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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主要聚居在滇、川、

黔、桂四省（区），居住呈“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

千百年来，彝族不仅创造并传承着本民族语言及本

民族传统文字，并用本民族传统文字记录和传承了

浩如烟海、卷帙浩繁的彝族历史文献，其内容涉及

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哲学思想、宗教民俗、天文历

算、道德伦理、文学艺术、教育卫生、生产实践、科学

技术等方方面面。同时，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

创造和传承着有别于其他民族传统教育形式、内

容、特点，并积累了丰富的传统教育经验，滇南彝族

也不例外。从滇南彝族传统教育的广义看，其随滇

南彝族的产生和形成而产生和形成，也随其发展和

变迁而发展和变迁。从滇南彝文类原始性创世史

诗《查姆》《尼苏夺节》《阿黑西尼摩》《万物的起源》

和口传类创始史诗《阿细的先基》《爱佐与爱莎》以

及彝文丧葬经籍《吾查》《们查》《苏颇》《苏嫫》《指路

经》《饯行经》等来看，滇南彝族早在母系氏族社会

末到父系氏族社会初就形成了教育形式多样化、民

族化、特色化的特点。以上数部创始史诗和丧葬经

籍中都提到了滇南彝族传统教育的形式、内容及其

特点。换言之，滇南彝族社会发展到父系氏族部落

政治军事联盟、婚姻联盟时代，特别是到了一夫一

妻制的奴隶制、封建制时期，他们的传统教育已发

展到较为完备的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家族教育、毕

摩教育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教育样貌。

一、滇南彝族传统教育形式

传统教育形式是指传统教育的外在表现形式，

有别于现代教育形式。细观滇南彝族传统教育形

式，主要有家庭教育、家族教育、社会教育等形式。

（一）家庭教育形式

滇南彝族家庭教育就是在家庭内部长辈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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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孙进行的一种教育形式。滇南彝族家庭教育

可能产生于“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血亲家庭

发展到以父系血亲为主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时期。

滇南彝族家庭教育是家中长辈充当教育者的角色，

主要由父母教育子女认识和掌握自身生产知识、生

活能力、劳动技能的同时，并要求子女继承父母的

职业习惯。作为被教育者的子女，在日常生产生活

中绝对服从父母的安排，不越雷池半步。与此同

时，子女谈婚论嫁，要求子女绝对遵从“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现大多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教育子女

