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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教学与对策研究

方少鹏

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54

摘　要：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是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促成农村幼儿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有力保障，也是促进各民族之间相互团结、交流交往交融的有效途径。通过调查发现，新时代民族地区农村幼儿

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存在语言发展不均衡、语言应用能力差异大、部分地区语言环境不良等现象，并针对问题提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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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语言文字是人际交往的载体，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

梁。我国是一个拥有 56 个民族、多种语言的国家。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在国家和民族内部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党中

央、国务院要求“坚定不移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要“加大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力

度，提高普及程度，提升普及质量，增强国民语言能力和语

言文化素养”[1]。”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更要坚定不移加大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纽带，

加强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社会交流交融。

《幼儿园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幼儿园应当使

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的指示精神，教育部

办公厅发文，要求实施“童语同音”计划，为学前儿童进入

义务教育阶段学习奠定良好语言基础 [3]。2021 年，教育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语委联合印发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实施方案》，提出“要

精准聚焦民族地区、农村地区，重点关注学前儿童、教师……

专项推动、重点突破。要推进学前儿童学会普通话，组织开

展幼儿园教师、保育人员普通话专项培训，省、市、县培训

同步开展，做到应培尽培。教师坚持使用普通话与幼儿交流，

鼓励幼儿在日常生活和游戏中大胆说普通话，营造用普通话

日常交流的环境。[4]”我们要按照党中央的要求，积极推进

新疆农村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教学。

通过查阅资料、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新疆农村幼儿园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现状不容乐观，因为新疆农村幼儿园

师生有多个民族成分，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部分教师受

年龄、学习背景、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很难熟练使用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教学。而处于语言关键期的幼儿除了受

到教师、家庭、社区环境这些因素的影响之外，还会受到年

龄、理解能力等因素的限制。因而，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国

家通用语言教学呈现出艰难性和复杂性。

2. 研究设计思路

2.1 调查对象

文章的调查对象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县级及以下农村

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教学现状。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

发展，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幼儿园越来越少，因此本文的

新疆农村幼儿园涵盖县级幼儿园。

2.2 研究方法

（1）问卷法

本研究用问卷星面向全疆调查县级及以下农村幼儿园

的国家通用语言教学现状。调查范围涉及南北疆部分地区，

具体为：南疆的喀什、和田、阿克苏、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及北疆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吐鲁番地区、塔城地区、乌鲁

木齐市周边的农村幼儿园。因学龄前幼儿的年龄和理解能力

受限，本次调查的问卷发放对象主要为幼儿园教职工和家

长。共计回收有效问卷 330 份，其中教师卷 99 份，家长卷

231 份。

（2）访谈法

研究根据目标进行抽样访谈。本研究选取园长 2 名，

保育员 2 名，老师 4 名进行访谈。她们在幼儿园工作的时间

不等，但均在 5 年以上，对幼儿园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

现状都比较了解，能够提供客观、真实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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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设计

采用自编的《新疆农村幼儿园教师对国家通用语言教

学基本情况调查问卷》和《新疆农村幼儿园幼儿家长对国家

通用语言教学的态度及基本情况调查问卷》进行调查。问卷

采用李科特四点计分量表（1 分表示完全不符合，4 分表示

完全符合）考察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

现状，得分越高表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水平越好。

访谈采用自编的《新疆农村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教学

基本情况访谈提纲》，  围绕“新疆农村幼儿园国家通用语

言教学的现状、困境、影响因素、提升策略和建议”等问题

展开访谈。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3.1 新疆农村幼儿园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水平整体情况较

好，为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提供了较好的先决条件，使新疆语

言文化事业更加繁荣，促进文化润疆。具体体现在：新疆农

村幼儿园教师普通话水平较高。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新疆幼

儿园教师达到普通话水平二级乙等以上的比率为 72.7%。虽

然这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提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要在

2020 年实现基本普及率达到 85%。[5]”还具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通过访谈发现，能够从事教学的幼儿园老师都具有二级

乙等及以上的普通话证书，不具有该等级证书的教职工均调

离了教学岗，从事安保、后勤等工作。这给幼儿提升国家通

用语言能力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也为他们学习先进的科学文

化知识，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前提。

3.2 新疆农村幼儿园教师年龄结构呈年轻化趋势，其中

青壮年老师居多。但同时，少数民族教师居多。这种情况对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来说，有利有弊。

