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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塑造的困境与对策 ①

———基于对“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的思考

王盼盼，贺晓亮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途径，学校民族文化教育旨在使学生个体形成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初中阶段作
为个体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塑造的关键期，对学生进行民族文化教育至关重要。作为初中民族文化教育的重要部分，“民

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其形式与实质却难以统一，这对学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有负面影响，其原因主要是学校教育

培养目标失衡以及家庭、社区教育的缺失。因此学校教育须明确定位；引导家庭、社区积极开展民族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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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序言指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中华民族面

临严峻挑战以及各种复杂环境屹立不倒、历经劫难而百折不饶的力量源泉。”［１］可见民族文化对于国家

发展的重要价值，但民族文化建设须建立在个体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个体对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同

又必然要求其具备相应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所谓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被西方哲学家黑格尔称为“民

族精神”，又被中国美学家李泽厚称为“民族智慧”，即“民族历史地形成的生存条件的内化和观念形态

的文化在民族心理中凝结沉淀，是由共同的民族文化背景所塑造和陶冶而成的共同的基本人生态度、情

感方式、思维模式、致思途径和价值观念诸方面所组成的有机的总体结构”［２］。简单说即为个体人生态

度、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一旦形成，便具有强固稳定性。教育作为民族文化传承

的关键路径自然需要承担起塑造学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任。纲要中强调学校应丰富民族文化的传

承形式，为响应纲要精神，“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成为民族文化教育的新兴形式。然而目前的“民族文

化进校园”活动多流于形式，阻碍处于关键期的初中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发展，最终难以形成个体对

民族文化价值的认同。因此，探究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对初中生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尤为必要。

１　“民族文化进校园”的现实表现———形式与实质脱节
不仅因为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之基，同时面对逐日增加的世界一体化程度，人们愈加需要形成正确

的文化批判意识，正如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曾指出：“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

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３］因此，民族文化教育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往学校

进行民族文化教育主要是依托于国家课程，凭借课本知识传授，由于升学压力，教师偏重升学所需技巧

知识，忽视民族文化价值精髓，结果导致学生中难免出现盲目相信课本权威或是缺乏兴趣者。为加强民

族文化教育，丰富民族文化教育形式，吸引学生学习民族文化的兴趣，特引进“民族文化进校园”的教育

活动形式。

但是“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多侧重传承民族文化的外在形式，诸如舞蹈、手工等，而个体文化心理

结构的塑造关键在于形成合理的情感认知，民族文化的外在形式只能作为感悟民族文化价值精髓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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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正如著名文化学者殷海光指出：“一个壶并非文化———所谓文化者乃在器物背后的观念。而祈

祷和礼仪只不过是一个文化观念之可见及的表现方式而已。”［４］因此，要真正促进初中生民族文化心理

结构的塑造，需要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达到形式与实质的深度统一。

目前在部分地区，由于初中学校教育倾向单一追求升学率、课程设置单一化、基础设施仅为升学服

务，更加由于教师欠缺相关基本知识等诸多现实困难，“民族文化进校园”教育也多是应付上级检查，偶

尔请当地居民进行教授，于是活动多流于形式。即便是相对重视民族文化教育的一些学校，却限于自身

的认识能力以及客观能力不足，无法改进自身教育不足。形式多样的“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未能带给

学生深度的文化反思，这一点不仅得到学界的承认，也在笔者实地调研中得到证实。塑造民族文化心理

结构需要个体形成对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同，活动流于形式便导致学生无法进行理性思考及价值认同。

２　流于形式的“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所产生的消极作用
“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旨在通过学生参与认同民族文化价值精髓，然而流于形式的活动无法使学

生明白其中价值精髓，导致中学生在其关键期难以形成正确的文化心理结构，对于民族而言则无助于民

族文化的传承创新。

２．１　个体难以形成正确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民族文化传承即各种文化要素的传承，包涵行为传承、语言传承、器物传承及心理传承等，其中心理

传承是民族文化传承中最稳定、最持久、最核心的传承要素。究其原因：首先，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心理

传承往往表现为民族意识的深层次积累，构成民族认同感的核心部分［５］。其次，心理传承限制其他各

种文化要素的传承。对学生个体而言，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是终生持续的过程，但又有其不同的发展阶

段，尤其以中学阶段的影响最为重要，个体能否形成普遍的民族文化心理，是个体民族文化适应成败的

关键。“正如傅玄在《正心篇》中所说：‘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心者，神明之主，万物

之统也。’傅玄所说的‘心’，即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只有具有健全的文化心理结构，才能‘立德’、正身，