在社交、恋爱、婚姻中严禁近亲，特别是血亲；教育

子女尊重长辈，孝顺长辈，来客让座，孝敬父母[1]。

因此，滇南彝族家庭教育具有职业继承性，生产劳

动、知识经验的权威性，居家生活中有亲密性的特

点。

（二）家族教育形式

滇南彝族家族教育是以父系血亲为纽带的宗

族家族内部进行的一种教育形式。他们历来非常

重视宗族家族观念，认为宗族家族内部所有的成

员，不论远亲近疏都是一个祖宗，一娘所生的人，同

宗同族情感较浓，不论红白喜事、抗灾抗病、起屋盖

房，都靠宗族家族团结协作来完成，甚至生活方面

各成员之间也要相互救济、借赊。正如他们民间谚

语所说：“不是同宗人，贫富不往来。”有关宗族家族

分支、迁徙及族谱、家谱、族规宗律等文化知识延续

传承也在宗族家族集会、祭祖分支、婚丧宴请的场

域中，由家族宗族长辈、歌手、毕摩对宗族家族子孙

后代进行教育[1]。

（三）社会教育形式

滇南彝族社会教育同其他彝族地区社会教育

一样，是整个传统教育过程中最普遍、最广泛、最盛

行、最重要的传统教育形式。但他们的这种社会教

育有别于现代教育，不是进行同教材、同教学大纲、

同教法、同教学目的和任务的同步教育，而是师徒

或弟子似的一种个别教育，如木匠、铁匠、泥瓦匠、

毕摩等职业者以带徒弟的形式传授生产生活知识

和技能。这种师徒形式的教育，尤以毕摩教育为普

遍和广泛。毕摩是神职人员，毕摩文化包括彝族语

言、宗教信仰、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天文历算、医药

卫生等，其教育主要以宗教祭词和祭仪形式进行。

除了以上类似职业性的教育形式外，还有同龄

人间、同辈异性间的相互教育形式，在此分别阐释：

1）滇南彝族同龄人间教育形式。他们不论辈

分大小、性别、职业，只是同一年龄阶段的人，在日

常生产生活中，他们相互交流学习、体验认知同一

年龄阶段的知识、技能、技术等。他们传统观念认

为，天下所有社会成员，都出自一个祖先，并人人平

等，何况是血亲或姻亲的兄弟姐妹，共同团结、进

步、发展，才是他们的教育目的，才是他们历来主张

和倡导且履行的传统伦理思想和道德行为规范。

如老年人和中年人在茶余饭后、居家延请中相互交

流、学习生产劳动、勤俭持家、生儿育女等各种经

验，使大家共同提高、进步、富裕，女青年之间出嫁

前相互学唱“哭嫁歌”及学习、交流、切磋剪纸、绣花

技能等[2]。这种教育形式明显地反映了缺乏私有制

观念，强调说明了彝族原始教育、原始生产农耕共

同进步和发展的思想道德观念，尚未把自己的一技

之长视为私有。

2）同辈异性间教育形式。主要表现在男女青

年异性间，在自由社交、恋爱过程中，以演唱或对唱

“阿哩”（情歌）、弹奏各种器乐的形式互相学习交

流。他们认为，“阿哩”情歌、弹奏吹奏的器乐都具

有拨动心弦和动人心扉的魅力，时时流露出感唤人

心的情意，也有诙谐戏谑、倾吐衷肠、表达爱慕的言

辞。因而，只要避开了异性血亲姻亲的视线，即使

在光天化日之下或大庭广众之中，都可以公开学

习、交流“阿哩”情歌及弹奏或吹奏各种器乐[2]371。否

则认为，视为牛马牲口，族人将会用稻草去喂犯禁

者，以禁之。这充分说明和反映了他们已经完全摆

脱了近亲婚姻的羁绊和束缚。

二、滇南彝族传统教育内容

细观滇南彝族传统教育内容，可谓社会历史、

政治经济、语言文字、天文历算、哲学宗教、伦理道

德、文学艺术、生产社会、科学技术，可谓丰富多样，

包罗万象。但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产劳动知识教育内容

1. 农耕生产知识和技能教育内容。滇南彝族

何时开始从事农耕，特别是梯田农耕，无据可考。

但从事农业生产耕作后就产生了很多农耕生产技

术教育。如有关农耕的天文历算知识需要学习传

承，各种农作物的耕作技术也需要教育。对农作物

的播种、管理、收割、储藏等劳动知识技术，他们都

有一整套完备严密的知识技术体系，如水田三犁三

耙，秧田还踩泡蒿枝、树叶，旱地用枯树枝叶和土层

合堆烧成草木灰播种；利用水源的优势条件，用水

冲肥料；锈水田如何耕种、栽种什么谷种、施用什么

肥料等知识经验。这些知识技能和经验方法的传

承也是一代传一代，由长辈在生产劳动中和家中休

闲时言传身教、循序渐进地传授给下一代，有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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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技术已成精辟的格言、谚语来进行教育[3]。如“人

哄田地无所谓，田地哄人受不了”“人哄田地，田地

哄人”“幸福来自手勤，贫穷来自手闲”“人劳动时狗

睡觉，人吃饭时狗心慌”。

2. 狩猎渔集知识与技能教育内容。所谓狩猎

渔集教育，就是人类最早的生产知识和技能教育内

容之一。滇南彝文文献《部落首领罗毕布》中记述

了部落首领罗毕布率猎鹰、猎犬及猎兵如何狩猎的

知识和技能。滇南彝族狩猎渔集知识和技能教育

内容丰富多样，如狩猎渔集的对象——野兽、水族

及野菜的命名及对其特性的把握，采集和捕捞工具

的制造和使用，猎犬的驯养以及狩猎渔集中各种技

术等需要教育传承。主要由长辈或能手在家中或

就地现身说教。这种教育方法既带有突出的实践

性，又具有易学易记的特点。

3. 农牧知识教育内容。滇南彝族农牧知识和

技能教育内容也十分丰富，即家禽家畜饲养知识和

方法教育。滇南彝文类创世史诗《阿黑西尼摩》《尼

苏史诗》和口传类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阿佐与

爱莎》及丧葬经籍《吾查》《们查》《苏颇》《苏嫫》等都

用一定的篇幅，记述了滇南彝族畜牧业饲养知识和

方法，说明当时他们先民饲养规模较大，也有了相

当高的畜牧饲养技术。一般情况下放牧牛马羊、喂

养猪鸡鸭时与居家生活结合实际场域进行传教，使

后生耳濡目染，体验认知。也通过谚语来进行教育

后代子孙，如“牲口有盐巴就好，田地有肥料就好”

