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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探析 ①

———基于文献计量学和知识图谱的分析

姚闳耀，杨维平
（陕西师范大学 民族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６２）

摘　要：以ＣＮＫＩ为数据库来源，利用ＢＩＣＯＭＢ软件以及ＳＰＳＳ软件对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统计，采用
共词分析、词频统计分析、相异矩阵分析、聚类分析以及多维尺度分析，绘制出有关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的热点知识图

谱。结果显示：有关国外族群教育政策的研究是目前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的热点，而有关民族地区政策实践等研究是

重点，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我国民族教育研究主要存在研究内容不均衡、研究方法欠完善、研究视角单一、研究价值取

向偏保守等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进一步拓展研究内容，丰富研究内涵，树立综合视角，加强多维研究，完善民族教

育研究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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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教育政策的研究在民族教育事业发展过
程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民

族教育政策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就，但关于研究

成果的归纳分析较少，且大多采用定性分析或是

凭经验总结而得，具有一定主观性［１］。与传统定

性分析方法相比，基于文献计量学的科学知识图

谱分析方法可以通过定量数据直观形象地反映某

学科或领域的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２－３］。本文尝

试从绘制知识图谱入手，利用 ＢＩＣＯＭＢ软件和
ＳＰＳＳ软件对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相关研究文献
进行可视化分析，从而挖掘民族教育政策研究领

域的热点，分析我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的成

就与不足，提出相应的化解路径，以期促进我国民

族教育政策研究的不断完善，推动我国民族教育

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１　研究设计
１．１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资料基于 ＣＮＫＩ，采用标准方式检

索，文献类别选取期刊、硕博士论文和国内外会议

论文集，检索时间设定为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到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以“民族教育政策”作为关键字段对文献主
题进行精确检索，共获得相关文献４７３篇，剔除通
知、会议、报纸、新闻报道、年会综述、丛书介绍等

非研究型文献，最终获得有效文献４１５篇。
１．２　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主要采用书目共现分析系统（ＢＩ
ＣＯＭＢ２．０）和 ＩＢＭ公司开发的“社会科学统计软
件包”（ＳＰＳＳ２０．０）。书目共现分析系统主要用于
分析处理书目数据库（ＰｕｂＭｅｄ、ＳＣＩ、ＣＮＫＩ等），可
以对文献数据中的作者、期刊名、关键词、引文等

特定字段进行分析，按一定阈值截取高频条目，生

成共现矩阵，其生成的矩阵可进一步用 ＳＰＡＳＳ软
件进行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绘制共现知识

图谱，通过可视化的方式构建知识之间的结构网

络，呈现信息内部复杂多元的逻辑关系，揭示相应

研究主题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等［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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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研究方法与进程
知识图谱（Ｍａｐｐｉｎｇ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ｏｍａｉｎｓ）是一

种综合利用信息科学、统计学、图形学等理论和方

法，借助可视化分析技术，以网络图谱的形式将信

息内部复杂的逻辑关系生成“知识地图”，形象化

展示学科或主题研究热点以及发展趋势等的文献

计量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使文献综述的准确

性和科学性大幅度提高［６－７］。利用共词分析法可

以根据关键字词再现情况解释研究学科主题热点

及其关系，通过研究主题的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

可进行系统聚类分析，总结研究热点类别，并绘制

主题共现网络图谱进一步判定主题内部联系与相

互关系，得出学科或主题研究热点、趋势走向以及

不足。基于该研究方法原理，将研究技术流程设

计为研究路线图（图１），具体步骤如下：（１）确定
研究主题，从 ＣＮＫＩ检索“民族教育政策”主题相
关的研究文献，并对数据进行筛选；（２）利用 ＢＩ
ＣＯＭＢ软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如合并同义
关键词等）；（３）通过软件统计关键词共现频次排
序表，同时提取词篇矩阵和共现矩阵；（４）利用词
篇矩阵计算 Ｏｃｈｉａｉ系数矩阵，并通过 Ｅｘｃｅｌ软件
转换为相异矩阵；（５）利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对相异矩阵
进行系统聚类分析，获取关键词聚类树图；（６）利
用相异矩阵进行多维尺度分析，绘制研究热点知

