量因素之外的如

种族'语言'宗教'文化背景等能够影响进入高等教

育的机会$在高等教育中$任何形式的歧视都不被接

受&

!"""

年$,达喀尔行动纲领-!

J,U,*P*,74X(*U

.(*=S;2(+

"在消除教育歧视和少数群体受教育权利

保护方面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其中包括.到
!"#G

年$

确保所有的儿童$包括女孩'困难处境儿童'少数民

族儿童等都能够有机会完成免费的'高质量的义务

教育&/这个目标太难以实现$因为在这些国家里$很

多儿童的平等受教育权无法得到保障$高中教育更

无从谈起$面对这种窘境$联合国呼吁应与专业研究

机构和专家合作研究教育权'教育机会均等'多元文

化教育等议题&

这些公约'宣言等均可以在联合国官网!

XXX?

)+?(*

>

"和教科文组织的官网!

XXX?)+4:S(?(*

>

"

的
c4:()*S4

或
J,;,Y,:4

中查到全文&此外$中国

的学者对联合国颁布的公约和一些出版物也进行了

翻译'和汇编的工作&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法教研

室,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院规约-

0

##

1

'王铁崖'田如

萱,国际法资料选编-

0

#!

1等对联合国重要的国际公

约'国际法方面的文件进行了搜集'翻译和整理&杨

宇冠,联合国人权公约机构与经典要义-

0

#&

1基本收

录了联合国人权保障的法律文件$包括委员会的职

能和对条文的理解'建议等&曼弗雷德3诺瓦克

!

C,+.*4T6(X,U

",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
&

评注-

0

#B

1对.国际人权宪章/组成部分,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进行了深入'全面评论和注

解&范俊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语言与文

化多样性文件汇编-

0

#G

1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世

界教育展望-编辑组联合汇编的,世界教育展望%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
%

展望
&

杂志文集!

+

"-

0

#$

1

$王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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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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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向
!

瑞%近年来联合国多元文化教育政策研究综述
!

辉,全球教育治理
AA

国际教育改革文献汇编-

0

#H

1

$

赵建中,全球教育发展的研究热点%

L"

年代来自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

0

#%

1和,全球教育发展的历

史轨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大会建议书专

集-

0

#L

1等对
86I/Ka

的一些政策文件和出版期刊

等进行了翻译和整理$并辅以说明$也是研究联合国

多元文化教育政策的重要政策文本的文献来源&

$二%法理角度的研究

在法学界$很多学者从法理的角度对联合国颁

布的法律'政策等文件进行了研究&周勇在,少数人

权利法理-中对少数人权利的重要法律文书进行汇

编$并展示了少数人权利的相关案例$提出少数人权

利保护旨在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宗旨和原则$并

促进在世界性'区域性层面上的所接受的人权标准$

寻求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实现国际和平0

!"

1

&陈光中

所著,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批准与实

施问题研究-逐条分析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包括.少数人的文化'宗教'语言权利/的部

分0

!#

1

&徐鹏的博士论文,

#L$$

年联合国人权两公

约的实施-对
#L$$

年联合国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治

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两个公约从国际法学的角度$探究了两公约的的实

施机制$包括两公约的实施要求'在缔约国的实施情

况'实施效果$和在中国的实施情况等0

!!

1

&廖敏文

的博士论文,

%

联合国土著民族权利宣言
&

研究-比

较全面的从法理的角度解析了,联合国土著民族权

利宣言-$为土著民族的自决权'土地权'生态环境权

和文化保护权的正当性进行了论证$并指出土著民

族权利的国际人权法依据&认为宣言为主权国家设

立了土著民族权利保护的最低道义标准$对全球生

物多样化和文化多样化的保护具有很大的法律意

义0

!&

1

&担任过联合国国际法院特别法官的伊恩3

布朗利,国际公法原理-

0

!B

1是一本公认的国际法方

面的杰出著作&对国际法的渊源'领土主权'海洋

法'公约等进行了细致深刻的介绍&其中$在国家主

权与平等一章中$对,联合国宪章-第
!

条第
H

款与

一般国际法的关系进行了解读$认为这个规定的意

图是有弹性而非技术性的&在谈到个人与团体的保

护时$指出联合国,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

在外国人遵守本国领土法律方面肯定了.国际待遇

标准/&

J,92TV2

QQ

7,+

!