“农人有清闲日，牧人无清闲日”。家禽家畜和人的

孕期及年胎次数也编成顺口溜，代代相传，且脍炙

人口，妇孺皆知，如：

母猫孕三月，一年生二胎；母狗孕四月，二年生

五胎；母猪孕五月，二年生三 胎；母羊孕六月，二年

生三胎；母牛孕七月，三年生四胎：母马孕八月，四

年生三胎；人母孕九月，三年生二胎[4]。

此外，还有一些知识会通过讲唱生活故事的形

式传授，起到教育启示的作用。

4. 手工业技术知识教育内容。滇南彝族传统

手工业知识技术教育，一般是师徒之间，或者父子、

母女、兄弟、姐妹、姑嫂之间教育传承，而且需天资

聪慧者才能习得传承。如刺绣、纺织、裁剪等技术

教育，一般由母亲、姑嫂等手把手、面对面传授技术

工序、操作技能给自己的女儿、妹妹、姑子等，使其

循序渐进地认识掌握。大部分传统手工业知识技

术一般传内不传外，尤其是精深的手工业具有传子

不传女、传媳不传女的特点。

5. 生理、育儿知识教育内容。滇南彝族人类生

理卫生、育儿知识教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且具

有一定的科学性。如彝文文献《人生经》中有详细

记载：人从生下来到老死各阶段中的教育特征和行

为规范，甚至包含有关孕育的知识，如：

天上一露珠，慢慢往下落，落在你父肩，父肩停

一时，后入父体内，父身在三月。

有朝一夜晚，你父抱母腰，你母搂父腰，露珠

（指精液）入母体。一月如秋露，二月如蝌蚪，三月

如蛤蚧，四月如青蛙，五月如蜥蛇，六月现人形，七

月能蹬转，八月同母存，九月离母体，坠地来世

上。……人生一月时，幼小质不清；人生二月时，啼

声震中庭；人生三月时，认识父母手；……人生七月

时，会转转一圈；人生八月时，会立臀下坠，人生九

月时，口间露笑色；人满一岁时，阿卟卟学语；人满

二岁时，阿哒哒学话；人满 三岁时，牵拉父母

手；……人满九岁时，幼年学一次；父母来教育，不

信父教导；人满 二十岁，青年学一次，唱歌又跳舞，

朋友来教导，不信友朋言；人满四十岁，壮年学一

次，官员来教导，不信官员言；人满六十岁，老年学

一次，使媳与唤子，领孙抱曾孙[4]45。

这些生理和育儿知识内容，主要是毕摩祭司在

主持丧葬祭祖中用说唱的形式传教，具有悦神敬

祖、惠人育人相结合的特点。至于男女育儿知识的

教育，一般在家中父子或母女之间进行传教，其思

想内容大多是健康科学的。据深入实地调查获悉，

滇南彝族从古到今坚决反对近亲结婚，如谚语“河

水不会倒流，姑舅不能通婚”“姨表联因，开花无果”

“同姓间唱情歌，如同牛马牲口”。这些与现代科

学，我国现行《婚姻法》有关规定不谋而合。

（二）伦理道德教育内容

滇南彝族传统伦理道德教育内容十分丰富。

从其载体和形制分有木刻本和手抄本两种，在众多

留存的彝文文献中，唯有伦理道德类文献为木刻

本，这足以说明他们历代先民对伦理道德的高度重

视。从其思想内容分有说理类、说教类、故事类、劝

诫类、交融类等；从层次分有个体类、家庭类、家族

类、村社类、社会类、自然类等。简言之，滇南彝族

伦理道德教育内容涵盖了仁义道德、读书习礼、忠

君守法、尊老孝道等丰富的教育思想，对今天社会

发展和进步依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它从教人

习文、知书达理、团结友爱、忠君守法、孝敬父母、训

儿示女、戒律禁忌、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等不同的角

度诠释人生在世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这些俗成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用书

