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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国语水平的有效途径 
◆玛合帕丽•托合塔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伊犁职业技术学院  835000） 

 
摘要：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国语是非常有必要的，是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的重要语言方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结合当前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国语

的现状出发，调整国语教学环境从学习环境、学习兴趣等多方面入手，

切实提升少数民族学生国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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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少数民族学生对国语的接受能力和意愿还是比较强的，民族

大融合的背景下，学生对国语的学习积极性和认知度也比较高。
但受到多方面的因素，如语言环境等影响，少数民族国语交流的
环境不健全，导致学生国语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不高，影响了实
际国语水平，因此教师要做好教学策略的调整，从建立兴趣和交
流环境入手，切实提升少数民族学生国语能力。 

1 少数民族学生国语学习现状 
1.1 国语语言环境不足 
少数民族国语教学过程中，学生对国语学习的意愿和积极性

与国语语言环境呈现正相关性。部分少数民族的学生家庭与汉族
等家庭距离比较近，生活交流中的国语语言环境丰富，学生学习
的意愿也比较强，对国语的接受程度比较高，反之如果少数民族
的学生家庭居住环境以少数民族聚集区为主，特别是游牧为主，
则其国语语言环境比较匮乏，学生用国语交流的意愿也比较差，
因此对国语学习的积极性并不高。此外，在校园环境方面，教师
在课堂教学虽然注重用国语的交流和对话，但在课下，学生用国
语交流的意识和意愿都比较差，更喜欢用母语进行交流，这也是
少数民族学校特有的情况，因此，国语语言环境不足是影响学生
学习国语的重要因素。 

1.2 学生学习自信心不足 
当前，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国语的积极性是非常强的，大部分

的学生家庭都鼓励学生学习国语，这种背景下，学生在国语课堂
表现也是非常积极踊跃的，特别是对低年级学生来讲，学生参与
国语课堂的积极性非常高。这种情况下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少数
民族学生在开口说国语的过程中由于语调、语速依然是沿用的母
语，产生了国语发音不标准的情况，部分学生发现自己的国语与
教师国语、听到的国语有差异时产生了自卑感，认为自己表现的
不好，特别是课堂小伙伴的笑声，不管是善意的还是非善意的笑
声都会给学生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造成了学生不愿意开口说国
语，导致学生在高年级时国语水平出现了明显差异，进一步打击
了学生学习国语的自信心。 

2 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国语学习水平的有效途径 
2.1 丰富国语语言学习环境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要注重丰富学生国语语言环境，帮助

学生更好的融入到国语交流当中，提高学生使用国语的频率和机
会。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国语环境的创设，给予学生
更多使用国语的机会，首先，教师在课前应做好与学生国语的交
流，通过国语与学生进行积极的对话和交流，选择合适的小话题
为切入点，如今天你是否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近有什么好玩的
事情发生？通过这些小话题打开学生的“话匣子”，让学生畅所
欲言，鼓励学生进行国语的交流，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尝试用
全母语对话的教学环境，同时注重对学生母语发音错误的纠正，
在对话中实现教学，帮助学生融入到母语教学情境当中。 后，
教师应积极采用角色扮演、分组教学等模式，让学生参与到母语
教学当中，提高学生参与母语交流的积极性，同时为学生创设具
体的国语语言环境；此外，教师应积极与学校沟通，通过播放国
语音乐、国语宣传海报、国语报刊等方式让丰富学生国语语言学
习环境，激发学生学习国语的心理和兴趣。 

2.2 培养学生开口说国语的信心 
培养学生开口说国语的信心必须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

要融洽师生关系。融洽的师生关系可以帮助学生放松紧张的情

绪，激发学生学习国语的语文，良好的师生关系可以让写手在轻
松活泼的氛围内完成国语教学工作，反之如果师生关系不好，学
生在国语学习环境中比较压抑，自然没有学习国语的自信心和勇
气。二是，帮助学生建立国语学习的自信心。少数民族对国语学
习存在一定的难度，学生在发声、语调方面受到了母语影响比较
大，在学习国语时容易出现问题，部分学生因此而产生自卑心理，
降低了课堂参与积极性。针对这种情况，教师要做好学生学习国
语自信心的辅导工作，帮助学生更好的融入到国语学习当中，要
找出学生自信心学习不足的病症，对症下药，如是害怕担心其他
人嘲笑，则应进行积极的开导，每一个学生在学习国语的时候都
会有声调和语调等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个体的问题，通过这种方
式进行疏导，如果是在记忆生词和写作方面的内容，应从学习方
法和写作技巧等方面进行教学，必要时可以采用一对一的教学方
式，争取在 短的时间里帮助学生补足短板，激发学生学习心理。 

2.3 加强教师的引导作用 
教师在少数民族学生国语学习的过程中必须要注重自身的

引导作用，做好教学指导，调动学生学习国语的积极性。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首先要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状况，了解学生个体
差异化，从而制定教学过程和策略，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摆脱传统
的教学思想，适当增加教学的趣味性，活跃课堂气氛，注重国语
教学的引导，实现在轻松活跃的氛围内对国语的学习。其次，要
注重教师个人国语水平，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没有注重个人的
形象和严谨性，导致教学国语的过程中，出现了母语和国语穿插
的情况，甚至以母语开展教学，这种教学方式不利于学生建立对
国语的学习兴趣，因此，教师应积极提升个人国语水平，做好国
语水平的提升，在课堂上以国语为主，实践教学。 后，应积极
组织学生进行国语教学的课外活动，通过课外实践活动，帮助学
生更好的了解到国语的重要性，提升学生学习国语的积极性。此
外，教师还应鼓励学生多看国语书籍，多读国语报纸，多听国语
广播，让学生多看多读多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少数民族学
生国语意识，引导学生更好的学习国语内容。 

总结 
少数民族学生国语学习过程中，教师要充分了解少数民族学

生学习国语的学习现状和个人差异，了解学生学习国语的思想和
动态，通过了解学生实际情况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只
有这样才能激发学生学习国语的积极性，引导学生参与到国语学
习内容和情境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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