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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少数民族中小学汉语教学的重要性 1

（一）汉语和民族语

汉语是中国官方语言，其中又有标准语和方言之分，

而标准语便是如今的普通话。普通话中的标准音是北京

语音，基础方言是北方官话，是以典型的现代白话文著

作为语法规范的通用语 [1]。我国推广普通话的意义不在

消灭方言，而是为了解决方言隔阂，以便于社会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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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社会功能分为两种，最基础、最重要的是信

息传递功能，它体现在内容的表达，是人与人交流最离

不开的一种方式。从古至今，不论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

的时期，还是后来形成的古代汉语，一直到今天的现代

汉语，知识的积累传承，社会时代的进步都离不开语言

的发展和交流。另一种显著功能则是人际互动功能，其

中包括说话者所表达的内容和听话者所回馈的反应，最

终达成我们所想要的某种结果。

民族语是各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自发式形成的一种

或几种语言，我国 56 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和满族一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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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使用汉语外，其他民族基本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进

行交流。有些民族只有一种语言，而有些民族会使用两

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例如西北地区东乡族只有东乡语

一种语言形式，而且该民族语言没有文字；瑶族则使用

勉语、布努语和拉珈语三种语言，除此之外有其他一些

少数民族会兼用汉语，区别在于使用汉语的数量。

（二）汉语教学

汉语教学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汉语作为母语在国

内各少数民族中成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对象；另一种是汉语

作为外国语的教学对象被中国以外的人员学习并投入使

用。本文只简单论述汉语作为母语在各少数民族中第二语

言的教学，并且遵从一向的习惯称之为“汉语教学”。

在语言和民族的关系上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民

族融合，语言在历史驱动下逐渐统一的时期。两汉以后

许多少数民族和汉族有了密切联系，在语言接触中，越

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开始自主学习汉语以达经济、政治和

文化的融合与进步。

以西北地区东乡族为例，该民族是从祖辈开始一直

在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境内生活的世居民族之一。东乡

语是一个没有文字的隶属于蒙古语族的语言。他们曾在

2002 年秋季于 8 所小学投入了双语教学实验，并取得非

常显著的成绩。后期该项实验因为费用不够，教师培训

跟不上等原因只持续进行了 10 年。但是东乡县因为这项

实验便由此开始了汉语教学的“双语教学”形式，其主

要方法是以汉语为主、东乡语为辅在低年级课堂开始对

教材内容解释说明，为后来高年级的全汉语教学打好基

础。坚持“母语由多到少，汉语由少到多”的原则逐步

形成全汉语教学形式 [2]。

二、少数民族中小学汉语教学的必要性

（一）语言功能决定其必要性

1. 语言的社会功能

语言的社会功能分为两种，一种是信息传递，主要

表现在内容的表达和交流传达方面，人与人交流离不开

信息，信息的合成离不开语言，所以信息的传达是语言

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功能，而人与人一旦开始交流就离

不开语言的“听、说、读、写”，所以为了各民族人民彼

此间更好的传达信息、交流文化，就必须学习通用语，

也就是汉语。汉语是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进行信息传

递的第一性的、最基本的手段。

2. 语言的思维功能

语言是一种心理现象所映射出来表现思维的工具。

思维是指人对于表面概念的分析判断最终得出结论的过

程，思维能力则是对一个人头脑风暴以及他的逻辑分析

推理能力的评价。心理学上将思维定义为对一个东西的

认识、理解并最终可以诠释它的过程，而我们若没有语

言的承载，则不会运用思维。各少数民族如果不学习汉

语，那对某个物质的认识和理解则只能局限于本民族内，

无法思考或学习与其他民族所理解的区别和联系，故而

少数民族学习汉语就成为重中之重的任务了。一个民族

的思维和观念一定会在语言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二）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渗透

语言在历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不论是对

古代经典篇章的阐释，还是对传统文化的发展继承，语

言都为此提供了最基础的保证。语言与社会生活有着不

可分割的关系，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传递者，社会生活是

语言文字的一切来源。汉语则代表着中国上下五千年的

优秀历史，它传承了我国文化、经济、政治、教育等各

方面的持续发展。在汉语教学中，学生不仅学习了语言

和文字，更是从中理解了中华各民族人民的奋斗史，学

到了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友好团结精神。汉语中包含的从

古至今所流传下来的谚语、成语、歇后语等都代表了中

国各民族人民的优秀文化结晶。所以，要想继续继承并

发展传统文化，就必须发展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以加强

对汉语的学习，加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流，从而促进

各民族齐心协力繁荣发展。

（三）法律规定其必要性

汉语是我国通用语言，以此教学完全符合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本法所

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国家推广

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的权利。”这些法律法规证明我国每一个公民，包

括每一个少数民族人员都必须学习和应用汉语这个通用

语言文字，因为它“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3]。

三、民族语和汉语的联系

汉语是中国通用语言，语言又会随着社会的分化而

分化，所以出现了“社会方言、地域方言、亲属语言”

三种形式，其中地域方言则是民族语产生的一个前提，

社会的历史进程中都带有经济、人口或是地域大小的变

化，从而产生人口迁徙。在古时候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

人口迁徙都会经过很多与本民族各方面不同的地区，产

生经济文化交叉影响，最终表现在语言的分化和融合中。

以西北地区东乡族为例，12 世纪末成吉思汗带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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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发动大规模西征战争，后占领了如今的河州和西宁等

