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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1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这

一民族实体，共同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形

成。费孝通先生曾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

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国出现的，

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

形成的，”[1] 因而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加促进各民族间地域差异性与文化

多元性的融合。

教 育 部 2012 年 颁 布 的《3-6 岁 儿 童 学 习 与 发 展 指

南》，以下简称《指南》，《指南》为西藏幼儿园国家通

用语言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明确目标。[2] 然而

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学习与推广存在着

发展不平衡、地区差异性等问题，其中西藏地区藏幼儿

国家通用语言的学习与使用存在着课程不完善、教育资

源紧迫、口语表达欠缺等问题。基于以上，本研究通过

对西藏地区藏族幼儿的国家通用语言语音意识进行测试，

探究其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发展情况，了解影响西藏地

区藏族幼儿国家通用语言发展的因素，从而分析西藏地

区藏族幼儿国家通用语言发展水平及存在的问题，对少

数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的推广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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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一）观察法

本研究采用非参与式观察法，对班级活动中幼儿日

常口语表达交流进行观察，通过实地观察与记录对西藏

地区藏族幼儿国家通用语言的运用能力现状进行分析与

测评。

（二）测量法

本研究采用 Siok et al 和陶沙等人研究编制的《3-6 岁

藏族儿童国家通用语语音意识测量表》测试幼儿的语音

意识 [3]，共计测试 31 人，采用《皮博迪图片词汇测试》

（PPVT-R）测试进行词汇（理解性）现状，其中采用分

层抽样、整班抽取的方法，选取了拉萨地区的 9 所幼儿

园 3-6 岁幼儿共名为测试对象，其中藏族幼儿 218 名、汉

族幼儿 20 名、回族及其他民族幼儿 13 名。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藏族幼儿国家通用语言语音意识发展现状

1. 西藏地区藏族幼儿国家通用语言语音意识各要素

发展不存在显著差异，发展水平均逐步提高

表1　藏族地区藏族幼儿国家通用语言

语音意识各要素分析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声调

意识

组间 0.004 1 0.004 0.283 0.599

组内 0.427 29 0.015

总数 0.431 30

声母

意识

组间 0.009 1 0.009 0.384 0.540

组内 0.700 29 0.024

总数 0.710 30

韵母

意识

组间 0 1 0 0.002 0.968

组内 0.615 29 0.021

总数 0.615 30

平均值在0.05上的显著差异

西藏藏族幼儿国家通用语言口语表达能力研究

田贻鸣1*　袁学毅1　李富强2　王子琪3

西藏大学教育学院　西藏拉萨　850000

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的历史背景下民族团结的思想主线，也是民族教育的主旋律，而加强国家通用语

言的学习与教育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桥梁。口语表达能力包括词汇与语音意识两大方面，通过对西

藏地区藏族幼儿用PPVT-R进行词汇检测和声调意识、韵母意识、声母意识三方面进行语音意识测验，了解西藏民

族地区幼儿口语表达能力现状，力求为少数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的研究与推广提供参考性意见。

关键词：西藏地区；藏族幼儿；国家通用语言；口语表达能力



2

教育论坛: 4卷2期
ISSN: 2705-0971(Print); 2705-0947(Online)

