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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入探究民族学前教育研究体系对于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通过对

1993-2023年中国知网（CNKI）民族学前教育研究的文本进行主题编码分析发现：从历时的角度而言，我国民族学前教育研

究经历了起步探索时期、特色发展时期以及全面深入时期，呈现出“起步-发展-深入”的系统演进规律；从共时的角度而

言，其学术逻辑遵循域外经验引进与本土实践问题研究的统一、人的全面发展与空间统筹发展研究的统一、民族地方特色

与中华民族文化研究的统一。回望过去，民族学前教育研究存在学科协同研究不深、理论建构缺失以及结论指导性不强

等问题。面向未来，民族学前教育研究可为进路是：多学科深化推进研究，构建民族学前教育的理论本体；规范化开展田

野调查，聚焦凝练时代议题的经验性成果；凸显时代问题意识，专注高质量研究成果产出和经验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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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research system of ethnic preschool education has important value implications for building a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and promoting ethnic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By using the thematic coding analysis of texts on ethnic
preschool education research of CNKI from 1993 to 2023，it is found that，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research on ethnic pre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 has gone through a period of initial exploration，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and comprehensive deepening，pre⁃
senting a systematic evolution pattern of“starting-developing-deepening”; From a synchronic perspective，research academic logic
follows the unity of foreign experience introduction and local practical problem research，the unity of comprehensive human develop⁃
ment and spati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research，and the unity of ethnic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hinese cultur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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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ing back at the past，there are still varying degrees of problems in research on ethnic preschool education such as insufficient in⁃
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lack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and weak guidance in conclusions. Looking ahead to the future，the pos⁃
sible approaches for research on ethnic preschool education include: the first one is to deepen research in multiple disciplines，con⁃
structing the theoretical ontology of ethnic preschool education; the second is to carry out standardized field investigations，focusing on
condensing empirical achievements on contemporary issues; the third is to highlight the awareness of contemporary issues，focusing on
high-quality research output and experience transfer.
Key words: academic path; ethnic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preschool education; theme analysis method

