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检索
 

 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专题研究 >> 使人远离家乡的傣族乡村学校教育

学术成果

最新文章  

学者书库  

专题研究  

书评读感  

使人远离家乡的傣族乡村学校教育

 

2006年至2008年，我参加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与云南省景洪市勐罕

镇中学合作开展的“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与初中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项目的调研工作。

“我的创业理想”是单位合作开发的《云南省景洪市勐罕镇中学校本教材》中的一项内容，目的是通过向

傣族学生介绍勐罕镇一些致富能手的故事，让学生了解毕业后应如何进行创业、新时代青年应树立什么

样的就业观念及人生理想等。 

 

“养猪”创业理想遭取笑 

勐罕镇中学隶属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罕镇，是一所典型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中

学。笔者调研期间曾到一个班上听“我的创业理想”的课，听课的班级共有30位同学，其中傣族学生25

位。在这节课上，学生一共提出了23个不同的创业理想，主要为经商、从事时尚娱乐和旅游服务业等，

其中只有两个同学选择以后从事与农业有关的职业，特别是当一位傣族同学站起来大声说自己的理想是

“用最科学的技术养猪”时，引起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这节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引起了我对傣族乡

村学校教育的深思。 

通过对勐罕镇中学一个班学生创业理想的文化人类学分析，可以发现隐藏在傣族乡村学校教育中传

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这种冲突与矛盾正在使傣族乡村学校教育陷入困境之中。对要养

猪的同学的取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其实“要用最科学的方法养猪”的创业理想相对于其他同学的理

想来说，更多了几分真实与可能，是真正适合傣族学生的创业理想。这位同学也许是在看到身边的人因

为养猪缺乏技术而亏本或是由于有技术而赚钱后萌生的一个真实想法，却招致了同学们的取笑。 

勐罕镇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土壤自然肥力高，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傣族农

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尽管近年来随着勐罕镇旅游经济的发展，一些服务行业得到发

展，但农业依然是勐罕镇的主要经济支柱，农业在该镇近3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86.57%、85.90%、85.53%，由此可见农业的重要地位。然而全班30位同学中只有两位选择以后从事与农

业有关的职业，不能不使人产生深深的忧虑。傣族学生在学校接受的教育是与工业社会所倡导的主流文

化相一致的，农业社会的价值在学校的价值体系中没有地位，傣族学生在学校反而学会了嘲笑、忽视自

己所赖以生存的文化价值。 

 

傣族乡村教育的思考 

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

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

弟变成书呆子。”现行的教育体系面向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傣族学校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样也是如此。傣族学生所熟悉的社区传统文化在学校文化中处于弱势地位，甚至缺席，这种教育方式

把学生从熟悉的、传统的傣族社区文化带入陌生的现代文化。长此以往，傣族乡村学校教育终将使傣族

人远离傣族社区。 

然而，与此相对，大部分学生今后仍要回归傣族社区，勐罕镇中学的校长告诉笔者，学校90%的学

生毕业后最终还是要留在这个地方继续生活，考入大学的同学寥寥无几。学生在这种教育过程中，既不

能认同自己的传统文化，又不能融入现代文化，如同无根的浮萍，变成文化的边缘人。这种教育体制

下，年轻傣族学生的未来非常不确定，而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傣族学生和家长对学校教育持怀疑态度。傣

族学生学习成绩差，学习积极性低，也将从最根本上导致傣族乡村教育的凋敝。当地傣族老百姓用这样

一句话形容他们对学校所培养出来的人才的看法：“干活不如老子，做饭不如嫂子；做顶门棍嫌短，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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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火棍嫌长”，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当地人对学校教育的无奈，以及傣族乡村学校教育所处的尴尬地位。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征文投稿 联系我们 服务条款 版权声明 网站地图  

 

版权所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E-mail: ios@cass.org.cn 

欢迎转载，敬请注明：转载自 中国社会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