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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0 年末，康巴汉子丁真因纯真朴素的笑容意外走

红网络。然而丁真的学历问题却在网上引起热议，九年

义务教育已经普及多年，而丁真却只读到了小学三年级

就辍学回家。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中“支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专项举

措、民族地区办学特色与双语教学”等一系列措施的落

实，一系列的问题又随之而来。“丁真有接受过汉语教育

吗？”“该地区的孩子语言学习情况如何？”“他们的英语

学习情况如何？”通过一块小小的屏幕，甘孜藏区的风

土人情时时刻刻为全国人民所共享，而反过来，该地区

的孩子又能否凭借这款小小的屏幕，与全国各地的孩子

共享语言学习？本研究尝试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结合

甘孜藏区实际，具体考察以下两个问题：1）在甘孜藏区

开展小学英语网络课程是否具有可行性，其独特性又在

哪？ 2）开展小学英语基础网络课程建设是否有利于英

语师范生的教学实践？

一、 小学英语基础知识网诺课程

网络课程是通过综合教学设计，以计算机互联网为

主要交流平台的教学科目内容及实施教学活动的总和。

它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按一定的教学目标、教学策

略组织起来的教学内容；二是网络教学的支撑环境，其

中网络教学支撑环境特指支持网络教学的软件工具、教

学资源以及在网络教学平台上实施的教学活动。[2] 教育

部于 2001 年 9 月起逐步以小学三年级为起点推进英语课

程，这也是小学英语课程被正式纳入国家课程的开端。

随后，我国的小学英语教学逐渐成为各专家学者关注的

焦点，各种各样的教学方法与教学理念也层出不穷。而

回归英语学科本身和小学教育，众多学者认为，小学英

语不应仅关注语言学习本身，而更应关注如何通过外语

学习发展小学生对语言和文化的兴趣，使他们建立起自

信，树立开放和积极的学习态度。[1]。通过阅读相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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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笔者发现大部分学者认为小学是养成学习态度和学

习习惯的黄金时期，并且英语基础知识的教学应侧重于

激发小学生的学习兴趣。扎实的英语基础知识有利于小

学生形成浓厚的英语学习兴趣，随之也利于学生英语核

心素养的培养，英语学科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才得

以实现。

二、 甘孜州教育现况

江泽民同志说过“民族、宗教工作无小事”，而教育

却是开展这两项工作的重要桥梁。民族教育是我国教育

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着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与

