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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珍莲

实践深思与理论升华相砥砺的研究
——评《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

学校场域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的本性意味着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目标性、价值性、经验性、反思性，这必然需要在管理者的规划下操作、在理论的指导下实
现。因而，要在实践领域中有效落实国家决策，推进各级各类学校富有成效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
教育活动，则需要管理者、实践者和研究者的协同推进。谈及期许，方略已至，《学校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研究》（韦兰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这一著作则最为贴切地回应
了这些问题。作者在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践和理论准确把握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
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本问题。客观地说，这种超越了感想式、观点式、片断式的立论表达，
唯有立足于长期管理、深入实践和入微的理论洞察力才有可能作出。可见，该著作既彰显了作者
作为管理者的睿智、实践者的坚定和研究者学术追求和功底，也昭示了作者实践深思与理论升华
相砥砺的研究心历路程。综观全书，体现了几个方面的特点：

任何事物的生发逻辑都蕴涵着事物存在的
本质规定性。《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透
过多重现象探视我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发展的
脉络，揭示了在学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
价值和意义。历史的视角意味着过程的呈现。
该书从新中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发展演进中厘
清了我国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三个历史阶
段，六个发展时期，分析了我国开展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的来龙去脉，以过程方法展开研究，
弥补后继者对历史变迁因素的忽视；从思想探
源中呈现了 10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进
步教育思想传承发展，在历史的演进中验证了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正确决策；从价值追
寻中，反映了我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时代追
求，正如书中所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一个
不断发展的过程，随着经济社会进步而发展，
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要求，但始终是为
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发展服务，总

是反映时代的价值追求。”
从历史的视角探索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生

发过程，并不是眷恋历史，而是通过认识中华
民族历史发展进程，更好的总结经验，更深入
地明确为什么要在中小学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带着历史赋予的独特视角来“理解”民族
团结教育的过去、当下和未来，就会更清楚民
族团结教育为什么会走到今天，更了悟当下的
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因素构成的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的现实动力。让我们不仅看到史实
和脉络，更能激发出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深
情关切、深度思考及深入行动。故而，本书的
彰往察来，不仅在于描述、归纳和解释过往，
更有意引领和创新未来。在历史回顾性研究我
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发展逻辑的基础上进行预
判，寻找寓理想、现实与未来于一体的发展道
路，着眼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新时代引领的深
入思考，这正是本书的前瞻和魅力。

理论之于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是根本性
的、深层次的和普遍性的。一个没有理论研究
的教育实践领域是没有发展根基的领域。本书
深刻地认识到：“如果没有‘精准’的理论指
导，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将出现明显的机械
式原理性知识传授的教学现象，缺乏从体验认
知，而使‘内化’不畅，‘消化’不良，这必然
导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活动针对性不强，实效
性较差等诸多问题。”体现了作者对探索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理论的期盼和努力，在书中已悠然
心会。

理论的研究需要大视野、大境界，这是不
言而喻的。本书正是赋予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研究以深刻的洞察力，从不同视野对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的核心问题进行追问。其一，本书将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置于哲学理论高度，从政治
性、文化性、时代性、综合性、常态性等方面
澄明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属性，从“个体
化”特征、“共同发展”特质揭示了民族团结进
步教育的本然价值，这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

践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性指引。其二，本书从文
化的视角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内涵进行审
思，深入分析其背后厚重的文化底蕴以及其生
成的必然逻辑和文化哲学原理，为理解新时代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搭建了认识与实践的桥梁。
比如，从认识论原理提出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的核心目标是形成中华文化认同意识，从价值
论原理提出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价值目标是
促进中华民族共同进步，从主体论原理提出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实践目标是培育自觉文化主
体。这些理论深度认识和分析了民族团结进步
教育内涵，将有效指导实践中理性、科学、有
效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其三，本书拨开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践的重重迷雾，洞悉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内在关联，从认知、过程、实践
三重逻辑探索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实践路径。
这样的逻辑思辨，打通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理
论与实践的关联，让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
实践思路更加清晰、明确，在“顶天立地”中
充满生命活力。

深刻理论思索的背后常常是实践行动
的沉思与启迪。本书在理论探索的过程
中，点明了这些意蕴深厚的教育理论是缘
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践带来的启发。这
无疑跟作者的实践经历是分不开的。作者
久居教育行政部门，长期从事民族教育管
理工作，主要负责指导地方学校开展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活动。管理需要与责任情怀
相碰撞，激发作者将实践的经验升华成理
论的力量。在长达十余年的上下求索、实
践深思中，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有效策
略、方法、模式和路径凝练于笔尖之下，
转识成智，形成进一步指导实践之作，引
领新时代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新发
展。

实践的反思不能孤立地罗列具体做
法，而应建立在一种对话特性上进行整体
式的逻辑分析。基于这样的思路，本书透
过多重实践环节，在系统考辨的基础上呈
现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践经验的多维抽
象。在根本途径方面，详细论证了在学校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践中从空间、时间、
课间三个方面创建各族师生交往交流交融
的机会，为学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提
供了最接地气的实践借鉴。在课程教学内
容方面，基于国家发展的意志及学生身心
发展的规律探讨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课
程内容改革，重构了适应时代发展的课程
体系，使人们立足于更高的角度理解我国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课程内容。本书还直

接提出了资源整合思维，概括性的分析了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资源的建设、分类与利
用，呈现了学校因地制宜创建和利用教育
资源的鲜活案例。在教学模式方面，循着
实践的困境与出路，创新性地提出了以民
族文化交融为主线的教育教学模式，破解
了许多学校不清楚如何系统开展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的难题，彰显了该著作鲜明的实
践启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针对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评价的弱化现象，遵循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目标探索构建了多维评
价体系，为有效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提
供了参照指南，也使得本书的研究更具使
用价值。

最后要指出的是，任何研究都是在一
定阶段一定视角下理性认识的结晶。诚如
作者所言，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学校德育
工作的重要内容，对于这个大课题还有许
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如果再从关系的视
角深入剖析学校民族团结教育与学校德育
其他内容之间的关联，本书必将增色不
少。新时代我国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仍
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而要抓住机遇，迎
接挑战，必须借助于理论的先行和指导。
期待作者在此成果的研究基础上不断升
华，创更多新作，奉献给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事业，也供实践者们感悟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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