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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立法

美国作为一个法制化国家，教育法制非常完善

与健全。美 国 有 关 少 数 民 族 高 层 次 人 才 培 养 的 立

法，主要有三类：一是教育法律及其它法律中有关少

数民族高层 次 人 才 培 养 的 条 款。１９４５年 的《科 学：
永无发展尽头的前沿》，引发了美国高等教育事业的

兴旺，研究型大学发展为基础科学研究基地，更成为

最重要的高 层 次 人 才 培 养 场 所。１９５８年 美 国 颁 布

了《国防教育法》，准予联邦政府向各州立学校拨付

财政资金，以增强数学等紧要学科教学计划的实施，
设置专项资金支持空间、教育、科学等课程的发展与

革新，向研究生等各类高校学生提供政府助学贷款。

１９６０年的《Ｓｅａｂｏｒｇ报告》、１９９２年的《更新承诺：研

究型高校与国家》、１９９４年的《国家利益中的科学》、

１９９７年的《科 学 技 术 发 展 经 验：面 向２１世 纪 的 汇

报》等均提出把研究型高校的发展作为美国科学技

术进步的关键，主张将科研设施、设备投入高校，特

别要投入到研究型高校，由高校来管理国家重要的

实验室，建立具有专业优势的科学研究中心，以推动

高层次人才研究生的培养。二是针对少数民族群体

的特殊需求，确 保 平 等 教 育 权 利 的 专 门 法 律 法 规。

１８６８年的《教育法总则》，１９６４年的《民权法》，均要

求教育机构向少数民族供应平等的接受各级教育的

机会，不因民族、种族、年龄、性别、国籍的不同而区

别对待。１９６４年 的《经 济 机 会 法》要 求 政 府 每 年 向

贫困学生提 供３亿 美 元 的 财 政 资 金 支 持。１９６５年

的《第１１２４６号行政命令》提出肯定性行动计划并实

施，要求高等教育机构在招录新生环节对黑人等少

数民族学生采取特殊招生计划，在入学名额中为黑

人等少数民族学生保留一定比例，对黑人等少数民

族在入学、奖学金、助学金、教学及研究等方面给予

特殊对待，并对支持并施行肯定性行动计划的高校

予以切 实 的 财 政 资 金 资 助。１９６５年 的《高 等 教 育

法》和１９７２年的《高等教育法修正案》，要求政府向

贫困学生提供基本教育机会助学金。１９７２年的《应

急学校援助法》，对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给予扶

持，消弭与防范少数民族群体在社会中的孤立无援。

１９７４年推行的《双语教育法案》，明确联邦政府全面



推行双 语 教 育 计 划，并 给 予 资 助。克 林 顿 政 府 于

１９９４年公布《２０００年 目 标：美 国 教 育 法》，明 确 了８
项国家教育发展目标，提出美国学生要在数学与科

学成就方面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三是面向美国土著

印第安人所编制的教育法律法规。为推动培养印第

安人自己的高层次人才，１９７２年实施了第一部有关

印第安人才培养专门立法———《美国印第安人教育

法案》。１９７５年 的《印 第 安 民 族 自 决 与 教 育 援 助 法

案》，主张要推动印第安民族人参与本民族的政治事

务与教育活动，确保印第安民族自主管理与治理本

民族人民的人才培养活动的权力。１９９８年的《美国

印第安与阿拉斯加土著教育行政命令》，作为关于土

著人才培养的红皮书，提出要打造一个政府与部落

间的协商机制，协调土著人才培养活动的开展。［１］

二、美国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规划

美国政府经由法律法规、行政命令对高等教育

展开宏观性管理，但不干预高校的内部组织构成与

管理活动，国家法律制度引导着少数民族高层次人

才培养的发展方向，对于少数民族研究生教育发展

起到了制度引领与支持的功效。美国少数民族高层

次人才培养规划有着广泛的内涵和多样性的外延。
一是反映了１９世纪之前的人文主义思想，追逐科学

真理的观念，美国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目标

更为着重于培养从事高层次学术研究的人员，培养

科研部门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培养传授先进技术

