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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四川师范大学-迪肯大学教育论坛”综述

顾 尔 伙a,b

(四川师范大学a.教育科学学院,b.四川多元文化研究中心,成都610101)

  2018年10月30-31日,由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和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共同主办的第三届四川师范大学-迪肯

大学教育论坛在四川师范大学学术报告厅举行。来自澳大利

亚迪肯大学、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英国巴斯大学等高校

和科研机构的学者,共计150余人与会。本次会议主题为“跨
越差异:命运共同体的教育建构”。与会学者基于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视野,围绕“如何通过教育跨越不同国家区域文化的差

异,建立一种命运共同体,实现和谐共生”这一主题展开学术

交流。
一 以知识重构与教育变革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知识与教育是学校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连接点。巴

登尼玛教授在题为《知识应用的重构:知识获取和使用的新观

野》主题报告中,指出了人类文明化进程中所遇到的困境。如

何应对这些困境,需要一种新的视角,一种对知识本身和知识

应用的重释。巴登尼玛教授用生动形象的图示重释了信念、
价值与情感、行为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个体受到

其信念的影响,信念制约着其需求,需求对个体的情感与价值

观产生影响,从而影响着个体的行为和习惯,乃至影响整个社

会组织。不同的文化背景会使人们产生对教育不一样的理

解,因此我们应当以一种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来作为

未来教育发展的评估标准。
基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的教育变革,需要处理好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成都大学白杨副教授在题为《“传
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来自中国四川省藏族自治州的教育

故事》的报告中,以四川阿坝州若尔盖县唐克小学的教育故事

为例,通过探讨四川藏族语言教育来揭示四川少数民族地区

“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变化,该项研究将藏语教育话语的宏

观层面(政府层面)、中观层面(学术层面)和微观层面(个人层

面)与散乱的社会文化政策制定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探讨。阿

呷热哈莫副教授作了题为《从“非正常”视角对现代教育进行

再思考———一个中国麻风村的教育谱系溯查》的报告。她认

为,在一个教育快速发展和不断标准化的时代,麻风村庄受到

的教育机会十分有限,因此在现代教育发展谱系中,它占据了

一个完全不同的位置,在正常和非正常的教育中,这一群体出

现了无法适应现代教育的困难。

二 以高校文化传承和创新人才培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大学作为思想文化重镇,肩负着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服
务社会、国际合作、文化传承创新等职责和使命。如何站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来履行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职

责,高校博物馆是拓展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重要途径。傅林

教授在题为《论高校博物馆公共服务职能新发展———基于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中指出,高校博物馆根植于大学的文化

土壤中,它主要服务于高校的教学和科研,但它同时也是一个

公共文化机构,拥有着由大众所创造、共享的文化资源。从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来看,高校博物馆可以通过设计跨文化

公共产品、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共享全球博物馆数字资源等方

式拓展跨区域公共服务,期待高校博物馆的公共服务功能迎

来新的发展。
人才培养是文化意识培养的重要途径。在题为《人类命

运共同体视角:中国英语教学中文化意识的培养》的报告中,
方涵提出,英语教学应通过用英语讲述中国的故事来树立学

生的文化自信、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通过比较多元文化的知

识,来培养学生的国际包容情怀,进而培养学生多元的心胸,
理解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在题为《建立澳大利亚与中国大学

合作伙伴关系的方法论设计:个案研究》的报告中,黄萍教授

首先介绍了案例研究法以及该方法的优势,然后分别介绍了

案例研究设计的各个层面的问题,例如数据收集、方法实施、
道德权衡以及利用理论框架讨论数据分析的方法等。

三 以跨文化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来构建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种价值追求,更是一种现

实行动。以跨文化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不仅表达了多元文明和谐共生的崇高理想,更蕴含着为了

达到这种崇高理想的实践追求。迪肯大学教育与艺术学院

KatyaJohanson教授在《关于文化冲击和数字化时代青少年阅

读》的主题报告中,分享了亚裔澳大利亚人进入艺术团队的个

案研究,分享了数字化时代青少年阅读的问题。迪肯大学的

ShelleyHannigan博士在《以创造性、跨学科和应用方式共同学

习艺术和科学》的报告中,通过墨尔本一所女子中学的学者、
老师、学生参与的两个项目,即摄影和了解濒危物种来探索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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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的教学和学习的科学方法,以鼓励女孩在高中班级中选

择科学课程;最后强调要从学生对自身学习认知的角度进行

研究。迪肯大学艺术与教育学院的 MerindaKelly在《未来社

区通过参与式艺术经历来共同创作》的报告中,指出培养好奇

心、关爱、移情、互惠、尊重和责任、开放和批判意识等价值观

和气质支持了行为研究,并强调实验、基于艺术的教育学、技
术和策略都是跨文化理解和社区凝聚力的催化剂。

民间文化艺术是人类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付春敏

副教授在题为《艺术教育中的民间艺术:为了更广泛的国际理

解》的报告中指出,民间艺术是特定区域的居民艺术活动的表

现形式,民间艺术随着文明的发展和现代人的不同需求而迅

速变化,它被视为艺术教育的资源,艺术课程中的民间艺术将

不同的文化融汇到一起,由此促进跨文化理解。顾尔伙副教

授在题为《民族文化进校园的限度与尺度》的报告中指出,民
族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学校教育是传承民族

