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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詹小美教授的《民族文化认同论》是对全球化时代凸显的时代问题的回应，专著紧扣民
族文化认同这一主线，从理论与实践、时间与空间的多重向度，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比较与借鉴相映照的研究方法，既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理论进行
了探究，也对民族文化认同的价值与意义进行了探讨；既有对个体民族文化认同的微观
分析，也有对群体民族文化认同形成与发展规律的研究；既探讨了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
当今现状，也比较分析了美国、德国、韩国和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民族文化认同教育，
系统推进民族文化认同的理论、实践及教育。
 

内容简介

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成员对其文化的承认、认可、赞同，由此产生归属意识，进而获得
民族文化自觉的过程。詹小美教授的《民族文化认同论》紧扣民族文化认同这一时代命
题，从理论与实践、时间与空间的研究向度出发，以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定性与定量的
结合、比较与借鉴的映照为研究方法，系统阐释了民族文化认同的价值、层次、条件和
机制；实证聚焦了民族文化认同的现状、正向态势和负向挑战；比较分析了美国、德国
、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的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理性探索了全球化、多元化、市场化、信
息化场域中民族文化认同的矛盾与张力；应然与实然相结合提出了民族文化认同的理想
愿景与现实建构。

作者简介

詹小美，广东饶平人，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聘馆员，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文化哲学，民族文化与集体认同。分别在《中国社会
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学术刊物以及《光明日报》发表论文多篇，
并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多次转载。先后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课题多项，已出版个人独撰民族问题系列专著《民族
凝聚力研究》《民族精神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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