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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会与教育相结合，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于相互影响，所谓

一个巴掌拍不响。社会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校教育的发

展，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能够提供教育良好的基础保障，而教

育的意义在于为社会的发展培养优秀的人才，为社会的发展探道

路寻路，反过来促进社会的发展，所以研究社会和教育的关系

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长期以来，社会教育学科的发展多以西

方国家为主，我国关于该学科相关的研究还有待着很高的进步空

间，尤其是对该学科本土化的过程，需要对西方的社会教育学

科进行一定程度的理解并正确解读，寻找出可以和我国现实的教

育问题及社会关系相融合的方式，进行有效的提炼升华，最终

形成中国特色的教育社会学科体系。

1　本土化过程中的问题

1.1 理论意识、知识体系的优化重塑难度高

教育社会学的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于遇到的首要难题就是理论

意识的改变，知识体系的重建，因为教育社会学科的建立起始于

西方国家，很多的知识理论建立是在西方世界的观念背景下，要

使其能很好适应我国的社会体制下的教育和社会现状就需要进行

深度的理论创新。而理论改变的问题，文化改变的问题，都不是

一件简单的事情，原有西方教育社会学有着明显的西方色彩，难

点在于如何根据相关的理论对我国的特有国情和社会现状以及当

下的教育背景给出相应的指导，这需要对本土文化有着相当高的

理解度。

1.2语言文字差异导致的文化误解

不同民族间的互相了解，其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语言或者

文字的沟通，但不同民族间天然存在的语言文字差异给相互的文

化交流带来了必然的屏障和阻碍。最常发生的问题就是，在翻译

外族文献或是外族学者的言论时，大多只能通过语言或文字本身

进行表面的直译，由于语言习惯的不同，会出现缺乏对多意字词

的灵活理解、忽略文化背景和具体语境下的特殊表达等情况，所

以也就无法体会藏在语言文字背后的深意，让其翻译出来的含义

差之毫厘却又谬之千里，进而在本土化的过程中，经常发生并没

有“化”到其中精髓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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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吸收外来文化时对本土文化的冲击

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进入到我国

的各个领域，在对其进行本土化的转化之前，外来文化对我国传

统文化的冲击已经在潜移默化的发生。而多数西方国家在经济强

势的优势下，对别国的文化入侵和影响也占据强势地位，尤其对

于我国的青少年人群，他们本就对世界充满着好奇，接受能力强，

但却缺乏自主思考能力。所以，盲目的接触外来文化让这部分群

体极其容易被“污染”，导致其对自己的文化不自信、把本国的传

统文化当做是“过时的糟粕”、丧失文化和民族的独立性。而青少

年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希望，如果缺少了对本国的文化认同感，

对社会、国家而言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和危机。

1.4参与人群少，理论付诸实践过程漫长

教育社会学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难题是理论付诸实践过程漫

长。教育社会学有着相当高的应用性，这也就代表着这门学科需

要更多的实践去对其进行验证和有效试错，涉及面广，涵盖人群

多，需要大量的时间成本的付出才能收获成效。对于我国的社会

发展和教育联系，人才培养也有着重要作用，然而，在进行理论

教学和实践过程的当下，却很少有足够的人才参与其中。高等教

育的过程是人文培养的重要过程，但是仅仅只是一些教育社会学

科教育工作者参与其中，没有很好地带动国民大众参与其中，同

时因为很多人的能力有限，没有条件也缺乏足够的能力去参与，

这是一个导致其很难快速发展重要原因[1]。

2　本土化的意义和必要性

教育社会学的本土化过程不是国际文化的抵触而是在已有学

科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社会现状，教育环境进行学科

文化的吸收提炼以及升华以形成适合我国发展的特色教育社会学。

对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特色需要得到体现，因为更多的教育社会学

起源于西方，带有浓重的资本主义色彩，所以使其本土化的重点

在于如何提高我国的社会性质的深度和高度。我们国家需要有着

属于自己的教育社会理论体系，无论是教育方面还是社会方面，

二者之间的关系需要一个桥梁来将其进行有机联系，为社会进步，

教育的进步的探索提供理论指导[2]。

3　本土化发展的方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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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立足根本，结合我国特色教育文化，进行有效的改进

和创新

教育社会学是研究教育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学科，因为不同

的文化特征，所以本土化的过程必须经过我国特有的教育理念和

社会实情的考察，理论的研究不能只是照搬西方，应该深耕我

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对于我国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也应该考虑其