知识的教学科研人员。二是体现了当今美国少数民

族高层次人才培养中的功用主义思想、实用主义观

念及以市场为导向的理念，培养在社会中理论性与

应用性兼备的专业人才，培育在社会中基础性与应

用性兼有的人力资本。合作式研究生培养的目的乃

培养应用型研究人才或开发型研究人才，不仅要培

养应用性理工科研究人才，也要培养应用性文科研

究人才。三是展现了全球社会多元化教育理念与思

想，尽最大可能保留各民族的多样性，支持各民族的

平等性，关注民族文化的保持、发展与承继。美国多

元文化教育 倡 导 的 理 念 为：每 个 学 生 无 论 民 族、种

族、宗教皈依、语言、经济背景、社会地位、性别、年龄

及特殊性的差异，都可平等地享受受教育机会，在传

统课程中融入多民族观点与世界视角，从而使所有

学生能够通过把握不同民族间的风俗文化差异，而

更加包容，更正确地树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增加

自尊，正确理解其他民族文化，欣赏其他民族风俗，
有力地推动各民族间的相互信任、相互理解与共同

合作，一道投身于世界和平、各国人权、全球教育、寰
宇发展、地球环境问题的解决。［２］

三、美国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内容

美国少数民族学生与其他人适用同样严格的培

养内容。研究生学习有两方面内容，一是以课程学

习为主，一是以科研活动为主。美国的研究生培养

注重教学与科研的融合，课堂讲座、听课、研讨会等

形式多元的学科课程修习，是与科学研究及学位论

文写作紧密相关的。在课程的安排与设置上，课程

安排合理、设置规范，各个高校皆制定有一整套严密

的研究生课程体系。研究生课程体系中有公共核心

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３类，主张基础科学理

论的修习，注重文理兼修，重视选修课的学习，设置

很多跨学科课程科目，以鼓励研究生、各学科院系、
教师共同开展跨学科课程科目的修习和从事跨学科

的科学研究。在各种考试的重压下，学生只有集中

精力修习课程，才能通过考试，否则就要面临淘汰的

危殆。
同时，为达成多元文化教育的宗旨，帮助学生树

立客观的历史观，形成公正的价值观，让所有学生都

有机会享受公平的教育，让语言不同和文化各异的

学生适应学校的教学手段与教学方式，在学生中弘

扬多元文化观念，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自信心与自

尊心，推动学生间的互相了解与互相尊重。美国高

校在推广多元文化教育时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是

设置异域文化课程，每个学生皆被要求修习一门外

国文化课程，更多地认识与了解国外的历史、文化、
文 学、艺 术、风 土 人 情 等。如 Ｈａｒｖａｒｄ 大 学、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大学、Ｉｎｄｉａｎａ大学、Ｙａｌｅ大学皆要求学生

修习异域文化课程。二是激励学生到全球各地访学

或留学，认识外国文化和风土人情，参加国外学校的

活动。这种全球各地的实地考察经历不但可以使学

生认识真实的国外风土文化，还可使学生经由国际

交往开拓视野。Ｈｏｐｋｉｎｓ大学为学生提供了很多出

国学习交流的机会，也扩大了学校的国际声望。［３］

美 国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不 仅 体 现 在 正 式 课 程 教 学

中，体现于学校的跨国交流中，还浸透于校园的多元

文化环境与文化氛围中，使师生能够对民族文化有

深入的认识与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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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国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管理

美国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研究生教育，
在各级政府 较 少 介 入 的 情 形 下，能 够 大 规 模、多 样

