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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非洲大陆地域辽阔，文明悠久，民族众多，发展潜力巨大。
中国与非洲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质的飞跃。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与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国内各行各业都产生了走进非洲、认知非洲、了
解非洲的广泛需要。
加强对非洲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科技教育、中非关系各方面的研究，培养相关专业人才，已经显得
日益重要。
　　浙江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文化繁荣。
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日趋紧密，已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省份。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一批批浙江人远赴非洲闯市场，寻商机。
如今在广袤非洲大陆的城市与乡村，都可以找到浙江人辛劳创业的身影。
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非洲人来到浙江经商贸易，寻求发展机会。
　　世纪之交，基于主动服务国家外交战略、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学校特色学科建设的需要，浙江
师范大学努力发挥自身优势，凝炼办学特色，积极开展对非工作，重点在汉语国际推广、人力资源开
发与非洲学术研究三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产生了广泛影响。
1996年，受国家教委派遣，我校在喀麦隆雅温得第二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建立了“喀麦隆汉语教学中心
”，十多年来，已有1000多人在该中心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其中外交官和研究生达500多名，对象遍
及非洲近二十个国家。
中心在非洲诸多国家已声名远播，被喀麦隆政府及周边国家赞誉为“体现南南合作精神的典范”。
2005年，为表彰中国教师在传播汉语言文化、发展中喀友谊方面所作的特殊贡献，喀麦隆政府授予我
校3位教师“喀麦隆金质劳动勋章”。
2007年胡锦涛主席访问喀麦隆期间，中喀两国元首共同做出了合作建设孔子学院的决定。
同年11月9日，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副组长陈进玉率团赴喀举行隆重的孔子学院揭牌仪式，
由此掀开了中喀文化教育交流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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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喀麦隆高等教育研究》共分十章进行论述，它们是：喀麦隆经济社会与教育形态概述、高等教
育历史考察、高等教育历史考察、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与政策研究、高等教育课程发展与人才培养、高
等教育与科学研究、高等教育与社会服务、喀麦隆教师教育与高校师资队伍建设、高等教育的财政经
费改革、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保证高等教育质量，迎接世纪挑战。
作者查阅了大量资料并走访喀麦隆教育部、各大学院，比较全面的了解了喀麦隆的高等教育，并对喀
麦隆的高等教育情况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为读者全面了解喀麦隆的教育提供好了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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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崧，1973年出生，浙江金华人。
1994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至今。
期间先后入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获得世界史硕士学位和教育学博士学
位。
近些年，逐渐从外国教育史研究转向非洲教育研究，承担了教育部“非洲高等教育国别研究工程”中
的“喀麦隆高等教育研究”和“乌干达高等教育研究”两个子课题。
在《比较教育研究》、《世界历史》、《教育发展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过10多篇论文，著有《国
家、教会与学校教育：法国教育制度世俗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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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非洲，喀麦隆连接着英语区和法语区，而其本身既属于法语国家组织，又是英联邦的成员。
法语和英语是喀麦隆的官方语言（民间还使用着25种非洲主要语言），小学与中学同时开设法语与英
语课。
为了有效地推行官方双语，喀麦隆在全国设立了语言中心，以鼓励所有的喀麦隆人同时掌握法语和英
语的读写。
然而，官方双语主义就像是把双刃剑，它既成为喀麦隆维系国家统一的最大希望，也成为喀麦隆教育
体系的最大问题。
①喀麦隆在1884年沦为德国殖民地之前，虽然有200多种民族语言，但并没有成熟通行的文字。
一战后，国联将喀麦隆一分为二，分别将它们委任给法国与英国统治，二战后，联合国继续将它交由
法国与英国托管。
这种实质上的殖民统治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
法国和英国对喀麦隆四十多年的分割统治使得喀麦隆形成法语区与英语区，并且有了盎格鲁一撒克逊
型和欧洲大陆型或法国型两种教育体系和法律制度。
在喀麦隆十个省中，西北省和西南省属于英语区，教育与法律都沿袭了英国的制度。
其余八个省属于法语区，那里流行的是法国式的教育制度，法律体系建立在欧洲大陆成文法的基础上
。
喀麦隆独立和重新统一之后，一直试图调和与统一两种教育和司法制度，通过学校教育，共同的历史
、节日、象征以及对足球的热爱来培育国家认同感，促进民族融合，维护国家的政治统一，但结果一
直不是很理想，民族、种族与文化的区别依然存在，特别是在英语区与法语区之间。
今天，大约有71％的喀麦隆人讲法语，29％的喀麦隆人使用英语。
尽管喀麦隆实行官方双语主义，但是由于法语区在人口上占绝对优势，法语区在喀麦隆的政治生活和
社会生活中都具有更为强大的影响力，所以英语区有被边缘化和被兼并同化之感，从而导致了英语区
与法语区之间关系的紧张，以及英语区民族主义思潮与争取独立运动的兴起。
20世纪90年代实行多党制后，两个地区的紧张关系一度又有所加剧。
　　喀麦隆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的政策。
南部及沿海曾受西方文化影响最深的地区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0％）；
内地及边远地区信奉拜物教，即非洲原始宗教（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0％）；富尔贝族和西北部一
些部族信奉伊斯兰教（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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