才能使个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６］而学校教育中的民族文化教育活动流于形式，不仅展现出学校培

养目标失衡，更带给学生错误的引导———民族文化毫无价值，使得学生对民族文化形成抵制情绪，最终

难以使学生形成正确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２．２　阻碍民族文化建设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一书中提出“轴心”理论，“在公元前５００年左

右，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中国等地区，发生了‘哲学的突破’。他将这一时期称为历史的‘轴心’，同时指

出，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改变成为人类思考与创造的依靠，为人类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７］在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不仅要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价值，还要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中也存在糟

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

华。”［７］对于中华民族，民族文化既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根基源泉，也是理解当今世界文化差异的“钥

匙”。文化建设要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必须不间断地“温故而知新”。民族中的个体若缺乏对民族

文化的深刻自觉，当代文化建设也会成为无根之浮萍，还会对本民族的文化情感、文化记忆和文化习惯

产生排斥情绪，最终阻碍民族文化顺利健康地发展。

３　“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流于形式的原因探析
“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流于形式根本原因在于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出现失衡，以及家庭教育和社

区教育的缺失。

３．１　学校教育培养目标失衡
首先，学校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依旧非常明显，初中阶段的课程设置局限于追求升学率，对

民族文化的传承仅仅依托于国家课程，难以有效激发学生的民族文化价值认同。同时民族文化教育途

径单一，导致学生、教师成为被动的接受者，容易形成对教材的盲目迷信。而且由于培养目标的失衡，教

师偏重要求应试能力提升，至于学生的民族文化认知处于何种程度，则无暇顾及。正是学校培养目标失

衡，学校中的基础设置、师资力量难以符合民族文化教育需要，以及导致缺乏有效的监督评价制度，“民

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流于应付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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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考侧重考查学生对主流文化的理解，导致学校教育相对忽视对非主流文化的传承。民族文

化出现区域差别。当前一些学者在民族教育的发展上过分强调单一民族文化的传承，忽视教育与其他

社会因素的制约关系以及多民族学生群体之间的民族文化交流。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应建立在对

中华民族多元民族文化的认知基础之上。否则，学生对非主流文化的了解难免道听途说，形成错误认知

和刻板印象，最终难以塑造正确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而且，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被动式的接受

与自身对现状改变的预期一旦达不到最起码的维持，便转化为对主流文化的敌视与抗争，这也无助于学

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正确塑造。

３．２　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的缺失
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成分相对于学校教育则更重要。“祭司、长者、家长及周围

居民等通过寺庙、市场、村寨、文化站、民间艺人文化室和社区学习中心等场所，通过诞礼、成年礼、婚礼、

丧葬仪礼、宗教仪式等以‘濡化’的方式对年轻一代进行民族文化教育。在濡化过程中，祭司、长者等利

用仪式和宗教等方式将民族文化的价值规范、思想观念有意识无意识地传递给年轻一代，使其形成本民

族文化心理结构。”［８］但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众传媒的影响、社会组织结构的改变，社区和家庭的民族

文化教育逐渐弱化。尤其是 “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导致子女过早离开家庭，缺少“濡化”方式的影响。

家庭和社区民族文化教育的缺失无助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

４　措施与对策
面对“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的种种困境，笔者提出以下改善建议，希望能有助于学生民族文化心

理结构的正确塑造。

４．１　学校教育明确培养目标定位
学校教育只有明确目标定位，才能促进教育工作者更新理念，关注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改进教育教

学方法。第一，更新教育理念，关注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学生由于亚文化影响有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塑

造。主流文化目前在学校教育中得到重点关注，初中学校教育应明确目标定位，担负起民族文化传承的

重任，对于优秀少数民族文化，也应适当将其引进。对于优秀少数民族文化的引进，应调动学生主观能

动性，鼓励学生自我发现。尤其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引导学生了解民族文化，增加民族文化教育的有效

性。第二，调整课程设置，转变教师教育方法。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依托国家课程，也要依靠地方课程

与校本课程，初中应该加强三级课程的合理设置，同时鼓励教师转变教育方法。增加教师与学生的对话

交流可谓方法层面的转变，这一点弗莱雷的批判教学理论对教师的文化教育方法转变会有积极的启示。

４．２　引导家庭、社区开展民族文化教育
社区应该担负起文化教育的重任，当地政府拨取适量经费支持当地在家民众利用休闲时间开展民

族文化娱乐活动。尽管文化娱乐活动只是文化的外在形式表现，但日复一日的文化活动有助于学生形

成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同时，进行教育引导学生家长的价值观念转换，加强民族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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