识图谱；（７）结合以上数据分析结果和相关研究
理论进行分析和解释。

图１　研究路线

２　研究结果及分析
２．１　基本统计分析

对文献数据来源的基本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

果表明：民族教育政策类研究文献总共４１５篇，文
献类型分布以期刊为主（２８３篇），硕、博士论文次

之（１１７篇），再次是国内外会议（１５篇），其中来
源于核心期刊的文献共８５篇，占比２０．４８％，文
章总被下载数为２２６２频次，篇均被引数为５．４５，
篇均参考数２．６２，下载被引比为８１．６１％，初步说
明民族教育政策类已发表文献整体质量较好。进

一步统计发现，文献来源机构主要以中央民族大

学（５７篇）、西北师范大学（５１篇）、西南大学（１８
篇）、广西民族大学（１４篇）和中南民族大学（１３
篇）为主，研究作者则以王鉴（７篇）、王兆瞡（７
篇）、张善鑫（６篇）和徐杰舜（４篇）为主，初步反
映民族教育政策研究领域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一些

机构和学者。

２．２　词频统计分析
关键词是研究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者

根据研究内容主题提炼的最能反映论文核心内容

和重要概念的术语，基于关键词的词频统计分析法

可以将海量的文献信息转换为可供量化分析的数

据资料，通常用以分析确定研究主题的热点构

成［５］。其中，某个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高低，在很大

程度上反映了该研究主题或学科的关注程度［６］。

利用ＢＩＣＯＭＢ软件提取的关键词进行标准化处理，
如将“民族教育政策”与“少数民族教育政策”这类

同义词进行合并等。标准化后共获得关键词１９１９
个，然后对关键词进行统计，依据齐普夫界定公式，

结合我国学者孙清兰提出的高频词与低频词的临

界值计算公式确定阈值为４，提取关键词词频大于
４的５５个高频关键词（表１）。

统计结果显示：５５个高频关键词共现次数为
６９２次，占总关键词频次的３６．０６％，这５５个关键
词基本上代表了我国在民族教育政策研究方向的

热点。其中包括民族教育政策在内的前十个关键

词依次是：民族教育（１２９）、民族教育政策（８２）、
少数民族（５０）、民族政策（３９）、教育政策（３９）、双
语教育（２５）、内地西藏班（１８）、民族地区（１３）、民
族学校（１３）、民族问题（１３），其他关键词出现频
次则相对较少，从高频关键词频次排名可以初步

看出我国民族教育研究的主要热点与集中趋势，

词频统计结果初步说明，民族教育政策方面的研

究主要围绕民族政策、教育政策、双语教育与学校

教育等方面展开，但仅凭词频统计还不足以充分

说明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的热点和变化趋势以及它

们之间更深一步的联系。因此，需要进一步用ＢＩ
ＣＯＭＢ软件创建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的共词矩阵，
并将转换后的相异矩阵作为进一步聚类分析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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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尺度问题分析的基础。