进步。在我国优先发展教育和教育扶贫的背景下，甘孜

藏区的信息化教育事业充满了机遇与挑战。

根据《甘孜统计年鉴 2020》，甘孜州小学校共计 376

所，毕业生人数为 16559 人，招生人数为 23423 人，在校

生人数为 115870 人，教职工数为 8105 人，专任教师人

数为 7557，学龄儿童入学率为 99.78%（小学学龄儿童入

学率 = 已入学的小学学龄儿童数 / 校内外小学学龄儿童总

数 100%）。与2015年的统计数据比较：全州小学校共计

555所，毕业生人数为13516人，招生人数为16804人，在

校生人数为97314人，教职工人数为7723人，专任教师

为7118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为99.02%。在这五年期间，

康定市、泸定县和巴塘县学龄前儿童入学率达到100%，

其次新龙县的入学率增幅最大由2015年的99.06%增至

99.86%。一系列数据表明甘孜州教育结构布局得到了优

化，教育资源得到了进一步整合，人才也得到了进一步引

进，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两基”工作②的成功果实。

其次在“互联网 +”背景下，甘孜州作为全国民族

地区教育信息化的示范区，在网络课程教学方面也取

得了一定成果。例如在幼儿阶段，依托成都市机关第三

幼儿园开展甘孜州幼儿园“观摩式”远程网络教学；在

小学阶段，依托成都市实验小学开展甘孜州小学“植入

式”远程网络教学；在中学阶段，凭借成都七中育才学

校的平台，开展了甘孜初中“录播式”远程网络教学；

在高中阶段，通过成都七中，开展了高中“直播式”网

络教学。在民族教育“本土化”方面也得到了一定发展，

例如在笔者调研的几个学校里发现了用汉藏双语写的学

习格言，以及个别学校采用了藏族民歌当做上下课铃声，

和用汉藏英三语编写的多文化读本等。

虽然甘孜州教育近几年在办学、人才引进和课程设

置方面都得到了飞速发展，但是上述措施却加剧了州内

教育的不平衡发展和藏区学生的文化自卑感。例如成都

七中的“直播式”教学也仅限于康定市第三中学；而在

小学阶段，笔者与一名小学四年级的同学交流发现，小

女孩说“我们学校用的可是北师大版教材，他们学校可

是人教版！”“我不学英语，因为我是中国人！”。除此之

外，虽然名校提供各种优质教学资源给甘孜藏区，一定

程度上提高了该地区的教育质量，促进了藏区师生的发

展，但是这些教育资源真的符合州内学生的学习基础和

教学实际吗？现代教育体系下的民族教育，从本质上看

是一种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碰撞既有调整和

适应，也有抵触和排斥。[3] 在这一点上，我们还需要继

续开发和研究具有藏族特色的教育资源，让学生感到实

用性，让教师易于开展教学活动，从而促进藏区教学的

发展，让民族学生能更好地讲好民族故事。

三、问卷研究

1. 问卷内容

本次问卷即“甘孜藏区小学英语网络课程教学现

状”，调查内容涉及小学生对英语学习的看法、学习英语

所花费的时间、学生对网络课程资源的理解、以及一线

教师对甘孜藏区网络课程的理解，是否有使用相关网课

辅助教学和当地小学英语教学现状及建议和部分学生家

长对网课的理解、以及家长在孩子英语学习中扮演的角

色。我们总共发放调查问卷200份，选择了康定市姑咱小

学、康定市民族小学、康定市第三中学、理塘县觉吾镇中

心校作为问卷的投放地点，重点选择了小学的五、六年级

和初中的初一年级的老师和学生作为问卷的对象，最终收

回有效问卷178份，回收率为89%。课题问卷统计方式采

取数据与总调查人数百分比的方式，以及分类统计方式。

2. 调研数据分析

（1）小学英语教育起步晚，重视程度不够

从学生正式接触学习英语的时间来看，三年级开始

学习英语的同学占 20%，四年级正式开始学习英语的同

学占 35.5%，五年级正式开始学习英语的同学占 40%，

六年级正式开始学习英语的同学占 4.5%；从甘孜藏区一

线小学英语教师来看，大部分教师并非科班出身且年龄

较大。很多教师都是早期经过几个月培训的转岗教师；

从学生家长的问卷结果看，家中能够辅导学生学习英语

的同学占 33.4%，家中不能辅导学生学习英语的同学占

66.6%；从与部分家长的访谈及交流，我们也发现大部分

家长寄生于学校的“安排”，哪怕有心培养也缺乏途径；

（2）学习态度积极，学习效果不佳

①从学习英语的感受来看：对学习英语感到非常

轻松的同学占 26.3%，对学习英语感到比较轻松的占

36.7%，对学习英语感到比较困难的同学占 20.2%，对学

习英语感到特别困难的同学占 16.8%；②其次通过观摩

一线教师的英语课堂我们也发现，经常回答课堂问题的

同学占 48.2%，有时回答课堂问题的同学占 32.1%，很

少回答课堂问题的同学占 16.7%，几乎不回答课堂问

题的同学占 3%；在问卷的最后我们设置了一道主观题

即“你希望学习英语吗？如果是你希望英语课堂是怎样

的”，值得可喜的是我们得到了很多积极的回答例如“非

常希望！”“我非常喜欢英语”“我非常想上英语课，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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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没上过”，又或者是“快乐的，有趣的，不用听写单