一、问题提出

教育部印发《“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

行动计划》和《“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

升行动计划》强调［1］，坚持教研为幼儿园教育实

践服务，为教师专业发展服务，为教育管理决

策服务，深化幼儿园教育改革，推动学前教育

体系高质量发展。民族学前教育研究主要探

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民族儿童的共性和个

性，比较各民族学前儿童认知与能力等方面的

特殊性，探讨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的理论和实践

体系［2］。一定程度上，深化幼儿园教育改革的

本质即要求深入挖掘民族学前教育研究的逻

辑。民族学前教育研究既遵循普通学前教育

的要素逻辑，也有其自身独特的研究理路。因

此，厘清民族学前教育研究的嬗变轨迹、挖掘

其学术机理、寻找新的研究发生点，是快速推

动新时代我国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

径。史大胜通过使用Citespace图谱工具描述了

我国民族学前教育研究的概况与未来发展趋

势，为该研究路向提供了一定的思考［3］。笔者

拟从历时与共时的纵横交错的视角，深层透析

其学术逻辑，反思研究不足，以期为民族学前

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提供思考镜鉴。

二、基本分析框架

（一）数据来源：中国知网文本

本研究文本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数

据库。笔者在2023年5月24日按照关键词和主

题进行检索，分别输入“民族儿童教育、民族地区

儿童教育、民族地区学前教育、民族学前教育、民

族学前儿童、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等关键词，

检索得到392篇论文，其中第一篇民族学前教育

论文诞生于1993年。随后对392篇按照以下标

准进一步筛选和剔除：一是论文必须是正规标准

格式的论文，内含有标题、摘要、关键词、作者简

介、正文等论文格式要素，不计入心得体会、书稿

述评、论坛报告、宣传导言、纪念文章等；二是论

文必须与民族学前教育要素息息相关，内容直接

体现民族儿童教育发展、民族学前教育者、受教

育者以及教育的影响等方面。最终梳理得到320

份文本。

（二）分析框架：教育要素分类

民族学前教育作为民族教育的应用分支，

具有教育学的一般属性。对于教育要素的分

类，不同学科方向有不同的分类方式，但核心

内容基本一致，通常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教育

三要素说，主要将教育分为教育者（教师、父

母、长者等）、受教育者（儿童、学生）以及教育

的影响（具体指教育环境、内容、手段、理念

等）［4］。第二类为教育五要素说，思想政治教育

方向的学者将教育分为教育者、受教育者、教

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手段五要素［5］。第三类

为六要素说，教育技术方向的学者将教育要素

划分为教育主体、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手

段、教育环境以及教育途径［6］。民族学前教育

研究主要用民族学眼光审视学前教育要素机

理或用教育学的思维审视民族地区学前教育

实践机制，目的是发现民族学前教育的一般规

律，促进民族学前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因此，

本研究依据教育要素分类作为分析的指导框

架，依据文中摘要、关键词以及主要核心内容

对民族学前教育研究的文本进行编码分析，这

一点主要依据教育研究的一般性原理而开展。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为演绎式主题分析

（Deductive Thematic Analysis），在教育要素分类

框架指导下根据“编码-提炼类目-总结主题”的

研究理路［7］，处理文本数据，并从历时和共时角度

归纳研究的发展历程和整体的学术逻辑。从历

时的角度编码发现，我国民族学前教育研究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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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遵循组织生命周期理论的“起步-发展-深

