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衡与冲突：比较教育世界

体系论的两种范式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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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体系论作为比较教育重要的思想流派，其重要的现实追求便是通过比较教

育解决世界性问题与危机。在该流派内部，形成了以新制度主义为基础的平衡范式和以

世界体系分析为工具的冲突范式。针对当前人类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与生存危机，前者

主张建立世界课程来推进世界社会的进步，后者提倡批判教育探索世界教育的公平，促

进世界体系转型。尽管两种范式在解决问题的路径上存在分歧，但两者的研究理念、对

人类社会进步和美好未来的追求存在共识，统一于世界体系论的旗帜之下。两种范式的

研究对比较教育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存在不足。同时，该流派给予了中国教育发

展许多重要的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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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世界体系论（The World System Theory）是比较教育重要的思想流派之一，它以世界

体系为分析对象，开启了比较教育发展的新时代。该学派吸收了沃勒斯坦（Wallestein）

世界体系分析理论、新制度主义理论以及依附论等观点，以世界体系为切入点分析问题，

将国家看作是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一环，重视国家外部因素的重要作用。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有关这一理论的研究成果众多。国外学者的研究更加深入透彻，主要涉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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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论的理论建设与应用两方面内容。在理论建设方面，世界体系论的逐步成型离不开库

姆斯（Coombs）①的启发、迈耶（Meyer）②的尝试和阿诺夫（Arnove）③的倡导。随

后，更多的学者对世界体系论在比较教育中的理论方法、适切性及研究未来做了探讨。而

博利（Boli）、拉米雷斯（Ramirez）和迈耶、④菲亚拉（Fiala）和兰福德（Lanford）⑤

等人从新制度主义出发研究全球教育问题，逐步形成了世界社会/文化理论；阿诺夫、克

莱顿（Clayton）⑥⑦等人，将世界体系分析深度融入比较教育研究中，探索两者结合的

可能性并取得了一定成果；金斯伯格（Ginsburg）、⑧阿诺夫、格里菲斯（Griffiths）⑨

等人综合了世界体系论研究成果，将基于世界社会/文化理论与世界体系分析两种不同理

论的研究范式定名为平衡范式和冲突范式。

在理论应用方面，阿诺夫等人用世界体系理论研究了尼加拉瓜教育在革命中的作用，⑩

并关注国际教育、授课语言、课程等微观问题；拉米雷兹多次与迈耶、博利运用基于新制

度主义的比较教育世界体系分析解读教育制度的起源扩张、组织机构、教育效果等问题，

阐释了世界层面的文化的作用；⑪⑫此外，卡诺伊（Carnoy）、阿特巴赫（Altbach）等依

附论者也在研究成果中借鉴了世界体系论的观点。总之，海外学者的研究涵盖了世界体系

论在比较教育中从借鉴、适应到成熟的整个发展历程。这些学者既是世界体系论的研究

者，也是该理论的追随者和应用者，共同促进比较教育世界体系论逐步走向壮大。

与海外成熟的研究相比，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介绍阶段，例如王承绪、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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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理银①等学者都对世界体系论予以介绍和分析；冯增俊在其主编的《当代比较教育学》

中将世界体系论作为独立的分析框架，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比较教育学者对该流派所做的较

为全面的阐述；②赵中建、③冯增俊等学者，④以及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室⑤翻译了部

分海外具有影响力的世界体系论成果；徐辉⑥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理论的源流、内

容及代表人物进行了梳理与评价；杨玲⑦对世界体系理论中基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分析的