面的形式固定下来，作为教育后代的专门教材，对

龙倮贵：滇南彝族传统教育形式和内容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 9



于形成彝族人性心理素质、道德行为，曾发挥了十

分重要的历史作用。

目前调查发现的伦理道德教育内容有木刻本

《礼法经》《做人之道》和手抄本《伦理起源经》《教儿

教女经》《孝敬父母经》《尊师重教经》《村寨和睦经》

《莫做坏事经》，还有故事类手抄本《鹦哥孝母记》

《求拾老人施善记》《董永卖身葬父记》，等等，不胜

枚举。有的伦理道德教育内容手抄本可谓家喻户

晓、孺幼皆知，脍炙人口。这些木刻本和手抄本伦

理道德经籍结构严谨，文字精练，概括性强，哲理性

强。句式对偶整齐，字字对仗，句句押韵，读来琅琅

上口，听来娓娓动听，通俗易懂，且于实用，便于记

诵。许多青少年读后终生不忘，受到彝族各阶层的

欢迎，因此广泛流传，经久不衰。

（三）毕摩文化教育内容

彝族毕摩文化是在彝族社会中，以从事民间信

仰活动的毕摩为主传承的彝族传统文化，是一个很

大的范畴，是彝族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文化

现象。

1. 毕摩文化教育是一种游动和私塾教育。毕

摩私塾分有酬私塾和无酬私塾两种。前者以收弟

子的形式，在传授彝族各种传统宗教和传统民俗文

化内容给弟子（大多为无亲无故的人）期间，象征性

地收取适当的学费，以作自己的劳酬。后者主要是

毕摩招收数个亲朋好友、或自己的子孙，传授彝族

各种传统宗教和传统民俗文化思想内容给他们。

不论有无报酬教育，毕摩先教授传统宗教祭辞祭语

及咒辞祝语、谱系，但毕摩只教词不讲其义。最后

在各种宗教和民俗祭仪活动中，弟子亲临毕摩主持

的祭仪场域，亲身体验、感悟、认知各祭仪活动中所

需的祭物祭品及其念诵祭辞祈语的唱腔唱曲。

据调查获悉，有的毕摩一生中有几十个甚至几

百个弟子，但其教授场所不固定，多在宗教和民俗祭

仪活动中，也就是毕摩在何地主持宗教和民俗祭仪

活动，就把弟子带到何地学习和观摩，直至弟子可以

独立主持各种宗教和民俗祭仪止。因而毕摩文化教

育具有游动性的学习与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

2. 毕摩文化教育是以宗教和民俗为主的教育

内容。毕摩是以传承本民族语言文字、传抄收藏彝

文文献、为民祀奉为主的职能活动。换言之，毕摩

从事职能文化活动主要依托宗教和民俗祭仪活动

内容，因而毕摩文化教育是具有信仰神鬼、祖先的

一种宗教和民俗文化活动。但从毕摩主持各种宗教

和民俗祭仪活动中所念诵的经籍看，其中包括历史、

语言、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天文、地理、人生礼仪

及生产生活方面的知识，还有毕摩查病看病、神药两

解疗法等。所以毕摩文化教育内容具有以宗教和民

俗文化活动为主的博大精深的教育特点[5]。

3. 毕摩文化教育是有语言的专门教育。众所

周知，毕摩文化教育内容即是各种宗教和传统经籍

文化，是借宗教和民俗文化活动，念诵与它相适应

的经籍文化内容娱神育人，其中念诵祭辞祈语、咒

语是进行各种宗教和民俗文化活动的主要手段，所

以毕摩文化教育要完成繁多庞杂的诵祭辞祈语、咒

语，达到娱神育人的效果，具有宗教和民俗文化活

动与诵祭辞祈语和咒语相结合的特点。

4．毕摩文化教育以个别教育为主。毕摩对弟

子教育，既没有统一、规范、权威的教育大纲和教学

教材，又没有统一的教学方法和目的。一般地讲，

毕摩们各自按各自弟子的知识基础、领悟能力进行

教学，根据各自主持的各种宗教和民俗文化活动情

况安排各自的教学方式方法及进度，教学内容的深

浅与高低及多寡，注重弟子的个性差异，突出因人

施教，且无学制、等级，以弟子学会掌握为主的个别

教育形式，恰似现代“异步教育”的方法与特点。

三、滇南彝族传统教育的特点

（一）教育内容的特点

综观整个滇南彝族传统教育内容，具有较强的

实用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具体地讲，滇南彝族传统

教育内容是由日常生产劳作、居家生活以及社会生

产力所决定的，实现生产生活目的中需要哪些知

识、技能技术，均反映和体现在教育内容之中。也

就是做什么就教什么、教什么就学什么，教育内容

始终贯穿于他们日常生产生活的整个过程。这种

教育内容与实际生产生活相结合的教育特点，虽对

滇南彝族生存、繁衍、劳作、发展、生息起到过不可

估量的重要作用，但从培养受教育者创新思维、创

