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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ａｍｅｓ　Ａ．Ｂａｎｋｓ教授是 美 国 西 雅 图 华 盛 顿 大

学Ｋｅｒｒｙ　ａｎｄ　Ｌｉｎｄａ　Ｋｉｌｌｉｎｇｅｒ多元研究讲席教授及

多元文化教育中心主任；多元文化教育研究领域和

社 会 学 研 究 领 域 的 专 家；美 国 教 育 研 究 协 会

（ＡＥＲＡ）和全国社会学委员会 （ＮＣＳＳ）的前任主

席；国家 教 育 研 究 院 成 员 之 一；１９８６年，美 国 教

育研究协 会 遴 选Ｂａｎｋｓ教 授 为 “少 数 民 族 教 育 杰

出学者”；１９９６年获得 “少数民族教育杰出职业生

涯奖”；２００１年 获 得 “社 会 学 杰 出 职 业 生 涯 奖”。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５日笔者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多

元文化教育中心对Ｊａｍｅｓ　Ａ．Ｂａｎｋｓ教授就美国多

元文化教育及多元文化公民教育进行了访谈。

王文丽：Ｂａｎｋｓ教授您好，很庆幸有机会来到

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和您有一次面对面交流学习

的机会。您是目前美国多元文化教育及公民教育研

究的领军人物，被称为 “美国多元文化教育之父”。

您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对美国多元文化教育起到

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全世界也有很深远的影响。

您能讲讲您做出的巨大贡献的和您的成长经历有什

么关系吗？

Ｊａｍｅｓ　Ａ．Ｂａｎｋｓ：你 好。很 荣 幸 接 受 你 的 采

访。这个问题很有趣。我认为，学术研究和个人成

长背景永远 都 是 交 错 在 一 起 的。３０多 年 来 我 在 研

究工作中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信念：研究者的生活阅

历、人生观、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等因素都会极大

地影响他们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我出

生在１９４１年，那 年 日 本 偷 袭 珍 珠 港，美 国 打 着

“拯救民主”的 旗 号 卷 入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然 而，

战争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主问题。接下来的十多

年里，日益严重的种族问题和社会等级制度成为美

国实现民主社会的绊脚石。我的家乡在阿肯色州，

美国种族隔离非常严重的南部城市。在那里，种族

歧视无处不在：学校、教堂、公共图书馆、医院等

等。黑人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非常不满，但他们不

敢在公共 场 所 发 表 自 己 的 言 论，永 远 都 保 持 着 沉

默。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问自己：为什么黑人孩子

每天要步行五公里多的路程去学校，而白人学生可

以坐通勤车上学？为什么我在教科书中看到的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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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是快乐的，而现实生活中却截然不同？黑人的

饮用水为什么要被贴上不同于白人的标签？这些疑

问一直困扰着我，寻找这些问题答案的欲望促使着

我不断地学习研究。因此，研究者的成长经历会影

响他们的价值观的形成、研究问题的提出和知识的

构建；反过来，他们研究的问题和建构的知识也体

现了他们的成长历程和价值观。

王文丽：Ｂａｎｋｓ教授，您的成长经历的确对您

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您能

谈一谈您的研究主要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吗？

Ｊａｍｅｓ　Ａ．Ｂａｎｋｓ：我 的 研 究 主 要 经 历 了 五 个

阶段：黑 人 历 史 研 究、种 族 研 究、多 种 族 教 育 研

究、多元文 化 教 育 研 究 以 及 多 元 文 化 公 民 教 育 研

究。

我对黑人及黑人历史的研究产生兴趣，主要受

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的影响。前面提到过，我生活

在一个种族隔离严重的南部城市，从小就经历不公

平的种族待遇。因此，消除种族歧视、实现社会公

正就成为 我 的 梦 想 和 追 求。１９６５年，我 在 伊 利 诺

伊学校当老师，这是我开始黑人历史教学研究的重

要起点。当时，我担任三、四两个年级的社会学课

程。这所学校的大部分学生都来自低收入的黑人家

庭。学生厌学情绪严重，学业成绩差，对课本内容

不感兴趣，不能积极主动参与课堂教学。为了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业成绩，我搜集了美国建