表１　高频关键词排序表（部分）

序号 关键词 出现频次 序号 关键词 出现频次

１ 民族教育 １２９ １１ 优惠政策 １２

２ 民族教育政策 ８２ １２ 多元文化 １２

３ 少数民族 ５０ １３ 民族教育发展 １０

４ 民族政策 ４１ １４ 民族院校 １０

５ 教育政策 ３９ １５ 多元文化教育 ９

６ 双语教育 ２５ １６ 民族文化 ９

７ 内地西藏班 １８ １７ 民族文化 ８

８ 民族地区 １３ １８ 国家认同 ８

９ 民族学校 １３ １９ 民族地区教育 ８

１０ 民族问题 １３ ２０ 高等教育 ７

２．３　相异矩阵分析
为进一步挖掘高频关键词之间隐藏的重要信

息及其与研究主题之间的联系，需要求取高频关

键词的相异矩阵，相异矩阵中数值表示两个关键

词之间数据的相异度，其值越接近１，表示这两个
关键词之间的距离越远，即相似程度越小，反之，

其值越接近０，表示这两个关键词之间的相似度
越大［７］。基于此原理，利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对用 ＢＩ
ＣＯＭＢ软件提取的词篇矩阵进行 Ｏｃｈｉａｉ系数计
算，生成一个５５×５５的共词相似矩阵。为进行进
一步分析，将该矩阵转化为相异矩阵（相异矩阵

＝１－相似矩阵），如表２所示。

表２　高频关键词Ｏｃｈｉａｉ系数相异矩阵（部分）

关键词
内地

民族教育 民族教育政策 少数民族 民族政策 教育政策 双语教育 西藏班 民族地区

民族教育 ０．００ ０．９１ ０．８３ ０．６７ ０．８２ ０．８９ ０．９２ ０．８３

民族教育政策 ０．９１ ０．００ ０．９８ ０．９５ ０．９８ ０．８９ ０．９０ １．００

少数民族 ０．８３ ０．９８ ０．００ ０．９３ ０．７３ ０．９４ １．００ １．００

民族政策 ０．６７ ０．９５ ０．９３ ０．００ ０．９５ １．００ ０．９６ ０．９６

教育政策 ０．８２ ０．９８ ０．７３ ０．９５ ０．００ ０．９４ ０．８９ １．００

双语教育 ０．８９ ０．８９ ０．９４ １．００ ０．９４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内地西藏班 ０．９２ ０．９０ １．００ ０．９６ ０．８９ １．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

民族地区 ０．８３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９６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从表２可以看出，与民族教育政策距离由远
及近的关键词分别为：民族地区（１．００）、民族学
校（１．００）、民族问题（１．００）、少数民族（０．９８）、教
育政策（０．９８）、民族政策（０．９５）、民族教育
（０９１）、内地西藏班（０．９０）、双语教育（０．８９）。
这进一步说明，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我国民族教

育理论研究者侧重于从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和问题

入手，探讨民族教育政策理论，研究者在研究民族

教育理论时，更倾向于将民族地区、民族学校、少

数民族和民族问题结合起来研究。通过分析表２
中系数大小发现，研究者从宏观层面、理论层面、

概念层面上对民族教育政策进行研究的较多，而

对民族教育政策理论应用与实施等情况的实证调

查研究较少，对民族教育理论、具体民族教育发展

以及具体某个民族教育群体影响等中观、微观层

面的研究关注度不够［８］。

２．４　系统聚类分析
共词聚类分析主要是利用统计学方法把有密

切联系的关键词进行分类，通过种子关键词和其

他关键词的关联度大小汇聚成新的聚类簇，簇团

内关键词的属性相似性最大，而簇团间属性相似

性最小［５］。聚类分析可以将每一个主题词均为

单类的词群，根据亲疏关系（相似性）而归为不同

类别，进而形成直观、可视化的树图。基于凝聚算

法的原理，结合树图采用自上而下的分析步骤便

可将不同小类的语义进行叠加组合成大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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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提取总结出该研究学科或主题的主要类

别［６］。关键词的聚类结果可以清晰地反映民族

教育 理 论 研 究 的 热 点。通 过 将 数 据 导 入

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进行聚类分析，聚类方式选择系统
聚类法的凝聚聚类算法，度量标准选择区间平方

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距离，并设置好相关参数，计算生成相
应的聚类树图（图２）。根据聚类树图连线的远近
与各个类别主体词之间语义关系的分析，基于凝