造思维、转化思维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等来

看，很大程度上凸显出其缺陷与不足。

（二）教育方法的特点

就滇南彝族传统教育方法而言，具有凸显的模

仿性和直观性的特点。虽滇南彝族传承着本民族

传统文字，留存着卷帙浩繁的彝文文献，但大多生

产劳作知识文化尚未详尽记录传承，更没有总结、

归纳、提炼，几乎都是口传身授的教育形式，并在日

常生产生活实践中进行教育的，整个教育过程实际

上就是体验、实践、认知过程。即使有毕摩文化教

育，但也是游动性较强的教育形式，其教育内容多

为各种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为主，几乎没有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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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实践知识文化。因而滇南彝族传统教育具有面

对面、手把手的教育方法，并与实践相融通，在体

验、实践、认知中学习，在学习中体验、实践、认知，

突出反映和体现模仿性和直观性特点，使被教育者

实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且实际操作应用的目的。

（三）教育角色的特点

1. 教育者角色

从教育者的角度看，具有明显的经验性和原生

性的特点。滇南彝族大多生活在山区，生存环境恶

劣，他们历代先民为了生存、繁衍、劳作、发展、生

息，在长期认识自然、征服自然过程中，开创和积累

了丰富的山地农耕文化、梯田稻作文化以及彝汉交

融的边地文化，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于

是作为教育者的祖母父、父母、哥嫂，用自己曾体

验、实践、认知的方式方法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使作为被教育者的子

孙、弟妹习得他们祖母父、父母、哥嫂的生产生活实

践经验[3]。

2. 被教育者角色

从教育接受者的角度而言，具有显现的交叉性

和多重性的特点。滇南彝族传统教育内容及其教

育过程，大多是社会性、公开性、群众性的，几乎不

存在隐瞒性和狭隘性。因而，作为被教育者可以师

从多人，从持有不同职业技能者身上获取自身所需

的知识、技能、技术。具体地说，不论年龄大小，只

要有兴趣爱好甚至愿学肯学，在某人门下习得某一

知识、技能、技术后，也可以另择一人门下习得另一

方面的知识、技能、技术。如一个男子拜毕摩学习

毕摩文化，同时也可以拜铁匠或木匠学习铁匠、木

匠技术。更值得一提的是，可先在某人门下习得初

步知识、技能、技术后，再转到高手门下学博求精，

研深识高[3]。通过如此交叉学习和多重学习，使得

共同进步、发展，而且有利于呈现一代比一代知识

丰富、技能广泛、技术精湛新格局。

四、彝族传统教育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一）教育思想观念的影响

教育思想观念是固着于教育者或向着其他人

头脑中的对于教育问题的看法和理念。教育思想

概念形成系人们的思维定式和心理定式，直接或间

接地支配各自的教育行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 实用性和功利性的思想

如前述，滇南彝族传统教育的实用性和功利性

非常明显。这种重能力重实效、轻理论重实践、轻

知识重技能的实用性对于当下我国现代教育改革

中突出并逐步实施的素质教育来说，是一个较好的

教育教学理念和行为[2]371。然而，这种实用性和功利

性的教育思想观念对现代理论基础教育中产生了

消极的影响。如有的彝族对一些理论性较强的文

理科知识不能立即用于社会实践中，就产生了“读

书无用”的思想，认为让子女读书还不如去学毕摩、

铁匠、木匠、泥瓦匠。部分彝族认为，现代学校教育

中，让子女上学，如果不能当上国家公职人员，或走

不出偏僻乡村，就没有多大意思[3]374。因而在现代

教育中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读书当国家公职人

员”的思想。让子女读书唯有去当国家公职人员的

思想，对滇南彝区现代教育也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惟当国家公职人员的教育观念，到了当