国以来历史上著名黑人的个人传记作为教材。在每

一节课上，我都会和学生一起选取一位伟人进行研

究，并有相关问题的讨论和练习。学期结束时，学

生选择一位 自 己 感 兴 趣 的 黑 人 进 行 模 仿 并 发 表 演

说。这种教学方法很成功。因为课堂上谈论的主题

和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这样就极大地调动了学习

积极性和参与性，学生的学业成绩有了显著提升。

从的这次教学变革中我体会到，社会学和黑人历史

的结合能有 效 地 激 发 学 生 学 习 的 积 极 性。１９６９年

我考取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在读博的四年中，我

撰写的著作和论文都与黑人历史研究和黑人历史教

学法有关。如 《迈向自由：美国黑人的历史》是为

中学生编写的历史书籍；《如何讲授美国黑人历史：

方法和材料》一本关于黑人历史教学法的书籍。论

文 “调查法：一种历史的教学手段”中我谈到历史

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学生了解历史真相，掌握获

取历史的方法，通过思考用自己的表达方式陈述历

史，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

１９６９年，我 博 士 毕 业 后 被 华 盛 顿 大 学 聘 任，

主要从 事 社 会 学 研 究。我 一 直 认 为，社 会 学 这 门

课，就应该帮助学生获取为建立民主公正的社会所

必需的知识、技能，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因此，在

讲授社会学这门课的时候，我将教学内容更多地放

在 “社会焦点”性问题上，如，种族歧视、社会暴

力等，但是 这 种 课 堂 变 革 遭 到 白 人 学 生 的 强 烈 反

对。幸运的是，学校对我的变革举措给予了很大支

持。

１９７１年，我被 邀 请 参 加 社 会 科 学 教 科 书 评 估

会。这次会议是我研究历程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我有幸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和不同民族

的学者。通过与他们的交流与学习，我发现他们和

我一样都在为种族平等和社会公正这一目标努力奋

斗。种族歧 视 和 不 公 平 待 遇 在 全 世 界 各 国 普 遍 存

在。这种 现 象 不 仅 存 在 于 黑 人 族 群 中，非 主 流 群

体、边缘化的多种族和多民族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因此，我开始将研究领域拓展到多种族、多民族和

多文化群体的教育研究。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兴起后，包括

美国黑人在内的多种族群体反对种族隔离与歧视，

争取民主 权 利。他 们 要 求 学 校 关 注 非 主 流 种 族 群

体，将种族学课程纳入到学校课程中，增加有色族

群教师的数量。然而，单一的种族课程变革并没有

从根本实现种族平等，也没有提高有色人种学生的

学习成绩。通过和老师们的沟通交流，我发现，消

除种族歧视、实现人人平等必须通过学校整体的变

革才能得以实现。课程变革只是学校变革的必要条

件，并不是决定性条件。因此，我提出了多元种族

教育理论。这个理论中不仅包括课程变革，还包括

学校政策、教学风格、教学策略、教学评价等一系

列变革。

１９７１年我作 为 华 盛 顿 大 学 的 副 教 授，被 教 育

杂志邀请修订一期关于少数民族教育的特刊。这次

机会让我接触到了少数民族教育领域的大腕，并有

机会将自己的多元种族理论提出来和大家共享。

１９７５年，犹太 国 际 服 务 组 织 抗 联 盟 协 会 在 在

纽约举行题为 “多元民主社会”的会议。我在会上

对旧的两种意识形态，“一元论”和 “多元论”进

行反驳，并提 出 “多 元 与 一 元 并 存 的 意 识 形 态”，

即 “多元种族意识形态”。这种新型的意识形态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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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一元中的多元，也强调多元中的一元。

