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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作为中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壮族群众1572 万

多人，占广西人口总数的31%，汉族人口为3131 万多人，占比

62%，其他少数民族310 多万人，占比7%。在广西，壮族是广

西的主体少数民族，本文所指的广西双语教育为壮、汉双语教

育，暂不包含其他少数民族语言。

西班牙作为欧洲的多民族国家，分为17个自治区，其中五

个自治区为民族地区，包含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巴斯克自治区

和加利西亚自治区。本文所指的西班牙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分为

加泰罗尼亚语、巴斯克语、加利西亚语三种地方语言和官方西

班牙语（也称为卡斯蒂亚语）教育在民族地区并列为官方语言

的情况。

1　双语教育根源

1.1西班牙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根源

西班牙历史悠久，在各地区、民族政权的建立到融合统一

的进程中，由于长期处于独立状态，加利西亚地区（前身是莱

昂王国），巴斯克地区（纳瓦尔王国）和加泰罗尼亚地区（巴

塞罗那公国或阿拉贡王国）三个民族地区一直使用着自己的民族

语言。

加利西亚地区位于西班牙西北部，从12世纪后加利西亚语

一直作为该地区官方语言。16至19世纪，由于卡斯蒂亚王国的

繁盛，加利西亚王国贵族及精英们开始使用卡斯蒂亚语书写。

自1975 年西班牙开始新民主时代，加利西亚成为西班牙民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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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将加利西亚语与卡斯蒂亚语一并作为官方语言。

巴斯克地区位于西班牙北部，与法国交界，该地在13至16

世纪期间，逐渐并入古代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国，但一直拥有

自治权。自16 世纪起出版了第一本使用巴斯克语书写的书，到

如今其语言尽管受到西班牙语的渗透，但是还是保留了自身特

色。对于西班牙人来讲，巴斯克语属于完全不同的外语，因为

巴斯克语与西班牙语的相似之处很少，难以听懂。

加泰罗尼亚地区位于西班牙东北部，8世纪曾为法兰克王国

的名义管辖地，12 世纪起由于政治联姻，该地区并入阿拉贡王

国，后并入西班牙中央王国，但一直拥有较高的自治权。加泰

罗尼亚语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吸收了西班牙语和法语的很多

特点，但是在语法上更近似于法语。自上世纪70 年代获得民族

自治权，加泰国尼亚语成为该地区官方语言[1]。

1.2广西双语教育根源

广西中西部地区于先秦时期称为“西瓯”、“骆越”等，

壮族先民世居于此，通用本民族语言壮语。壮族先民自唐仿照

汉字部首自创了方块壮文，称为古壮文，一直沿用至清末，其

鼎盛时期为明清两代，共计4800 多个壮文字。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语委重视壮族民众的文化保护，采用拉丁字母编制了新壮

文。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正式成立壮文成为自治区通用语言，

采用武鸣壮语为标准音，在壮族民众聚居地有序开展壮语汉语双

语教育[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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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语教育现状