#LL%

"指出了国际法在民

族冲突方面的局限性$检视了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在

民族冲突中所扮演的多种角色$并结合国际法的文

本$探究了国际法在难民庇护'民族认同和公民标准

方面的作为&

0

!G

1

/,*,0O*2;S0

!

#LL%

"通过对联合国

土著人权利的文献梳理'田野调查$认为联合国对土

著人权利的重申扩展了国际人权法的范围$发展了

人权新的主体与客体&探讨了土著人成为国际运动

焦点的条件和环境$国际土著人运动对联合国及国

际法的影响机制&

0

!$

1

$三%教育学角度的研究

在教育学界$学者对联合国的政策文件也进行

了教育学的解读与阐释&窦卫霖对
86I/Ka

近
#"

年来的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的文本分析$指出教

育公平是
86I/Ka

全民教育的核心目标$尤其提

到了促进男女教育方面的平等是全民教育的目标之

一&

0

!H

1

GHA$H此外$他还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aIKJ

的教育概览系列报告'高等教育报告'

Ob/=

项目报

告'国家教育政策评论文献$以及
86I/Ka

的,全

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专题报告'会议文件等进行了

文本分析$在此基础上回顾了两个国际组织推进教

育公平的历史$对它们教育公平政策的异同做出对

比$并提取了我国教育公平政策可以借鉴的地

方&

0

!%

1

%#A%$赵萍梳理了联合国为保护受教育权$以系

列法律文献'行动'资助等方式建立起的受教育权的

保障体系$指出联合国在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

公平三个层次上所付出的努力&

0

!L

1

!!A!$滕臖通过对

86IK/a

报告的梳理$展现了
86I/Ka

从
!"

世纪

B"

年代至
L"

年代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演变过程$

从最初重视.基本教育/的价值理性$到后来提出.教

育规划/的工具理性$再到终身教育理念所体现的价

值理性回归$最后
86I/Ka

终于在
L"

年代提出全

民教育的理念$使得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得到统一

与融合&

86I/Ka

教育政策价值取向中两种理性

相互替代$最终融合的演变过程$说明了价值理性与

工具理性必须在教育活动中兼容并蓄'互不排斥的

融为一体&

0

&"

1

L!A#""

/,Y2+49(+/S0(*-474*

曾对
86I/Ka

为促进

文化多样性颁布公约的目标'指导原则'应用范围'

权利与义务等进行了探讨&此后$

]2:0(*4/2+

>

0

!

!""#

"的论文,

86I/Ka

关于教育公平的经验-比

较全面的回顾了
86I/Ka

从,联合国宪章-中反歧

视和平等机会的条款$到后来自由权和义务教育条

款中的.世界上所有儿童都应该拥有平等教育机会/

等为了维护世界人民教育公平所做的努力&

0

&#

1

B#AGG

'),+b

>

+,S2( C,*;2+4_ T4 C(*4+;2+

!

!"##

"对

86I/Ka

在
#LB$

年至
#LLL

年涉及国际理解教育

的文件进行文献分析$包括大会决议和执行董事会

&&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决定等&认为$教育对科技进步和学术研究至关重

要$按照
86I/Ka

建议的方法在各个教育层级实

施国 际 理 解 教 育 可 以 缓 解 各 种 形 式 的

冲突&

0

&!

1

GLHA$##

$四%联合国教育政策的研究

常永才'韩雪军从教育政策理念的角度出发$认

为
86I/Ka

发布的多元文化教育政策越来越趋向

于从关注多元的差异$走向强调互相尊重的一体$

86I/Ka

的报告中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以文化互

动教育!

2+;4*S)-;)*,-4T)S,;2(+

"取代了之前的多元

文化主义!

7)-;2S)-;)*,-4T)S,;2(+

"&新的文化互动

教育政策理念的提出$给文化多样性在.差异/和.一

体/的两端之间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思维$比如$教

育政策结果的最终聚焦点在尊重文化之间互相差异

的基础上$实现全社会的整合$政策运行的关键点在

于不同文化互惠基础上的创新$政策的本质是与全

球化时代相适应的公民教育$政策的内容从弱势群

体的教育机会均等转变为施以各个文化群体平等

的'高质量的教育$教育政策所应达到的最终目的是

在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承认的基础上$既认同

本族群身份$更愿意与其他族群共同生活&

0

&&

1

GA!!

