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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少数民族主要由来自世

界各国的移民构成，移民又以英联

邦国家为主。移民虽然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英国劳动力的不足，但也

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由于移民多

聚集在大城市，因此以伦敦为代表

的城市移民问题就尤为突出。在各

种社会问题中，教育既是解决移民

问题的手段，也是产生问题的 “元

凶”。因为一个不能适合于少数民族

的教育制度，不仅不利于少数民族

的教育，相反还会产生负作用。本文

主要研究的是英国的少数民族教育

政策，并以时间为线索，对英国少数

民族教育的相关政策和规定进行了

历史的梳理，探索了不同历史时期

英国少数民族政策的特点及主要问

题。

一 、《移 民 教 育 》与 整 合

论。

英国政府最早涉及移民教育问

题的正式文 件 可 以 追 溯 到 !" 世 纪

#" 年代初。$%#& 年，教育科学部颁

发了题为 《移民教育》（’() *+,-./
0123 24 566178.309）的 文 件 ，明 确 表

明要关注少数民族的 民 族 认 同 感 ，

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与移民子女特

点相适应的教育。这一文件的颁布，

标志着英国政府关注移民子女教育

政策的真正开始。同时，少数民族教

育研究也开始受到学 术 界 的 关 注 。

在英国政府看来，大规模的外国移

民早在 !: 世纪 #" 年代以前就已出

现，只是移民多来自欧洲大陆，文化

风俗及语言的相似性并未带来太严

重的教育问题。随着 #" 年代英联邦

国家移民的增加，移民子女教育问

题日显出来。当时的主要对策集中

在如何探讨将新移民子女更好地融

入现有教育系统之中。政策的基本

假设是：移民教育问题，不在于英国

教育制度，而在于移民子女及其家

庭环境。在英国人看来，移民家庭不

仅婚姻意识淡漠，单亲家庭居多，而

且由于父母工作压力而很少顾及孩

子的教育和健康问题，尤其以西印

度群岛的移民家庭为甚。亚洲移民

子女教育问题尽管少一些，但由于

文化差异，他们很少与外界接触，致

使其孩子有或多或少 的 孤 独 倾 向 ，

与同学交往不多。由这些现象出发，

英国政府的推论是：少数民族教育

问题均是因为其家庭及家庭相关问

题所造成的。这一时期的移民教育

政策的主要问题就是，没有从教育

制度本身的改善去思考移民子女教

育问题。

由于坚持教育制度本身没有问

题，因此《移民教育》不仅没 有 思 考

英国教育制度本身所 存 在 的 问 题 ，

相反却在大英格兰民族思想的影响

下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民族不平等观

念。即便要改革和完善当时的教育

制度，也只是为服务于英格兰民族

的需要，让教育为他们服务，使他们

能够有一天享受主要 民 族 的 权 利 ，

在社会中发挥主导性职责。为此，英

国对待少数民族教育，实施的是同

化方式，即探讨如何将移民最大程

度地融入英国的社会生活之中。同

化论在少数民族看来也有一定的道

理，毕竟教育是获得生存权利的极

为重要的手段，是获得社会成员资

格的必由途径。首先，在学校里，少

数民族子女能够在平等条件下接触

英国学生；其次，在学校里能够理解

和接受英国价值观的熏陶；第三，移

民学生能够获得社会生存的知识和

能力，是获得和提高职业竞争能力

的重要途径。

!" 世纪 #" 年代英国政府颁发

的另一份重要法规是《英联邦移民

法 案 》（;26623<).=0( 566178.309
>-0），该法案的实施不仅没有使移

民教育问题得到解决，反而使少数

民族子女的教育问题变得更糟。因

为英国人有一种思维定势，即移民