地，这正是现如今东乡人集中活动的地区 [4]。成吉思汗

因需要疆域的扩大而发动战争，途中占领地域与当地文

化交叉影响，日益发展逐渐形成如今的东乡族，经考察

东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东蒙古语支也验证了这

一理论。与此同时东乡族要想与时代共进，就必须重视

与汉文化的交流结合，重视对汉语的学习，走出舒适圈

带领东乡人民快速发展。

我国是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共同进步的国家，少数

民族学生都应重视对汉语的学习，学校应切实结合实际

逐步开展“双语教学”或是“全汉语教学”的形式。响

应国家规定的同时也促进自身各方面发展 [5]。

四、少数民族中小学的汉语教学在实践应用中所存

在的问题——以东乡语为例 [7]

（一）受母语影响

东乡族教育的落后现状引起了当地一系列部门学者

的关注，山高沟深、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师资力

量不达标等很多原因造成了东乡族教育事业如此落后，

但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应当是语言障碍。

由于东乡族人长期使用母语（东乡语），导致大多数

东乡族不会汉语，中小学生中懂得汉语并会使用汉语的

人数更少。让一个长期使用母语并习惯用母语思维的孩

子来学习并接受全国通用语言编撰的汉语教材，可谓比

登天还难。一位东乡老师告诉记者，她有一次让三年级

的同学“扫地”之后便出现了大多数孩子坐在地上的情

况，后来才得知孩子们是把“扫地”与“坐在地上”这

两种不同的含义混淆了，所以毫不夸张地说让小学低年

级儿童进行全汉语教学几乎是让孩子们听“天书”[6]。这

样的例子在东乡族中小学年级比比皆是，而那些已经掌

握汉语并能直接使用汉语的人也大多数持有对曾经那段

艰难时光的深刻记忆。

曾有人为“东乡族人民必须要跨越的语言鸿沟到底

有多深”这个问题做过比喻：他们要通过鸿沟就必须先

跌入“沟底”，然后再用自身力量和周边环境向上爬起，

在 100 人当中只有 3-4 人可以爬上这座鸿沟到达顶端，而

剩余的绝大多数只能无数次地用力，也或者半途而废一

直待在“沟底”。

（二）只有语言没有文字

东乡族是一个拥有复杂且多样的古老历史成就的民

族，东乡族祖辈大致于 700 多年前从遥远的中亚撒马尔

罕迁徙而来，后定居在山高沟深的东乡山区，今天的东

乡族吸收了部分蒙古族、汉族、藏族等民族的文化，拥

有较强的民族认同感，人民之间具有超强亲和力，彼此

交流时惯用东乡语。东乡语的形成是在保留突厥语、波

斯语和阿拉伯语一部分的基础上添加了一定数量的汉语

借词而形成的语言，它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迄今为止东

乡语仍然是东乡族人民彼此交流的主要语言工具，经调

查显示有很多聚居地区东乡语是唯一的语言。东乡县 25

个乡镇中三分之二地区是以东乡语为母语，而其他 4 个

杂居乡镇中，部分地区以东乡语为母语。

（三）发音问题

东乡语拥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汉语借词，百分之

四十的蒙古语同源词，百分之八、九的阿拉伯语、波斯

语、土尔其语和极少数藏语的借词。东乡族聚居地区有

百分之七十以上、散居地区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会说汉语

的人。

例如：东乡语的辅音共有二十八个，其中 b、p、m、f、

d、t、n、l、g、k、h、j、q、x、zh、ch、sh、r、z、c、s

等 21 个与《汉语拼音方案》中的辅音相同，另有七个是

r、j、v、G、g 等与汉语完全不同的自设辅音 [8]。

（四）受少数民族地区教学环境的制约

想要激发东乡族学生主动学习汉语，对汉文化产生

浓厚的兴趣，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在于学校要创建一个充

满汉文化氛围的校园环境。为此专家提出在学校资金允

许的情况下可以引进一些现代教学都在使用的设备，方

便与时代接轨，与外界信息连接通畅，尤其是 21 世纪

背景下多媒体教学的广泛应用，不仅让师生拥有更丰富

的教学资料，可以更直观的将知识传授于学生，也让教

学形式多样化，让学生更直接的感受到知识的形象化，

这种多媒体教学形式也适当的激发了学生对学习的渴望

程度 [9]。

五、少数民族中小学汉语教学的价值

（一）作为其他学科的基础

承担少数民族中小学教育的主体在于汉语课程的开

设，是学生学习其他课程的基础，要说语言学是联系自

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桥梁，那么汉语课程便是联系

汉语和民族语的桥梁，是少数民族中小学开展其他课程

并培养学生基本素养所必需的课程。不仅能为学生学习

有汉语编撰的其他课程打下坚实基础，还能在学生懂得

使用汉语的同时直接在电视电脑等其他设备中汲取知识，

用以充实自己。汉语在少数民族中小学动中有着不可忽

视的地位，它不仅是一门语言课程，还可以引领少数民

族学生面向全国，乃至面向世界，让他们具有跨文化意

识，了解中国汉语在世界级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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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语种学习，克服母语带来的弊端

虽然学生对汉语和母语的学习在双语教学普遍实施

后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但是由于语言环境和原生家庭的

影响，使得母语对中小学生学习汉语仍有较大影响。他

们要依赖母语来学习汉语，与此同时就会因为母语的干

扰产生一些偏误，影响汉语的学习使用，所以会产生人

为地排斥母语，将母语与汉语对立起来不利于汉语学习

的现象。在此过程中过分依赖母语更会影响汉语的学习

效果，不利于学生形成汉语的交际能力和思维习惯。所

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不能事事都搞语言对比，教师要

想把两种语言的同义作为教学的背景，必须做到心里有

数，才能针对“两种语言之差”组织练习，让学生自然

感受两种语言的不同，有意识地引导学生通过练习理解

掌握它，从而达到正确的使用汉语，使母语的负迁移转

换为正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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