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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澳大利亚联邦是一个民族多样性显著，高度重视教育，土著人教育发展显 著 的 国 家。澳 大 利 亚 政 府 面 对 土

著人发展的境况，以本国的历史为基础，以整个澳大利亚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为支撑，在尊重土著人与非土著

人之间的差异的前提下，针对土著人教育发展而制定了一系列优惠的政策措施。澳大利亚土著人教育优惠政策彰显出

了作为典型的多元文化国家的澳大利亚追求民主平等以及文化的多样性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澳大利亚土著人；教育优惠政策；内容；动因；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Ｇ　５６１．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７７９（２０１０）０６－００２５－０６

　　在以民族多样性为其主要特征的国家中，少数

民族与主体民族在政治、经济及文化教育水平等方

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由此，近几十年来，许多国

家对少数民族的教育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各国

为了提升少数民族教育整体发展水平，采取了一系

列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优惠性政策。澳大利亚联邦

是一个民族多样性显著，高度重视教育，土著人教

育发展显著的国家，虽然其土著人口仅占全国人口

的２．３％，但澳大利亚土著人问题一直是困扰着澳

大利亚政府重要的问题之一，常常在国内外引起高

度关注。澳大利亚政府面对土著人发展进程的历史

语境，以本国的历史为基础，以整个澳大利亚的社

会、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为支撑，在尊重土著人与非

土著人之间的差异的前提下，针对土著人教育发展

而制定了一系列优惠的政策措施。

一、澳大利亚土著人教育优惠政策的

发展过程与政策内容

２０世纪以 前，澳 大 利 亚 政 府 不 认 可 土 著 文 化

和历史，土 著 人 连 基 本 的 公 民 权 利 都 没 有，直 到

１９６０年土著人 权 才 真 正 有 所 改 善，政 府 设 立 了 土

著人事务机构，承认土著人是澳大利亚原始居民，

１９６２年土著人 获 得 了 选 举 权。澳 大 利 亚 政 府 针 对

土著及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处境和历史遗留的问题，

提出了减少土著与非土著居民之间的差距，提高土

著人生活水平及受教育程度的政策。澳大利亚土著

人教育优惠政策顺时而进，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

同的内容。
（一）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９０年代

始于１９６９年，澳政府进行联邦教育体制改革，

提出加强土著人的教育，并推出了支持和发展土著

人教育的一系列措施。

１．１９６９年，联邦政府针对土著居民面对教育

的不公平和 不 利 处 境，推 出 了 《土 著 研 究 资 助 计

划》 （Ｔｈｅ　Ａｂ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ｃｈｅｍｅ
（ＡＢＳＴＵＤＹ））。主要目的 是 通 过 提 高 教 育 结 果 来

解决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面对的教育困境，鼓励

土著学生充分利用可得的教育机会，从而增加就业

机会。

２．１９７０年 开 始，联 邦 政 府 让 土 著 人 进 入 中

学。１９７６年，澳大 利 亚 联 邦 政 府 设 立 了 土 著 教 育

委员会，辅助联邦政府教育部积极推进土著居民教

育事业。

３．为发展土著人教育，澳大利亚联邦 政 府 在

１９８８年颁布 了 《澳 大 利 亚 土 著 和 托 雷 斯 海 峡 岛 民

学习基本原理法案》。法案的提出充分显示了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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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联邦政 府 越 来 越 关 注 澳 土 著 人 等 少 数 民 族 群

体。

４．澳大利 亚 宪 法 规 定 教 育 由 各 州 政 府 负 责，
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澳联邦政府于１９６７年设立

了联邦教育、科学和培训部。通过这一机构的设立

来制定国家统一的教育目标。１９８９年１０月，澳联

邦政府正式出台了 《国家土著居民与托雷斯海峡岛

民教 育 政 策》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ｂ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ｏｒｒｅｓ
Ｓｔｒａｉｔ　Ｉｓｌａｎｄ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ＥＰ））。该政 策