冲突范式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而尤铮、覃云云、⑧祝刚、⑨王帅杰⑩等学者对比较

教育中的新制度主义和世界文化理论进行了单独介绍，未将其列入世界体系论流派之内。

综合来看，世界体系论发源于国外，相关的研究海外学者走在了前面，他们不仅探

讨、争论、建构，还将其应用到了研究中。相对而言，国内的研究成果较少，偏重理论介

绍与探讨，对世界体系论的发展历程、代表人物和内部情况认识不够全面，在理论应用方

面更是乏善可陈，这些是国内学者日后研究的重要方向。
 （二）学界误解
值得注意的是，学界长期以来存在一个误区：比较教育世界体系论只存在一种研究范

式。国内学者在介绍该流派时，多侧重介绍基于世界体系分析的观点，并将其作为唯一的

内容。然而，世界体系论在发展过程中融合了世界体系分析、新制度主义以及依附论等多

个理论，且学派内部在具体研究上表现出共识与分歧共存的特点。如果承认世界体系论只

有一个世界体系分析的范式，那么就相当于否定了迈耶这个代表人物“首次将世界体系分

析这一概念引入比较教育研究领域”⑪的功绩，也否认了迈耶等人开辟了以研究世界文化

为重点的平衡范式，这与客观事实和海外研究成果严重不符。虽然出于不同的分类标准，

基于新制度主义的世界社会/文化理论被很多人看作独立的理论，但不能否定在比较教育

范畴内，它从属于世界体系论并从中汲取大量营养。客观来讲，比较教育世界体系论分为

平衡（共识型）与冲突（冲突型）两种研究范式。⑫平衡范式是以迈耶为首的学者在新制

度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世界社会/文化理论，强调世界文化的作用，教育发展改革被看

作是自我平衡系统基于稳态原则不断调整内部需求、扭转失衡达到平衡的过程。冲突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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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以阿诺夫为首的学者积极引入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分析作为理论工具，将教育改革“视

为群体之间持续斗争的一部分，这些群体的利益从根本上是冲突的，并且在内在矛盾的社

会关系的背景下。”①两种研究范式在统一的世界体系视野下，共享研究对象与研究理

念，是世界体系论的一体两翼。该流派以宏观视野研究全球教育的发展与变革，认识到民

族国家的教育深受外部因素影响。因此该流派重点关注全球性的课题，对比较教育的现实

追求有着高远的目标。

二、现实追求：比较教育促进世界问题与危机的解决

 （一）问题危机赋予比较教育世界体系论的使命
人类在发展主义的信念指导下，相信“科学知识和技术进步的普遍有效性”，②所有

国家都在追求永无止境的经济发展。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无尽的资本积累与有限资

源的矛盾会越发突出，从而导致全球出现气候、环境等生存发展危机。“这种特殊的生存

危机在许多情况下加剧了全球不平等、贫困、冲突、不安全”。③近年来，许多学者呼吁

所有人关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危机与全球问题，用可持续发展理念善待地球。联合国

在 2020 年将可持续发展目标描述为“普遍呼吁采取行动，结束贫困、保护地球、改善世

界各地每个人的生活和前景”。④为实现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所有个人都了解人类目

前面对的客观现实、对现有生活生产方式做适当改变，“通过具备他们所需的知识和能

力，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⑤当前的人类社会已经融合发展为密不可分的整

体，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渗透扩展，让全球化成为当前乃至未来

很长一段时间人类社会发展的主题。比较教育学者可以通过指出全球化的积极和有害后

果，以及伴随社会日益相互联系而来的经济和教育议题，来为学术和政策服务。⑥全球化

赋予比较教育研究更多使命，旨在关注全球问题、具备更加宏大视野的世界体系论成为比

较教育研究的重要选项。
 （二）比较教育世界体系论现实追求的两种路径
比较教育世界体系论的重要目标与现实追求是，在促进人类社会进步、解决全球性问

题与危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认为，教育通过传统的社会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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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来影响个人，进而通过个人结果的聚集来影响更大的单位”。①教育的作用就是通过促

进公众对世界层面问题和危机的理解，为人类社会的改善作准备。“使个人有能力质疑自

己的生存现实，并采取行动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和整个社会。”②世界体系论学者们认

为，比较教育应在未来有关世界层面的教育改革中发挥核心关键作用，运用丰富的专业知

识、全球视角和学术积淀，积极参与相关活动与联合世界进步力量。通过宏观的世界体系

视野来解决世界层面的问题。在应对全球危机中，比较教育“可以对更开明的公共话语和

塑造教育体系的政策作出重大贡献”。③世界体系论者作出这一论断的前提是，他们都认

同一个基本的理念：教育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关键，教育的扩大发展能够促进更大的平等与

