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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民族教育研究的价值更加明显，正成为我国教育科学和民族科学中日益备受关注的新领域
。
作为相对独立的一个学术领域，民族教育在我国较为年轻，是近30年才发展起来的。
因此，尽管该领域取得了可喜成就，但是其理论解释力尚需提高，尤其是对社会转型时期许多新课题
的研究较为薄弱。
因此，加强民族教育科学研究是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
　　新世纪开始大力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也是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发展的大好机遇。
这给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提出了诸多新课题，也给民族教育研究带来了良好的机遇。
因此，我主持申报了《西部大开发与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改革和发展研究》。
该课题有幸成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民族教育学科中由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国家重点课题。
　　经过几年的努力，课题研究总算告一段落。
这套“丛书”就是课题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丛书”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对西部大开发与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认识。
西部大开发与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改革和发展，是一个需要较长时间，需要花大力气进行研究的重大课
题。
目前的研究只是初步的，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希望丛书的出版为民族教育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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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变迁与民族地区农村教育革新》一直认为农村教育是民族教育的重中之重。
因此，《文化变迁与民族地区农村教育革新》的研究重点在于如何让连接过去、现今和未来民族文化
传统之河给当地民众以坚定的信心，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保持健全的生命活力，如何让后世子孙拥
有可持续的美好生态文化之家，在更广阔的文化舞台上的发展中不要迷失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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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常永才，1966年生，汉族，四川简阳人。
1985年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在农村中学任教8年。
其问获得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大专文凭，并到四川省教育学院进修获本科文凭。
1993年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1996年到中央民族大学任教，并在职攻读博士学位。
后一度在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主持工作。
2006—2007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女王大学做访问学者。
现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
　　研究兴趣主要在教育人类学方法、文化与学生指导、涵化与心理适应、教育与社区发展、成人学
习、外语学习等方面。
著有《文化多样性、心理适应与学生指导》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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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导言：探讨民族教育的重中之重　　哈经雄先生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国家级重点课
题《西部大开发与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已于2002年初批准立项。
总课题组认为，农村是民族教育的重中之重，因此，将民族地区农村教育作为研究重心之一。
然后，我们努力通过实地调查发现问题，并运用跨学科知识和国际视野，进行了对策分析。
下面首先谈谈本研究的背景、理念和方法设计等问题。
　　一、 研究背景　　跨入新世纪之际，中央政府作出了大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大决策。
西部地区包含680万平方公里地域和3亿5千万人口，实施西部大开发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具有极为重要的
意义。
西部地区是我国多民族聚居地区，因此，西部大开发也是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大开发。
西部大开发对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和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这次西部开发的一个时代背景是，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加入WTO对我国最突出的一个影响是，我国对外开放出现新态势。
其一，在开放的性质和影响上，加入WTO前，我国的对外开放是政策导向基础上的对外开放，是单边
的自主的对外开放。
加入WTO后，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在国际规则约束下的对外开放，从单边自主的开放走向双边互动的相
互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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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变迁与民族地区农村教育革新》适用于教育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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