奠定了澳大利亚所有土著教育计划的基础，被澳大

利亚政府和各州政府所认可。它包括四个主要的目

标 （土著居民与托雷斯海峡岛民在制定教育决策中

的参与权；接受教育服务的平等权；参与教育的平

等权；平等的适当的教育成果）和２１项国家长期

目标。其突出之处在于把澳大利亚非土著人的教育

接受、参与和取得成果的水平制定为澳大利亚土著

人的基本标准，使土著人的教育与非土著人的教育

趋于均衡发展。

５．１９９０年，教育、培训、就业和青年事务部

（ＭＣＥＥＴＹＡ）提 出 了 《土 著 教 育 战 略 性 举 措 计

划》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ＥＳＩＰ））。ＩＥＳＩＰ的资金是专门由各州和

地区为土著学生而提供的，用于大学以及职业教育

和培训机构，为主要以通讯的方式学习的土著学生

提供额外的在校支持。超过９０％的土著学生从２００
个教育机构中接受了教育服务。

６．１９９１年，经内阁批准设立 《土著人教育直

接资 助 计 划》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ＥＤＡ））。这项计划与 《土著教育战略

性举措计划》是联邦政府在土著教育领域中的两项

关键政策。此项计划由三个部分组成：（１）土著学

生 资 助 和 父 母 参 与 计 划 （Ａｂ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ＡＳＳＰＡ））。主要是为了提高土著学生在适龄阶段

参与到学校中和其父母参与到教育决定中来提供资

助。 （２）土 著 学 生 辅 导 帮 助 计 划 （Ａｂ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Ｔｕｔｏｒｉ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ｃｈｅｍｅ（ＡＴＡＳ））。为 中 小 学

教育、职业教育、大学教育阶段和正式培训计划中

的土著学生提供额外的学习辅导帮助。（３）土著人

职业和教育引导计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ｂ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Ｓｃｈｅｍｅ （ＶＥＧＡＳ））。其

目的是为教育参与者的职业选择和深入学习提供信

息帮助。

７．１９９８年的 《高等教育资助法案》规定，联

邦政府将设立土著民资助金，支持致力于提高土著

人的高等 教 育 入 学 率 和 成 果 机 会 的 各 种 活 动。从

１９９８年起，这一资助项目分别以５０％的资 金 用 于

提高土著学生参与率，３５％用于促进土著学生的学

业进步，１５％用于土著学生的奖学金的比例分配给

各高校。［１］ （Ｐ３３４）

８．１９９９年联邦和各州的部长提出，提高国家

的土著教育被列为紧迫的国家优先的事业，政府试

图通过知识和技能赋予原住民更多的权利。联邦政

府教育培训部长戴维·肯普在 “国家所面临最主要

的教育挑战之一仍然是土著人教育平等”的声明中

称，土著居民与其他人一样拥有相同的教育机会是

至关重要的。具体的政策措施主要有：（１）澳有关

法律 规 定，６～１５岁 义 务 教 育 年 龄 段 的 所 有 孩 子

（含土著人）都应上学，并是强制性的。（２）联邦

和州政府为学生上学提供各种资助。（３）在经费投

入方面给予大幅度的倾斜照顾，按土著人教育发展

与研究的 有 关 项 目 拨 给 专 项 经 费。［２］ （４）学 校 采

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发展远距离教育，并组织专家

学者编写统一的教材。［３］

９．澳联邦政府针对基础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开始运用政策手段推行全国统一课程，即

１９９９年４月，教 育、培 训、就 业 和 青 年 事 务 部 长

级别会议通过的 《关于２１世纪学校教育国家目标

的阿德莱德宣言》。这一宣言比其他的土著教育政

策更具有宽泛的视野，重点是要提高在特殊核心竞

争力方面的成果，强调解决问题和交流的能力，建

立学生的社会和情感能力。在此宣言中，教育更多

的是被看 做 基 础 性 的，而 不 是 简 单 的 提 高 就 业 前

景。固然一旦当教育被看作是拥有更广泛的关注点

的时候，土著学生的特殊文化的需要开始变得更加

的紧迫，土著人文化和学校目标之间的特殊关系的

本质也开始变得尖锐。更重要的是，国家目标明确

提出，社会公正取决于所有学生学习土著文化，而

且阐明了在学校中进行土著研究的双重目的，通过

文化认同增加土著学生的自尊心，同时让更多的人

关注土著人和他们的文化。
（二）２１世纪以来

１．２０００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出台了 《土著居

民教育 （目标援助）法案》，２００４年对此法案进行

了修订并实施。该法案主要是通过增加拨款来支持

和发展土著居民教育，提出明确的目标，即为土著

居民提供公平、良好的教育；提高土著居民在教育

决策中的 参 与 程 度；为 土 著 居 民 发 展 文 化 教 育 服

６２



务。明确界定其法案实施的对象为澳大利亚首都地

区和北方地区的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后裔，
也对教育提供者做了详细介绍。规定了土著居民学