聚算法的原理，可以将民族教育理论研究主体分

为６大研究类别。
第一类是与民族地区宏观教育事业发展有关

的主题研究，主要包括教育事业、教材编译、民族

高等教育、民族地区教育、国家民委、民族教育发

展、民族院校等关键词。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

展有利于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大大提升民族

地区教育水平。民族地区教材的编写、民族地区

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以及民族院校办学等与民族教

育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当前关于民族地区教育

事业发展的政策类研究文献大抵从以上几个角度

出发，研究适切民族地区自然地理环境与民族成

员特殊性的科学教育政策。

第二类是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教育理论

政策发展的研究，主要包括新中国、民族教育特

点、民族教育政策、价值取向４个关键词，内容涉
及民族教育政策的内容、特点、价值意义以及发展

走向等研究。此类研究文献主要以新中国成立为

时间起点，对我国民族政策的产生与成熟、发展与

演变进行归纳总结，并对不同时间节点民族教育

政策的合理性、价值可取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于

促进我国民族教育理论政策的完善起到了巨大的

推动作用。

第三类是民族教育公平与教育政策研究，主

要包括内地西藏班、优惠政策、特殊政策、教育平

等、高等教育等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与少数民

族成员的特殊性，往往导致其在教育方面处于相

对弱势地位，故将视域放置在民族教育公平政策、

普惠性政策、倾斜和优惠性政策等以促进民族教

育发展方面的研究亦占据了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的

重要比例。

第四类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尤其集

中在民国时期的民族教育问题与教育政策的研

究，主要包括民国时期、民族问题、民族教育发展、

民族文化等关键词。民国时期关于边疆民族教育

政策的反思，对当前我国民族教育理论的建构与

完善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有关其研究也构成了一

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

第五类是对国外族群教育的研究，主要包括

多元文化教育、美国、多元文化、澳大利亚、加拿

大、教育政策、英国、政策变迁等关键词。此类主

要是对西方一些国家有关不同种族和移民教育政

策的批判借鉴以及如何合理进行本土化的研究，

尤其是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对我国民族教育政策

理论基础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如费孝通先生

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与滕星倡

导的“多元文化整合教育”思想等均来自他国民

族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启示。

第六类是我国民族地区教育政策实践层面的

研究，主要包括双语教育、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

族、新疆教育、教育实践、受教育权等，主要涉及民

族地区教育政策实践方式、实施效果、所获得的成

就、存在问题等的研究，该类又以双语教育政策的

研究为主。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我国关于民族教育

理论的研究领域覆盖面比较广，从研究对象上来

说，既有国内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研究，又有国外

各国民族理论政策的研究；从研究层面上来说，既

有宏观的民族政策研究，也有中观和微观层次的

实证研究；从时间维度上划分，既有新中国成立之

前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纵向民族教育政策研究，

亦有横向对比分析的研究［９］。不可忽视的是，通

过聚类分析所获得的该主题研究的类别明晰、各

有侧重，但其各个类别之间的深层信息以及各个

类别研究在整个学科主题发展脉络中的境况还不

能予以充分说明，所以还需进一步进行多维尺度

分析。

２．５　多维尺度分析
多维尺度分析（ＭＤＳ）主要是利用关键词之

间的相似性或相异性数据，将观察数据以点的形

式分布到“概念空间”中的特定位置，数据点之间

距离由计算出的不相关性决定，以向心度和密度

为参数绘制出二维坐标图，直观地展示各个关键

词之间的关系，不同关键词在空间的距离远近和

汇聚形式以及坐标分布展示了学科研究的热

点［６］。通常第一象限的主题联系密切，并在研究

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是研究的重点与热点；第二

象限的主体结构比较松散，属于研究的重点但还

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很可

能成为将来的研究热点；第三象限的研究主题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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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连接紧密，但是在整个研究网络中处于相对边