由表 1 可知，藏族幼儿国家通用语言语音意识各要

素之间的发展不存在显著差异，结果显示 p>0.05，则在

国家通用语言语音意识各要素组间，组内不存在显著，

各要素的发展差异小，水平趋于一致，都随着年龄的增

长而提高，其中韵母意识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声母意

识的发展水平，而声调意识发展水平较低，因而在推广

和进行国家通用语言教育于时应把握学习语言的关键时

期，注重幼儿的声调意识领域的语言能力培养，将其作

为教育的难点与重点进行教学。

2. 西藏地区藏族幼儿国家通用语言语音意识发展不

存在性别差异

根据国外语音意识研究发现，Goswami 认为语音意

识是由三种形式组成，每种形式对应于把词分割成声音

的一种方法，音节意识将词分割成音节的能力、首音 -

韵脚意识将词中音节分割成音节内单位的能力和音位意

识将词分割成音位的能力。[4]Treiman & Zukowski 以年幼

儿童为研究对象，发现了音节意识是最容易获得的，其

次为音 - 韵脚意识，音位意识最慢。[5] 因而，我们以国家

通用语言语音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特点作为切入点，研究

西藏地区藏族幼儿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发展。其中通过

测验发现，藏族幼儿在国家通用语言语音意识各要素中

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结果见表 2。

表2　藏族地区藏族幼儿国家通用语言

语音意识各要素分析

性

别
N 均值

标准

差

标准

误

均值的 95%

置信区间
极小

值

极大

值
下限 上限

声调

意识
男 19 0.676 0.117 0.027 0.622 0.735 0.500 0.857

女 12 0.703 0.129 0.037 0.621 0.784 0.536 0.964

声母

意识
男 19 0.612 0.163 0.037 0.532 0.689 0.300 0.800

女 12 0.575 0.142 0.041 0.485 0.665 0.300 0.800

韵母

意识
男 19 0.678 0.128 0.029 0.617 0.740 0.444 0.889

女 12 0.682 0.171 0.049 0.572 0.789 0.278 0.889

平均值在0.05上的显著差异

由表 2 可知，当前藏族幼儿国家通用语言语音意识

各要素发展不存在显著差异，发展水平均逐步提高。虽

然女生在声调意识、韵母意识两个语音要素中的平均分

均高于男生，但单因素方差结果显示 p>0.05，即表明男

女生在国家通用语言语音意识各要素中的差异不显著，

表明藏族幼儿在国家通用语言语音意识各要素中不存在

性别差异，性别并不是影响藏族幼儿语音意识发展的重

要因素，因而在进行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时应基本忽略性

别在幼儿语音意识获得能力上的影响作用，将语音意识

各要素的培养作为重点进行教学，从而促进藏族幼儿国

家通用语言能力的提高与发展。

（二）藏族幼儿国家通用语言词汇发展现状

采用《皮博迪图片词汇测试—修订版》（PPVT-R）

测试藏族幼儿国家通用语言词汇（理解性）发展现状，

PPVT-R 适用于 3-12 岁的儿童，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其

中分半信度为 0.99，重测信度为 0.938。[6]

其次根据上述的得分情况，可以统计分析其分数频

数的分布情况，以藏族幼儿国家通用语言理解性词汇分

数情况为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

均值=25.72　标准偏差=6.837　N=218

图1　藏族幼儿国家通用语言理解性性词汇分数统计图

由图1可知藏族幼儿国家通用语言接受性词汇的得分

在15.5-35.5分数段中的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53.2%，其

次是35.5-55.5分数段的人数较多，占总人数的32.6%，依

次是55.-75.5的分数段，75.5-95.5的分数段，其中15.5-

35.3分数段的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53.2%，75.5-95.5分

数段的人数最少占总人数的3.2%。随着题目难度系数的

逐渐上升，答题的正确率逐渐降低，分数集中于低分段

15.5-35.5，高分段人数较少仅为3人，占总人数的3.2%。

（三）藏族幼儿国家通用语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

发现

1. 据上述研究结果发现，藏族幼儿的国家通用语言

语音意识的发展不存在性别差异，因而性别并不成为影

响藏族幼儿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因素，而年龄作为重要

的因素影响着藏族幼儿的语音意识发展，随着年龄的增

长藏族幼儿语音意识的发展趋于完善。Durgunoglu 等人

以西班牙语儿童为研究对象，发现西班牙儿童英语语音

意识发展模式也出现在他们的母语语音意识中，母语语

音意识发展中音位意识难于音节意识，首音 - 韵脚意识

与其他语音意识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清晰。[7]Crsero 等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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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语音意识的发展次序为音节意识 > 首音 - 韵脚意识 >

音位意识（> 表示早于）[8]。但研究结果发现语音意识各

要素的发展次序上不一致性明显，因而年龄作为一个重

要因素影响藏族幼儿的语音意识的发展。因此，开始某

一种教学，必须以成熟与发育为前提，但更重要的是教

学必须首先建立在正在开始形成的心理机能的基础上，

走在心理机能形成的前面。”[9] 所以在学前教育发展阶段

应遵循藏族幼儿国家通用语言语音发展的客观规律，把

握藏族幼儿学习语言的关键期，抓住语言学习的黄金时

间，促进藏族幼儿语音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2. 藏族幼儿在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过程中受到民族

文化差异、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因

而藏族幼儿的家庭教育环境、成长学习环境都会受到一

定的宗教文化的影响，其部分具有强烈宗教信仰的父母

在家庭教育中潜移默化地渗透宗教信仰的价值观给幼儿，

甚至只会使用藏语交流，并且不会基本的读写，其导致

了藏族幼儿封闭的语言学习环境，只会流利的使用藏语

进行学习交流，而不愿意或者不掌握国家通用语言。

3. 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水平与教育基础设施有待提

高，其中藏族地区的教育基础薄弱对藏族幼儿国家通用

语言能力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西部地区特别是西藏少

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问题、特殊地理位置等因素导致其

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速度和质量与我国中东部地区

相比较差，从而影响其教育质量的发展，存在着基础教

育建设薄弱、师资力量不足、教学质量不高等问题。其

次，由于藏语言在语法结构、拼读方式、语音语调等方

面与国家通用语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教师在使用国家

通用语言进行教学时中存在发音不准、语义歧义等问题

导致教授的部分知识有误，影响国家通用语言在藏族地

区的学习与推广。

四、结语

国家通用语言的使用与推广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重要桥梁，更是促进民族团结、融合与发展的重

要途径，因而西藏少数民族地区更应加强学前教育阶段

对国家通用语言的教学与推广。“幼儿园语言教育目标的

确立应以国家的教育目标为指导，反映当前社会的价值

观和教育目标取向。”[10] 西藏少数民族地区应顺应时代发

展趋势，在教育政策的支持下加大对学前教育基础设施

建设，加强学前教育教师人才队伍建设，提高藏族幼儿

国家通用语言的学习能力，从而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

与发展，共同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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