习资助计划的认证课程，并逐年增加对学前教育、
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和培训等部门的拨款额度，
并增加了资助对象，其中包括为使用土著语言的学

生学习英语提供资助、提供短期的特殊资助以及为

共同致力土著青年的学习项目提供资助。

２．２０００年３月，澳大利亚在ＩＥＳＩＰ的保护伞

下，由总理推出了 《国家土著民英语识字和算术发

展战 略》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Ｎｕｍｅｒａｃ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这一政策的主要 目 标 是

为了使土著学生与其他澳大利亚学生在识字和算术

能力方面达到相当的水平，并为教育提供者达到这

一目标增加了额外的拨款。这一政策集中于６个关

键问题来达到其目标：提高学生出席率；解决影响

土著学生学习的健康和营养问题；学前教育经历；
吸引和保留优秀教师；采取最好的教学方式；测量

成功，实现问责制。建议解决这６个问题的最好方

式是寻找能成功实施的关键因素。这些关键因素如

培养家长、教师和社区的高期望值。

３．澳 大 利 亚 教 育、就 业 和 劳 资 关 系 部 门

（ＤＥＥＷＲ）致力 于 澳 大 利 亚 政 府 的 目 标———减 少

土著的劣势，提高土著高等教育成果，在澳大利亚

高等教育中增加土著的文化和知识。包括：（１）以

增加土著高等教育入学率为目标；（２）鼓励更多的

土著人参与到高等教育政策发展中来；（３）给高等

教育机构提 供 额 外 的 财 政 资 助 以 提 高 土 著 人 的 成

果。包括土著支持计划、土著教职员工奖学金。自

１９９８年颁布 的 《高 等 教 育 资 助 法 案》的 资 助 经 费

在２００３年 达 到２．４３亿 美 元，在２００４年 增 加 到

２．４８８亿美元，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 间 再 次 增 加１．０４
亿美元。［１］ （ＰＰ．３４６－３４７）

鉴于有关土著人教育研究在学术文献方面的缺

乏，Ｂｅｒｅｓｆｏｒｄ　Ｑｕｅｎｔｉｎ和 Ｇｒａｙ　Ｊａｎ在 《土 著 教 育

政策发展的模式：问题与论述》中将这些政策和措

施揉合到了土著教育的模式当中，他把提到的土著

教育政策归结为７个独立的模式，从中可以确定出

目前土著教育的实践：社会公正模式；社区发展模

式；加强协调模式；精英模式；文化认同模式；学

校响应模式；补偿性能力模式。虽然这些模式之间

是分离的，但是它们不是相互排斥的；每个可以是

独立的，而且应当与其他的模式并存。但是所有模

式并不一定就是平等有效的。［４］

二、澳大利亚推行土著人教育

优惠政策的动因

澳 大 利 亚 土 著 人 口 尽 管 仅 占 全 国 人 口 的

２．３％，但土著人问题一直是困扰着澳大利亚政府

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并在国内外引起了高度重视。
“教育中 的 问 题，能 为 政 府 认 定 为 教 育 政 策 问 题，