入”的演进路径，与恩格斯主张的事物发展由简

单到复杂、低级到高级的演进的观点吻合［8］。从

共时的角度来看，我国民族学前教育研究呈现出

“三个统一”的逻辑理路。

三、历史嬗变：民族学前教育研究的历时

回溯

本文根据刘占兰［9］对中国学前教育发展历程

的划分并参考康翠萍［10］对民族地区学前教育政

策的历史分期，结合所收集到的文本，将民族学

前教育研究的历史分期分为：起步探索期（1993-

2003年），特色发展期（2003-2010年）以及全面深

入期（2010年-至今），三个时期研究的侧重点与

特征各不相同，但整体而言，研究呈现“萌芽-发

展-深入”的变迁历程。

（一）起步探索期（1993-2003年）

进入20世纪 90年代，教育部出台《九十年

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和全国“九五”期间

教育科学规划提出：教育需要重视儿童的生

存，保护儿童权益，促进儿童个体的身心健康

发展［11］。各民族儿童的生存条件、生存环境以

及生存状况都千差万别。为引起社会外界对

少数民族儿童群体的关注，在此阶段学者们开

始探索民族教育的特殊性，阐释差别化举办民

族学前教育的特殊意义。

其一，探索民族地区男性儿童与女性儿童受

教育机会的差异性，提倡有针对性地扶持民族儿

童教育。有学者研究发现青海民族地区受民族

文化观念的影响，少数民族女童和男童入学机会

差异较大，需重点保障民族地区学前教育阶段的

女童教育入学机会均等［12］。其二，探索各民族儿

童身心发展差异，分析民族学前教育主体的特殊

性，促进民族儿童身心全面发展。一项调查研究

显示，70%蒙古族和汉族的幼儿在交往类型、交往

能力、交往频率存在明显差异，并提出民族地区

学前教育对不同民族儿童应采取个性化的培育

方式，以保证各民族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维护

不同民族儿童的生存权利［13］。其三，探索民族地

区城镇与乡村儿童能力差距，提倡大力发展民族

地区学前教育，保障民族地区城乡学前教育均衡

优质发展。有研究者对贵州民族地区0-7岁的城

镇与农村儿童调查发现，城乡儿童在词汇领悟

力、绘画能力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倡导消除民

族地区城乡之间学前教育差距，保障民族地区城

乡区域学前教育公平优质发展［14］。

综上可见，起步探索时期，主要从民族文化

观念不同、民族地区城乡差距以及各民族儿童

间差异等方面切入探索举办民族学前教育的

特殊意义。其主要作用在于促进各民族儿童

受教育机会均等，保证学前教育的公平均衡优

质发展，为民族学前教育的举办提供现实理论

基础。

（二）特色发展期（2003-2010年）

21世纪初教育部发布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

要（试行）》文件，标志我国正在逐步构建中国特

色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15］。一方面受普通

学前教育探索构建特色理论与实践体系的需求

驱动，另方面受民族教育学科多元文化教育思潮

的影响，此时研究大都集中于探索如何构建特色

的民族学前教育体系，以促进民族地区学前教育

的繁荣壮大。

首先，从教育主体的研究来看，一方面主张

引导教师在参与民族地区“园本”课程的研究开

发，利用当地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优势构建民族学

前教育的特色课程体系［16］；另一方面，提倡以培

养少数民族儿童的民族意识为目的，探索融入民

间游戏、民族节日以及民间艺术的文化多样性课

程构建路径［17］。其次，从教育内容的研究来看，

主张将民族舞蹈、民族音乐、民族美术等少数民

族艺术文化资源融入民族学前教育课程体

系［18］。再次，从教育方式的研究来看，主张文化

多元性和本土性是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的本质属

性，倡导运用综合组织法、家园协同法、环境熏陶

法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将少数民族文化整合

到学前教育特色课程教学体系［19］。最后，从教育

环境的研究来看，有研究者认为根据民族地区多

元文化生态环境，需多样化地研究开发民族地区

双语教育课程教学体系［20］。

根据上述诠释可见，这一时期，大多数的研

究主张发挥地方民族地区的社会环境多样性、

民族文化地方性、民族文化资源多样性、民族

语言丰富性等优势特征，构建特色的民族学前

教育课程教学体系，推动民族学前教育特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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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三）全面深入期（2010年至今）

2010年11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当前发展

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强调，大力发展学前教育

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民生工程，全

面推动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的普及，关系到国家和

民族未来［21］。随着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的全面普

及，这一时期的民族学前教育研究不只停留在民

族儿童身心健康与民族学前教育课程的构建，而

是上升至阐述民族学前教育与社会和谐稳定、民

族团结的关系及作用。

首先，从教育主体的研究而言，主要阐释民

族学前教育阶段的师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

使命感养成的路径。例如，研究如何利用中华

文化与民族文化课程培育少数民族儿童民族自

豪感、国家认同感以及传承文化使命感［22］。其

次，从教育内容的研究而言，主张将民族团结教

育、中华文化认同教育、国家通用语言教育融入

民族地区学前教育，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23］。再次，从教育环境的研究来看，分析民族

地区农村与城市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管理机制、

经费投入等环境方面的差距，倡导优化资源配

置、差别化政策投入、对口支援与帮扶等［24］方式

扶持民族学前教育，消除民族地区间不稳定因

素，维护民族地区和谐稳定。最后，教育理念的

研究来看，主张坚持公平正义、均衡优质的民族

地区学前教育理念，强调完善民族地区学前教

育的法制与政策保障，以优质的教育维护民族

团结安定［25］。

综上所述，该时期的研究主要诠释开展民

族学前教育对于维护国家和谐稳定的政治功

能，深入诠释了民族学前教育优质公平的教育

意蕴对民族间和谐团结的作用，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抓手，促进民族地区学前教育

全面和谐发展。

四、“三个统一”：民族学前教育研究的共

时逻辑

民族学前教育是一门具有教育学和民族学

属性的民族教育的分支，具备教育性、政治性、民

族性等特征。我国民族学前教育研究遵循着“三

个统一”的学术逻辑。

（一）域外经验引进与本土实践问题研究的

统一

民族学和教育学两个学科在一定意义上皆

是西方的舶来品，通过引进来，结合中国的实践

探索，逐步实现了民族学前教育本土化。正如海

路所言，民族教育研究过去局限于借鉴西方的人

类学、民族学学术话语，现在逐渐形成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民族教育话语体系［26］。

1.引鉴国外学前教育理念、教学方法以及最

新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立足中国、借鉴

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

来［27］。在民族学前教育领域中，通过译介国外学

前教育理念与方法，是发展中国特色民族学前教

育体系的重要方式。一是引介国外教育理念。

譬如，有学者研究提出引入国外全纳教育理念，

指导实践者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学前双语教育与

学前教育关系，推动我国民族学前双语教育质量

提升［28］。二是引鉴国外幼儿教学方法。袁梅引

鉴蒙梭利台教学法，并在内蒙古自治区学前教育

阶段实施，形成众多蒙氏幼儿园或蒙氏班［29］。三

是总结运用国外儿童发展的最新成果。有研究

通过总结比较近十年国外儿童最新发展的研究

成果发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急需加快立法进

程，探寻中国特色的民族幼儿教育理念［30］。总而

言之，通过将西方教育理念、教学方法以及教育

应用成果进行总结提炼，指导我国民族学前教育

发展改革的研究，在国内民族学前教育研究中占

有重要位置。

2.探索中国民族地区学前教育本土实践中的

问题

探索中国民族地区学前教育面临的现实挑

战与困难，既是构建中国特色民族学前教育学科

的核心内容，也是解决中国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现

实问题的重要方式。因此，探索中国民族地区学

前教育实践过程的本土问题成为必不可缺的研

究主题。一是调查民族地区学前教育阶段教师

队伍问题。多数研究通过对民族地区教师的考

察，旨在了解少数民族地区教师留任问题、城乡

师资配置问题、教师编制与待遇问题、双语师资

数量问题等［31］，并根据问题提出解决相应的对策

建议。二是关注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的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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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方面是关注少数民族女童的受教育权