子女很难获得劳动力市场所必须的

知识和技能。更为不幸的是，该法案

明确地限制移民，特别是非洲的移

民。#: 年代末英国经济发展受挫，

财政日渐紧缩。在此情况下罗伊·金

肯斯（?2@ A)3B139）提出了移民整合

论，随即引起广泛争论。整合论似乎

并没有与以前的传统相割裂，它的

实质是以有用性原 则 来 对 待 移 民 。

整合所隐含的实质是对移民的隔离

和剥削。就教育而言，因为这一整合

思 想 并 没 有 通 过 创 设 多 元 学 校 环

境，为学生创造相关的条件来改善

移民子女的教育。决策者将移民子

女学业不良与其家 庭 背 景 相 关 联 。

哈 里 森 通 过 对 伦 敦 的 哈 克 尼 区

（C.-B3)@）的调查认为，少数民族子

女教育问题不只是教育问题，更多

的 是 环 境 问 题 。 在 哈 克 尼 唐 思

（C.-B3)@ D2<39）学 校 ，虽 然 少 数

民族学生占多数，但是成绩却是哈

克尼学区最优异的。就是说，学生成

绩固然与学校教育有关，但却不是

主要因素。学生早期的家庭教育、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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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变化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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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不良、情绪障碍及很少的英语交

流 等 才 是 导 致 成 绩 不 良 的 主 要 因

素。应该说哈里森将少数民族成绩

归 结 为 环 境 影 响 是 有 其 积 极 意 义

的。因为在此思路下，人们意识到移

民儿童成绩不良不是单方面因素造

成的，当然也就不能从单方面去寻

找问题解决的对策，必须将环境治

理与教育改善结合起来才能有效解

决。只有改善了移民的居住环境，发

展了城市移民区的经济，才能一揽

子解决少数民族子女的教育问题。

由此可见，英国上个世纪六七

十年代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出发点

是要通过同化和整合来达到使移民

融入英国主流社会的目的。解决移

民子女学业不良的主要方法是解决

儿童的社会环境。这些考虑有一定

的积极意义。但是也必须看到，教育

制度本身却没有成为讨论移民子女

问题的对象，真正造成黑人等少数

民族子女学业不良的 教 育 制 度 ，尚

未成为反思的对象。

二、《为所有人的教育》与

多元文化运动。

在 !" 世纪 #" 年代，英国发起

了一场多元文化运动。多元文化由

过去关注的通过教育达到同化和整

合移民的目的转向于文化多样性的

建设。$%## 年，内伦敦地区首次发

布了多民族教育政策报告。该报告

出台的部分原因是发生在此前的移

民骚乱。!& 世纪 ’& 年代早期，伦敦

城区发生了更大区域的少数民族骚

乱，迫使英国地方政府必须改变传

统的做法，将少数民族问题的解决

提高到政治议题层面上。!& 世纪 ’&
年代，涉及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最重

要的报告是《为所有人的教育》（()*
+,-./01 203 455）。该报告指出，民族

教育问题应该从教育内外部因素两

方面出发。这一点似乎比起以前有

了一定的进步。在探究少数民族子

女教育问题的起因时，该报告提出

了学校和孩子本身，而不仅仅是学

生所处的环境，也是导致少数民族

儿童学业不良的原因。例如，在探讨

西印度群岛的儿童时，该报告称“比

起同伴来说，成绩更差，非一种因素

所为，既有教师和教育制度对不同

儿童所持的不同态度和期望，也有

儿童个人的学习障碍及难以发挥自

己潜力所存在的具体障碍。”

