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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学习现状研究 

——以新疆理工学院为例 
于庆伟1  杨  珉2 

（1.新疆理工学院  新疆阿克苏  843000；2.中共阿克苏地委党校  新疆阿克苏  843000） 

【摘  要】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学习者的学习态度、学习动机和学习策略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在针对新

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学习状况的调查研究中，我们从这几个方面和维度入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来收集

相关数据，了解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习得情况。在数据资料收集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针对少数民族大学

生所存在的问题和学习困境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与建议，为推动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学习实践进行了

有益的探索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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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数民族汉语教学实践中，学生的学习观念对于课

堂教学组织开展起着深刻的影响和作用。在实际教学过程

中，常常会遇到学生对于课堂和教学方式提出看法和建

议，这种行为的背后正是学生对待汉语学习的态度观点在

起作用和影响。在汉语学习的过程中，不同学生往往存在

不同的态度和观点，有些学生提倡听音乐学习汉语，有些

学生则更喜欢在与他人交流中练习汉语，而有些学生通过

重复练习来学习汉语。在这些不同选择和学习倾向的背后

往往是学生学习观念中的汉语学习态度、学习动机和学习

策略的选择所导致的。因此我们在调查研究新疆少数民族

大学生汉语学习现状时，从他们的汉语学习态度、学习动

机和学习策略三个方面的入手。 

1  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学习现状调查研究分
析 

在针对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学习现状调查研究

分析实践中，研究者采取问卷调查为主的方式来收集相关

研究数据并进行分析。新疆理工学院坐落于新疆阿克苏

市，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管理。本次调查研

究对象为新疆理工学院 220 名学生，其中女性 100 名，男

性 120 名。 
本次调查研究采用的是简单随机抽样方式，从新疆理

工学院全体学生范围内随机选取了 220 名少数民族大学

生，在资料收集过程中采用调查问卷和结构式访谈相结合

的方式采集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学习的实际情况与

现状。 
在具体的问卷调查和结构式访谈中，研究者综合考虑

和分析了在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学习过程中的影响

因素，本次调查研究收集资料环节中包括汉语学习态度、

学习动机和学习策略三个模块。 
1.1  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学习态度调查分析 
学习态度对于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语言学习的效率

和效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好的学习态度能够显著提升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汉语学习水平和能力，帮助他们建立正

确的语言学习观念和自信心，从而避免各种阻碍汉语学习

的畏难排斥等情感障碍的影响。 
在问卷和访谈的所提问题的答案中，我们分别设置了

十分赞同、赞同、中立、不赞成和十分不赞成 5 个不同程

度的回答。 
表 1  你是否认为新疆少数民族学生擅长学习汉语 
 十分赞同 赞同 中立 不赞同 十分不赞同 

男性 15% 33% 11% 26% 15% 
女性 17% 36% 13% 28% 6% 
总体 16% 35% 12% 27% 10% 

表格数据（表 1）可以看出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学

习汉语过程中存在自信心不足的问题。在少数民族大学生

汉语学习过程中，由于文化差异和语言环境有限，学生在

汉语学习过程中难免存在多重障碍与困难。部分少数民族

大学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学习后仍然存在汉语发音

不标准、表达含义不正确等问题。在课堂和日常交际生活

中，少数民族大学生也不愿意尝试使用汉语交流，担心害

怕汉语使用出现错误而导致同学的白眼和嘲笑。这些汉语

学习现象大大降低了他们学习汉语的自信心。 
1.2  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学习动机调查分析 
在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学习过程中，学习动机的强烈

直接影响他们的汉语学习方式与态度观念。大量实践和研

究表明，抛开智力、学习方法以及教师等其他因素，拥有

强烈学习动机的语言学习者往往能够比学习动机弱的学

习者更快更好地习得语言。因此在新疆理工学院的汉语学

习中，研究者有必要从学习动机角度来调查和考察他们的

强弱。 
表 2  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学习汉语十分重要。 

 十分赞同 赞同 中立 不赞同 十分不赞同 
男性 15% 32% 23% 15% 15% 
女性 19% 35% 19% 15% 12% 
总体 18% 33% 21% 15% 13% 

在表格数据（表 2）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少数民族大学

生中存在对于汉语学习重要性认识不足的问题，超过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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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认为学习汉语重要，这就导致了部分存有轻视汉语

错误观念的少数民族学生没有较强的学习动机，学习的积

极性和热情不高，汉语学习效果自然就差强人意。同时研

究者在访谈中了解到也存在一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进

入大学学习后对于自身真实汉语水平缺乏正确认识，对于

在未来学习和职业生涯场合中汉语使用频率和重要性估

计过低，综合多种因素导致大学生汉语学习效率低、学习

态度不端正。 
表 3  你学习汉语的目的和原因是什么？ 

 工作和个人发展需要 学校课程要求 了解汉文化结交朋友 其他原因 
男性 35% 35% 15% 15% 
女性 34% 37% 21% 8% 
总体 34% 36% 18% 12% 

表中数据（表 3）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汉语

大多数是由于学校课程要求和工作个人发展。学习汉语的

不同原因往往直接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汉语学习动机

强弱，在个人发展和就业的压力之下，学生的汉语学习动

机相应会得到强化。在调查研究中研究者发现，新疆少数

民族大学生在了解汉文化和结交汉族朋友的学习动机同

样存在一部分，但是比例并不高，这表明大部分少数民族

大学生在学习汉语时学习动机还是来自客观的压力和需

要，只有少部分学习者是来自主观上的兴趣与爱好，这导

致学习动机具有很强的工具性目的，并不能长久保持。因

此在汉文化的宣传和推广中，我们仍需要加强工作与努

力。 
1.3  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学习策略调查分析 
学习策略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所采