下大中专毕业生不包分配的教育大改革、为适应市

场经济而教育大转型的新时期，就变成了一种消极

的影响。所以滇南彝族传统教育的实用性和功利

性对现代教育的负面影响也很大，特别是到了如今

大中专毕业生不包分配，这种思想更加突出，是滇

南彝区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高，而辍学率高、完学

率更低的重要因素之一。

2. 重文轻理的观念

综观滇南彝族传统教育，就是一个重文轻理的

观念和行为。不论是他们的教育形式、教育内容、

教育特点，都是以人文社科为主，数理工科方面的

知识内容屈指可数，甚至只言片语。他们历来崇尚

英雄、能人，如土司、毕摩、铁匠、木匠，即崇尚英雄、

权利、文才、金钱及地位。从思维模式上讲，滇南彝

族突出地具有东方人的悟性思维方式，不习惯西方

人那种创造性思维和冒险主义行为，所以他们祖先

传承下来的彝文创世史诗《查姆》《尼苏夺节》《阿黑

西尼摩》、口传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爱佐与阿

莎》、彝文英雄史诗《笃杰阿倮传》《王维礼轶事》以

及以上提及的伦理道德类经籍，都是人文社科知识

文化，而数理工科方面除了天文历算类经籍文化外

则寥寥无几，一鳞半爪。

滇南彝族这种传统的重文轻理的教育观念和

悟性思维方式对现代教育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几十年现代教育培养出来的彝族人才，硕博生多为

文科生，理工科硕博生显得凤毛麟角，这不能不说

是我们彝族传统教育难以攻克的“瓶颈”。

（二）教学与实践合一的教学理念和行为

如前述，在滇南彝族传统教育中，不论生产生

活知识技能教育，还是伦理道德文化教育，或者毕

摩文化教育，都是在特定的场域进行的一种教育形

龙倮贵：滇南彝族传统教育形式和内容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 11



式，也就是一种内容与实际相结合的教育形式，知

识教育与实践教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教育理

念和行为。这种实践性较强的教育理念和行为与

枯燥无味的纯理论教育截然不同，其对现代教育的

影响较大。一方面，它对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教

育理念和行为有促进作用，产生合力效应，对滇南

彝区现代教育所推崇的重能力、重素质的教育理念

和行为也是如出一辙，不谋而合[5]。而另一方面，他

们认为那些数理化及史地生等复杂的基础理论知

识与他们生产生活中没有多大的关系，是没用的知

识。所以，除了上大中专院校深造毕业后当上国家

公职人员的目的外，许多彝族家长只让子女读完小

学或者九年义务教育，就叫回去当父母的助手，把

学到的文化知识应用到生产生活中。这也是造成

当地彝族学生流失严重的原因之一。

除此，现代学校教育理念和行为，不论是义务

教育阶段，还是大中专院校教育，大多采用“同步教

育”[5]。现代“同步教育”是把天资、智力和基础相似

的一群学生集中起来进行编班，进行同样的教材、

教学大纲、教学方法、教学目的，同样的教师、固定

的教学场所和同样的教学进度进行教育教学。而

如前述的滇南彝族传统教育却是个体的，没有统一

的教材、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和教学场

所。即使是毕摩文化教育，其弟子也是先后三五个

或者个体教育的，也无固定的教育场所，其教学内

容也因毕摩而异，各自掌握的宗教性祭辞祈语、咒

语也有所差异，各自选用的教学内容及其先后安排

进度也有差异。这种传统的个别教育理念和行为，

不适应现代学校中的“同步教育”理念和行为，会产

生消极的影响。但对当今教育教学改革中提倡的

“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并根据学生基础、个性特

征、兴趣爱好、特长优长，进行专门注重培养，这样

的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和行为——“异步教育”是十

分适应的[5]。“异步教育教学”曾有人在滇南彝区义

务教育中采用，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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