中，从而实现对教育社会学进行有效的参考，例如我国的教育

对于礼仪的重视更加看重，思想美德建设同样不可忽视，但是

在对与人性的思考，自由、人权的追求不足与西方国家对比，

所以需要根据自身实际去探讨合适的方法建设，立足文化根本，

结合我国特色教育文化，进行有效的改进和创新。

3.2 对于文献进行双向翻译和比较，消除语言文字的差异

当教育社会研究者们通过对一部分外来文献的阅读去了解其

文化特点、理论观点时，会先入为主的结合己方的思维方式以

及语言习惯对其进行理解和翻译，普意的表达无伤大雅，但在

特殊含义的特定表达的理解上就很容易出现误差。消除这种差异

最周全的做法应该是双向翻译后进行对比，挑剔出歧义语句，

在更深一步研究理解。例如，对一部外来文献的研究，中国学

者们进行一遍外译中的翻译，再由相应的外族学者对其外译中后

的内容再次中译外。最后，原文与中译外的内容两相比较，那

些深意和歧义的表达就会浮现出来。通过这种方式尽可能做消除

语言差异的障碍、对外来文化进行更彻底的了解。知己知彼才

是为本土化的过程打好起点上的基础的最佳方法。

3.3 要有辩证的眼光，批判的精神，客观的认识

如何在外来文化大举入侵、对其进行本土化的过程中仍然保

持对本国文化优势面的清醒认知和自豪感是每个学者义不容辞的

责任。尤其作为对外来教育社会学进行改进的工作者们来说，

对这种将会直接作用于我国青少年的文化应该更加谨慎的对待。

首先需要辩证的看待所有的外来文化，尽管它在某一领域占据着

当下流行或主导的地位，但该外来文化特点一定是其优点和缺点

共同催化下的产物，所以在作用于不同的环境和人群的时候，

它的优劣性必定同时存在且发挥的效果会有差异于它本来所在的

环境，这点必须有所认识。然后，学者或教育工作者们有义务

根据我国国情对其进行针对的批判性评估，去其糟粕，留下那

些能与我国国情相呼应、相弥补的精华，再作用于当下的各个

领域。清醒辩证、敢于批判是保持客观的根本，对于教育工作

者而言，这是其必须自我修炼和保持的优秀品质，甚至，更应

该给广大青少年们灌输这种思想，只有对外来文化的改进者和接

受者双方都有能保持客观的认知，才能在对外来文化本土化的过

程中仍然保持独立的自我。

3.4 拓宽领域研究，进一步丰富相关内容形成独特的理论

体系

教育社会学领域的拓宽一方面在于教育群体阶段的拓宽，从

高等教育逐渐拓宽到到高中教育，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对于受

众群体的拓宽，从学校到社会人群共同参与其中，加深人们对

于教育社会学的认识，培养更多的人才进入到研究的行列之中，

进一步该学科在我国的适配度，另一方面在于本土化的学科内容

的拓宽，加强学科联系，注重人才培养。在这一过程中，我

们都不是局外人，可以加强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如此才能很好

为学科教育联系提供有效参考，所以这样的联系是必不可少的，

需要利用其对社会现状进行考察，对当下的教育问题提出解决办

法，例如过于严重的应试教育问题，关于学校和外界的联系该

如何界定，学校该如何与外界社会建立良好的联系以及学习内容

和教学方式如何嫁接到生活，使其更加实用化等。

3.5 注重国际交流，促进其与教育和社会发展的联系

教育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教育社会学作为一

个近百年来兴起的学科，在我国的社会发展需要有更多的社会实

例作为借鉴和经验进行参考来改变和进行主要的完善。同时研究

需要深化发展，需要重视国际间的教育协作，国际教育的协作

交流能提供很多外界交流的机会，是与世界知名学府交流的重要

机会与平台，需要注重国家交流，做到与世界接轨。对于社会

文化的研究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取长补短的过程不是完全

抛弃国外的文化，对此需要我们有良好的分辨能力，需要对教

育如何对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政

治体制的完善进行深入研究和考察。加强高校与外界的联系，

高校与社会的联系，促进教育与社会发展的联系[3]。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教育社会教育学的本土化不会是一个一蹴而就的

过程，需要经过漫长的探索和实践经验的积累，在教育工作

者、学者、社会人群的共同努力下，采取一定方法措施，坚

定目标，立足根本，结合我国特色教育文化，进行有效的改进

和创新；拓宽领域研究，进一步丰富相关内容形成独特的理论

体系；将本土化的受众群体扩大，加强学科联系，注重人才培

养；促进其和社会发展，社会结构，社会进程的联系；注重

国际交流 ，与世界接轨，重视国际教育协作，最终完成对教

育社会学科的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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