努力去加以解决，那么这一问题必然是对政治思想

和政治秩序有威胁的。一个社会的政治因素决定着

这个社会中 教 育 政 策 问 题 的 内 容 或 解 决 方 式。”［５］

（Ｐ１８）在 正 规 学 校 的 背 景 下，一 些 学 者 已 经 突 出

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教育可以缓解土著社区

面对的重大的社会不利因素。教育是与改善澳大利

亚土著人就业成果和减少犯罪率相关的最主要的因

素之一。教育提供了关键的自我决定和积极的、公

平的参与到社会中的动力。而且学者们也指出，学

业的圆满完成是参与到进一步的一系列教育、培训

和就业机会当中来的必要的前提，这已成为广泛接

受的事实。就其教育优惠政策的动因，可归纳为以

下几点：
（一）多元文化社会的形成

除了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以外，自英国殖

民者到达澳大利亚以来，已先后有来自世界１２０个

国家、１４０个民 族 的 移 民 到 澳 大 利 亚 谋 生 和 发 展。
澳大利亚成为典型的移民国家，被喻为 “民族的拼

盘”。澳土著人在此繁 衍 生 息，形 成 了 自 己 独 特 的

文化体系和生活方式。移民们脱离属于自己的文化

母体，游离到陌生之地，他们自身就变成了某一文

化的载体，之后又将自身的文化留在了新生活的土

地。这就说 明 澳 大 利 亚 文 化 的 创 造 主 体 不 是 单 一

的，而是来自世界不同种族和民族，它的多源性就

铸造了它的多元性，所以多元文化成为澳大利亚社

会一个显著特征。
澳大利亚成为多元文化的国家已是既定事实，

它是一个由 盎 格 鲁－澳 大 利 亚 人 的 文 化 为 主 体 文

化，土著居民和移民文化为非主体文化共同存在的

国家，澳大利亚土著人作为国家的原住民是多元文

化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多元化社会中存

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即主体文化群体对处于次要地

位的文化群体是认同还是排斥的问题，现实往往是

处于次要地位的文化群体被排斥，而且无法充分享

受自己应有的权利而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在现代

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少数族群要求其国家承认他们的

身份，要求包容他们的文化差异，并希望承载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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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独特文化的社会能够延续下去。这对多元文化

的社会来说，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受到影响。而 “多
元文化国家中的一种全面的正义理论，将既包含赋

予每个个体 而 不 考 虑 其 全 体 成 员 身 份 的 普 遍 性 权

利，又包含特定的群体上有差别的权利或少数族群

文化的 ‘特殊地位’”。［６］ （Ｐ７）
（二）社会进步人士对土著的大力支持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土著人实行的同化政策激

起了土著 人 的 反 抗，但 是 他 们 的 反 抗 并 不 是 孤 立

的，得到了白人进步学者的支持。这些进步学者在

澳大利亚成立了研究团体，他们于１９２５年在悉尼

大学建 立 了 人 类 学 系，１９３０年 创 立 了 《大 洋 洲》
杂志。拉德克 利 夫－布 朗 是 《大 洋 洲》杂 志 的 编

辑，他和 “其他民族学家们在３０年代撰写的文章，
公正地介绍了土著居民。在这些教授中，最著名的

是Ａ·Ｐ·耶尔金，它要求给土著更好的教育和改

善他们的物质环境，并认为土著人有能力从沮丧和

贫困的边缘中走出来。当其他人正为促使土著文化

告终而工作时，耶尔金争辩地说，土著文化的某些

方面要保留下来。土著居民不但不会被同化，而且

其他澳大利 亚 人 还 可 以 从 土 著 文 化 中 学 到 一 些 东

西。”［７］ （Ｐ７６）
“１９６５年国际会议提出了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

歧视的公约之后，澳大利亚正直学生也起来反对种

族歧视，社会上的公正人士也起来反对同化政策。
一位土著事务部的官员告诉我，土著也是人，从人

道主义 讲，我 们 过 去 做 法 不 对，现 在 应 该 纠 正 过

来。”［８］ （Ｐ１２２）“澳大利亚各界开明人士纷纷发表

评论，认为欲求全国统一与发展，必须切实改善对

待土著人的方针和政策。”［９］ （Ｐ４０）此后，社会进

步人士继续大力支持土著居民。
（三）澳联邦政府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１９１０年推行了一 项 新 政

策，即以改善土著儿童生活为理由，将土著孩子带

到白人家中或者保育所进行培育，彻底地将这些土

著儿童融入到白人的社会当中。这在名义上是改善

土著儿童的生活，但本质上是一种种族文化灭绝的

政策。这项政策一直延续到１９７０年才被 废 除。直

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澳大利亚人民才了解到这

一事实，他们要求政府向土著人道歉的呼声日益高

涨，现在大部分的州和地区政府，另外还有许多教

堂和民间机构就此向土著人道歉。
少数族群权利问题也是国际关注的突出问题。

在日内瓦召 开 的 联 合 国 反 对 种 族 歧 视 委 员 会 会 议

上，委员会要求澳大利亚政府修改其对土著民族的

政策，并就包括土著人权利、“被偷的一代”等问

题，再次对该委员会做出解释。澳大利亚由此成为

该委员会 “提 审”的 第 一 个 西 方 国 家。［１０］ （Ｐ１４５）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对澳大利亚对待土著人的种种