进步。而各民族国家在“加强集体进步（大致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个人权利与发展

 （大致为公民素质的提高与平等）方面非常一致”。④不过平衡范式与冲突范式对于教育

现象的解读和对可期待未来的实现路径的认识存在着一定差异。平衡范式基于世界社会/
文化理论更加关照世界层面文化的作用，在教育改革中落脚到教育内容与课程上；冲突范

式吸收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分析理论的观点，主张批判现有教育不足，培养学生批判能力，

以促进社会体系的转型。但无论是平衡范式还是冲突范式，在面对世界性问题与危机时，

其主张都统一于世界体系论的旗帜之下。

三、平衡范式：世界文化的趋同奠基世界课程的建设

 （一）世界文化促使教育趋同的机制
在平衡范式看来，有一套称之为世界文化的共享的文化理念与共识，诸如平等公平、

和平民主、经济进步、教育发展等。世界社会被认为是最高级的社会系统，在实际无政府

的状态下，通过人类共同认可的文化与组织等方式来塑造民族国家、国际社会，这便形成

了世界模式。“世界模式确定了地方行动的议程并使之合法化，在合理化社会生活的几乎

所有领域−商业、政治、教育、医学、科学，甚至家庭和宗教−塑造了民族国家及

其他国家和地方行动者的结构和政策”。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化成为“一种交流增

加的客观事实，也是一种相互依赖增加的文化意识，既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前景”，⑥

其影响渗透到世界社会各个角落。各民族国家的教育系统努力让学生为迎接一个比过去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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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世界和参与竞争做好准备，引导其意识形态的改变，并促成具体的政策变化。毫无疑

问，世界社会的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神圣天幕’（Sacred Canopy）”，①在一定

程度上具有全球性的普遍意义，促成了世界体系中各民族国家的发展从不同位置向某个共

同点移动，产生了世界社会/文化趋同的现象。他们还用一个与世隔绝的“岛屿社会”来

说明世界文化的趋同机制。当一个孤岛被发现后，它就被要求加入国际社会，一方面岛民

可以获得先进技术与思想，提高参与世界社会的能力与合法性；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以援

助等方式培训岛民精英、改善医疗、教育、经济结构等，“所有这些都将以完全合理的方

式重新定义该社会，使其成为现代化的明确候选者”。②世界文化就以这种方式，逐步在

世界各个角落生根发芽。教育系统的发展趋同也是世界文化扩散和制度化的一部分，反过

来教育又促成了世界文化的传播。

通过回顾历史和统计当前数据，平衡范式者发现，目前世界各国的教育，尤其是大众

教育趋势存在着趋同的发展。“国家教育系统趋同于共同结构和做法的趋势是普遍和深刻

的现象。它表现在教育系统的各个层次，并几乎影响到该系统的每一个主要方面。”③甚

至，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间，这种趋同现象也存在。一个民族国家可能会通过上层

政策制定者制定政策，追踪跟随世界的发展，并“倾向于借鉴已有的最先进的模式”；④

也有可能会因为拒绝“世界模式”而导致民间力量的压力出现，从而在官方和非官方的斗

争中妥协，走向世界共识。这就意味着，一旦某种有关教育的世界文化或者国际标准被广

泛接受，“尤其是那些由居于世界领袖地位的国家制定的标准，或者那些由经合组织、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倡导和鼓励的标准”，⑤各民

族国家的教育系统都在天花板效应的机制下越过某一门槛而变得相似，中心国家与边缘国

家在教育形式方面的差异逐步缩小。可见，“全球教育话语在制定共同的教育实践和政策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⑥不过，趋同往往存在一定的方向性，一般是落后的国家地区向

先进的国家地区的模式移动。因此，教育的标准概念、制度和实践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过

程中，先进的中心国家总是占有优势，成为主导者并直接影响世界文化。主流行为者直接

塑造世界文化的观点是可信的。⑦一些学者甚至直言，“基于西方模式的学校教育现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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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球文化理想，导致共同教育的发展结构和共同的课程模式”。①世界文化的运作成