化、有秩序地进步，其缘由在于存在着使少数民族高

层次人才培养以统一步伐发展的蛰伏力量。美国的

绩效评价制度作为高等院校的衡量制度，使得高等

院校在其所属层次上达到一定的要求与准则，各专

业学科在其所在科学领域达到一定水准。绩效评价

制度规范着少数民族研究生教育的深入发展，确保

着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质量。美国的绩效评

价主体有高校自身，也有社会力量，以社会评价为主

导，如新闻媒体、学术机构、私人组织、各种民间机构

等，还有来自政府部门的评价主体。
此外，美国高校内部自发自动的教学评价管理

实践，譬如学生对教学活动的评价、学生满意度考察

及自觉自愿的责任追求制，均是基于学生、家长等研

究生教育的 消 费 群 体 而 设 置 的 研 究 生 教 育 评 价 机

制，为高校内部加强教育管理与改进人才培养方式

传递了市场需求，同时也为学生、家庭和雇佣方供应

关于高校的有价值意义的可靠信息资源。

五、美国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政策特征

（一）文化上由同化转为多元

美国的少数民族教育，乃是在对抗与抵制种族

同化教育的基石上逐步成长发展的。二战后，美国

面对规模庞大的移民，准备采用各种手段把非主流

的少数民族同化到自己的价值系统内，此种同化政

策的施行使少数民族在美国社会日益边缘化。同化

教育的目的乃推行一体化的国家教育，最终在各少

数民族的大力反抗下宣布失效，伴随同化教育政策

的失灵，多元文化教育观念开始萌芽并盛行，进而衍

变为多元文化教育运动，发展为一种美国少数民族

教育模式，实现了从学术观念到教育治理方略的飞

跃。美国多元文化教育推行的是一种在多种民族文

化共存的情况下，为确保国家文化教育的繁荣，许可

各民族文化 公 平 发 展 的 政 策。１９７３年 美 国 全 国 师

范教育认证鉴定会明确提出了以多元文化为核心的

教育准则，从此，同化教育论日益式微，多元文化的

教育观念开始盛行。［４］

（二）政策价值取向由民族倾斜转为民族弱化

为了让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学生可以公平享有

受教育机会，美国联邦政府导引并激励州政府、各级

教育组织在研究生教育入学政策中给予少数民族学

生优惠，从而在提高少数民族接受高层次教育机会

的同时，打造多样化的学生群体。但自１９７０年代以

后，伴随一连串的司法诉讼案件的出现，此种以简单

的民族因素作为实施优惠政策标杆的正当性受到质

问与怀疑。尽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多次司法判决

中认定将民族作为研究生教育入学选拔标准的参考

因素之一乃合乎法律规定的，但这无法改变肯定性

行动计划式微的发展态势。到１９９０年代之后，部分

州政府相继取缔了肯定性行动计划，并谋求崭新的

替代性政策，不再把简单的民族要素作为研究生教

育入学优惠政策标杆，而淡化弱化民族要素在研究

生教育入学政策中的功效，经由使用多元化的判断

标准，依照学生的生活环境、社会背景、生源地等要

素在研究生入学政策上给予贫困生等劣势群体倾斜

性优惠。
（三）兼顾公平与效率

从１９６０年代 开 始，为 了 达 成 少 数 民 族 教 育 公

平，缩小少数民族学生与白人在研究生教育阶段的

差异，美国联邦政府不仅向少数民族学生提供研究

生入学的倾斜性优惠政策，而且对处于劣势的少数

民族学生实施了一连串的补偿性教育政策。虽然部

分州已取缔了肯定性行动计划，但联邦政府仍在对

少数民族学生大力提供补偿性教育与补偿性服务。
联邦政府经由向少数民族学生提供财政支援，扩大

信息来源，实施早期介入活动等项目与服务，来增强

少数民族学生继续深造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动力，想

方设法提升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能力与学业成绩，
让少数民族学生踏踏实实地为继续进修接受高层次

教育做好全面充分的预备工作。这种服务不但有助

于在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的条件下，降低民族教育差

距，达成民族教育公平，也是增加少数民族学生接受

研究生教育可能性、达成研究生教育入学机会均等

目标的重要手段。
（四）制度主体积极互动

从制度制定者来看，长久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在

推动少数民族高层次教育平等的进程中发挥着指南

针的功效，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例审判结果，几
乎成为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实施的风向标，对美国少

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发展与调整有着强大的法律引导

力。但到２０世纪末，由于民族教育倾斜性政策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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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守势力的指责，加州等若干州相继采取直接

民主———全民公 决 的 方 式 做 出 民 族 教 育 政 策 的 决

断。现在美国已有２４个州准许在教育决策中使用

全民公决的形式作出最后决断。
从制度执行者来看，伴随民族教育补偿性政策

的日益健全，联邦政府愈发强调教育机构、地方教育

局、州教育局、雇主、社会组织及家长等在达成少数

民族教育公平中的功效。政府使用财政拨款的激励

手段来引领与刺激利益相关者的多方配合协调，并

集中各种资源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更全面的服务，
增加少数民族学生的研究生教育入学机会。同时，
联邦政府还审查参与肯定性计划高校的资金使用状

况，若发觉高校把肯定性计划的拨付资金用于其他

方面，联邦政府则马上取消对该高校的资金支持，并
且收回已拨付资金。更多的少数民族人通过该项计

划接受了高层次的教育。该肯定性行动计划为增加

少数民族学 生 接 受 研 究 生 教 育 的 机 会 起 到 了 关 键

功效。
（五）宽进严出中的补救举措

一项制度的有效施行，不仅制度本身要完善，还
要有健全的配套举措。美国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培