文化的重要途径,但其传承存在一定限度,其限度主要表现在

传承目的的敷衍化、传承主体的狭窄化以及传承内容的点缀

化等方面,其根源在于民族文化和学校教育是两个不同的文

化系统,学校教育传承民族文化需要同时满足民主尺度、科学

尺度、心理尺度三个基本尺度。
四 以儿童参与游戏空间建设与班级环境创设来构建儿

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儿童学习空间的研究在近几年成为研究的热点。技术不

仅改变了儿童学习的物理空间、心理空间,还对师生关系、生
生关系、教学评估、知识形态、管理模式等教学环节产生了深

刻影响。在题为《城市儿童游戏空间》主题报告中,迪肯大学

的BonnieYim从研究背景、研究需求与研究核心内容三个方

面介绍研究主题,并用丰富的图片、表格和数据向与会代表展

示了教育机构中的游戏空间、家庭中的游戏空间、社区的游戏

空间、室内游戏空间、开放空间、虚拟世界游戏空间。同时,

Bonnie教授还结合实例探讨了学前教育机构中的现代技术和

家庭中的技术问题,并将这些实例和澳大利亚儿童使用屏幕

时间长度进行对比,呼吁机构和家庭慎重使用现代技术,在环

境创设上应给予儿童真正的游戏机会和活动空间。
没有好的环境就没有好的学习。魏婷以《归属感与幼儿视

角的优质班级环境》为题,强调幼儿园的班级环境对于幼儿的学

习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她的研究结果显示,幼儿十分

珍视环境中包含了“自我”的元素,如自己的照片、物品和作品

等;幼儿喜欢环境中有可支持他们亲手操作的元素。该研究发

现优质的班级环境应和儿童有积极的互动,应该支持“儿童对环

境的归属感”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也证明了儿童有意愿也有能力

对班级的环境创设发出自己的声音,应该让儿童积极参与到班

级环境创设的活动中来。毛静思作了以《中国农村留守儿童伙

伴计划(CCP)对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发展的支持情况调查》为题的

报告。他指出中国政府在2015年推出了旨在解决农村留守儿

童问题的儿童伴侣项目(CCP),并探讨了陪伴母亲、活动中心和

儿童福利服务网络三种支持机制对留守儿童的发展特别是在儿

童社会情感、健康和学业成绩方面的影响。
五 以全纳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坚持走共同发展道路,奉行互利

共赢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一起实

现共同发展。全纳教育强调通过增加学习、文化与社区参与,减
少教育系统内外的排斥,关注并满足所有学习者多样化需求的

过程,目的是使教师和学生都能接纳多样性并视之为机会。这

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来自葡萄牙的

Isabel副教授报告的主题是《从不同利益者的角度探讨全纳学校

的管理问题》。他通过对中国四个不同地区的小学教师、非政府

和地方政府的管理者进行调查,了解到不同利益者对学校的管

理存在不同意见,其中小学教师关心的是学校管理的灵活性,而
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管理者更多考虑的是资源和支持、社区参

与、沟通和协调过程以及教师培训相关等要素;最后强调了学校

管理是保证全纳教育实施的重要方面,全面深刻地了解学校管

理的过程能更好地促进全纳教育的实施。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

XeniaGarciaValles教授带来了《关于在全纳教育中提供优质教

师培训的挑战》的分享报告。该报告主要围绕如何确定在小学

阶段教师应该具有哪些全纳教学的能力为目标进行探讨。研究

者采用德尔菲法,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经过三次反复

信息交流,确定了优质教师需要具备团队合作能力、伦理道德、
教育教学技能、领导和评估等能力。

全纳教育提倡积极参与、大家合作,从而实现社会正义。英

国巴斯大学的博士SallyHewlett研究主题就是《学术和残疾的

关系———基于对高等教育中的残疾政策和学术性经验的检验》。
这项研究旨在探讨学术成就和残疾学生的关系,研究者从社会

公正的角度出发,采用了批判性和变革性的方法,调查了大学的

责任是如何渗透到学术人员身上,并通过学者的经验探讨了这

些政策可能如何影响残疾学生。英国巴斯大学AndreaAbbas
教授作了题为《我们能否通过“社会公正知识”的概念发展更多

平等的国际教育研究社区?》的报告。她首先介绍了社会公正知

识(SJK)概念的来源,指出SJK项目是由欧盟资助的高等教育领

域一个合作性的学生交流项目开发的,项目旨在确立和开发适

合中国的全纳教育的硕士课程,正在运行的硕士课程将有助于

中国大学培养教师的能力,从而进一步在小学推广全纳教育。
本届教育论坛紧扣了新时代新发展的主题,涉及的教育

领域广泛,有高等教育、特殊教育、学前教育、艺术教育、民族

教育等,重在探讨如何通过教育建构更好地建立一种人类命

运共同体以及如何去迎接共同体建立所面临的挑战,这对我

国当前的学科建设、教育国际化、社会和谐建设都有重要启

示意义,并可以为我国教育教学工作提供指导,为理解不同

领域、学科方向的实践问题提供帮助。与会的学者来自不同

国家、不同年龄段,但都能流畅地进行沟通交流,这为专家学

者思维的碰撞与互通、以全球视野来思考人类文明发展等问

题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罗绒曲比、唐义丹、夏巍、李娜、刘婉婷、岳敏、沈新颖等参与了本次会议记录,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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