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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灯塔下，如何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国语教学质量
毛剑英

（新疆阿克苏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新疆 阿克苏 843000）

摘要：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少民族都有本民族

的特色语言和文字，在本民族内应用比较广泛，国语使用则相对

比较少。汉字记载了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文化和经验，

普及国语教育对于提高全民族素质、发展社会经济、促进各地区、

各民族间交流与沟通，以及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方面具有极其重

要的作用，学好国语已成为少数民族的共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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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在新疆的南疆地区大力推进国语教学，

不仅是推动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加强少数民

族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同时也是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维护

新疆和谐统一的重要举措，进而促进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

提升少数民族教学质量。

近几十年来，少数民族地区的国语教学已经积累了不少宝贵

的经验。那么，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应如何进一步提高少数民族

地区尤其是南疆地区的国语教学的质量呢？结合我自己的二十多

年教学经验谈一谈如何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国语教学质量。

一、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国语的意义

（一）实现我国文化政治经济大统一的必然需求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语

言和文化。团结各民族维护国家的安定统一，是党和政府的重要

任务。国语是维护国家安定统一的重要工具。学习国语可以增加

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只有加强各族学生的交流，才可以使

他们克服语言和文化障碍，共同团结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实现共

同发展，构建和谐、统一、繁荣的小康社会。

（二）国语学习是政府政策方针与目标

我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学生对国语的学习，在十九

大召开前，党和政府就提出，要加强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国语教学，

使少数民族学生学掌握和熟练掌握国语。有助于推动党和国家的

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有效落实，增强各民族团结水平，加强国家

的治理体系建设。

（三）促进少数民族学生发展

在中职教育阶段加强学生的国语教学，有助于锻炼学生的语

言思维。中职阶段，学生的学习时间比较充裕，他们可以有大量

的时间学习国语。学会国语以后，他们在今后的生活和社会交际，

求职等各方面都能受益颇多。很多有才华的少数民族学生，因国

语水平不高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他们就业的重要因素。由于国语

表达水平不高，所以他们在日常交流上存在障碍，也无法适应岗

位的需要和起码的交流、沟通，从而导致他们无法有效融入现代

工作和生活圈。因此，在中职教育阶段加强少数民族学生国语教学，

使他们了解中国语言文化，加强国语口语表达，有助于促进他们

全面发展。

二、少数民族学生国语学习现状与原因分析

（一）学校没有形成国语语言环境

在国家双语政策的引导下，很多学校都越来越重视国语教学，

建设国语课堂，但是不少学校只是在表面做功夫，而忽视了中职

教育阶段的学生由于他们国语基础不同，接受与学习能力存在差

异，导致了很多学生无法进行正常的国语交流。因而，大部分学

生只是在课上的时候用国语交流，课下基本上都在使用本民族语

言，国语课堂教学成效得不到巩固，严重阻碍了国语教学质量与

学生掌握和运用国语的能力。

（二）学校与社会文化因素

南疆地区由于国语教学起步晚，发展不平衡，导致绝大多数

农村地区成年人国语水平不高，习惯于本民族语言交流，同时存

在不少农村学校的教师国语水平参差不齐，成为了制约和影响学

校国语教学质量不高的因素。学生离开学校以后，回到家里基本

上以本民族语言交流为主，由于语言环境的缺乏，严重影响了学

生国语语言能力的发展。在学校由于教师的国语水平不高，对国

语文化的理解程度不深，国语发音和语法都存在问题，这就导致

学生在学习国语时会发生偏差。而由于父母的国语水平也不高，

学生回到家只能用民族语言与父母交流，这也影响了学生国语能

力的发展。

（三）文化认同因素

各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拥有悠久发展历史，少数民族地区的

人们对方言具有强烈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不少少数民族希望将自

己的文化发扬光大，这一愿望也阻碍了国语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普

及。依然没有形成对国语的认同感，学生对国语学习也没有正确

的认知。很多少数民族学生，认为自己毕业后还是要回到家乡，

国语对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没有太大的帮助作用。因此他们不重视

国语言的学习，在学习过程中也不太认真，给老师交代的任务敷

衍了事。

三、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国语水平的策略分析

（一）选择学生感兴趣的教学内容。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使学生提高国语水平，首先需要提高少

数民族学生对国语的学习兴趣。这是国语教师在教学中首要解决

的问题。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首先要排除学生对国语语言学习的

畏难情绪，让学生认识到国语言的魅力。教师授课之前在选定教

材的时候，要根据学生的性格特征，兴趣爱好，选择具有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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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颖、简洁、丰富等特征的教材。同时，教材既要满足学生的学