政策提出了强烈的谴责。即使是它以前的宗主国英

国也认为 澳 政 府 “对 土 著 的 歧 视 损 害 了 英 国 的 声

誉”，美国等大国批评澳大利亚的土著政策是 “不

人道的”、“野蛮的”。澳大利亚的土著政策也常常

遭到其周 边 国 家 的 非 议，这 让 澳 政 府 感 到 很 不 舒

服。［１１］ （Ｐ１６０）面对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澳政府

要在保证澳 大 利 亚 土 著 居 民 的 基 本 公 民 和 政 治 权

利，保护土著居民独特的文化，使土著人与非土著

人之间在各方面趋于平等的政策中做出改变。“澳

大利亚政府对此当然会有深切的了解，因而在政治

上和经济上逐渐采取平稳协调的政策，来代替过去

一贯 推 行 的 高 压 政 策，以 期 取 得 土 著 人 民 的 谅

解。”［９］ （Ｐ４０）政府将推出有助于提高土著居民生

活水平的教育政策。但是直到陆克文总理上台以后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才对土著人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道

歉。
（四）澳大利亚土著 人 民 族 意 识 的 高 涨 和 政 治

力量的加强

１８世纪后 半 叶 英 国 殖 民 者 的 到 来，打 破 了 土

著人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他们屠杀土著居民，
争夺土地，土著人的命运充满了血泪和屈辱。但是

“为维护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土著居民

没有屈服，他们依然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说

自己的语言，信仰自己的宗教。与此同时，在土著

居民中间，加强了抗议活动。他们不间断地向政府

部门写信，要求公正地对待他们。”［７］ （Ｐ７５）澳大

利亚土著人在不断地抗议和斗争中保持了自己民族

的特性。
第二次 世 界 大 战 以 后，伴 随 着 土 著 人 口 的 增

长，越来越多的土著居民移居城市，“人口的城市

化使土著人更加接近政治中心，他们的下一代有更

多的受教育的机会。对土著人的历史、文化有更多

了解，增 加 了 自 尊 心。并 建 立 了 土 著 人 自 己 的 组

织。土著人 的 政 治 观 点 可 以 通 过 这 些 组 织 表 达 出

来。”［８］ （Ｐ１２２）社 会 正 在 趋 向 于 多 元 化 的 方 向 发

展，个体的主体性也越加凸显，澳大利亚土著人的

主体意识逐渐增强，政治力量也在逐步加强，他们

要求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维护国际法承认的土著人权

利。这些在种族和民族上占少数的群体们，希望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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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文化身份得到认可和支持，要求享有民族自决

权，保护自己的土地、语言以及种族传统的生活方

式，要求建立教育平等的政策体系予以保护。

三、澳大利亚土著人

教育优惠政策的价值取向

在不同的多民族国家中，每个国家的民族政策

都有自己的特色，每种民族政策都蕴含着或体现着

一定的价值取向。［１２］ （Ｐ７２）澳 大 利 亚 作 为 典 型 的

多元文化国家，追求民主平等以及文化的多样性是

其价值观所在，教育优惠政策的价值取向也是趋于

与其民族政策一致的。
“当今的 许 多 问 题 都 与 教 育 政 治 搅 和 在 一 起。

教育关系到事业青年问题的处理；关系到多元文化

的观念转变问题；还关系到澳大利亚土著人的自决

权问题。”［１３］ （Ｐ１６）澳大利亚政府面对土著人发展

进程的状况，针对土著人教育发展而制定的一系列

优惠的政策措施，是以本国的历史与现实的社会条

件为基础的，它与澳大利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

会发展是一致的，在尊重土著人与非土著人之间的

差异的前提下，为了更好地实现澳大利亚土著教育

乃至澳大利亚教育的整体发展而得以形成的。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对处于弱势群体的土著学生

的一种补偿，从而缩小澳大利亚土著人和非土著人

之间的差距，达到社会的共同进步。
（一）追求民主平等

澳大利亚是典型的多元文化社会，国家多元文

化咨询理事会在１９９９年的报告 《走向新世纪的澳

大利亚多元文化：无所不包》中重申了自由和民主

制度是 多 元 文 化 政 策 的 基 础，公 民 义 务、文 化 尊

重、社会平等和有效益的多样性是其基本原则。民

主平等是各国共同期盼的一种理念。而教育平等仍

是世界教育领域中所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正如胡

森所言 “若干年以来，无 论 在 国 内 还 是 在 国 际 上，
就教育问题进行的政策讨论中，‘平等’已变成一

个关键词。”［１４］美 国 哲 学 家 罗 尔 斯 在 《正 义 论》中

提到：“由于出身和天赋的不平等是不应得的，这

些不平等多少应给予某种补偿，这样，补偿原则就

认为，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机

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

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这个观点就是要按照平等

的方向补偿由偶然因素所造成的倾斜。”［１５］ （Ｐ９６）
澳大利亚土著人作为其社会中的一部分，由于

历史根深蒂固的原因以及自身发展的缓慢，严重阻

碍了澳大利亚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在多民族国家中

主体民族在政治和经济上所做出的决定将会消弱边

缘群体的社会性文化的生存能力，而在主体民族当

中却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这很显然是一种不平等。
“国际社会倡导人权、民主、自由和平等，基于普