取的学习方法和技巧。一般来说，好的，正确的学习策略

能够很大程度上提高学习者的语言学习效率。在高效汉语

学习的过程中，学习者还能够培养汉语学习兴趣和增强汉

语学习动机，因此学习策略的选择在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

的汉语学习过程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和意义。研究者通

过调查和了解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实际汉语学习过程

中的汉语学习策略选择情况，综合考察他们的汉语学习状

况。 
表 4  你在汉语学习中采用哪种学习策略？ 

学习策略种类 男性 女性 总体 
记忆策略 29% 37% 33% 
认知策略 31% 21% 25% 
情感策略 15% 25% 18% 
交际策略 20% 10% 18% 
其他 5% 7% 6% 

从表格数据（表 4）中我们可以看出记忆策略是受调

查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且女性学生的使

用程度最高，但是由于记忆策略偏重于汉语语法知识和形

式的背诵记忆，对于汉语交流使用的练习和掌握这方面学

习不足。认知策略是少数民族学生在汉语学习中进行语法

知识的预习、复习和适当练习，这一策略的选择中男性学

生多于女性。情感策略则是指学习者汉语学习中充分调动

自身情感因素来促进学习，包括培养兴趣爱好、树立自信

心和克服畏难情绪等，此类情感策略数据中女性占比高于

男性。交际策略作为人际交往中练习和熟悉汉语的使用知

识，男性学生使用频率高于女性。 

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从小到大就读于民族学校并使

用民族语言进行生活学习，缺少学习汉语的语言环境，因

此在大学专业学习中接触到汉语授课后，短时间内难以适

应汉语学习体系和文化架构。在这一阶段内学生往往在学

习策略中优先采用简单机械的记忆策略，通过反复多次的

练习、编写小卡片和背诵课文等各种方式加深对于汉语发

音、使用方式的记忆，这种学习策略的使用虽然能够较快

使学生掌握了解简单汉语知识，但是汉语知识掌握不牢固

且知识结构僵化无法灵活使用，语言的掌握较为高效的方

式是通过交流使用中的听说来实现。在调查结果中显示部

分少数民族大学生也会选择认知策略来制定汉语学习规

划并及时进行反思和调整学习过程。交际学习策略作为汉

语学习较为高效便利的学习策略，在学生中的使用程度排

在第三位。随着汉语学习重要性的强调和汉语使用场合的

增多，学生也在认知和态度上有所改变和重视。 
表 5  你认为下类哪种错误是你在汉语学习中经常出现

的错误？ 
错误类型 男性 女性 总体 

汉语书写形式有误 12% 16% 13% 
汉语语义错误理解 12% 15% 13% 
汉语语法搭配不当 15% 15% 15% 
汉语使用范围不熟悉 32% 27% 29% 
句法规则存在错误 23% 22% 22% 

其他错误 6% 5% 8% 

表格数据（表 5）中大学生在汉语学习中最常出现的

错误是汉语使用范围不熟悉和句法规则存在错误这两类。

这一现象的产生是由于学生交际策略使用不足导致的。 

2  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学习调查结果的对策
建议 

首先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进入大学前，长期生活在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并在民族学校中接受教育学习，我们

应该为少数民族大学生创设良好的汉语学习环境。只有在

相对应的语言环境中去学习语言，学习者语言习得的效率

才能得到改善和提高。在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学习和宿舍环

境中，学校和教师可以在充分考察各方面综合因素后，科

学安排汉族学生与少数民族学生同班或者同寝室，鼓励和

倡导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结交和建立伙伴。在营造校

园整体环境和汉语氛围中，学校可以设置“汉语一角”的

班级区域、举办民族联谊晚会等活动来促进少数民族学习

使用汉语来和其他学生进行交流沟通，充分使用交际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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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来提高少数民族学生汉语学习的效果。 
其次从教师汉语教学和课堂设计角度来看，教师应该

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学习基础和情感需求，灵活

调整和科学组织设计汉语授课环节和内容。在具体课堂开

展中教师应该避免将枯燥难懂的汉语语法讲解占据大部

分课堂时间，这一做法不仅增加了学生的畏难情绪，打击

了学习自信心，且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学习汉语效果

不理想等问题。教师应当尽可能创设轻松愉快的语言交际

环节氛围，在具体语境和交际场合中去讲解汉语使用规

则，促进学生理解掌握汉语正确含义和区分使用场合的同

时，也引导和鼓励学生开口练习和使用汉语交流。同时教

师在汉语授课过程中应当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

通过设计安排贴合学生兴趣和理解认知水平的汉语教授

方式来充分调动学生汉语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汉

语学习的兴趣。 

最后从学习汉语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自身来说，学生应

当到充分重视汉语学习课程，树立正确理性的汉语学习观

念和态度，合理灵活使用多种学习策略来提高汉语学习效

率和掌握程度。例如，在使用认知策略进行规划学习计划

时，也应该时常回顾检查学习认知过程是否存在有待改进

和调整之处。由于交际策略在语言习得中具有良好的效

果，学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应该主动积极地在各类实践和

交际活动中使用汉语交流练习，克服心中的怕错羞怯的心

理障碍，树立学好汉语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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