为后进国家的教育系统对先进模式的模仿追赶机制。
 （二）世界课程推动世界社会的进步
面对世界性问题，平衡范式的基本主张是通过建立世界课程，“帮助学生和社会为现

实世界做好准备，但更重要的是为想象中的世界做好准备”。②而想象中的未来是充满个

人和集体进步、和谐与符合平等、理性、科学基本原则的社会、世界，这寄托着教育建构

人类理想社会的愿景。平衡范式学者之所以对教育寄托厚望，是因为他们认定“个人在学

校学到的东西加起来会成为成人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总和反过来又会形成一个更好的社

会”。③现代世界社会是建立在个人权利和能力的广泛概念上，每个人除了是一名国家公民，

还被视为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员。④世界社会将民族国家及其教育事业的发展置于广阔的全

球背景下，世界范围内的变化导致民族国家与国家教育政策和结构的变化。⑤因此，个人

和教育都是全球化的世界社会的组成部分。世界社会承载着公民权利和能力、个人和社会

的平等以及科学和理性的信条。不过，民族国家仍然拥有对自身教育事业的管理权，仍然

会继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制度化的模式下发展教育事业。也正因如此，“使国家在成

为好公民方面发挥作用，而好公民被认为是建设更美好社会的关键”，⑥一个更好的社会

需要更多的人接受良好教育，需要更多的优秀公民来支撑。优秀公民需要具有全球普遍使

用价值的课程的引导培养，而世界教育体系的趋同，让世界课程的出现成为可能。

学校是建设世界课程的关键，是培养现代人、优秀公民的主要场所。“因为学校系统

已经被地方、国家和世界机构社会认可，作为传递和认证现代属性的适当机构”。⑦标准

的课程、考试制度与阶梯递进等教育制度是现代学校教育的重要特点，这是基于人的自由

能力、教育权利以及维护经济和民主权利而建立起来的，是一种理想的教育文化模式。一

般情况下，大众教育由民族国家自主组织，往往更加强调民族国家历史、文化以及政治等

内容，呈现出民族本位的特征。但全球化的来临，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平等、贫困、战争、

生态环境危机、气候问题等世界性难题引起各国教育加强对世界社会的关注，世界课程应

以世界主义眼光重构理想中的人类社会。“新的个体应该能够在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社会

和经济体系中发挥作用，并为之做出贡献”。⑧国民教育体系应该帮助个人和国家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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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进步、参与和竞争，让个人成为世界公民，让民族国家成为世界社会的合格成员。每

个人都可以通过学习提升个人能力与改善职业生涯，同时促进国家社会的发展。个人与社会

的进步并行不悖，同时也与他人他国的成功互不影响，每个人都可以在教育中取得进步。

 “通过教育实现普遍的个人和社会进步的方式来定义世界”，①是现代课程的一个核

心假设。世界社会作为一个普遍规则适用的地方，存在着人人平等、和谐美好的理想愿

景。然而，现实的世界社会似乎并没有课程中阐述得那么友好，是一个极不平等、极端多

样性、非理性、世界体系分层的天地。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反差，是因为现代课程设计背

后包含了一种取法乎上的信念：“如果每个学生都学会按照反抗现实的原则行事，那么对

学生自己、他们的社会和世界来说，事情都会变得更好”。②因此，世界课程应纳入世界

地理历史、人类权利与义务、和谐美好蓝图乃至全球视野等世界性知识，以对抗世界性问

题与危机。国民教育体系应该最大限度地扩大国家与世界社会的联系，超越传统教育民族

本位的经验，拒绝与世界的分离与隔阂，赋予学生能够在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中作为个体的

能力。各民族国家应该因地制宜，结合世界教育文化的共识与实践经验，促成世界课程的

建立，这不仅是比较教育的现实追求，也是现代课程的一个重要目标。最终，世界课程

 “为想象中的‘超国家社会’准备公民，并将民族国家构建为世界社会的好公民”。③

四、冲突范式：世界教育的不平等需要批判教育纠正

 （一）世界教育体系不平等的体现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一个动态结构，它有一个产生、发展到衰

退的演化进程”。④当可用廉价劳动力减少、中等阶层压力增长、生态危机造成严重经济

困难、南北差距越来越大等世界性危机不断出现，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资本主义世界