利公平问题，挖掘影响民族地区女童受教育权利

的因素，保障民族女童的受教育平等的权利［32］；

另一方面关注民族地区学前教育阶段城乡不均

衡问题如：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投入不均衡、

双语教育资源差异、软硬件投入不协调等［33］。三

是民族文化与学前教育有机融合问题。具体包

括，民族饮食文化在儿童教育中的渗透研究、民

族文化与儿童课程适应性问题研究、学前双语教

育教学与民族文化差异问题研究等［34］。此外，如

何将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与课程教学有

机结合的研究也是民族学前教育本土实践的重

要议题。

（二）人的全面发展与空间统筹发展研究的

统一

人的教育是发生在具体的“场域”之中，受限

于“场域”环境的影响。民族地区处于经济基础

薄弱、社会文化多样、生态地理环境复杂的“场

域”之中，其学前教育面临诸多优势与劣势。促

进少数民族儿童的全面发展，相对应的是要统筹

农村与城市、东部与西部地区的学前教育发展。

因此，人的全面发展与空间统筹发展研究的统

一，是促进民族学前教育公平而又持续均衡发展

的要义。

1.探析民族学前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

值与作用

探析民族学前教育与人的发展，既是保证教

育起点的公平，也是发展少数民族儿童素质的关

键。对于民族学前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研

究，主要表现在德智体美四个方面。首先，诠释

民族学前教育阶段推广国家通用语言学习的德

育功能。研究表明，民族学前教育的国家通用语

言教育有利于培育少数民族儿童中华文化认同

感、国家认同感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35］；其

次，民族地区学前阶段儿童的双语学习，对儿童

的认知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一项对新疆儿

童双语的学习调查显示，经过三年的学前双语教

育，民族儿童的小学入学认知准备与一般概念水

平的通过率均达到50%以上［36］。再次，探析民族

地区学前教育融入民族体育游戏对儿童的体育

价值。研究显示，民族体育游戏可以有效培育民

族儿童的体育兴趣、体育精神以及提升儿童健康

水平［37］。最后，民族艺术融入学前教育阶段对人

的美育发展作用。例如，研究指出，“将民族音乐

融入学前教育阶段，不但有利于凝聚民族精神，

传承民族文化，还能够健全儿童音乐素养，提升

综合素质。”［38］

2.探析民族学前教育空间统筹发展的结构性

差异

空间的统筹发展既是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

体现，又是实现教育起点阶段公平的重要保

障。因此，正视民族学前教育空间的差异性，统

筹民族学前教育的空间发展亦是民族学前教育

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一是正视民族城乡地区

教师资源配置差异的研究。有研究者以广西壮

族自治区为例，分析民族地区幼儿园教师资源

配置的城乡差异，提出稳定乡村幼儿园师资队

伍并优化现有的教师资源结构，将有助于推进

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均衡发展［39］。二是正视民族

村落学前儿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发展的城乡差

异研究。比如，通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城乡儿

童调查发现，城乡地区间儿童的国家通用语言

能力水平具有累积效应差异，急需加大对贫困

村落儿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发展的支持和监测

力度［40］。三是正视东、西部地区学前教育水平

差异研究。学者研究指出，东部发达地区与西

部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水平差距过大，需要差

异化政策支持，以促进少数民族学前教育迅速

发展，保障我国学前教育均衡公平优质的发

展［41］。综上可见，民族学前教育研究中以人的

发展为导向，正视人在空间中的发展差异性，重

视人的全面发展与统筹空间发展相统一，推动

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均衡公平发展，有利于保障

各民族和谐团结。

（三）民族地方特色与中华民族文化研究的统一

如前所述，特色发展时期中，重视运用民族

地方特色打造民族地区学前特色课程教学体系；

在全面深入时期中，重视推进国家通用语言与中

华文化融入学前教育阶段。

1.挖掘地方民族特色构建民族学前课程教学

体系

地方资源优势一直是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的

内生驱动力。探索如何发挥民族特色资源禀

赋构建民族学前教育课程体系，既是推动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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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学前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研究，也是民族学

