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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藏文教学方法
都吉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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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要求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所以，小学藏文的学习就成了一门较为重要的学科。藏文的

学习，有利于学生从小就了解藏族文化，开阔眼界。在小学的藏文教学中，教师应该起到充分的引导作用，针对学生的实际

情况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学习兴趣，从而提升学生的藏族文化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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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小学生实施藏文教学能够丰富学生的学习课堂。但是

由于藏文和汉语有着较大的区别，在教学中往往会让学生感

到无所适从，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把握教学方法，

让学会生更好地掌握好藏文这一课程，进而实现新课程改革

的教学目标。

一、应用游戏教学

在“小”孩子参与的学习活动中，我们选用的教学模式

自然要带有“小”的特色。在小学藏文教学实践中，如何设

计出符合“小”特点的学习活动呢？笔者给出的建议是应用

游戏教学，让学生在玩儿中学，在学中生成学习兴趣。如藏

文字母是学生学习藏语、藏文不可缺少的基础，是一年级学

生入学后学习藏文最先要涉及的内容。那么，一年级学生该

怎样学好藏语字母呢？首先学生应在爱学习、乐学习、勤学

习、善学习的规律中发展。利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在游

戏中学，使学生在心情放松愉快的状态中得到知识。

二、应用好朗读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在语言学习中，读是最基本的学习

方式。在小学阶段的藏文学习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引导学

生养成读的兴趣与习惯。那么如何才能让小学阶段的学生拥

有阅读能力呢？笔者的建议是让学生先大声朗读。在笔者看

来，小学一到六年级必须把朗读放在首位，藏语文不同于汉

语文，汉语的生字要一个一个地去学，而藏语里学会了三十

个声母和四个声调后，就从声母里分韵母，所有的生字和词

语一拼读就会，只要你会读就会写。藏语文创始者通弥桑布

扎讲到，朗读是藏文之基，熟读藏文将学会一切。强调了藏

语文里朗读的重要性。本人也在多年的藏语文教学经验中深

深体会到，不注重朗读去教语法效果真是不佳，就如不长叶

求开花，不开花求果实。在一次次教学实践之后，在一次次

反思教学的成与败之后，我们不难发现，要想学习好藏文就

要“重读”。注重朗读，让学生不断地读，熟读后去教语法

时，老师讲解不多，学生却会自然而然地明白了。这就是集

云而求雨。但不同的年龄段，应该要有不同的达标要求。

三、应用好书法训练

写一手好字，不仅仅可以“修身养性”。最主要的是可

以提升文化修养。在汉语教学中，往往从低学段开始教师就

会要求学生写好字。在小学藏文教学实践中，笔者同样会要

求学生写一手好字。其实，学生熟读藏语文课就是为学习藏

语文奠下扎实的基础。这种藏文教学里的科学而宝贵的过程

（朗读）千万不能疏忽，生搬硬套的教学方法去教藏文是不合

理，不科学的。不过学习藏文的难点之处是藏文的楷书称经

文，经常在报纸、期刊及课文等里面通用楷书，而自己打草

稿、书写时用草书，楷字和草字基本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字，

学生从小要学会每个楷字变成草字的写法，掌握这个使藏语

易学易懂。因此，在我们强调学生读能力不断形成的过程中，

我们还要求学生提升写能力。

四、拓宽教师的教育视野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同样，只有世界的才能拓宽民

族的。在小学藏文教学实践中，我们关注的是区域化明显的

文化教学，我们的知识内容可以是“区域化”、“民族化”的，

但是我们的教育眼光、教学思想、教学方法却应该是“世界

的”。藏文教师队伍中，部分教师的教学思想带有封闭性和主

观上的排他性，由此就造成了教学方法的封闭和僵化。这种

盲目地排外心理是我们藏文教学方法改革的严重障碍，应从

根本上予以转变，并以开放和科学的观点引进国内外先进的

教学方法。如果把藏文教学中各个具体的教学方法看作是一

个子系统。由于教学方法系统实质上是开放和动态的系统，

它与外界环境的有关系统之间仍然存在着信息等方面的交换

关系。

五、应用情景教学

凡是涉及到语言教学，必然就会涉及到文化教学，而提

及文化教学就必然会带有情感性、人文性。在小学藏文教学

实践中，我们教授的是文化特色明显的语言，在我们构建的

课堂实践中更需要展现出人文性。因为任何语言教学都是一

种语言的实践活动，藏语文的教学当然也不例外。在课堂教

学时，我们应把死的教材激活为生动有趣的情境，使学生参

与其中，使学生多种感官、多种组织“动”，只有“活”了才

能“动”，“活”是前提，“动”是归宿，要使学生通过学习达

到教学目的，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综上所述，小学藏文教学要符合小学阶段的课程标准，

当然也要展现出民族文化优势。我们作为教育者，我们希望

培养的是有学习能力的人才。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贯彻的

不仅仅有继承，还要创新。尤其是思想创新、文化创新，我

们希望能够将传统文化的魅力确确实实的展现在学生面前。

用民族的去影响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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