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287 

西藏学前教育阶段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模式与干预策略 
袁学毅 

(西藏大学教育学院  西藏  拉萨  850000) 

 摘  要 ： 学前教育阶段是语言学习的关键期，有利于第二语言的学习与掌握，但西藏地区学前教育阶段幼儿对于国家通用语

言的学习与运用却存在极大的问题与困境，如国家通用语言教育目标模糊，教学模式单一，藏汉双语读物缺乏，藏汉双语师资紧缺

等问题，因此本文将通过探讨西藏地区在学前教育阶段推行的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因地制宜，提出相关解决办

法，切实为国家通用语言在西藏推广提出实践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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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学模式 
我国双语教育模式的发展研究需要追溯到大约 80 年代,1985 年

严学窘率先提出民族地区“语文教学”的 6 种模式:(1)延边式,(2)内

蒙式,(3)西藏式,(4)新疆式,(5)西南式,(6)扫盲式(严学窘,1985:85—87)。
[1]而后周耀文先生将“内蒙式”与“延边式”两种教学模式合为一

种,又将“西南式”划分为四种类型,共分为 7 种教学类型,1987 年张

伟提出另一种分类法,他将中国“双语教学计划”分成 3 类,即:(1)单

语教学计划,(2)双语过渡计划,(3)长期双语计划(张伟,1987:42—43)。[2]

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的教育实践中, 双语教育模式主要有四

种:“民加汉”模式、“汉加民”模式、“淹没式”模式和“民汉并进

式”模式。[3]其中西藏地区学前教育阶段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模式，

则是以我国双语教育模式为经验基础，吸收与借鉴少数民族地区教

育经验，形成了特有的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模式。 

二、西藏学前教育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模式 
西藏自治区是我国藏族聚居的主要地区之一,藏族人口占全区