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美国黑人种族运动的兴起

也促使社会边缘群体为争取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

而开展运动，这些群体包括有色人种、妇女、残疾

人和同性恋等。这一时期的研究逐渐从多元种族教

育转向多元文化教育。 《多元文 化 教 育 研 究 手 稿》

是我的第一本关于多元文化教育的著作。１９９７年，

这本书被 全 国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协 会 评 为 “最 佳 图 书

奖”。《多元文化教育：发展与展望》是我撰写的一

篇多元文化教育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

多元文化教育的五个维度：内容整合、知识建构、

消除偏见、教育平等和赋予学校文化。也就是说，

教师应该在吸收不同族群的文化的基础上讲授概念

和培养技能，让学生懂得不同学科的知识是如何建

构的，建立不同族群间积极的态度和行为；教师还

要努力变革教学策略，让来自不同种族、文化、社

会阶层的学生拥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这五个维度

之间是相互影响，缺一不可，它是有效实施多元文

化教育的途径。

１９９２年，我在 西 雅 图 华 盛 顿 大 学 成 立 了 多 元

文化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研究中心成立之后的第

一件事就是启动一项关于 “多元文化教育发展历史

基础研究”的项目。这个项目主要有两个目的：一

是找到目前的多元文化教育运动和早期的以促进赋

权、知识变革、追求解放与自由为目的的多元文化

运动的关系；二是对研究生进行指导。《多元文化

教育，变革的 知 识 和 行 动》和 《提 高 多 元 文 化 教

育：从族群运动中汲取的经验》都是这一阶段的成

果。

因为我的生活背景和教育经历，我对多元文化

公民教育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我就着手美国公民教育的研究。我们都知道，美

国历史上的公民教育是由权势主流群体构建起来并

为其服务的。它滋生了公民的被动性，加剧了主流

社会、种族、阶级在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性。我想起

了２０世纪四、五十年代我在南方种族隔离学校上

学的情 景。每 天 清 晨，我 们 都 会 一 边 唱 着 国 歌 和

“黑人”国歌，一边 “抬 高 声 音 大 声 唱 着”对 美 国

的效忠誓言。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大家生活在一个

“全民自由和公正”的国度，而黑人孩子却在种族

隔离学 校 学 习，接 受 不 公 平 的 待 遇？１９９９年，教

育荣誉协会的前任主席邀请我为他的 《新世纪的教

与学》一书写篇文章。在文章中我提到，对于像美

国这样的多种族国家来说，过去的公民教育就是建

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同化教育。随着人口迁徙，人

口结构的不断变化，以往的公民教育已经不适应当

今美国社会的发展，公民教育变革势在必行。多元

文化背景下的公民不仅要共享国家文化，还要保持

本族文化，达到多元与一体的统一。

总之，多元社会背景下公民教育的主要目的就

是要帮助学生为了民主公平的社会而获得采取公民

行动所必备的知识、态度和技能；培养学生的多元

文化素养，从多民族和异文化的视角批判性地看待

知识，并用这些知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培养学生

的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公民资格观，树立他们的民族

认同感、国家认同感和全球认同感。

王文丽：Ｂａｎｋｓ教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

全球范围内研究多元文化公民教育的？多元文化教

育和多元文化公民教育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Ｊａｍｅｓ　Ａ．Ｂａｎｋｓ：进入２１世纪 以 来，随 着 移