据调查，99 名参与问卷调查的幼儿园教职工中，在性

别构成方面，女教师 93 人，占比 92.9%；男教师 6 人，占

比 7.1%。年龄构成方面，21-25 岁的人数为 33 人，26-35

岁的 55 人，这两个年龄段的人数就占到了总人数的 89%，

教师年龄年轻化，便于学习新思想，接受新知识，给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的学习和推广带来了方便，也为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教学带来了便利。

在民族构成方面，维吾尔族 45 人，占比 45.4%；汉族

25 人，占比 25.2%；哈萨克族 13 人，占比 13.1%；回族 7 人，

占比 0.7%。蒙古族 4 人。占比 0.4%。其他民族 5 人，占比

约 0.5%。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他们除了在工作场

合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外，在家庭内部、社会生活中，

广泛使用母语，而她们的母语只有语调，没有声调。这使得

她们在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时具有较大的难度。她们在

单音节字、双字格词、三字格词，四字格词甚至民谚俗语、

日常会话的语句中都会有声调的问题。他们的语音错误举不

胜举。这又给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带来了很多不便。

同时，有 89.9% 的新疆农村幼儿园教师认为，所在班

级中少数民族幼儿主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交流；91.92% 的

的幼师认为少数民族幼儿非常有必要在园全程讲国家通用

语言；93.9% 的少数民族幼儿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与同伴交

流。可见，新疆农村幼儿园师生对于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有极

高的认同感。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外在压力还是幼儿教师的内驱

力，都对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具有一

定的促进作用，也为他们对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提供了先决

条件。

3.3 在家庭现实方面，南疆绝大多数家长国家通用语言

应用能力不高，这使幼儿在家庭和社区缺乏使用国家通用语

言交流的环境。体现在：拥有二级乙等以上普通话水平等

级证书的父亲有 50 人，占比 21.65%；母亲有 65 人，占比

28.14%；拥有 MHK 或 HSK 证书的父亲有 14 人，占比 6.06%；

母亲有 20 人，占比 8.66%。

但是，在家长的思想方面，已经开始重视国家通用语

言应用情况。表现在：在家跟幼儿交流时，152 人使用国家

通用语言交流，占比 65.8%；69 人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家通

用语言混着用，占比 29.87%；只有 10 人单纯使用少数民族

语言，占比 4.33%。种种现象，都体现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教学的成效，有利于学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4. 改进建议及实施策略

4.1 从政策方面进一步加大新疆农村幼儿园推广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力度。《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明确：

中班（4-5 岁）“少数民族幼儿能基本听懂普通话”“少数

民族聚居地区幼儿会用普通话进行日常会话”；大班（5-6 岁）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幼儿基本会说普通话”；同时建议：“少

数民族地区应积极为幼儿创设用普通话交流的语言环境”[6]。 

由此可见，在新疆农村幼儿园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教育

是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治疆、文化润疆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体

现。进一步加强对幼儿园、家庭和社区的政策宣传，使其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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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认识到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对儿童成长、家庭发达和国家发

展的重要价值，从而，认真努力学习、推广国家通用语言，

厚植家国情怀。

4.2 进一步提升幼儿教师的国家通用语言水平和国家通

用语言教学能力。要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教师

普通话水平的国培、区培、县培和园本培训力度，对其采用

政策倾斜及财政支持。一是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考核等相

关内容的专项培训。激励农村幼儿园教师努力提升国家通用

语言能力，将普通话达到二级乙等以上水平。并在工作环境

和教学过程中，持续使用普通话，避免普通话水平回落、下

降。也促使他们将普通话应用自如，在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时

熟练使用普通话。二是幼儿园利用如今“互联网 +”信息化

教学手段，共享国家通用语言教学优质资源。三是在幼儿园

中设置国家通用语言“红黑榜”，提高普通话应用能力较强

的幼儿园教师的地位，发挥其榜样作用。同时，展开“一帮

一，强带弱”等活动，进行帮扶提升，定期交流学习经验。

从而在幼儿园内部形成激励机制和帮助机制，有效促进各民

族和衷共济、和睦相处。

4.3 进一步在家庭和社区创设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交流

的环境。只有创设良好的国家通用语言交流环境，才能使

处于语言关键期的儿童更好地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

能力。首先，逐步改善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家庭语言环境，

尽可能从只说母语改为国家通用语言和母语混用，再进一步

提升。这就需要家长在认知态度上进一步提高站位，认识到

国家通用语言应用的益处和积极意义，同时，提升自身的普

通话水平，便于和幼儿交流。其次，联合对口援疆和疆内对

口帮扶单位，给幼儿发放适于儿童早期阅读的绘本等有声读

物。最后，在社区开展普通话培训，提升社区居民的国家通

用语言能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国家通用语言交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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