尽管人们对移民儿童的学习质

量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偏见，但也有

一定的转变，即移民儿童的学业不

良与英国教育制度本身所存在的问

题也有关联。$%’6 年的《斯瓦恩报

告》（78-11 9:;03.）提出了全 新 的

概念，即不仅要为少数民族裔儿童

提供良好的教育，而且也要为多数

民族儿童提供良好的教育，良好的

教育制度应该是种族多样、文化多

元的。这是本次报告与以往教育政

策的重大区别。教育制度是要为所

有儿童进入多元文化社区获得生活

技能做好准备。首先必须改革课程，

课程中必须镶嵌适当的多元文化理

念和知识。

!" 世纪 ’" 年代末，内伦敦地

区开展了“民族平等发展项目”。该

项目的主要特点就是要追求种族平

等。为实现种族平等，就要将学校教

育与实际生活相联系。然而，来自地

方与中央的政治压力以及右翼媒体

对此实施猛烈攻击。三年后，英国开

始推出《<%’’ 年教育改革法》，第一

次提出了国家课程的概念，课程改

革要求所有学校必须设立三门核心

课和 # 门基础课。国家课程不仅要

扩大学生的心智、强身健体，而且还

将为儿童提供更加坚实的道德和精

神基础。

国家课程 虽 然 有 其 积 极 意 义 ，

但是却没有明确这种课程是在谁的

价值观导引之下，也就是说，课程改

革中所强调的坚实的道德基础和精

神基础到底是谁的道德和精神。可

见，历史又给少数民族教育开了个

玩笑，能够从新课程改革中受益的

是白人儿童，还是少数民族儿童，人

们仍不得而知。

三、《<%’’ 年教育改革法》

后的英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

!" 世纪 ’" 年代末以来，媒体

和学术界对少数民族教育的态度更

加开放和同情。不幸的是，老问题依

然 未 能 得 到 解 决 。<%%# 年 ， 巴 勃

（=-3>:3）再一次就哈克尼区教 育 问

题进行了调查。早在 <%%? 年，督导

专家对哈克尼区进行了督导，随后

该区议会根据督导意见决定关闭这

里的部分学校。巴勃对这一案例进

行了分析。他认为少数民族儿童的

成绩并不总是糟糕的，因为中等教

育普通证书考试的成绩结果就已表

明，土耳其裔的儿童成绩是该区各

民族中最好的，其中包括英国本土

儿童。可见教育问题不在儿童，也不

在少数民族，而是在教育本身，特别

是教学的标准设定上。巴勃说，“由

于缺乏领导，哈克尼所要求的质量

是难以达到的。学校的环境十分糟

糕。学生受到的是双重打击，不仅家

庭环境不良，而且自小学以来所接

受 的 都 是 缺 乏 期 望 少 有 关 怀 的 教

育。”这就是说学生学业不良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基础教育的基础没有

打好是一方面，而家长吸毒和贩毒

等，更是导致学生成绩不良的家庭

因素。

上述情形并非个别，可以说整

个内伦敦区都是这样。儿童教育不

良，不单是学生自己有问题，而教师

和父母都难辞其咎。就社区而言，毒

品是一大社会问题。解决的方法无

疑是要加强管理，改善学校教学环

境。因此，解决教育问题，不是简单

地通过教育来解决教育问题。

<%%& 年以来，政府开展了范围

更广的少数民族教育运动。这一运

动与以往政策的区别，不是通过关

闭教学质量低下的 学 校 的 做 法 ，相

反却提出了将成绩低下和面临倒闭

的 学 校 改 善 为 有 效 性 学 校 的 新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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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其手段是要在多元化社区中将

新的方法引入学校当中去。国家教

育委员会（!"#）已经感觉到少数民

族教育问题的解决刻不容缓。学校

问 题 不 再 是 社 会 和 经 济 问 题 的 反

应，学生成绩不良学校也难逃其责。

虽 然 媒 体 对 城 区 教 育 持 有 很 多 批

评，但国家教育委员会仍然希望在

问题成堆的地区改善 学 校 状 况 ，使

其转变为成功学校。

改善问题学校的对策可以归纳

为 $ 点：（%）提高问题学校的办学自

主权；（&）改变教育拨 款 方 式 ，以 学

生数作为下拨教育经费的依据；（’）

逐步减少地方学区在学校经费支出

中的比例；（(）父母享有更大的教育

选择权；（$）为社会和学生家庭提供

更多的信息。与此同时，政府和学术

界 一 同 提 出 了 成 功 学 校 的 $ 项 指

标 ，即（%）学 校 有 明 确 的 目 标 和 理

念；（&）强调学习和成绩；（’）高期望

值；（(）强调质量；（$）专业合作。实

现上述指标的机制就是要加强领导

和管理；注重沟通；鼓励社区和家长

参与决策。

总之，英国这一时期的民族教

育似乎前进了一大步。因为改善问

题学校，主要针对的是城区学校，而

城区学校又往往是移民子女比较集

中的地方，避免了过去因学校质量

下降而实行关闭的简单做法。

四、英国民族教育政策的

特点分析与展望。

由以上的 分 析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

英国少数民族教育涉及到民族教育

及多元文化的众多方面。由此而引

发的主要思考有：英国教育政策是

否将少数民族子女教育纳入整个教

育系统之中？第二，英国民族教育政

策的主要特点是什么？第三，英国少

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分析与展望。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最新出版