缘位置；第四象限则重要性相对较小，一般属于整

个领域的边缘主题［５－７］。为进一步探究高频关键

词之间隐藏的重要信息，研究通过将转化好的高

频词相异矩阵导入ＳＰＳＳ２０．０中，然后进行多维尺
度分析，生成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ｍ距离模型散点图，并根据
聚类分析结果绘制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热点知识图

谱（图３）。

图２　民族教育政策研究聚类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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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研究热点多维尺度分析图

　　从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可以
看出，第一类大部分主题主要分布在第四象限，部

分分布于第一象限且分布相对松散，说明有关民

族地区宏观教育事业发展这一类的研究已经成为

民族教育政策研究中相对冷门的主题，仅仅只有

民族院校、国家民委等部分关键词分布于第一象

限，说明在该研究类别中除国家民委有关的政策

文件研究、民族院校政策研究外，其他均不是很热

门研究方向；第二类主要是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

民族教育理论政策发展的研究，该类主要聚集在

第一象限，说明该类研究与主题研究关系密切，属

于研究中的重点与热点；第三类是有关民族教育

公平与教育政策的研究，该类主要位于第三象限，

说明该类研究与主体内部连接紧密，但在整个民

族教育政策研究领域中属于相对边缘位置；第四

类主要是关于民国时期民族教育问题与教育政策

方面的研究，处于第一象限，说明该类研究也属于

研究中的热点与重点，这主要是由于研究者在研

究民族政策与教育发展的时候少不了对我国民族

政策按时间进行梳理，少不了不同时期政策的对

比与分析，所以该类别与第二类同属于我国民族

政策研究中的重要热点；第五类主要是对国外族

群教育的研究，该类主要分布在第二象限，说明该

类研究在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研究中属于研究热点

问题，同时具有很大的潜在发展空间，是我国民族

教育政策研究的侧重点与发展点；第六类主要是

我国民族地区教育政策实践层面的研究，通过图

３可看出该类别一半处于第一象限，一半处于第
二象限，说明该类别属于研究中的次重点和热点，

该大类的研究正逐步趋于完善。

３　存在问题解析
从整体上看，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研究内容比

较丰富，基本覆盖了所有民族地区，研究视角宏观

和微观相结合，研究对象既有国内也有国外，研究

价值取向上规范研究、辩证批判、经验分析均有涉

及，这表明民族教育政策研究在整个民族教育中

已初步形成体系。这些研究不仅推动了我国民族

教育政策的完善与发展，为民族教育政策的科学

化、民主化、制度化提供了适宜的理论根基，也为

促进民族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但经统计分析同时结合二次文献阅读分析发现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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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完善之处，有关研究内容构成、方法选择、研

究视角以及价值侧重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问题。

３．１　研究内容不均衡
目前有关民族教育政策的研究，整体较为丰

富，但是仍以政策解读和整体思辨为主，研究内容

大多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从历史角度对民族教

育政策变迁进行梳理，对发达国家民族或移民教

育政策的介绍，对新疆、西藏等热门民族地区教育

政策的分析解读。具体而言就是关于民族教育政

策的研究内容构成上存在“三多三少”的问题，即

有关新中国成立以来乃至成立之前的各个时期阶

段的政策理论研究较多，而有关当前阶段民族教

育理论研究较少；有关理论探讨研究的较多，而有

关政策实践效果、实践反思类的研究较少；有关国

外族群和移民教育理论引进的研究较多，而有关

本土化的研究较少［８－９］。

３．２　研究方法欠完善
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研究来说至关重要。就研

究方法而言，当前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研究中，一是

科学方法应用欠缺，既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也不善于有效利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民族

教育政策的研究主要是定性分析，要么流于纯粹

的政策解读，要么表现为空洞的概念思辨，要么是

历史史料的挖掘呈现。二是实证研究太少，大多

从质的研究出发，缺乏量化的研究，行动研究缺

乏，有关政策执行效果、政策与民族地区教育境况

适切性等需要实地考察调研的“硬骨头”少有人

啃，容易造成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脱节，导致政

策的操作性不强，最终导致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

偏差，降低政策执行效果。三是创新性不足，当前

有关民族教育政策的研究中既缺乏内容原创，也

缺乏研究方法的创新，大多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局部探讨，而这些探讨与实际调研结合力度不够，