前教育研究的鲜明亮点。首先，教育课程理念

研究上，探索“生活-民族-科学”的课程开发理

念，其中，生活是基础，民族是特色，科学是保

障，三者相辅相城贯穿始终［42］。其次，教育教

学实践研究上，挖掘民族地区的地方性知识，

以民族游戏、故事、活动作为教学载体开发民

族地区双语教学课程资源［43］；再次，教育课程

目的研究上，挖掘少数民族口承文学德育资源

与学前教育融合，增强幼儿文化认同感、提升

文化自信心、促进幼儿社会化等内隐的传承价

值［44］；最后，教育教学活动研究上，通过地方民

间音乐与主题画面相结合、音乐与游戏相结

合、音乐与文字相结合等艺术同构的形式，构

建民族学前音乐教育课程教学活动，提升儿童

音乐艺术鉴赏力［45］。

2.挖掘中华民族文化引领民族学前儿童价值

观的培育

正如有学者所言，民族地区学前教育除了受

地方民族文化的影响也受到中华民族主流文化

的影响［46］。因此，民族地区学前课程教学既要重

视主流文化（中华民族文化），又要关注地方民族

文化，以多元整合的方式推进民族学前教育发

展，培育各民族儿童的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首

先，教育理念的研究上，主张坚守多元一体的价

值理念，将现代化内容融入民族文化的“园本”课

程开发，培育民族地区儿童中华文化认同感［47］。

其次，教育手段的研究上，倡导将中华民族文化

融入游戏教学、语言教学以及艺术教学以促进儿

童身心发展，推动各民族儿童交往交流交融［48］。

再次，教育环境的研究上，鼓励引导形成“嵌入

式”语言环境、开发地方性知识教材以提升儿童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培植民族儿童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49］。最后，教育评价的研究上，提倡学前

教育评价体系需多元化与差异化，满足民族地区

幼儿的内在文化基因诉求，提升民族儿童传承与

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意识［50］。

五、未来进路：民族学前教育研究的反思

与超越

民族学前教育研究经历了 30 多年的发展

变迁，由起步探索逐渐转向全面深入的研究演

进，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

色的逻辑机理，但仍有研究的不足，有待继续

探索。

（一）反思：民族学前教育现有研究的不足

1.理论视角：学科理论视角较为单一，多学科

协同研究不够

纵观已有的研究，从理论视角而言，大部分

研究视角聚焦于以教育学学科视角分析问题，跨

学科的融合研究有待协同深化。根据知网的学

科归类，72%的研究来自于教育学，8%的研究文

献来自于语言学，7%的研究文献来自于民族学，

5%的研究成果来自于文化人类学，4%的研究成

果来自于艺术学，其他学科占4%①。其次，多学

科交叉协同不足。例如，针对民族地区学前国家

通用语推广教学主题研究，部分研究者来自于语

言学学科，但仍然采用教学方法、教学管理、师资

力量等此类教育学概念视角分析问题，涉及的语

言学的理论概念并不多见；同理，部分属于人类

学、民族学学科的成果，在阐释分析问题并没有

涉及深入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理论概念。最后，

大部分研究成果属于课程开发的实践性教学研

究，而对于理论建构研究并不多见。因此，当前

民族学前教育跨学科的理论应用与融合深度仍

需加强。

2.研究方法：偏远农村调查为主，个案经验总

结不足

从研究方法层面而言，大多数研究使用田

野调查进行研究，且多数研究集中于以西部民

族地区偏远农村为田野个案问题的考察，缺少

对个案成功经验的总结推广。此种个案研究

主要有三类：一是选取少数民族村落个案进行

田野考察，发掘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教

育的师资力量、家校环境、教材管理等问题。

二是选取民族自治县域城乡作为个案进行田

野考察，挖掘城乡师资配置、教学设备、民族文

化融入课程难度等问题；三是选取民族贫困村

落进行田野考察，挖掘教育扶贫情况、教育经

费投入、教育地理环境以及民族文化实践课程

占比等问题［51］。上述的研究聚焦于以个案田

野的方式呈现民族学前教育各种各样的问题，

而对于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助力成功脱贫、东部

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融入学前课程教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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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随迁民族儿童融入东部城市学前教育机