养在研究生教育招生中有所优惠，但在培养中一点

也不马虎，不合格的研究生照样无法顺利毕业，甚至

拿不到学位。但面对严苛的人才培养管理，对在研

究生教育中有学习障碍的学生还是有一定的补救措

施，如学分互认和转换制度、司法保障制度和补偿救

济制度，以使少数民族学生受教育权益得到保障。
（六）关注教师多样化（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ａｃｕｌｔｙ）
师资力量向来乃美国高等教育革新中的重要指

向之一。为促进少数民族研究生教育发展，联邦政

府发布法令要求对师范生展开多元文化教育；州政

府则采用经济刺激和专业扶持方式来吸引、培养优

秀的少数民族教师。美国高校也越来越体会到，要

想真正改善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教育质量，
最有效的一个措施就是打造一个高度多元化的教师

队伍。为此，各大高校相继采取各种手段与措施，招
才纳贤，吸纳与保留更多优秀少数民族教师。ＭＩＴ
学院、Ｓｔａｎｆｏｒｄ大学、Ｄｕｋｅ大学遵循非轻视准则、机
会平等准则，不断壮大少数民族教师队伍。这些高

校作为美国一流高校，在推动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

培养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活动中作为楷模，为高校少

数 民 族 高 层 次 人 才 培 养 发 展 史 增 添 了 浓 重 的

色彩。［５］

六、美国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

对我国的启示

　　（一）政策约束强劲有力

美国联邦政府每年向贫困学生提供助学贷款，
接受助学贷款的学生，在完成学业后需要到国家规

定地区工作至少３年，才能获得贷款减免，这一规定

获得实际落实，表明美国的少数民族人才培养制度

中的各项政策约束力也非常强劲。
（二）政策信息传递准确

美国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制度信息传递不

差毫发。譬如，美国肯定性行动基于补偿理论准则，
也就是对历史上歧视黑人和隔离黑人的做法予以悔

改，弥补黑人受到的伤害，通过教育优惠给予赔偿。
肯定性行动的法律依据乃美国宪法第１４修正案公

民平等保障条文及１９６４年《民权法》取缔民族歧视。

１９７２年，白人Ｂａｋｅｙ向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戴维斯

分校医学院提出入学申请但被回绝。Ｂａｋｅｙ后来发

现缘由乃医学院当年招录额度中，有１６个特殊名额

预先分配给黑人等少数民族学生，这些被招录的少

数民 族 学 生 学 业 成 绩 远 低 于 Ｂａｋｅｙ。１９７３ 年，

Ｂａｋｅｙ向该医学院重新提交入学申请书，依然被 回

绝。１９７４年，Ｂａｋｅｙ向法院告戴维斯医学院。诉 讼

由州地方法院直至州最高法院，再至美国联邦最高

法院。１９７８年，由 美 国 最 高 法 院 大 法 官Ｌｅｗｉｓ　Ｆ．
Ｐｏｗｅｌｌ作出的判 决 引 用 宪 法 第１４修 正 案，认 定 加

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戴维斯分校新生招录指定名额制

违反宪法规定，以平息反方对肯定性行动的长期质

疑，同时又援引宪法第１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文，说明

学术自由准则，判定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戴维斯分

校有权在招生中考量民族因素，来推动高校学生主

体的多元化，且认为思索、尝试和缔造的氛围，对于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是必须要件。高校多样化的

学生组成有助于推动此氛围的打造，国家的将来有

赖于多样化人才的率领，多样化人才受到多样的理

念熏陶与培养。这就为肯定性行动的延续提出了符

合宪法规定的法律基础，公立大学招录新学生，雇佣

新教师与新职员，扩充新课程科目，要求涵盖多元的

民族，皆有了适当的法律出处，也可以从中看到美国

将肯定多样性制度信息不失毫厘地传递给社会公众。
（三）营造公正客观的社会心理

社会心理对美国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有着

·４９· 刘晓凤·美国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及其政策特征



重要影响。譬如，肯定性行动计划关涉到美国的社

会价值发展、政治平稳及社会生活秩序各个领域，乃
至繁杂的政治议题，也成为美国社会道德争辩的重

要议题之一。对于高校是否应该对少数民族施行优

待举措，不同民族、不同政治党派、法律界皆有着不

同的看法甚至对抗观念。保守派攻击对少数民族优

待举措，让资质低下的学生获取高层次教育好处，降
低了人才培养准则，激化了民族对立，对少数民族的

优惠待遇 背 离 了《公 民 权 利 法》主 张 的 人 人 平 等 准

则，违背美国主流价值观念，偏离机会均等的社会政

策理念，将基于民族的少数民族教育权利凌驾于美

国公民教育权利之上，乃是对白人的逆向民族轻视，
也未有效提升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肯定性行动的