的麦克佩尔 森 报 告 在 第 )* 条 中 建

议：重新考虑国家课程中有关强调

多元文化和避免种族 歧 视 的 条 款 ，

以便更好地反映一个多元社会的需

求 。 如 果 我 们 回 顾 一 下 %+,$ 年 的

《斯瓦恩报告》，便可以看出当时所

提出的“为所有人提供教育以满足

社会多元和种族多样的各层学生的

需求”似乎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这

就是说当时的建议与当前的建议如

出一辙。因此，如果制度性歧视存在

一天，少数民族子女就有可能被排

斥在英国的教育制度之外，而少数

民族子女的教育问题也就难以真正

得到改善。

其次，英国的少数民族教育政

策主要体现三个特点：即（%）英国教

育政策制定的目的是要培养少数民

族儿童的社会技能，教育的目的只

是获得社会技能的途径，因此少数

民族教育政策总的价值取向是尽可

能地将少数民族儿童同化或整合到

英国社会之中；（&）英国少数民族教

育政策走过了一段由同化、整合到

多元化的发展之路，这一过程既是

英国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多元化

思想在国际社会的体现；（’）英国少

数 民 族 教 育 政 策 由 关 注 单 方 面 问

题，逐渐向关注民族教育相关的诸

多因素转变。就是说，少数民族教育

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综合工程，教育

系统和社会系统只有 协 同 努 力 ，才

能 使 少 数 民 族 教 育 得 到 真 正 的 改

善。

其三，当前的英国教育改革给

少数民族教育的影响 是 喜 忧 参 半 。

喜的是英国教育政策开始关注将民

族教育问题纳入到创设平等对待和

文化多元的大环境下来解决。忧的

是英国民族教育可能因为课程改革

的深入而有所倒退。有学者指出，英

国国家课程使用的是统一的课程和

评价制度，其结果很可能在教育过

程中漠视少数民族文 化 的 特 殊 性 。

基尔伯恩等人撰文指出，英国新的

课程改革政策似有倒退的迹象。统

一 课 程 不 会 改 善 少 数 民 族 教 育 问

题，而是造成了种族上的更大的不

平等。

最近，英国首相发起了一场旨

在未来 &- 年 间 消 除 儿 童 贫 困 问 题

的“战役”。“战役”的主要目的是解

决城市少数民族子女的教育和社会

问题。%++)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特

别强调：伦敦内城区的学校可在落

实国家课程的同时引入种族多元化

的课程。这可以看作是英国解决少

数民族儿童问题的重要措施。在强

调课程民族特色的基础上，还要将

种族平等意识渗透到学校教育教学

的各个方面。学校要创设必要的氛

围，对少数民族给予更多的接纳、理

解和合作，以防止对少数民族的冷

淡，减少少数民族学生心理上的恐

惧。

此外，少数民族教育问题还需

要提高到国际背景下考虑，仅仅从

英国国内考虑文化多样性问题还是

不够的。要注意到战后世界政治格

局和文化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在国

际层面上实施种族多元化的相互对

话。

还有学者指出，少数民族教育

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只有少数民族

在政治上实现了平等，少数民族教

育问题才能最终解决。比如有学者

建议要重新设计英国政治制度。一

个多元化的社会，各政治团体要在

民族上有更广泛的 分 布 和 代 表 ；只

有 让 少 数 民 族 享 有 参 政 议 政 的 机

会，少数民族的教育政策才具有代

表性，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也才能

最后得到解决。

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解决非一

朝所能解决，而一个文化多元的社

会也需要漫长的时 期 来 逐 步 形 成 。

一个适合少数民族儿童成长的教育

机制也还需要一个相应的社会制度

作为支撑。只有社会上对各民族相

互之间能够认可和接受，只有当各

民族都能相互之间彼此赏识，社会

的多元化氛围才能形成，一个与此

相适恰的教育环境才能最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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