人口的 95%以上,基本是属于单一民族聚居的自治区。就西藏现在所

使用的交际语言看,也是以藏语和汉语为主要语言。藏语使用人口数

量多,通行范围广,是本地区使用的主要语言,汉语、门巴语、珞巴语

在不同地区、部门、场合与藏语同时并用,呈现出以一种语言为主、

两种语言或多种语言并用的局面。[4]而也正是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悠

久的藏族文化使得藏民族语言保持着族内语言的多样性，存在着卫

藏方言、康巴方言、安多方言四大藏语方言。随着国家出台的一系

列推广国家通用语言的实施条例与改革方案，对西藏教学工作提出

了“重视藏语文教学,积极推行双语教学,做到藏汉兼通”的要求。

西藏地区学前教育阶段则推行了藏汉双语教学的模式，该模式包含

以藏语授课、汉语授课及藏汉双语授课为主的三种基本教学模式。 

第一种“民加汉”模式，即为藏语授课模式，是指以藏语为主

要教学语言，同时开设国家通用语言课程，类似于柯林·贝克 

(C.Baker)的“滴注式语言计划” (Drip—Feed Language Progran) , 把

第二语言作为一门必修课程进行语言学习。此类教学模式主要集中

于藏区偏僻的村镇幼儿园，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基础设施欠缺，居

住人口形成基本固态不流动的群体单位，多为藏民族集中居住地，

以藏语为主要语言，因而缺乏国家通用语言的学习使用环境，在教

学中以藏语为主要教学语言， 藏族幼儿对藏语的接受能力更强，

也更加容易理解新的语言与知识。此外单独开设汉语课程,在课程中

使用汉语教材，并采用汉语教学，用汉语与幼儿对话与交流，以此

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重要途径，但除了汉语

课程外，其余课程仍采用藏语教学。总的来说，国家通用语言教学

在藏族幼儿语言学习课程中占比严重失衡，在语言教学中仍以藏语

教学为主，仅把汉语教学作为一门必修课程，忽视了其重要性，没

有营造良好的语言学习氛围。其次，藏汉互译时存在藏汉双语歧义、

语法混淆、发音不准确等问题，例如藏语中共有 30 个辅音字母,4

个元音字母,与汉语中的拼音相比较，无论发音、写法及拼读方式都

完全不同，由于两种语言共同点少，语言学习的迁移能力难以培养，

幼儿的学习热情也相对减弱。 

第二种模式是“汉加民”模式，即为汉语授课模式，以国家通

用语言为主要教学语言, 同时开设藏语课程，该模式在西藏城乡幼

儿园中普遍使用，也多存在于多个少数民族杂居地区，例如云南、

西藏、新疆等地区。城乡相较于村镇在基础设施建筑、经济文化水

平、交通信息传播等方面更为完善，因而人口流动性强，村镇居民

逐渐涌入城乡，并且伴随着旅游业发展、援藏计划、经济趋向等因

素，大量区外人口涌入，除了本地区的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等，

以汉族、回族为主要的民族人口大量涌入，导致西藏人口呈现“民

族多样、藏汉为主”的特点。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交流，在城乡呈现

多民族杂居，藏汉为主的现象，因而拉萨、林芝、日喀则等城镇幼

儿园中，幼儿受民族文化、语言的影响，个体差异较大，而在教学

中采用国家通用语言与幼儿交流沟通，更有利于减少文化差异性带

来的语言学习障碍，并在幼教活动中加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

例如融入九连环、七巧板等传统游戏，开展“孟母三迁”“孔融让

梨”的国学课堂，进行“欢度中秋”的亲子互动活动，寓教于乐，

培养幼儿尊老爱幼、仁爱诚信的中华优秀道德品质。其次是以汉语

为教学语言，有利于国家通用语言学习环境的塑造，促进幼儿学习

与掌握语言,推动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但对于藏语的学习以一门单

独的语言课程开展，在一定层面具有忽略藏族语言与文化的倾向，

需要平衡两种语言学习的比例。 

第三种“民汉并进式”模式，由加拿大的双语教育试验中的沉

浸式双语教育(immersoin bilingual educatipn)演化而来。1965 年,加拿

大蒙特利尔的圣兰伯特(St.Lambert)率先开始了法语沉浸式双语教育

试验。1000 多项研究表明,实施沉浸式双语教育没有影响学生的学

习态度和学业水平。实验班的学生如同其他英语学生一样,能够听、

说、读、写英语。除此以外,他们的法语水平是其他英语学生从未达

到过的。[5]该模式让学生在学校营造的语言学习环境中，沉浸式运

用第二语言开展学习活动，使语言浸入学习和交往中，达到与母语

一样的使用效果和水平，是目前双语教育中教育成果最为显著的，

并在英国、日本、美国等多个国家开展。结合我国教育的地域差异

特点，“沉浸式双语教育”转变为“民汉并进”模式，在我国少数

民族地区新疆和田、伊犁等地部分幼儿园也开展。 

在西藏地区开展的“民汉并进”模式，即同时使用国家通用语

言和藏语进行教学，在藏语的辅助下，使幼儿更好地理解与掌握国

家通用语言。该模式更有利于藏族幼儿对于语言的接受与学习，相

较于汉族幼儿的汉语口语表达基础与理解水平，藏族幼儿的基础较

弱，仍不能很好地通过汉语教学来达到听、说、读、写的基本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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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而藏汉两种语言在构词、语法及发音方面差异显著，例

如汉语中基本句子结构顺序依次为，主语、谓语、宾语，而藏语中

则是主语、宾语、谓语，两者在造句与语言表达的思维逻辑完全不

同，因而当幼儿遇到理解或者歧义时，教师用藏语进行适当地补充

与讲解，更利于其接受与掌握。其次，它具有层次性，按照实施程

度可依次划分为：“过渡式”教学、“维持式”教学、“浸入式”教

学。第一阶段是“过渡式”教学, 是从使用藏语进行教学逐步过渡

到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教学;第二阶段是“维持式”教学, 从使用藏语

教学向同时使用对应的语言开展对应科目教学过渡，例如中、小学

开展的藏语文、汉语文课程，同样适用于其他学习阶段;第三种是“浸

入式”教学, 则是让幼儿在园内的全部或部分时间完全沉浸于国家

通用语言的学习环境中，通过师幼互动、幼教活动及同伴交流等形

式潜移默化的学习与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教学遵循递进原则，循序

渐进地推进，相互渗透，基本保持两种语言的平衡。 

三、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干预政策 
(一) 正确定位语言教育目标，建立健全培养方案 

国家通用语言教育目标，在宏观层面要求培养健全的多元文化

人格,秉持“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观，认同中华民族多民族的“不

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的“和”, 维持和发展中华民族

56 个少数民族百花齐放的“多样共生”局面，形成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为主导的文化认同。微观层面要求幼儿以母语为桥梁在语