2.1西班牙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现状

加利西亚地区双语教育：当地区政府机构发文采用加利西亚

语和西班牙语双语版本，主要施行的双语政策一是规定加利西亚

语为各级学校教育语言；二是所有学生皆有义务学习母语；三

是义务教育期间，学校应确保学生加利西亚语及西班牙语的说写

能力；四是高等教育期间，授课需依据学生个人偏好选择语

言；五是大学及研究中心人员有义务使用加利西亚语；六是成

人教育与特殊教育有义务使用加利西亚语；七是公立学校取得文

凭的条件需认定加利西亚语及西班牙语水平。一系列双语教育政

策保障了加利西亚语在自治区官方及各级学校的地位，倘若没达

到语言的要求，则不易进入官方机构或取得高学历。在社会上

同样规定大众传媒使用加利西亚语，确保人民对母语的认知

（卓忠宏，2 0 1 8 ）。

巴斯克地区双语教育：在巴斯克的学校有三种教育模式，

模式一：对于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学生，课堂教学语言采用西班牙

语，巴斯克语作为一门课程，每周开设3-5个学时。模式二：以西

班牙语为母语的学生，巴斯克语和西班牙语各占教学用语的一半，

其中巴斯克语主要针对专业与实践课程，而西班牙语主要用于公共

基础科目。模式三：主要教学语言为巴斯克语，西班牙语只作为一

门语言课程（张京花，2013）。当地政府为了推广巴斯克语为主导

的双语教学政策，投入大量财力进行双语教师的培训和巴斯克语教

材的开发工作，使巴斯克语教学取得了很大提高。

加泰罗尼亚地区双语教育：该自治区条例规定，加泰罗尼亚

语应作为交流语言和学习语言在教学过程中使用，学生完成义务

教育后，应掌握加泰罗尼亚语和西班牙语的熟练读写能力。1998

年自治区通过《语言政策法》，要求中小学每周要进行3小时加泰

罗尼亚语学习，2小时西班牙语学习（周灵霞，2019）。根据加泰

罗尼亚政府数据显示，近四分之三的幼儿园和小学使用加泰罗尼

亚语进行所有的教学活动，接受加泰罗尼亚语教育的学生达80%，

双语教育占比19%[3]。在中学教育中，全部课程使用加泰罗尼亚

语的学校占比30%，双语教育的学校占比接近70%（里奥斯，2014）。

2.2广西双语教育现状

国务院于1957年正式推行的拉丁字母书写的拼音壮文就是以

广西壮族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采纳武鸣区（当时为武鸣县）双

桥镇壮语为标准音。广西双语教育最先在小学开设壮文教学试点

班，南宁市武鸣区的民族中小学双语教育较为典型。当前武鸣区

壮文实验小学的壮汉双语教育主要是采用壮语文“二类模式”教

学，积极贯彻国家推行普通话为方针，以普通话为教育教学基础，

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普及和提高汉语使用能力[4]；此外，单独开设

一门壮语课，每周1-2 个课时，更好的促进民族文化传承与保

护（海路，2 0 1 5 ）。

3　双语教育模式分析与研究

3.1西班牙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模式分析与研究

从1975 年开始，西班牙在40 多年的双语教育发展历程中，

民族语言获得了空前的政策优势和巨大的发展空间。而使用者比

例不断增加，对传承民族语言文化和培养民族精神方面具有突出

贡献，但由于自治区内使用民族语言较为普遍，严重挤压了官

方西班牙语在民族地区的使用空间，尤其在经济最为发达的加泰

罗尼亚地区和巴斯克地区。随着提升民族语言，弱化国家官方

语言，自治区内民族群众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及自豪感达到前

所未有的高度。加上受到社会经济因素影响，民族地区独立倾

向开始抬头，期中，最为严重的就是加泰罗尼亚地区，近五年

内已多次与西班牙中央政权发生了冲突，试图从西班牙独立出

去，成立加泰罗尼亚共和国[5 ]。

3.2广西双语教育模式分析与研究

广西开展双语教育多年来，新壮文普及度显著提升，试点

学校不断增加，普及范围逐步广泛。但双语教育中的壮文教育

依然面临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壮族民众对于新壮文认同感远低

于对壮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因为壮族民众普遍认为由拉丁字

母构建的拼音式新壮文不同于历史悠久的古壮文方块字，属于外

来事物或新创造事物，并不能代表壮族的优秀文化。由于认同

感不足，导致壮族群众对新壮文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因此新壮

文普及效果差强人意。除民族类中小学之外的壮族民众外，大

多壮族人民只会用壮语进行交流，而不认识新壮文。另外壮汉

双语教职人员严重匮乏，除了个别试点学校，师资力量明显不

足，教学水平也不尽人意。壮文教材与国家通用语文教材同

步，不太贴合壮族民众生活，教授过程困难，学生难以掌握新

壮文书写。另外，广西民族地区双语教学与国家推广通用语言

普通话的政策相冲突，导致壮族民众从个人情感，工作角度考

虑优先选择普通话的学习，多数学校的壮语教学只作为一门选修

课或兴趣课[6 ]。

4　双语教育反思

4.1西班牙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反思

由于西班牙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很好的传承了民族语言与文

字，保存了大量的民族文献，培养了该地区的民族意识，提升了

民族自信。但区域民族意识增强，从而弱化了国家统一的德育教

育，即国家范畴的大西班牙民族精神。西班牙中央政府授权批准

民族地区选用本地区通用语言与西班牙语一并作为该区域官方语

言起，民族地区开展双语教育片面注重本民族语言的发展，培养

民族情感和民族认同，严重忽略作为国家层面的爱国主义，大西

班牙国家观。在这种背景下民族自治区域与西班牙中央产生情感

割裂，产生独立倾向和想法，严重危及国家利益[7]。

4.2广西双语教育反思

广西双语教育始终强调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和睦，在普

及中国官方语言（普通话）的前提下传承民族语言，充分反映

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与多元化。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积极挖掘开发壮族优秀文化或物质遗产，弘扬壮族优良

文化的精髓，结合广西双语教育，极大的增强了壮族民众的民

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培养了壮族民众爱民族爱社会，爱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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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高尚道德情操，让壮族民众更自如地融入到祖国的建设潮流

中，对于促进社会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承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

但由于其他各种因素影响，双语教育中的新壮文的书写仍存在很

大问题[8 ]。

5　双语教育解决途径

5.1西班牙民族地区双语教育问题解决途径

西班牙民族地区双语教育问题需要溯本清源，从国家行政制

度着手，提升中央政府权力地位，强化各地区之间的沟通合

作，减少民族地区部分关系国家稳定命运的权力下放，回收民

族地区教育权，改为中央政府总体协调主管民族地区教育事业。

这样中央政府在民族地区教育事务上就可加大西班牙国家观念培

育，培养民族地区民众爱国情怀[9 ]。

5.2广西双语教育问题解决途径

广西双语教育问题并不是壮语被削弱，消失，而是新壮文

的推广效果不够良好，没能真正获得壮族民众内心的认可。此

外，由于壮语的历史上的分支繁多，即便在以武鸣区双桥镇壮

语发音为新壮语的标准音背景下，武鸣区各村镇之间的壮语也不

尽相同。可以考虑弱化标准音，尊重各地区壮族民众的习惯，

采用多元壮语模式，侧重于壮族优良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围绕

培养多元化壮语背景下爱壮爱国的人才思路的具有民众扎实基础

的双语教育[10]。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访谈法对西班牙民族

地区和中国广西的双语教育进行了客观的研究。西班牙高度自治

的双语教育模式有效的强化了区域民族语言与文化的传承与应

用，但从西班牙整体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高度自治的教育模

式，培养区域民族优越感和认同感，不利于国家统一和整体西

班牙民族团结。值得其他国家在开展双语教育的过程中思考与警

醒。广西双语教育模式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增强民族自信效果显

著，通过保护和传承优秀民族文化与民族语言，较好的诠释了

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也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多元化，但

由于文字的遗失和断代教育对于语言文字传承带来了巨大的挑

战，壮语传承任重而道远，需系统地完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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