习需求，又要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适应社会发展同步，有利于

课堂教学互动和学生的参与。

（二）加强师资力量，提升教师的国语水平

师资力量确定了少数民族的国语教学质量。少数民族地区的

本民族语言的应用环境比较成熟，所以不少少数民族教师的国语

水平也不高，对国语文化的理解程度也不深。

因此，少数民族学校应积极开展校本培训，提升教师的国语

水平。有计划地组织学校教师开展自修、自练、互教互学、研讨、

观摩教学、课程讲评、教案和教研论文评比等多种形式的校本培

训活动，使每一位教师的国语素质得到提升。

要加强国语水平强化培训，积极督促和组织教师参加每年两

次国家级国语水平考试，以考代培，以此来提高国语教师的国语

水平。加强双语教育基本功训练。通过双语教师基本功比赛，举

行“双语”赛课活动和民汉教师师徒结对等活动，为国语教师国

语听、说、读、写及表达等方面创建提升的平台。

总之，国语教育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意义重大。我们要在清

楚认识国语教育重要性的基础上开展各项工作，进一步明确国语

教学的目的，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和方法，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高度重视国语教育，认真总结经验，解决国语教学中存在的各种

问题，争取把少数民族地区的国语教学做得更好，为实现教育均

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营造特定情境，帮助学生理解文章

营造良好的情境是一种重要的创新教育策略。教师可运用声

音、视频等元素创设一个与文章中描述的特定场景、表达的情意

等相符的环境，帮助少数民族学生理解文章内容。创设情境后，

课程变得更加简单易懂。学生在情境中更能切身感受文章中传达

的情意，从而启发灵感和语言思维。

以白居易的《暮江吟》为例，这首诗描绘了一幅和谐、宁静

的秋江图。诗中用比喻的手法将露珠和弯月的可爱之处描绘出来，

勾勒出一幅生动鲜活的画面。但是，由于少数民族学生对国语的

理解能力弱，难以理解诗句的意思，也很难理解诗歌传达的感情。

因此，在教学时，教师可以利用与诗中景色有关的视频，创设一

个情境，并利用多媒体给学生播放视频画面：秋日的傍晚，一抹

斜阳照射在江面上，使得江面既显出秋日的萧瑟又显出火红的颜

色，在这个九月初三的夜晚，露珠像珍珠，弯月像弓箭一般可爱。

通过观看这个视频，学生可以对诗中描绘的景色有更加清晰的认

识，对诗歌有更深刻的体会，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秋江上火红

的颜色，体会秋天的美好，进而，语言灵感也被激发出来。这样

学生不仅不会再刻板地理解诗歌。通过创设情境，教师帮助学生

理解诗歌，激发了学生的语言思维。

（四）细致推敲文本，提升语言逻辑能力

阅读文章需要不断推敲、反复欣赏，只有将现有资料分析透

彻后，少数民族学生才可能对国语有比较清晰的理解。尤其对于

一些优秀的文章或者段落，仔细推敲他们有助于学生体会国语的

魅力，进而学习文章语言的优秀之处。细敲文本时，教师应该注

意让学生发挥想象力，要鼓励学生开阔思维，积极表达。这有助

于提高学生语言运用的灵活性。

比如，《走月亮》一课，这篇文章属于散文类型，文章中作

者以回忆的形式，写了中秋夜“走月亮”的美好情境，勾画出一

幅如诗、如梦、如画的画卷，文中不光写了月下的美好情境，也

写了母女之间真真切切的感情。文章有很多出彩之处，比如“细

细的溪水，流着山草和野花的香味 . 流着月光”这段话，将中秋

月下的温柔刻画得十分传神。教师可以带领学生细致分析文章的

语言，想象一下，在温柔的月光下“走月亮”的景色。对文本进

行细致分析后，学生可以总结文章的语言，学习这种写法的长处，

进而发展语言思维，提升语言能力。

（五）扩展语文课堂，增强学生国语应用能力

生活中蕴含着丰富的语文知识，处处充满着学习语文的好机

会。仅仅将语文学习放在学校内、课堂上，会浪费很多学习机会。

将语文课堂从学校拓展到家庭、社会可以给学生提供更宽广的知

识海洋，给少数民族学生提供更多锻炼语言能力的机会。

比如，有的学生父母从事服装加工生意，免不了对广告的应用。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给服装设计国语广告，增加它的销量。有的学

生父母是开水果超市，那么教师可以让学生了解一下水果的功效，

写一篇国语小习作，等等。这样将语文学习和学生生活有效联系，

学生可以将课堂上学习的国语知识运用在实际生活中，增强国语

实践能力，提高学习主动性。

丰富的语文活动将课本内容有效拓展，可以激发少数民族学

生学习国语的热情，同时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教师

应该多组织一些类似的、有意义的语文活动，为学生提供运用国

语的实践机会，增强学生的国语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

积极自信的品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四、结语

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国语水平，有助于加速民族教育事业的发

展，提高少数民族的教学质量，还可以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推动

少数民族繁荣发展。在中职阶段加强对学生的国语教学，有助于

提升他们的国语能力，进而提升就业竞争力。本文探讨了在中职

学校加强国语教学的相关策略，希望可以给少数民族的国语教学

提供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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