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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人类学是由教育学和人类学相互交叉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
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形成于20世纪中期，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以德国、奥地利等欧洲国家为代
表的哲学教育人类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两大流派。
在文化教育人类学流派中，又可以划分为主要由人类学家组成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学派和以教育学家组
成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学派。
　　欧洲哲学教育人类学学派主要注重于从人的本质、教育的本质、人接受教育的需要性和可能性出
发，从哲学的高度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中的教育人类学学派，继承了英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框架、概念
与田野工作方法，并用其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学派则从英美文化人类学那
里继承了“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并将其与美国的“土特产”——美国社会民族理论相结合来研究教
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其最初目标是为了捍卫以少数民族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其长远目标是想通过教育改革构建
一个不分族群、社会阶层、性别、年龄、身体与智力差异的、乌托邦似的国家与全球多元文化社会。
　　美国的文化教育人类学研究的范围主要包括少数民族教育（含移民教育、土著教育）和多元文化
教育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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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人类学是由教育学和人类学相互交叉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
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形成于20世纪中期，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以德国、奥地利等欧洲国家为代
表的哲学教育人类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两大流派。
在文化教育人类学流派中，又可以划分为主要由人类学家组成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学派和以教育学家组
成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学派。
欧洲哲学教育人类学学派主要注重于从人的本质、教育的本质、人接受教育的需要性和可能性出发，
从哲学的高度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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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慧燕，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早年于中学任教，其后相继于香港中文大学取得硕士及博士学位，热爱游历、写作、教学，喜与大自
然为伴。
研究兴趣包括比较教育、中国农村教育与发展、知识的传递与转化，香港教育史等。
早年曾以“依附”和“自主”两个概念，研究中国高等院校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著有《知识分子
与国家》。
20世纪90年代开始，热心参与民间团体在中国农村教育发展工作，足迹从贵州黔东南雷山县走到黔西
北的大方县，希望在教育体制中，呈现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被忽视的声音，重新省思知识的构建过程
。
近年的研究则包括香港教育发展的历史，搜集乡村学校文物，并以口述史留存村校发展的历程。
现为香港教育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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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为了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大多引人外来成功的经
验，追求教育的改革，这些来自西方的，甚至散发于全球地区的外来的影响，与本土的情境脉络又纠
缠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全球一本土”（global local）的发展关"系上，作为现代发展的“符号”或“象征”的教育，它本
身就是代表着不同外在、内在力量交接的重要“交接面”（interface）。
近年来，学者来自本土（或译作“本地”，local）一方的论述，已逐渐成为构建何谓发展的重要概念
。
　　19世纪末，中国开始引进西方现代教育制度，中国教育经历了晚清与民国时期的改革。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又仿效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
毛泽东推行的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曾令不少发展中国家深受影响。
到了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冀求与世界的现代化发展相接轨。
踏进90年代，中国已逐渐跻身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位置。
　　中国不是发达国家，与先进的发达国家存有差距。
这种有如阶梯的发展差距，不独存在于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于中国的区域之内，当中国
经济（特别是沿海地区）急速发展的时候，中国的内陆及边陲地区，仍属“落后”，在主流的发展论
述之下，中国，以至中国的内陆及边陲地区，都成为“发展”表述的对象，教育也就成为促进“发展
”重要的环节。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普及教育与发展究竟有何关系？
若发展带来了进步，其进步的意涵是什么？
若发展的另一面也带来了匮乏的状态，那么，其匮乏的情况又是怎样的。
本研究希望从落后、边陲地区的一个农村教育个案经验，解当地教育的具体实践过程，探索教育与发
展的意义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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