经济体系与其他历史体系一样，将会被另一种世界体系所取代。气候变化、生态危机等全

球性问题与资本主义经济对资本积累的追求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下，不可再生资源必定会因资本的无限积累而消耗殆尽，进而导致贫困、饥饿、战争、生

态破坏与教育不公等问题出现。全球化的进程让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危机更加暴露无遗，

新的世界体系终将会出现。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全球化进程加速的今天，核心国家与国

际组织通过其强大的影响力，正在对世界教育系统产生重大影响。这种超国家的教育范式

与政策“导致了教育结构、文化和教育组织的重大变化”。⑤中心国家对边缘半边缘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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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剥削导致的教育不平等将会愈发严重。阿诺夫认为，世界各国的教育系统面临如何促

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和效率三大挑战。①冲突范式加强了对世界社会现实更好的理

解，进而探索更加理想的未来教育体系，乃至“建立一个更加平等、公正和民主的世界体

系”，②进一步在世界体系的历史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冲突范式认为世界体系中存在的

不平等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不仅仅体现在经济财务方面，还包括了教育和认知领

域”。③世界教育的不平等在国家层面和个人层面均有体现。

从宏观来讲，现有世界体系下，中心和边缘半边缘国家享有的资源与权利是不平等

的。中心国家通过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种手段榨取边缘半边缘国家的剩余价值和财富，

而边缘半边缘国家只能被动接受剥削、享受有限的资源。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都以少数

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围绕着处于中心位置的国家谋发展。边缘及半边缘国家的资本增殖

部分都被中心国家接收，用于资本维持利润。因此，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不平

等，“边缘的国家位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所处的位置可以被认为是其处于相对贫困地位的

罪魁祸首”。④在此背景下，边缘半边缘国家的教育发展模式几乎都是以中心国家特定的

知识生产模式为标准。中心国家对边缘半边缘国家的教育体系、课程设置以及评价等都起

到直接的塑造作用。中心国家通过贷款、拨款以及援助等措施，加强对边缘半边缘国家教

育的控制。后者对前者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教育活动处于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的不平等

关系之中。这在教学语言、教材、课程等方面体现明显，如部分边缘国家仍然使用前殖民

地语言作为教学用语；使用的教材和课程是以中心国家为参照，甚至受外国的教育援助，

边缘国家的教材由中心国编写和发行；除教科书外，计算机软件的主要语言也是英语，

在通信技术方面，全球对主要西方国家的依赖性更强。作为先进教育制度和政策输送

者，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仍是制定符合资本主义社会

利益的政策。所以，总体上说全球的教育仍以服务中心国家利益为导向，持续加剧不平等

的存在。

从微观角度来讲，针对个体的教育不平等表现得比较隐蔽。教育被认为是改变贫困、

提升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教育公平、平等是全球的共识，一般社会也会为大众提供

看似公平的受教育权。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个人的智力、后天努力达到相当的程度才

能得以享受。这看似公平的背后，隐藏了不同物质基础和社会层次造成的客观存在的个人

素养和教育条件的不平等，使得教育精英化实现了合法化。而教育不平等的合法化会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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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产品的输出直接转化为社会、经济和生活的不平等合法化。教育能够让所有人实现向

上流动和阶层跃迁的愿景无法真正实现。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教育克服贫困

的能力有限”。①所谓的教育公平，从未提及导致贫困和不平等的系统性原因。教育作为

社会再生产的工具，通过精英化教育与管理将个人成败归因于个体的能力与努力程度，而

忽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制度设计。在结构上来说，许多人通过教育克服或者摆脱贫困的

想法是不可能的。②这样就可以使客观存在的不平等得以合法化，教育公平和精英主义成

了不平等的遮羞布。

 （二）批判教育促进世界体系转型
冲突范式关注民族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所处位置对教育发生的作用，以批判世界体系教