乔鹤'沈蕾娜认为
86I/Ka

越来越注重教育

质量$并且
86I/Ka

和欧盟都呼吁全纳教育的实

施$帮助残疾人'少数民族和弱势背景儿童教育权利

被剥夺的问题&

0

&B

1

#BA!"和震从
86I/Ka

职业教育

政策认识论基础出发分析了其职业教育政策的主要

内容$认为其理念包括服务于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终生学习的原则'为所有人服务'大职业教育概念四

个方面$其中为所有人服务的职业教育政策$尤其应

该关注处境不利群体的职业教育$为他们提供充分

的学习锻炼机会&

0

&G

1

$五%联合国与文化多样性的研究

K0*2:;,+

!

!"#G

"的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索了

86I/Ka

关于文化多样性公约与文化全球化之间

的隐性联系和博弈$他认为文化全球化表现在艺术

表达'娱乐产业和仪式'象征'生活方式的变迁等人

类学解释之中$而保护文化多样性公约对于文化多

样性的保护来说是一个既有用又重要的工具$但是

对于文化全球化趋势下的人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上又是远远不够的&此著作分析了
86I/Ka

在文

化多样性方面的成就与问题$并展望了未来政策制

定的方向与实现路径0

&$

1

&,跨宗教教育的国际手

册-中$

W2+T,

!

!"#"

"专门有一章.

86I/Ka

的角色%

为了人权的教育'跨文化和跨宗教的对话/$从

86I/Ka

的来历'人权'文化多样性'跨文化对话'

文明的联盟'教育与多元文化主义几个方面论述了

86I/Ka

在跨宗教对话与教育中的角色&认为

86I/Ka

在促进国际教育发展方面做出了卓越的

贡献$它将受教育权看做基本人权之一$具有不可否

认的合法性和重要性$它的职责是管理国际文化教

育$并把国家领导人集结在一起商讨消除不同信仰'

不同宗教背景人们之间的误解$从而促进世界

和平0

&H

1

&

四"结语

多元文化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多元

文化教育是对不同种族'民族'阶级'性别'宗教的教

育&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在探讨多民族国家的多

元文化教育政策走向之外$也开始研究和考察国际

组织的多元文化教育政策&联合国虽然没有专门制

定多元文化教育的政策$但其教育政策文本已经包

涵了多元文化教育理念$体现了多元文化教育的价

值&因此$联合国多元文化教育政策研究的梳理$对

未来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研究内容上$对联合国相关

政策的研究都不是专门针对多元文化教育政策的研

究&虽然$很多学者从法学法理的角度对联合国人

权'受教育权'少数人权等进行研究$很多学者从教

育学角度对联合国教师政策'职业教育政策'教育公

平政策等进行了探讨$但是$多元文化教育是为了维

持本族群认同'保护本族群文化的针对不同族群的

教育$涉及到法学'教育学'公共政策学'人类学等各

个方面$涉及少数人权利'处境不利人群教育'教育

平等'教育公平'族群认同'文化多样性等各种问题$

单纯从一个角度来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对联

合国多元文化教育政策进行深入研究是十分必

要的&

研究角度上$对联合国相关政策的研究大多是

基于法律文件'政策文本的分析$很少有从纵向的历

史的维度对多元文化教育政策进行梳理$尤其是对

其历史进程进行历史分期&纵向的历史考察可以总

结多元文化教育政策的历史规律$预测未来国际多

元文化教育的发展趋势&所以$从历史的纵深角度

上$结合国际局势和时代背景对联合国多元文化教

育政策的历程及历史规律进行探究$具有极大的学

术意义&

研究深度上$对联合国的相关政策研究都没有

进入深入的分析$搜集的资料也不够全面$在联合国

B&



!

总
&!

卷 向
!

瑞%近年来联合国多元文化教育政策研究综述
!

多元文化教育的特征'影响'得失等问题论述不够充

分$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学理性和关联性&所以$以

后的研究必须站在大量文献'数据搜集的基础之上$

才能做好扎实的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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