民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人口结构越来越复杂化、

多元化，公民教育的研究范围有所拓展，在以往研

究基础上 将 范 围 扩 大 到 全 球 范 围 内。２００２年，意

大利百乐宫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举办的会议上，我提

交了我的关于全球化多元文化公民教育的第一本著

作 《多元 文 化 背 景 下 的 种 族 多 样 性 和 公 民 教 育》。

２００５年，在华盛顿大学第２９届教师讲座中，我对

自己过去３０年的研究作了一个回顾和总结，并提

出未来公民教育的重点应放在全球化背景下。

多元文化教育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多元文

化公民教育包含在多元文化教育中，是多元文化教

育中的一个分支，多元文化教育的五个维度适用于

多元文化公民教育中，是实现多元文化教育的路径

之一。比如说，从学校课程和教学来讲，多元文化

教育的内容可以运用在数学、语文等科目中，同样

也适用在公民教育这门课中。

王文丽：Ｂａｎｋｓ教授，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美

国多元文化公民教育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呢？

Ｊａｍｅｓ　Ａ．Ｂａｎｋｓ：困 境 和 挑 战 在 每 一 个 发 展

阶段无处不在。对于美国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公民教

育来说，首先，移民人口的贫困问题和移民子女的

教育问题成为当前公民教育的最大障碍。据调查，

１９９８年，美 国 就 有１８．７％的 孩 子 来 自 贫 困 家 庭。

在这些贫困人口中，有色人种占到了很大比例：非

１０１



裔美国人占３３．６％，西 班 牙 裔 占２８．９％。预 计 在

未来的几年，这个比例将继续增加。这些贫困适学

青年因 学 习 成 绩 差、辍 学，在 社 会 中 染 上 不 良 行

为，参加反社会的非法活动，成为培养有效公民的

严重障碍。其次，人口结构的变化，有色人种数量

的不断增多，白人身份受到威胁，造成白人的恐慌

和不安。美国２００６年人口普查局预计，到２０５０年

有色人种人口比例要占到美国人口的一半。还有，

学校师生 人 口 比 例 失 衡。据 统 计，２００４年 美 国 公

立学 校 中 有 色 人 种 学 生 人 数 占 到 学 生 总 数 量 的

４３％，有２０％的 学 生 掌 握 英 语 和 母 语 两 种 语 言；

而学校教师中，９０．７％的教师是只掌握英语一门语

言的白 人，其 中 女 教 师 占 到７４．４％。最 后，教 材

内容上仍然以主流文化为主。美国主流文化是经过

严格和客观研究形成一整套真理，不受利益、价值

观等影响。近３０年来，很多变革派对主流文化提

出质疑和挑战。他们认为知识来源于人类的文化体

验；获取知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服务社会。主流文

化很难帮助有色人种学生，尤其是贫困生和异文化

的学生获得知识、培养积极态度和技能。

王文丽：您在书中提到，布朗法案是美国历史

上非常重要的法案，对于黑人消除种族歧视，获得

平等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您能具体谈一谈布朗法

案以及它的影响吗？

Ｊａｍｅｓ　Ａ．Ｂａｎｋｓ：美 国 布 朗 法 案 指 的 是

“１９５４年布朗起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一案。这个

案件讲的是美国黑人琳达·布朗每天要步行很长一

段路去黑 人 学 校 上 学，而 在 她 家 附 近 就 有 一 所 学

校，但那所学校只招收白人学生。决定让她在这所

白人学校读书但遭到校方拒绝。因此，琳达的父亲

向法院起诉了教育委员会。美国最高法院的决议是

“隔离但平等”是不符合宪法规定的，白人和黑人

要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判决，

允许了黑人儿童和白人儿童同校学习，终结了种族

教育隔离制度。布朗法案从表面上看，为黑人争得

了平等的公民权利，但实际上法案激起了白人的愤

怒和仇恨，黑人为此付出了惨痛的教训。１９５７年，

反种族隔离组织在小岩城发起在高校中取消种族隔

离制度运动，当地政府采取武力给予镇压。当时参

与运动的很多学校老师和学生都被学校开除。黑人

民权 活 动 家Ｂａｔｅｓ夫 妇 因 为 维 护 了 黑 人 学 生 的 利

益，他们经营的一家报社遭到破坏，被迫倒闭。

布 朗 法 案 从 政 策 上 实 现 了 美 国 宪 法 中 规 定 的

“合众为一”人人平等的理念，但理想和现实还有

很大距离。种族歧视依旧存在，黑人和白人心中的

怒火还在积聚。白人愤怒黑人的反歧视行动以及移

民人口的不断增长而威胁到自己利益；黑人为自己

的种族文化逐渐消失殆尽，在社会中所处的尴尬地

位而愤怒不已。布朗法案为美国消除种族歧视带来

了希望，但实现 “合众为一”的民主社会还需要很

长时间。

王文丽：Ｂａｎｋｓ教授，您是如何理解多元文化

背景下的 “多元”与 “一体”的？这二者之间有冲

突吗？

Ｊａｍｅｓ　Ａ．Ｂａｎｋｓ：“合 众 为 一”（ｏｕｔ　ｏｆ　ｍａｎｙ，

ｏｎｅ）是美国社会恪守的格言，表达团结统一之意。

在这样一个追求平等民主的社会中，必须要解决这

些问题：谁参与构建 “合众为一”的民主社会？这

样的民主社会属于谁？谁最终受益？谁来界定它？

谁决定构建和重构它？不同种族、民族、文化、社

会阶层和性别的公民能充分参与到国家建设和重建

中去，并能实现公民自身的目标和价值，这样的国

家才是平等、民主的多元社会国家。只有在这样的

社会中，所谓的 “合众为一”才是真实有效的。美

国自建国以来，宪法中定义的 “我们的人民”只是

指撒克逊时代的男性生产者。这就窄化了 “合众为

一”社会中的公民概念。随着人权运动、妇女权利

运动以及 残 疾 人 权 利 运 动 等 的 不 断 兴 起，不 同 种

族、民族、社会阶层等群体都在利用宪法来争取自

己的权利并获得平等。这样一来，被排除在外的边

缘化群体被纳入到公民概念的范畴之内。重构 “合

众一心”的民主社会和解决 “多元”与 “一体”两

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当今美国社会的当务之急。我认

为，“合众一心”民主社会是在承认多元的基础上

实现的，一体中有多元。当前多元文化社会中存在

的问题是种族歧视依然存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主流群体眼中的美国民主，依然很少谈及种族、性

别或社会阶级等问题。在学校中，白人的课程与文

化并没有涉及到少数族裔和不同群体的文化。认同

不同群体的文化，不是要区分他们的文化，而是通

过认同他们的文化，把大家团结起来，真正实现公

平公正 “合众为一”的民主社会。

王文丽：最 后，希 望Ｂａｎｋｓ教 授 给 我 们 年 轻

学者提一些建议和意见，作为我们今天访谈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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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Ｊａｍｅｓ　Ａ．Ｂａｎｋｓ：无 论 是 年 轻 学 者，还 是 已

经取得成果的研究者来说，读书是研究任何学科领

域的基础和重要途径。希望你们平时能多关注一下

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掌握最新研究动态，这对

你们是很有帮助的。

王文丽：Ｂａｎｋｓ教授，谢谢您接受我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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