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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人为本”，此“本”，本意何在？
通常理解为根本、本源等。
在我看来，这种理解仅道出了“以人为本”的一面，即从人出发，为了人来想问题、做事情，而未考
虑到另一面，即“以人为本”的“本”不仅是从人出发，为人，更重要的是为人类所做的一切，为人
自己做的一切，即从事者、设计者、操作者是人，同时人所做的一切又回归到人本身，也就是说它既
是起点又是终点。
在终点与起点的过程中，人又是执行者、操作者、设计者。
    “以人为本”原本不应该有问题，起点、中介、终点都是人，难道还会背离人吗？
事实上问题恰好在于起点是人、操作者是人、终点是人：其仅是就一般意义上而论，而当人使用工具
之际，人在作为中介——操作者的中介、设计者的起点、设计者的中介之际，往往因其所使用的工具
而背离了人本身。
这种现象并非孤立的，而是普遍的，并非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本书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教育国际论坛论文集，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认同、多元文化与教育
、民族人口与少数民族基础教育、民族文化资源保护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几个方面深入探讨多元文化
背景下民族文化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等问题。
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形成跨学科、跨文化学术研究共同体和独特的研究领域，促进民族文化教育与
心理研究的发展。
本书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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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位育”之道——全球化中的华人教育路向张诗亚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教授　
　“华人”（TheChinese）与“华人教育”，“华人”与“全球华人”，这些概念是有区别的。
当我们说“华人”的时候，其意不仅包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内的56个民族，海内的华人，还包括
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华人。
“华人”首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
能成为华人，意味着有共同的文化的要素。
　　海内的华人跟海外的华人有什么异同呢？
海内、海外的华人都有共同的文化——认同基础，这是“同”。
可是，海外的华人在文化上又处于他所居住的国家的文化氛围中，这是“异”。
“同”中包含着华人的共同的认同基础；“异”意味着在海外的华人又处在以“他文化”相互碰撞、
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这样一个环境中。
　　华人教育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华人对自己的文化还能不能认同？
假如不认同自己的文化，这就谈不上华人教育。
（二）光有第一点是不行的，华人在其他国家居住，要与他种文化相互交流，甚至碰撞。
这个过程使华人文化面临新的挑战、新的发展。
这个时候的华人教育就意味着要学习人家的东西，要跟人家交流。
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处在世界各地，处在各种不同文化中的华人教育都必须有的另外一个部分。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无论是在海外的华人，或是在海内、在乡村的华人，其教育都面临着两大内
容：一是认同自己的民族文化；二是跟“他文化”的交融发展。
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当中的问题。
哪怕在国内，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这两大内容都成了所有华人教育的要义。
这不仅是华人的问题，其他国家的种族，他们的教育也有这样的问题。
因此，这个问题，从文化和教育的本质上讲，是世界教育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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