制、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教育提升民族学前教育

质量等个案成功经验的总结研究缺失，导致

“只见问题、不提成效”的研究格局，经验升华

为理论的研究不足，不利于构建中国社会主义

特色民族学前教育实践与理论体系。

3.研究结论：同质化结论较为多见，建议对策

指导性不足

研究的目的是寻找解决民族学前教育问题

的突破口，找到解决问题的系统性对策，以精准

破解民族学前教育可持续发展问题。大多数研

究采用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来查找民族学前教

育课程教学、国家通用语言教育、民族地方特色

融入教学改革、民族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等系列

问题，也确实发现了诸多教育教学问题，为促进

民族学前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些许思路。但是多

数研究结论大多集中于师资问题、国家经费投

入问题、教学方法问题等，相应的对策建议也不

具备因地制宜性。相比较而言，有关民族地区

学前幼儿机构如何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自主助

力乡村发展行动、如何在教育均衡背景下破解

民族儿童教育公平、如何根植于民族地方文化

资源特色化办学的具体典型经验研究总结并不

多见。

（二）展望：民族学前教育研究的未来进路

1.坚持守正创新：多学科深化推进研究，构建

民族学前教育理论本体

截止目前，民族学前教育研究大多以实践应

用研究为主，基础性理论研究不足，同时跨学科

交叉诠释不足。根本原因在于多数研究难以摆

脱教育学学科的桎梏，学科之间对话深度不足。

主要建议为：一是深化以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

的相关理论概念为基础，整合教育学的核心概

念，构建属于民族学前教育的基础性共识概念；

二是大力促进学科之间的交流合作，用多元丰富

的学科视角研究民族学前教育理论性问题，如利

用管理学中人力资源理论、领导力理论、冰山理

论等审视民族地区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等；三是坚

持使用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教育

理论、人全面发展的基本理论、教育公平的基本

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

的基本理论为基础，大力推进民族学前教育本体

理论的递升。

2.拓宽研究范式：规范化开展田野调查，聚焦

凝练时代议题

在研究内容与研究对象层面上，我国民族

学前教育研究大多聚力于以西部民族地区偏远

农村为个案田野点，且多以问题为导向开展研

究。主要成因为：一是“民族地区就是落后地

区”的思想意识根深蒂固，二是民族学与教育学

的研究范式简单相加、个案研究范式运用不到

位。主要建议为，一是拓展研究对象，研究者需

转变民族地区象征着落后的思想意识，聚焦探

讨时代议题。比如，研究推进民族聚集地少数

民族儿童公平教育实现的经验与长效机制。二

是破除将教育学和民族学两个学科简单相加的

研究范式，规范化使用民族学田野调查方式，提

炼个案地区成功转型发展的经验机理。一方面

既要通过丰富的田野调查了解现实的问题，另

外一方面又要规范使用民族学研究范式的三大

法宝（田野考察、民族志撰写以及理论构建），不

应局限于调查问题，还需要将个案经验机理上

升为理论，以构建中国特色民族学前教育理论

与实践体系。三是坚持科学研究的态度与立

场，学科交叉研究中应谨防“生搬硬套”和“混合

拼凑”，规范研究行为。

3.大力提升研究质量：凸显时代问题意识，专

注高质量研究成果产出和经验迁移

步入新时代，应该以时代发展变迁的眼光

看待中国的发展、中国式民族学前教育现代化

的成效等新问题。面临新的时代、新的问题、

新的使命，研究需要进一步凸显时代问题意

识，专注于产出高质量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一

是凸显时代问题意识，摆脱以往的师资问题、

国家政策问题、民族文化落后等落伍问题，而

是要以乡村振兴、中国式现代化、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抓手，研究新时代背景下民族

地区学前教育的机遇与挑战，提炼民族学前教

育的中国方案、中国模式、中国理论。二是挣

脱依靠国家扶持供给的思维模式，研究民族地

区如何自我赋能推进学前教育的公平发展、持

续发展、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等逻辑机理，产出

实际能够推动民族地区幼儿园改革发展的实

操性建议成果。三是凸显少数民族文化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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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文化在学前教育的共通性研究，挖掘其

课程教学中民族地方性知识、地域文化与中华

文化融合构建的一般性规律，探索民族地区城

市学前教育先行课程开发经验落地到农村地

区的迁移运用，推动研究从“纸上”落到“地

上”，为更广大的民族地区开发设计“园本课

程”、地方性课程提供实践样本和理论支持。

［注释］

① 笔者在2023年5月23日检索时，按照学科分类查询时

所得到的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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