造成宏观研究较多，实际应用研究欠缺，不利于民

族教育的可持续发展［９］。

３．３　研究视角显单一
有关民族教育政策已有研究文献中，大多从

单一视角出发进行分析，从学科视角而言，要么是

从纯粹的政策学视角进行解读，要么是哲学视角

下的纯粹思辨，要么是在历史学视角下进行梳理，

要么干脆做个文献综述，缺乏创新及多视角分析

问题的意识，很多研究处于基础阶段，缺乏多学科

融合视域下的关联性研究，未能形成研究的合力，

同时也缺乏反思性和行动性研究。从研究层面上

来说，表现为过分重视宏观研究，缺乏中、微观细

致性研究，定性分析文献综述类的研究较多，实证

研究的较少，整体研究较多，个案研究较少［１０］。

３．４　价值取向太保守
有关民族教育政策的研究中，大多集中在思

想政治意识层面上，研究主体主要集中在政策理

论的层面，而有关民族教育政策的反思性研究不

够，问题意识不强［９－１１］。虽然民族教育政策初步

形成了体系，但仍有待完善，很多关于政策制定的

研究仅仅从宏观角度入手，忽视了科学性和实践

性的分析与论证，前期的考察调研力度也不够，很

容易受到研究者主观因素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实

践观要求理论的制定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而不断完

善，制度设计和政策指导规范也要辩证的进行价

值判断，要有反思性意识。要做到规范研究、经验

分析和辩证批评并重，以更好地促进民族教育政

策的完善。

４　未来研究展望
４．１　拓展研究内容，丰富研究内涵

就当前民族教育政策研究已有成果来看，还

需要进一步拓展，不仅仅要重视国际发达国家族

群和移民政策的研究，也要重视发展中国家乃至

落后国家关于民族教育理论的探索，从中吸收有

效经验，汲取其中有利于建设适合我国国情和社

会的本土化理论知识，还要重视我国国内各民族

地区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的效果反馈研究。从拓

展研究范围的深度和广度两个维度着手，加强反

思性和行动性研究，深入探究与构建民族教育政

策的内涵，使研究价值取向向纵深化方向发展，要

具有前瞻性，在民族教育政策的研究过程中还要

重视其在实践中的可行性与适切性。此外，还应

重视民族教育政策对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作用，

加强民族教育政策的开拓性研究，注重民族教育

政策对民族教育自身的影响，进而对我国民族教

育的发展提出前瞻性、建设性的看法，进一步丰富

民族教育理论体系的完善。

４．２　深化研究层次，完善研究方法
学科领域的研究反思促使学科进一步完善成

熟。就民族教育政策而言，要重视中观和微观层

面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多学科研究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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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与运用，促进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多元化，做

