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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模式探讨  
热衣汗·马木提

（新疆警察学院语言系，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随着我国素质教育工程的不断发展，在高校教学当中，

也已经开设了不少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课程。少数民族语言不仅

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符号之一，也是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深刻体现。

通过开设少数民族语言课程来传播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在我国

的高校教学当中也占有一定比例。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不

同于英语教学和其他国家的小语种语言教学，必须扎根于本土文

化的营养，才能促进教学的发展。作为一名高校中国少数民族语

言教师，要针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特点和文化内涵进行教学模式创

新以求提高教学效率，提高学生对少数民族文化认同和欣赏水平。

本文基于这种情况，旨在探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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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设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课程，除了提高学生在

大学阶段中的语言文化素养，还有利于传播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

促进文化交流和传承。但是作为高校的学生来说，他们学习接受

一门新的语言本身就比较困难，再加上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具有深

厚的文化底蕴，要学习的东西远比其他小语种复杂，如何让学生

们克服重重困难，真正学到知识是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需要认真

思考的问题。

一、高等院校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现状

（一）少数民族语言学习困难，课程缺乏专业人员指导

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在传承的过

程当中，因为用语人的稀少和其他原因，很多关于少数民族语言

的资料都难寻踪迹，因此学生在学习少数民族文化语言文学的时

候，就会因为缺少文献和典籍的原因，变得更加困难。

其实造成少数民族文化语言学习困难的原因远不止这一个。

学生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的时候需要高度集中精力，找到学习的

少数民族语言的发音和语法规律，再与结合生活实践的真实语境

进行练习。

和其他外语学习一样，少数民族语言的学习不仅要注重听、

说、读、写这些技能的学习，还要格外的了解这门语言背后的文化，

学生在长期接受汉语的学习和使用过后，在高校的课程里，去接

受一门比较晦涩难懂的少数民族语言的学习，就变得非常的困难。

由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专业学习并没有大规模的开设，这

就为高校的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在提供师资力量的时候造成了阻

碍。大多数学校在选择老师的时候，一般很难找到专业的少数民

族语言教师，相反出现的教师大多是来自本土的非专业教师。

由于非专业的语言教师在教学方式或者文学基础知识方面，

总很难会有两者都达标的情况，这就给学生在学习中国少数民族

语言的时候，造成了教学过程中根本的困难。

（二）教学方式落后，难以跟上时代步伐

和其他语言文化学习方式一样，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过

程当中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教育的主体——老师和

学生，都受传统的教育思想影响过大，以至于他们在现在的课堂

教学当中还在使用着传统的教学方式。

使用传统教学方式具体表现为教师在课堂上一味的为学生做

知识的补充，而不管学生是否接收，并且在评价的时候也只用严

格的分数来作为标准，不能兼顾到学生的发展特征和个性特征。

这样的传统教学方式，对于学习难度更大的中国少数民族文

化语言教学来说，就是最大的阻碍，因此需要在扎根中国少数民

族语言文化的基础上，仔细探讨创新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新模式，

力求在原有的教学模式上加以改进和补充。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很多教学方式已经被淘汰在了时间

的洪流当中。传统的教学方式不能与如今学生在高校当中科目

众多，任务紧急的情况相适应，就是说传统的教育方式不仅速

度慢，而且效率低，对于学生学习起来也非常的有难度，这让

学生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时常因为这门课程的困难对它的学习

失去兴趣。

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模式创新的策略

（一）转变学生观念，提高学生的重视程度

任何教学模式在投入使用的初期最重要的，也是最首要的一

个阶段就是转变策略受众的接受观念，提高他们对策略主体的重

视程度。

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过程当中，学

校和教师要创新少数民族语言教学模式，首先必须要先转变学生

的学习观念，提高他们对少数民族语言课程的重视程度，比如某

高校在选择维吾尔语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课程的时候，就需要从

根本上先转变学生对这门语言的看法，将它与其他的语种一视同

仁，而不要因为它仅仅是一个民族的语言而对它不够重视，也不

要因为它学习起来过于困难而轻易的放弃这门语言学习。

这一策略的关键点主要在于，教师在这门课程开始的时候，

就要为学生树立起学习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自豪感。就要为学生

普及该民族相关的历史文化，让学生们清楚的认识到，世界各个

民族的文化都应该受到同样的对待。

学生要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对自己学习的民族语言有信心，

对自己的中华文化充满信心，才能从心底里去接受，来自于自己

国家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去提高他们在

学习这门少数民族语言时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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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教师培训，提高专业水平

在高校当中的语言教学过程中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教师，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时常会暴露出一些问题，那就是他们的专业水