言学习中真正地掌握与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提高语言学习的能力，

冲破文化壁垒，为培养民汉兼通的双语人才打下良好基础。因而健

全培养方案中，首先要将多元文化理念融入日常教学中，培养幼儿

的多元文化视野，认同其他民族文化，树立国家观，民族观，可开

展以“中华民族一家亲”、“百家姓”为主题的活动，或欣赏学习多

民族舞蹈和歌曲等，增添多民族特色文化因素。其次，在正确的语

言教育目标引导下，遵循幼儿语言学习发展的规律与特点，结合藏

区内部的地域文化、习俗及信仰差异，因地制宜，实施合理的教学

模式，避免片面、单一的教学模式，例如民族结构较为单一的藏族

聚居地区，适合开展“民加汉”模式，而藏汉杂居或者多民族混居

地区则更适合“民汉并进”模式。 

(二) 加快藏汉双语学前教师的培养，开展学前双语教育研究 

西藏地区学前教育阶段双语教师队伍存在着师资滞后、师资数

量紧缺、专业素质欠缺等严重问题，呈现师资本土化倾向，低层次

培养的现象。在职教师队伍中普遍存在，藏族教师的汉语口语表达

能力较差，发音不标准，地方口音过重，汉族老师藏语水平过低，

无法达到藏汉双语教学的基本标准等问题。因而高校及师范类院校

应构建完善的双语教师培养方案，加强专业素养及技能的培养，注

重质的提升，提高对学前双语教师语言学习能力与专业素质要求，

奠定扎实的语言功底、练就过硬的教学技能、拥有雄厚的理论基础；

注重量的培养，建立健全培养体系，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多开设相关

专业，扩大双语师资队伍，为少数民族地区输送双语教师人才。其

次，应结合国内外双语教育的实践与理论成果，积极开展学前双语

教育研究，既要走近区内外少数民族幼儿园进行双语教学的试验,

开展跟踪调查，更要加强双语教学的研究，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少

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路径，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推广提供理论指

导。除了结合国内双语研究现状与理论，还应研究双语国家与单语

国家的双语教育。加拿大、新加坡、卢森堡等国是实施双语教育最

早的国家,也是实施双语教育最成功的国家。[6]对于国外成功实施双

语教育国家的经验与理论应积极借鉴吸收，国际公认的双语教育基

本理论：平衡理论、思想库模式、阈限理论、兰伯特的态度/动机模

式和卡明斯的双语教育理论框架等，而且在澳大利亚、日本等单语

国家开展的双语教学也获得了显著成效，也是应该学习与把握的重

要经验，为我国双语教育实证研究提供新的方向与创新思路。 

(三) 丰富藏区双语教育资源，塑造多元化教学体系 

西藏学前教育阶段国家通用语言读物及双语园本资源匮乏，多

为藏语读物或者汉语读物，双语读物及教学资源过少。因而当地教

育部门及教育研究机构应多方联合针对性开展藏汉双语园本开发

工作，结合地区语言、传统文化及人文风俗等元素，遵循幼儿语言

发展规律，共同编写适合幼儿阅读与学习的双语读物，开发多元的

双语教学资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占文化主导的基础之上，挖掘

藏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丰富教学形式与内容，例如将吃苦耐劳、

团结奉献等老西藏精神融入园本设计中，也可以将藏族传统舞蹈—

—锅庄舞纳入音乐活动中，伴随藏民族传统歌曲，沉浸式欣赏与学

习藏民族传统文化。其次，在开发双语读物时应恪守科学性原则，

词句恰当准确，藏汉双语翻译精确；遵循教育性原则，内容积极向

上，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与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守民

族性原则，增强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信。 

(四) 多方合作共创良好语言学习环境 

对于国家通用语言的学习不能只停留于幼儿园的课程层面，一

旦离开了园内的语言环境，回归到家庭原生态的母语环境，不再使

用国家通用语言交流，就会导致学习效果收效甚微，例如：藏族幼

儿在幼儿园内可以自由的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与汉族或者藏族幼儿

进行对话、交谈、玩耍，基础口语能力得到提升，但经过寒暑假后

幼儿的汉语口语水平将大幅减弱甚至归零，这归因于假期彻底沉浸

于藏语言氛围中，而几乎不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但对于语言的掌握

需贯穿于生活与学习始终，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充分运用听、说、

读、写的能力。因而需要调动多方参与到国家通用语言的环境创设

之中。首先，幼儿园内要营造更为丰富的语言学习环境，除了日常

教学、师幼互动中使用汉语交流外，还应鼓励藏族幼儿之间积极使

用汉语交流，并在课程设置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丰富课

程内容，例如剪窗、画风筝、写毛笔字等，增加趣味性与童趣性，

激发学习兴趣。其次，多开展趣味文化节、诗词游园会、“我爱讲

故事”等语言文化类活动，让家长共同参与到国家通用语言的氛围

中，支持鼓励幼儿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社会方面，地方教育部门应

加大对国家通用语言的宣传力度，出台与完善相关教育辅助政策，

使用行政力量加强对双语读物、园本资源、课程结构的监管力度，

政策引导双语读物的创新与开发，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推广塑造良好

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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