到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改善原有的简单

机械化的、固化的研究方式，综合运用统计学、民

族学、公共管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研究视野、

研究理论，侧重反思民族教育政策；综合利用历史

文献法、比较法、实验法以及人类学等的田野调查

法等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民族教育政策问题；加强

实地调查研究、统计性验证等实证研究，加强定量

分析研究，完善学科研究方法［１２］。新时代下，有

关教育政策的研究也应当与时俱进，改变纯粹空

洞的思辨性研究，要做到以实际问题为着手点，改

变传统的史料堆砌式，文本解读式，凭空思辨式的

研究弊病，加强理论与实践中的适切性实证性分

析研究，以问题为抓手，形成研究的新成长点，将

理论研究转化为可操作化的思路构径，进而有效

指导实践，进一步提高民族教育水平。

４．３　树立综合视角，加强多维研究
有关民族教育的研究视角要避免囿于单一，

要树立交叉学科意识，从综合性、全局性出发，从

不同学科领域出发，综合审视民族教育政策问题。

目前我国有关民族教育政策的研究基础较为扎

实，成系统化、成体系化的研究生态已经形成，单

一视角出发的研究显然对民族教育政策研究作用

有限，相关研究要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视角，

要从理论视角出发结合实践视角，既要做价值探

讨，又要做事实分析，尤其是要高度重视价值判断

在民族教育政策研究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１３］。

不仅要从宏观政策出发，也要从中、微观实践中反

思，加大学科视域的融合，形成管理型研究，加强

对世界各国民族教育政策及实践经验的对比研

究，并结合我国特殊国情与民族地区具体情境研

究理论的现实境遇，在理论上力求创新，在异域借

鉴中寻求反思，不断促进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研究

体系的完善。

４．４　确立价值取向，完善政策研究
研究价值取向应以加强、维护国家和社会稳

定，不违背当前国家教育方针政策为前提，重视其

与民族地区教育实践情况相适切。在政策的研究

上，要注重从多处着眼，在不偏离基本价值取向的

前提下适度创新，从不同维度提出理论假设、制度

设计或指导规范，加强政策的操作性、时效性研

究。相关问题探讨分析应深入到各种教育问题的

背后，以寻求更为深层次的矛盾。研究的价值取

向上要纵深化、内涵化，要具有前瞻性，同时加强

短板研究，切实促进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的良性循

环，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升理论应有的高度与

深度［１４］。当前，我国民族教育发展正发生着时代

性的变化，民族教育政策的研究也应与时俱进，加

强理论指导下的实证研究，有关民族教育政策的

研究要重视其理论形成过程，要囊括政策制定研

究、实施情况研究以及修订反馈的研究，要重视作

为客观事实的政策形成特点和内在规律，在肯定

民族教育政策正面的社会价值和作用的同时，思

考其可能会存在的不足，尝试以不同的标准作为

分析民族教育政策的尺度，并研究如何符合这些

标准，进而切实促进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的健康和

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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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５（１１）：２３－２９．

［４］陈巧云，李艺．中国教育技术学三十年研究热点与趋

势———基于共词分析和文献计量方法［Ｊ］．开放教育

研究，２０１３（５）：８７－９５．

［５］赵新亮，张彦通．近十年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

热点与趋势———基于美国５种ＳＳＣＩ高等教育期刊的

可视化分析［Ｊ］．中国高教研究，２０１５（１０）：６３－６９．

［６］邱均平，吕红．基于知识图谱的知识网络研究可视化

分析［Ｊ］．情报科学，２０１３（１２）：３－８．

［７］钟伟金，李佳．共词分析法研究（一）———共词分析的

过程与方式［Ｊ］．情报杂志，２００８（５）：７０－７２．

［８］陈立鹏．改革开放３０年来我国民族教育政策回顾与

评析［Ｊ］．民族研究，２００８（５）：１６－２４．

［９］王鉴．我国民族教育政策体系探讨［Ｊ］．民族研究，

２００３（６）：３３－４１．

［１０］田联刚．新时代民族教育政策的创新和完善［Ｊ］．理

论视野，２０１８（１）：７８－８１．

［１１］车峰．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嬗变与展望———基于政

策文本的量化分析［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

科版），２０１７（１２）：２２３－２２８．

［１２］蒋珍莲．民族教育政策研究中的多维意识方法探究

［Ｊ］．民族教育研究，２０１５（２）：１１－１５．

［１３］谢治菊，朱绍豪．民族教育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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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期 姚闳耀，等：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探析

基础、指标设计与应用反思［Ｊ］．民族教育研究，
２０１７（５）：５－１１．

［１４］王平．民族教育政策的文化性质———兼论民族教育

政策研究的“价值相关性”问题［Ｊ］．当代教育与文
化，２０１３（５）：５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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