育培养全球公民，以服务社会变革，建立可持续未来和新的世界体系。③与平衡范式不

同，冲突范式强调“社会变迁的动力来自影响国家的一体化的跨国社会结构和文化”。④

在冲突范式学者看来，世界文化的共识往往源于世界核心国家的霸权意识形态，其影响有

限；而世界体系运行的根本动力是来自全球的经济、权力、武力、利益等相互之间的复杂

关系。通过世界体系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层面，不平等的客观事实打破了

教育发展进步作用的神话，而不平等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制度设计。“如果不改

变底层资本主义制度，以及通过剩余价值提取和不平等分配对无限资本积累的系统性要

求，教育发展的愿景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受到限制，根本无法实现。”⑤恰好冲突范式善于

从世界体系层面上分析教育制度、结构、课程内容及教育活动背后的运行逻辑。相关研究

人员“长期以来关注的问题是，实现更和平、公平和公正的社会的可能性，以及如何用教

育制度和政策的相关作用实现这些目标”，⑥乃至分析世界体系的发展与危机，以向更公

正、民主、平等和生态可持续的新的世界体系过渡。很显然，“世界体系层面的不平等和

不公正，只有体系变革才能纠正”。⑦教育应该是“更全面地被看作是培养个人的批判意

识、分析能力、道德品质、审美情感和对多样性的宽容，以及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全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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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为他人的福祉作出贡献的机构”。①但是现有的知识结构和教育体系通过传播资本主义

世界的意识形态和规范，强化了世界体系内部和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也为“种族、性

别、国籍和其他方面相关的不平等提供了理由”。②虽然人们夸大了教育对个人上升的作

用，但同时“教育作为转变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工具一直被忽视”，③教育对批判当下体

制的不足和促进全球公民身份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各国的教育政策多侧重强调教育的经济

作用，“忽视了公立学校的基本和历史使命，即促进形成开明和有社会参与意识的公民，

积极打造一个更加民主和公平的社会”。④

著名教育家弗莱雷（Freire）认为正规教育存在不足，已经被简化为不被批判的知识

转移过程，学生没有以批判性思维接受知识，而是在填鸭式教学的情况下全盘吸收；更缺

乏对自身在世界上所处位置、对改变世界的潜在贡献的思考与反思。⑤冲突范式学者与弗

莱雷有着相似的观点，提出了批判性世界体系教育的应对策略：在教育改革中呼唤增强批

判性意识，揭示世界教育体系中的不平等，从而鼓励人们开展更广泛的社会运动，以促进

对现有制度进行系统性改革。公共教育体系应该成为“形成具有批判性、公共意识公民的

主要机构”。⑥而具有批判意识、重新设计的学校教育“在解决从地方到全球的各级的这

些不平等方面可以发挥作用”。⑦批判性世界体系教育就是重新调整教育中工具主义思

想，转变思维方式，通过批判社会现实制度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发展学生技能、扩展学生

知识，培养具有良好道德、积极参与全球事务的全球公民，为未来新的世界体系做准备。

 “对气候变化、贫困、战争和不平等等全球问题的高度认识，加上教育体系内正在进行的

正式的、自由的愿景，对可持续性、和平、公平和更大的平等的许诺，以及对全球公民形

成的承诺，为批判性世界体系教育提供了重要的课程和教学空间。”⑧具体的方式是“将

课程和教学干预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理解、当前危机、对替代制度的想象以及实现

社会转型的政治行动上”。⑨通过批判揭穿精英主义的谎言，打破教育再生产的作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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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鼓励民众积极参与促进社会转型的反体系运动。在世界体系分析指导下建立的批判教

育将个人与抽象的人类联系起来，打破以往世界/民族国家的二元论，从而促进学生自我

认同与国家公民/全球公民多重身份的形成。全球公民并非国家公民的替代，而是后者的

补充与价值延伸，加入了对全球关系与集体利益的理解。相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个人的力

量是渺小的，但通过批判性世界体系教育培养全球公民，以基层运动、现代媒体与互动技

术等方式能够将民众团结在一起，像众多小矮人齐心协力征服格列佛一样，反体系运动、

跨国社会运动一定会取得更显著的成果。①最终，通过民众的转变逐步改变世界教育微观

与宏观上的不平等，促成更加民主文明的世界体系的到来。

五、和而不同：世界体系论中两种范式的差异与共识

 （一）平衡范式与冲突范式的对比
当今世界在全球化的大潮下紧密联系在一起，各民族国家的教育政策与实践均受到世

界体系的影响，比较教育在人类追求共同繁荣与富裕的进程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面对世界性挑战，世界体系论积极推动教育的发展改革，但不同范式有着不同路径。