遍的文化差异 （包括宗教、民族、种族、语言、出

生等差别）而产生的社会歧视不再有存在的合理性

和合法性。土著人民的斗争，这都迫使西方国家重

新审视自己的民族文化政策，开始转向尊重国内不

同民族文化群体的生活方式，保证不同文化群体的

平等，承认国 内 不 同 文 化 群 体 的 存 在 和 发 展。”［１６］

（Ｐ２１）因 此，这 种 在 文 化 中 被 置 于 不 利 地 位 的 情

况，会因政府的承认和支持而得到改变。如果土著

人能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承下去，那么土著文化成

员身份的利益也就得到了平等的保护。“尊重的平

等在教育里保 持 着 关 键 的 作 用”。［１７］ （Ｐ２０７）澳 大

利亚在教育领域中对土著人实施优惠政策是遵循多

元文化主义的宗旨，以民主平等为根基的，使土著

人在教育的入学机会、教育过程以及教育结果中与

非土著人趋于均衡发展。
（二）保持文化多样性

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一直以来坚

持文化同质。但是随着大规模的移民的涌入以及本

国土著人口数量的增加，各种现实情况促使澳大利

亚由同质社会向多元社会转变。随之其社会呈现出

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而澳大利亚

土著人作为国家的原住民，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
他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而且在土著

文化内部也存在着文化的多样性，他们有很多个部

落，他们的语言及其复杂，上达几百种方言。与此

同时，在现代化的境域中土著人的生活等各方面也

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基于多方考虑，最终澳大利亚

联邦政府采取多元文化政策，承认和保持民族文化

认同，给予他们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为澳大利

亚社会和谐发展创造条件。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社

会不仅包括对外来移民文化的认可，而且还包括对

土著文化的理解 与 尊 重。［１８］ （Ｐ３３）澳 大 利 亚 土 著

文化成为国家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现

代化进程的加速，价值多元化发展，尊重和认同文

化多样性势在必行，“正如理查德·福尔克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ａｌｋ）指出的那样， ‘通 过 丰 富 我 们 的 经 历，扩 充

文化资源，社会的多样 性 增 加 了 生 活 的 质 量’。因

此，保护少数族群文化 ‘越来越被承认为是所有开

明的自我 利 益 的 一 种 表 达’。”［６］ （ＰＰ．１５５－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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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样性 对 于 多 民 族 国 家 的 存 在 和 发 展 至 关 重

要，有利于不同文化群体的和睦相处，有利于经济

社会稳定发展和维护国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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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刘思．高校招生中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分析 ［Ｄ］．东

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７．
［１５］　约翰·罗 尔 斯．正 义 论 ［Ｍ］．何 怀 宏，等 译．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６］　杨洪贵．澳大利亚多 元 文 化 主 义 研 究 ［Ｍ］．成 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７］　马金 森．现 代 澳 大 利 亚 教 育 史－１９６０年 以 来 的 政

府、经济与 公 民 ［Ｍ］．沈 雅 雯，等 译．浙 江 大 学

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８］　Ｇｈａｓｓａｎ　Ｈａｇｅ．Ｗｈｉｔｅ　Ｎａｔｉｏｎ：ｆａｎｔａｓｉｅｓ　ｏｆ　ｗｈｉｔｅ

ｓｕｐｒｅｍａｃｙ　ｉｎ　ａ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ｌｕｔｏ　Ｐｒｅｓ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１９９８．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ｏｓｅｄ　ｏ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ＷＡＮＧ　Ｚｈａｏ－ｊｉｎｇ，ＧＨＥＮ　Ｔｉｎｇ－ｔｉｎｇ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Ｅｔｈｎ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ｎｚｈｏｕ，Ｇａｎｓｕ，７３００７０，ＰＲＣ）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ｈａｖｉｎｇ　ｂｅｅｎ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ｔｏ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ａｖ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ａ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ｌｅｖｅｌ　ｕｐ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ｓ　ａ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ｈｉｇｈｌｙ　ｖａｌｕ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ｓ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ｍ　ｍｕｓｔ　ｂｅ　ａ　ｇｏｏ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苏二利／校对　　舒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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