支持者展开寸土不让的回击，提出如不实施肯定性

行动，社会民众会更加质疑美国社会制度的公平性

与公正性，高校只有尽力达成多样化的宗旨，才可顺

应美国文化的社会实际状况。肯定性行动抵制单一

的程序公平公正，施行均等化的差别准则，乃尊重各

民族的复合平等理念，对少数民族的优待政策在削

弱民族观念领域取得的收益还是大于损失；少数民

族优待政策在追求学生多样性，寻求社会公平公正

方面，发挥了其他政策所不能及的功效。事实上，所
有社会皆会出现平等与资源、公平与效率的冲突，肯
定性行动企图经由国家手段对在自由角逐中处于劣

势的团体予以相应帮助，以变革劣势团体由于先天

不足、后天无以为靠的马太效应处境。但对于一个

国家，推崇自由甚于平等，个人主义超越集体主义，
实施肯定性行动非常不容易，社会各界争论不休。

总而言之，美国高校的少数民族入学政策历经

曲折发展的进程，少数民族招录政策乃各利益团体

相互角逐相互妥协的折中结果。目前，美国少数民

族高层次人才培养在社会心理的干扰下前景并不明

朗。１９９６年，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州 取 缔 了 对 少 数 民 族 与 女

性 的 肯 定 性 行 动 计 划。１９９８ 年，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州

５９％的 人 赞 同 废 除 肯 定 性 行 动 计 划，１９９９ 年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大学在研 究 生 招 录 中 不 再 考 量 民 族 因

素。从各州一连串动向来看，美国的高层次人才培

养制度正趋向于撤除肯定性行动计划。２００１年１２
月，Ｃｉｎｃｉｎｎａｔｉ地区的调查结果表明，占比达８１％的

人觉得研究生招生录取中不应考虑民族因素影响。
只有占比１２％的人觉得需要考量民族因素。同时，
从白人逆向歧视案的判定中反映出，许多社会成员

反感对少数民族研究生实施教育优惠，且这种不满

情绪日益浓重。这种社会心理对联邦政府在继续推

进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制度方面造成了很大的

阻碍。事实上，少数民族虽然看起来与白人一样拥

有平等的公民权与公平的受教育权，但在积重难返

的民族主义文化的干扰下，使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

培养制度的发展受到民族割裂与民族歧视的诸多束

缚，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的研究生教育的公平

实现还有漫漫长路。

参考文献：

［１］Ｌｕｃａｓ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Ｔ．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１７３．
［２］Ｊｏｈｎ　Ｌ．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Ｉｎｓｉ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Ｍ］．ＵＫ．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１４－１６．

［３］Ｍｉｎｉ－Ｄｉｇｅｓ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０６［Ｃ］／／ＰＥ　ＱＩ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７）．ｈｔｔｐ：／／ｎｃｅｓ．

ｅｄ．ｇｏｖ／．
［４］Ｂａｎｋｓ　Ｊ．Ａ．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Ｒｅｆｏｒｍ［Ｊ］．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１９８６，６（５）：１０２－１１３．

［５］刘晓凤．国外人才培养问题研究述评［Ｊ］．云 南 财 经 大 学

学报（社科版），２０１２（３）：５０－５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１，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Ｈｕｂ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Ｗｕｈａｎ，Ｈｕｂｅｉ　４３０２０５；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Ｈｕｂｅｉ　４３００７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ｏｓｔ　ｍｕｌｔｉ－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ｏｕｌｄ　ｈｏｐｅ　ｔｈａｔ　ａｌｌ　ｔｈｅｉｒ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ｍａ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ｈａｖｅ　ｍａｄｅ　ｇｒｅａｔ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ｔｒａｉｎ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ｅｔｈｎｉｃ　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ｌｏｏｓｅ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ｉｃｔ　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ｍｅｄｉ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Ａ；ｅｔｈｎｉｃ　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ｌｏｏｓｅ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ｉｃｔ　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５９·刘晓凤·美国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及其政策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