平得不到体现。

要提高学生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这一课程当中的学习效率，

首先学校要注重提升教师的专业性和教学水平。要让教师有过硬

的专业知识和教育手段去培养学生。具体做法可以让高校开展专

项研究项目培养本校的少数民族语言教师，让他们在教授学生过

程当中同时也得到自身的成长，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专业水平，才

能在学校的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作为高校的少数民族语言教学老师，要在平时也

要抓住各种机会去提升自己的水平和教学能力，比如说在网上查

找或者搜集各种其他学校的优秀教学案例，并且将其优秀的做法

运用到自己的教学过程当中。

在平时，教师们也可以一起研讨能够促进少数民族语言教学

效率提高的策略，将自己一起讨论出来的可行结果运用到实践当

中，逐步去检验什么样的策略，才能更加适合运用在高校当中去

提高少数民族语言教学这门课程的教学效率。

也就是说，在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的时候，学校

不仅可以组织开展研讨活动，或者请有关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专

家来开展讲座，促进教师去提升自己的能力，教师也可以在日常

工作当中多去总结，和其他教师一起讨论交流，试验出更好的少

数民族语言教学方法。

（三）注重多元评价，关注学生个性、全面发展

一个完整的教学过程，是一定离不开教学评价这一环节的。

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这一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运

用好评价策略。作为一名高校维吾尔语教师，应该积极去思考如

何用好教学评价，发挥教学评价在课程推进当中的作用。

首先教师必须要明确教学，评价不论对老师还是对学生来说

都有非常大的作用。首先，从老师方面来讲教学评价，可以帮助

老师及时的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状况，了解他们学习的重点难点

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从而去调整自己的教学策略。

其次，从学生方面来讲教学评价可以督促他们更好的去完成

学习任务，督促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清楚自己的水平，可以有

针对性的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这一较为小众的课程当中进行自我

提高。

最后，教学评价对于一个学校来掌握大多数学生的学习水平，

根据他们的水平来改变教学方针和教学策略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如何正确使用教学评价，这一教学环节的问题，教师首

先要明确注重在教学过程当中使用多元评价方法。多元评价方法

指的就是不仅仅根据期末考试或者阶段性考试的分数来评判学生

的学习标准，还要根据学生多方面的状况来共同评价学生在这门

课程当中的学习水平。

例如在学习维吾尔语这一门课程的时候，教师除了根据学生

的卷面内容来对他们的学习水平做评价，还要根据他们在课堂表

现积极程度、以及与老师的互动程度上来进行共同评价。

教师在评价的时候注重多元评价，可以有效地关注到学生的

个性发展，体现出他们的学习特征，并且进行相关特殊的培养，

因材施教，提高教学效率。

其次教师在使用教学评价的时候，还可以注重横向评价和纵

向评价的结合，促进教学评价的效度和信度得到有效的提升，以

让教学评价结果，能够真实准确的反映出学生的真实学习情况为

目标。

（四）运用多媒体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革新与发展，多媒体设备和教学科技

已经进入了各个阶段的课堂当中。在高校当中教师也可以利用大

量的多媒体工具开展教学。

在高校当中对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这一门课程的教学，也可

以多鼓励教师去使用多媒体教学设备。语言的学习都是抽象且系

统的，教师要学会运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将语言学习的系统和抽

象转化为真实客观的学习形态。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图片文字视频

等多媒体形式，都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对于课程内容的了解程度。

除此之外，将思维导图以及各种示意图运用到少数民族语言

的教学当中，也能发挥非常好的作用。将这些知识进行更加系统

化的整理，即便于学生更好的接收也能方便教师更加有条理的进

行教学。

媒体教学设备的功能非常强大，教师除了运用这些设备展示

一些视频图片文字信息的，还可以运用多媒体设备展示，来自其

他优秀学校的教学经验，积极向他们学习，并且加一些好的方法

传授给学生，分享给他们。这和当今的教学热点“微课”有着异

曲同工之妙。

互联网让各种教学设备的共享得到了实现，那么教师就要将

这一特点利用起来，借鉴其他学校好的教学经验，促进各个学校

的学术交流，从而提高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教学课程的教学质量。

三、结语

总而言之，要探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教学的模式，首先教师

需要明白我国当前在这门课程当中的教学现状，根据这些现状和

问题去提出解决策略和创新模式。比如说学生对课程不重视，那

么老师就要想办法提高学生的重视程度，老师专业性技能不强，

学校就应多组织相关培训，提高教师的素质等等。这些策略都能

够在提高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教学课程效率上发挥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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