平衡范式基于世界社会/文化理论，将教育发展视为世界文化扩散趋同的结果。这一假设

基于文化输出与输入方都是自愿的前提，以内部稳态原则运行。教育改革被认为是“向社

会发展或系统失衡或社会需求所需要的更高阶段的自然运动”。②强势文化往往主导世界

文化并形成世界模式。民族国家通过官方或者民间推动的方式接受世界标准，从而选择实

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平衡范式强调文化、规则等柔性的影响因素，主张通过建立世界

课程，传播发扬人类所共有的积极价值理念和文化意识，培养世界公民，让世界整体趋向

于更加民主、平等、文明。冲突范式基于世界体系分析理论，主张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制度

的内在矛盾通过权力压迫与经济剥削等刚性影响因素，导致世界教育体系不平等，而精英

化管理等一系列制度设计进一步让不平等的事实变得隐蔽化、合法化，强调教育改革是

 “社会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价值、资源和权力的冲突，作为自然而然后

果”，③通常发生在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与竞争无法调节之时。在全球化暴露更多世界性

问题的今天，需要批判教育改善授课内容、授课方式，为培养具有批判意识的全球公民，

为社会转型做铺垫。与平衡范式不同的是，冲突范式更重视个人的力量与作用，认为自下

而上的基层运动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进而实现世界体系的平等与转型替代。
 （二）平衡范式与冲突范式的共识
虽然平衡范式与冲突范式有着不同的观点，但作为同一流派依然有着相当的共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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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范式均倡导从超国家视野研究教育问题，突破了以往比较教育以民族国家为根本视野的

研究范式，“恢复了比较和国际教育领域的国际维度”。①以世界体系作为主要的分析单

位，意味着使用世界体系视野来观察被调查的民族国家内部的发展、该国家在世界体系中

的等级位置、世界体系层面可能存在的多种影响因素以及他们为维持或改善其相对地位所

作的努力。世界体系论的出现使超越国家维度的世界性教育现象与问题得到关注，全球性

的问题与危机也被纳入比较教育的研究范畴，民族国家或地区性教育发展与改革能够得到

更加全面的理解与解释，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发展中国家的教育问题等以往冷门的比较

教育领域也受到了关注。无论是平衡范式还是冲突范式，世界体系论学派在追求社会的进

步与平等、服务人类更高的发展目标上达成了一致。两种范式均采用宏观的、整体的研究

视野，以世界体系为研究单位，对各民族国家内部与之间的教育进行解读，重视超国家层

次因素对教育发展改革的影响。两种范式都信奉教育对进步的关键作用，强调教育是个人

进步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无论是世界课程还是批判教育，都是要培养具有全球素养的

公民；世界上存在的各种问题与危机需要全球共同解决，民族国家需要调整自身教育体

系，关照超越国家的人类社会，最终的追求都是建立更加美好的未来世界。

六、比较教育世界体系论的评价及现实启示

 （一）世界体系论的贡献与不足
比较教育世界体系论在诞生以来，就推动了比较教育学不断向前演进，其独特的研究

视角和研究范式扩展了比较教育的维度与成果。“无论是共识型还是冲突型，全球化的扩

散现象都让世界体系分析越来越重要”，②世界体系论让比较教育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变

化，以往各民族国家教育发展中存在的共性问题与发展趋势，在世界体系论两种范式的解

读下变得更加清晰合理，尤其是揭示了世界教育体系中的不平等机制、精英主义合法化过

程以及世界文化的趋同作用等隐藏的教育规律，不仅让现实的教育问题得以解读，也让预

测未来教育的发展成为可能。尤其是全球化无处不在的今天，人类共同面临着越来越多的

问题与危机，世界体系论探索比较教育存在价值，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考。

然而，没有一个理论是完善的，更不可能有完美无缺的比较教育理论流派。比较教育

世界体系论流派也存在着不足，因为世界体系论“概念都比较模糊，没有明确的测度标

准，很容易受到批判，要把它们应用到在世界体系中地位各不相同的国家、不同的教育领

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③最突出的问题是，目前世界体系论内部存在的两种范式基于

不同的理论基础，虽然共享了研究视野和部分研究共识，但不同的理论出发点可能会对同

一问题产生不同结论，甚至产生观点冲突。而流派内部的学者成分非常复杂且松散，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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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学术背景和追求，至今也未出现一位能够“号令群雄”的领袖人物出现，这也导致

