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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彝族地区小学普通话教学的几点思考
茶桂萍

云南省大理州巍山县牛街乡牛街小学　云南　大理　672404

摘　要：滇西彝语区普通话教学重要而艰难，教师要高度重视帮助学生克服发音难关，引导学生形成普通话语言思维，努力

营造普通话语言环境，激励学生敢说，教学生会说，引领学生享受读书，凸显普通话的无限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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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彝族地区小学普通话教学的重要性

普通话的推广促进了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交流合作，促

进了民族团结、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在现代快节

奏的社会生活中，要求每一个人要有较强的普通话口语交际

能力，以提高办事效率。少数民族地区要摆脱贫穷落后，就

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而语文学科在教育中占了很重要的地

位。小学语文是培养小学生理解与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基本

能力。在学习中，小学生的情感、品德、心理都能得到健康

的发展，为他们将来认识世界、服务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

小学语文教学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教会小学生学会说普通话，

并在教学活动中指导学生正确掌握普通话这一交流工具，提

高自己的听、说、读、写能力，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彝族地区小学普通话教学的艰巨性

笔者在彝族地区从事小学语文教学工作二十年来，深感

小学语文教与学不但费力而且效果差，主要原因就是学生受

彝语影响。彝语区小学生从小习惯使用的彝语与汉语差异极

大，彼此无异于一门外语。彝族群众在接触汉语西南官话过

程中逐渐接受、融合，形成了与西南官话略微接近、似是而

非的土语方言，姑且称为“彝族土音普通话”。虽然也是官话

方言，但与普通话之间无论语音还是语汇、语法等方面还是

有很大差异的。学生在汉语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很多。而少

数民族学生使用的语文教材是汉语，因此在日常教学中这些

学生学起来就非常吃力。

难点一：小学一年级的汉语拼音教学是识字的基础，也

是学习普通话的基础。

难点二：彝族地区汉语方言发音与普通话发音有很多似

是而非的“疑难杂症”。

难点三：语言习惯难改，缺乏说普通话的兴趣和动力。

难点四：缺乏语境。学生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家中

度过的，而家中的语言环境正是让他们如鱼得水的彝语环境，

如果谁说普通话，恐怕会被视为怪胎了。

凡此种种，让彝语区普通话教学难上加难，任重道远。

三、彝族地区小学普通话教学的基本策略

策略一：听——凸显普通话魅力，力促由彝语思维转向

普通话思维。彝族地区学生学习汉语最大的障碍就是因语言

习惯的差异而带来的“转译”问题。他们的思维需要“转

弯”，费时也相对较多。他们听用普通话讲的课时，需要较

多的时间多次转译调整才能理解，而语文教学过程又是一个

训练的过程，包括字、词、句、段、篇和听、说、读、写的

基本功训练。教学目标很明确，但是面对这些少数民族学生，

我们只能因材施教，一堂课需要传授哪些知识，进行哪些语

文基本功训练，每一项知识、训练达到什么程度，教师们都

要十分明确、具体地提出来。因此，帮助彝族地区小学生改

用普通话进行思维的习惯是民族语文教学的重中之重。

策略二：说——有效创设敢说、乐说的语言环境。语言

能力是在运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要发展彝族地区小学生的

普通话语言能力，关键是创设一个能使他们想说、敢说、喜

欢说、有机会说并得到积极应答的环境。首先要坚持，课上、

课后，校内、校外都要求这些学生用普通话进行交流。这样

彝族地区学生在生活中，经常要将自己的各种信息以及主观

愿望感受和要求转换成汉语语言告知他人，然而在语言交往

过程中，他们的语言往往会出现“错误”，这时老师和其他

“听众”就要给他们以支持、鼓励及补充、修正的机会，相信

他们会在交往过程中有效地自我调整，主动敏感地吸收、加

工和输出语言信息，促进他们语言表达和语言运用能力的发

展。有时，学生出现表达上的错误不必急于纠正，对于我们

而言，敢于表达更可贵，而表达的正确性有的是时间去纠正，

千万不能把学生刚刚产生的表达勇气扼杀在我们急于纠错的

瞬间。

策略三：读——致力于培养朗读兴趣。

小学生对形式新异、生动活泼的东西特别容易发生兴趣，

一旦有了兴趣他们就会发挥极大的主动性，对一些问题主动

地多思多想，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自己的智力。因此，让这

些彝族地区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画画、写写，模仿表演，设疑

质疑等都是很好的教学方法。语文课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教给

孩子某种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它通过一篇篇凝聚着灵

感、激情和思想的文字，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个人的情感、

情趣和情操，并最终积淀成为人的精神世界最深层、最基本

的东西——价值观和人生观。并且在读时要求做到如醉如痴

物我两忘，把读书、理解、表达融为一体，使心灵得到净化，

情感得到陶冶。

讲好普通话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提高彝族地区教育水平，繁荣彝族地区文化的现实需要。因

此，彝族地区小学语文教育中的普通话教育意义重大，且影

响深远。虽然任重道远，但使命光荣。就让我们从自己的点

滴工作人手，让每一个从彝族地区小学走出去的孩子，都能

养成用普通话进行交流、用普通话进行思维的习惯，拥有出

色的口语交际能力，人人都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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