词”“可以唱英文歌曲”“希望自己能用英语交流”等许

多回答。其实从孩子的角度来讲，是想要通过英语课来

提高自己的英语表达的，但是我们发现这样的而回答在

偏高年级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呢？

（3）网课期望值高，使用效率低

①关于英语教材方面，觉得课本内容非常有趣的同

学占 45.1%，觉得课本内容比较有趣的同学占 32.3%，觉

得课本内容不太有趣的同学占 18.3%，觉得课本内容不

有趣的同学占 4.3%；②关于英语教学资源方面，除英

语课之外，有其他英语学习资源或活动的同学占 35.1%，

除英语课之外，没有其他英语学习资源或活动的同学占

64.9%；在与老师交流是否需要结合网课进行教学时，部

分老师认为，自己也很期待这样的结合，但是现许多平

台上的网课进程并不符合自己班上的学生基础，并且如

何平衡好网课与现实课程的比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

性等一些问题对一些老师来说也尤为困扰。③关于家庭

英语教育方面，在与部分家长的交流过程中我们发现，

少数甘孜藏区的家长有购买学而思、作业帮、高途课堂

等小学英语相关网课资源以供孩子学习。但通常都是由

孩子自学，学时也少有陪伴和指导。

四、讨论

1.“本土化”特征应进一步加强

在教材方面，应积极挖掘具有藏族特色的内容，循

序渐进将其融合到里面，先让学生感受到英语课程的实

用性，以此逐步加强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甘孜藏族自

治州的教材多采用国内统编教材，虽然这让学生在一定

程度上感受到了不同的文化，开阔了眼界，但是这系列

教材缺乏甘孜州特有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

其教学内容也与学生的生活实际差距较大（特别是关外

学生），实用性较差，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不高。教师苦于

提高学生成绩，部分家长又认为学校所学对家里的放牛，

挖虫草等农活毫无帮助，反而孩子还不会做这些事情了。

所以笔者认为，在小学英语网络课程的本土化应进一步

加强。但是在选择相应的教学语料时，我们应多考虑学

生的接受能力与认知发展规律，比如对于“牛”“羊”或

者“海子”比较容易学的单词前期出现频率就应高一点。

2. 平台建设有利于英语师范生的教学实践

通过阅读相关文献，笔者发现大部分英语师范生教

学实践存在以下问题：1）师范生自身（思想上和行动

上）准备不充分。[4] 主要表现在基本功不够扎实，并不

具有示范性。其次自身不够重视，脱离学校老师的指导，

少有进行自主练课，讲课技能有待提高。2）缺乏针对性

教学指导。部分实习学校并不重视教学实践，认为大部

分实习老师并不会留校，认为过多关注只会影响教学进

程和教学效果，所以师范生的教学实践也只是浮于形式，

并不有利于师范生的职业技能发展。3）教学实践安排时

间不合理。大部分学校将教育教学实践安排在第七、八

学期，但是这时部分学生都在忙于考研或者考公，所以

实习效果并不理想。除此之外，学校允许参与自主实习，

这样的实习效果也有待验证。笔者认为让高等院校英语

师范生参与小写英语基础知识网络课程的录制益处如下：

1）夯实基本功，磨炼讲课技能。因为是录制网络课程，

所以师范生有无数次试错机会，在无数次练习中相应知

识和技能也会得到相应提高。2）加强与指导老师沟通，

及时解决教学疑惑。在课程评审时建议可搭配高校研究

教师和一线小学教育老师的模式，及时与师范生交流，

指出相应问题，进行磨课。3）丰富实践途径，完善相应

技能。相对于第七、八学期的自主和校派实习，这种网

络实习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实习的质量，时间安排也比

较灵活。除此之外，师范生的教师职业技能也得到了训

练，例如如何适应网络直播课、微格课程的制作、网络

教学的开展方式等都为师范生未来的发展储备了知识。

但是笔者认为，教学应该是一个动态的交互过程，所以

未来还应思考网络与实际如何结合的问题。

通过此次问卷调查，调查者发现甘孜州地区（以四

所学校为例）的小学英语基础知识网络课程教学任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挖掘藏区特色教学内容和依托

高校平台，开展英语师范生参与网络课程教学方面。这

样的网络课程既有利于甘孜藏区学生的英语学习，促进

学生的长期发展，培养文化自信。也有利于拓宽民族英

语师范类学生的实践途径，磨炼相应教学技能。

注释：

①在甘孜藏区，部分农牧家庭的孩子会在上学期间，

经常为了帮助家庭增加劳动力、增加经济收入（主要在挖

药材季节和摘野生菌季节）以及兄弟姐妹替换上学而辍

学，耽误学习进程，无法适应高一年级的教学，只好重新

复读。据调查，有些小学生在一个年级就可能读三年乃至

四年，因此，本地人将这种现象称为“小学研究生”。[5]

②是指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

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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