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国家课程”与乡土教材、地方性知识

之间的关系

国家公立学校教学体系的运行，是现代民族国

家对公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认同整合的主要

手段，国家正是通过编写教材的内容和组织教学来

开展本国的“民族构建”，推行以国家为单元的新

型“民族认同”。作为国家的成员和未来公民，中

国各族学生无疑需要了解全国整体性系统的历史、
地理、自然知识。由于教材容量和授课时间的限

制，通常国家课程教材中对这方面知识主要介绍的

是中原地区的自然地理风貌和中原皇朝的历史，但

汉族学生需要了解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历史、地

理、自然知识，少数民族学生也需要了解汉族地区

和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历史、地理、自然知识。
因此，我们的国家课程必须包含与各边疆地区、边

疆少数民族相关的基础性知识。从这个角度看，国

家教材的内容必须包括一定程度的关于各地区和各

民族的乡土知识。
各地编写的乡土教材的内容也需要注意避免过

于狭隘的“本土性”，应当在地域和族别方面具有

更宽的涵盖面。如果只包含本地 （本省、本自治区

甚至本自治州、自治县） 的历史、地理、传统文化

等，学生们的“乡土知识”将只局限于本地，如果

西藏的藏族学生在乡土教材中只了解了西藏，江苏

的学生只了解江苏，“乡土教材”设计思路上的这

种地理区隔将使学生对家乡地区以外的“乡土知

识”知之甚少，这对他们建立有关“整体的中华民

族”的“乡土知识”是不利的。
所以，我们在看待“国家课程”与乡土教材、

地方性知识之间关系时，应把两者看成一个辩证统

一的关系，而不是看作是彼此割裂与分离的关系，

不能把这一分野看成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并以各

自在全部课程中所占比例的多少来简单地判断哪部

分“过度”或哪部分“不足”。地方性知识是国家

课程的组成部分，国家课程中也应当包含一定的乡

土———地方性知识的内容。各地区的乡土教材可以

对局部地区和当地民族的地方性知识给予更多的介

绍，但是其主脉和基本精神必须与国家课程相协

调。这是一个“整体”和“局部”之间的关系。国

家课程必须涵盖“局部”，由于整体容量的限制，

有关“局部”部分的脉络可以是粗线条。同时，乡

土教材必须彰显出“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中

国的乡土教材应当在“中华民族”整体框架下叙述

介绍本地区和当地民族的地方性知识。

二、乡土知识与传统文化知识之间的关系，

少数民族地区国家课程与汉族文化知识之间

的关系

在提到“乡土知识”时，人们有时认为“乡土

知识”就是一个地区或当地土著族群在历史上形成

的“传统文化知识”。这是一种多少有些偏狭的认

识。其实，一个地区的乡土知识，除了包括当地的

传统文化知识 （地区历史、民族史、古代文物、传

统民间习俗、传统民居建筑等） 之外，也应当包括

该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建设起来的经济和社会体

系，如新式灌溉系统、交通体系、森林公园、自然

保护地、文化设施 （博物馆、展览馆、图书馆等）、
特色产业 （新开发的地方食品、手工艺等） 等。这

些系统在其发展与运行中带有相当的“地方性”，
是该地区社会—经济—文化体系的特色与组成部

分。所以，在“乡土知识”和“传统文化知识”之

间不能简单地划个等号。“乡土知识”应当比“传

统文化知识”更为丰富，因为它包括了新创造出来

的具有地方性特色的知识内容。
人们谈论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课程和“乡土课

程”时，有时有意或无意地把“国家课程”看作是

中国主流群体 （汉族） 的文化知识体系，而把“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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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课程”看作是各地少数族群的文化知识体系，所

以发展“乡土课程”似乎就是要发展当地少数民族

的传统文化知识体系，以与“国家课程”之间达成

某种平衡。其实，这种理解也是有问题的。首先，

什么是“汉族文化”？有人认为少数民族学生改穿

“汉装”即标志着民族传统文化的丧失。其实，现

在汉族民众穿的服装无论是正式的西装皮鞋还是休

闲的夹克体恤衫，都是来自西方国家并被世界各国普

遍接受了的“国际服装”款式……
现在“国家课程”中的数学、物理、化学、生

物、自然、地理、外语等整套知识体系和教学程序

虽然是用汉语文在讲授，但内容都是自清末民初废

除科举制后从外国学来的，是西方的知识文化体

系。由于沿海汉人社会对外开放早一些，对这套知

识体系的教学经验多一些。中国传统的算学 （如珠

算）、地理 （如阴阳五行，风水堪舆）、植物学 （如

《本草纲目》） 等并没有系统进入“国家课程”。来

自西方国家的这套知识体系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

（包括日本、中国、印度、非洲国家） “国家课程”
的核心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这些知识是在学习

全球化的现代知识体系，而不是在学习“汉人知识

体系”。

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学与乡土教材之间

的关系

学习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是宪法规定的各少

数民族的权利。因此政府在一些地区建立以少数民族

语言文字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学校体系，在这个民语教

学体系中把汉语普通话作为一门语言课程学习。
这些年来，随着我们市场经济和劳动力就业市

场机制的发展，汉语作为中华民族的族际共同语的

交流学习工具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为了适应新变

化，很多地方加强了汉语教学，提高在中小学教学

体系中汉语课程以及用汉语文讲授数理化等学科的

教学比例，这是面对就业市场所做出的必要调整，

这种调整是正确的。但人们也很担心在这样的一种

发展态势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会不会逐渐消亡？

因为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载体，这种担心是非常

自然的，现在新疆推行新的双语教学模式，把课程

分为两类，像数理化这些课程用汉语来讲课，政

治、历史、地理、艺术等用当地民族语言来讲课，

逐步培养出民汉兼通的双语人才，既可以适应劳动

力就业市场的语言要求，又可以保住少数民族的传

统文化。现在采取这种新双语教学模式比例还是比

较小的，可能只占到百分之几或者十几。用少数民

族语来学习专业，汉语只作为一门语言课的教学模

式有必要做调整。招生模式和规模应该根据就业市

场来调整的，要不然这样毕业就等于失业。乡土课

程和乡土教材为民族语言文字教学提供了新的载体。

四、乡土教材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在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下，中华民族的民

族国家是我们参与这一竞争的单元。为了加强中华

各民族对祖国的政治和文化凝聚力，我们需要加强

中华民族整体的文化建设，更自觉、更系统地在各

族民众和学生中开展“中华民族文化”的构建和完

善，这一工作可以和乡土文化、乡土教育结合起

来。我们一方面需要在学校里开展共产主义教育，

另一方面还需要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国情。比如，现

在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我觉得建设和谐社会要加

强中华民族整体凝聚力，要建设文化认同。一个印

度学者总结前苏联解体的原因时，对照印度的文化

建设，说实际上前苏联的解体是因为苏联没有文化

认同，它只有共产主义的政治认同和意识形态认

同。这种意识形态一旦受到冲击，各个民族的认同

起来之后，整个苏维埃就瓦解了。所以我们从中国

来看需要在建立意识形态纽带的同时，一定要加强

中华民族这种整体文化。中华文化不仅包括汉族文

化，也包括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另外现在的汉族文

化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当中吸收和浓缩了边疆

各族文化而形成的。这里有很多文化是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这样一种精神我们要重新认识。
（责任编辑 张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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