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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斋与田野》

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上、下篇和附录三部分，主要内容包括:在田野中追寻教育的文化性格；人类学·田野工作·
教育研究——一个教育人类学家的关怀、经验和信念；用“田野”的目光关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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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斋与田野》

作者简介

　　滕星，男，汉族，1953年生，浙江绍兴人，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民族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教师教育协会（WFATE）常务理事。
曾获美国富布莱特（Fulbright）高级学者基金、霍英东高校青年教师研究基金和“北京市高校青年学
科带头人”荣誉称号。多次应邀赴美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大学和研究机构讲学及合作研
究。主持国内外10余项教育与少数民族教育课题研究工作。学术专长领域为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教育
人类学、多元文化教育。撰写与主编学术著作20余部，在《民族研究》、“ChineseEducationandSociety
”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研究成果曾获国家图书奖二等奖、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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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斋与田野》

书籍目录

教育人类学家滕星教授学术作品与思想评介(代序)上篇 人类学田野工作教育研究在田野中追寻教育的
文化性格人类学·田野工作·教育研究一个教育人类学家的关怀、经验和信念用“田野”的目光关注
教育奥格布对教育人类学的贡献和影响下篇 教育政策国家一体文化多样新中国民族教育政策的回顾与
思考教育领域的国家整合与地方性知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自主选择--对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
调整问题的调查与思考书斋与田野民族地区教育要让学生“学得好”“用得上多元文化的传承与教育
发展文化多样性与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文化多样性与现代教育--答中央电视台记者白英问乡土教材：理
论·研究·开发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教育关照附录彝族社区文化变迁双语教育走入民族双语教育研究
的深层一与滕星教授对话“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在文化多样性中寻求教育意义评《文化变迁与双语教
育》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关系新探索一读滕星教授《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有感在教育学与
人类学的交汇点上一评滕星教授《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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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斋与田野》

章节摘录

　　洪：那么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对我国教育学研究有何重要意义呢？　　滕：长期以来，中国的
教育学研究方法主要是借助于文献、书斋的思辨式和实验研究两大研究方法，这两种方法对教育学的
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教育学本质上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教育的发生与教师、
学生、社会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所以仅采用文献的、书斋式的思辨式研究方法，容易使教育学的理
论研究和实践相脱离；而借鉴于自然科学的教育实验研究方法不仅具有很强的机械性，而且还很难揭
示教育的文化本质。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使教育研究者走入口常的生活实践，亲自感悟、观察教育
教学的现实生活，从而体验、理解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思想和行为.了解教育教学的现状，在此经验基
础上，进行归纳、演绎和理论阐述。所以应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注重田野一r作，渗透百科、博取众
家，将人类学、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文化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熔人一炉，倡导从人类
发展的宏观高度把握教育问题，必然会促进我国教育学的更新和发展。　　洪：请您为我们谈谈您从
事田野工作的历程好吗？　　滕：我最近十年做了一些田野丁作，涉及了美国及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
。在美国主要做了夏威夷土著的教育、亚利桑那州印第安人保留地的教育、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黑
人社区的教育、旧金山的中国城华人子弟和亚裔移民子弟教育的田野_r作。1995年回国后，我先是在
四川凉山彝族社区做彝汉双语教育研究，1997、1998年在新疆和田维吾尔族社区做维汉双语教育研究
，然后就是在云南澜沧拉祜族社区做女童失辍学问题研究。近年又去台湾做了当地少数民族教育的研
究。这些田野工作中，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去体会和总结。　　洪：近年您在国内的田野工作主要
集中在西部地区。在我国流派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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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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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与田野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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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少数民族教育（包括移民教育和土著教育等）和多元文化教育等
方面。　　教育人类学在国外已有长足的发展，其学科地位早已确立，并对许多国家的教育改革、教
育政策、教育规划、教育咨询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人类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际上对全球一
体化与民族文化多样性、文化差异与机会均等、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国家一体化与文
化多元化关系的讨论；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来临，人们对教育与社会弱势群体备加关注，教育人类学
也随之成为社会与学术界瞩目的一门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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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斋与田野》

精彩短评

1、人文情怀浓浓，字里行间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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