学派在内部建设缺乏坚实基础，尤其是在对外论战时形成不了强大的凝聚力。两种范式虽

然有各自擅长的领域，但也存在短板。平衡范式重视世界文化作用，但归根结底是在为处

于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摇旗呐喊。在解读世界教育发展改革的过程中，更加强调资本主义

的普适性意识形态，用文化、规则神话掩饰文化殖民的事实，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的

傲慢与偏见，对改革的原因和方式进行狭隘、简单、技术性的评估，①致使它不能更好地

理解第三世界的教育文化。冲突范式更加关注冲突与矛盾，看到了世界教育中的不平等，

但其观点过于激烈，将教育看成了剥削与斗争的战场，忽视了教育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

性。两种范式均有陷入单一的文化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简单论断的嫌疑。在寻求教育促

进个人与社会进步的路径上，采用推己及世界、由小到大的方案，看似有的放矢、易于操

作，但其内在作用机制过于简单，未能考虑到复杂多样的社会现实，存在理想化的弊端。

 （二）世界体系论的现实启示
世界体系论让比较教育研究获得了更加宏观、整体的视野，平衡与冲突范式给全球性

教育现象的解读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世界体系论给中国的教育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现实

启示。

首先，两种范式为解释中国教育现状及国际教育交流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工具。从平衡

范式来看，中国目前的教育体系受到了来自世界层面的文化与模式的影响，无论是学科体

系、教育层次还是学术话语体系，都是世界模式在中国本土化的产物。从冲突范式来看，

中国曾经长期处于世界教育体系的边缘半边缘地带，受到了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影响，

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人才严重外流。解读现状可以更好地审视自我，找准自身在世

界体系中的位置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其次，在认清自我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要指导行动。我国的教育曾经在不平等的世

界体系中处于弱势，而在综合国力逐步提升的当下，中国正在从边缘走向中心。相应地，

在审视本土教育、制定教育政策时，应学会客观理性地甄别来自世界体系的影响，批判性

地借鉴外来文化，在学习世界上先进文化的同时又保持民族特色。在对外交流合作方面，

要积极在国际社会发声，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输出中国影响力。

最后，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要避免落入“西方中心主义”“借鉴主义”的陷阱。面

对同一课题，要学会转换不同立场分析考察，以更加客观理性地研究解决问题。尤其是在

追求人类社会共同繁荣进步的道路上，应该建立在各国平等的基础之上，避免出现简单的

移植与粗暴的干涉。各国开展比较教育研究的过程是各个国家平等的对话和沟通。②

世界课程与批判教育应建立在平等的交流对话基础上，才能够真正地促进世界各国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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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与尊重，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实现世界社会平等，实现世界教育体系的更大进步。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 2019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比较教育思想流派

研究”（项目编号：BDA190068）〕

 （责任编辑： 宋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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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System Theory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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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chool of thought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es, the World
System Theory seeks to solve problems and crises worldwide through comparative education.
This  school  is  divided into  Equilibrium Paradigm based on neo-institutionalism approach and
the Conflict Paradigm based on world system analysi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ocial problems
and  survival  crisis  faced  by  mankind,  the  former  advoca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world
curriculum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the  world  society,  while  the  latter  advocates  critical
education  to  explore  the  fairness  and  equality  of  world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system.  Although  the  two  paradigms  have  different  mindsets  to
solve problems, they have a lot in commons within the world system theory, such as research
philosophy and the pursuit of a progress and a better future of human society. The studies out of
the  two  paradigms  have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despite  of  shortcomings.  At  the  same  time,  this  school  has  given  many  important
inspira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Key words:  world system theory, equilibrium, conflict, paradigms, realistic purs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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