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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教学及苗文在苗族教育中的作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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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苗文在当今苗族教育中的疑难 

    一、 苗文与苗族儿童的启蒙教育 

    苗族语言文字是苗族人民心智活动的工具，具有开发智力的功能，在教育中起着重要作用。在不通汉语的苗族聚

居区，在儿童入学前只掌握母语的条件下，启蒙阶段实行双语教育的必要性已经被实践反复证明。教育心理学研究表

明，儿童接受启蒙教育，首先要学习和掌握认知方法。识字必须通过母语联想到字形所表达的意义才便于记忆。吸收知

识也必须运用语言在感知过程中的概括功能，才能够根据已知事物来认识未知事物。在这些环节上，儿童的母语与启蒙

阶段的教学语言相一致，显然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实验证明，儿童的发展在不同教学体制、不同教材、不同教学方法

下，是有显著差异的。在不通汉语的苗民族地区实行双语教育，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困难。这些困难不仅表现在双语

教育的组织上，而且表现在决定双语教育的内容和对双语教育效果的测量方法上。从苗族地区实际情况看，在不完全通

汉语的苗族聚居区，苗族儿童只有实行有效的双语教育才能够真正开发智力，普及义务教育，进而培养出苗汉兼通的有

用人才。 

    这一点，贵州省教育委员会关于《民族地区幼儿语言教育研究》的结果可以作为佐证。该项目由贵州省教育委员

会1995年批准立项，并于1997年12月完成。该项目主要以贵州苗族地区幼儿语言教育现状调查、幼儿教育规律及优化

教学模式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典型取样与动态观察的研究方法，历时3年，取得了预定的成果。该项研究的初步研究

结论表明，苗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儿童在同等条件下，对语言的感悟能力及语言学习的效率都不比汉族儿童低。儿童在5

岁以前，由于对母语的基本掌握尚不完备，进行第二语言教学最佳时机尚未成熟；5～6岁的儿童，是学习第二语言的最

佳时期。适时地进行第二语言的教学，可望收到最大的效益。研究结果还表明，国内外某些权威著作中关于少数民族儿

童学习汉语普通话会较多地受到其母语干扰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观察实验表明，即使是处于完全的少数民族语言环

境中的儿童，在基本习得其母语的基础上，学好规范纯正的汉语普通话也不是困难的事情。这一研究打消了小学阶段进

行苗文双语教学，是否有利于苗族儿童学习汉语的顾虑。 

    二、 双语教学普通教育 

    关于双语教学与中小学普通教育的结合，近十年来黔东苗文推行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研究和借鉴。首先是教材跟

得上，近十年来公开出版的黔东苗文教材和工具书计12种481,000册，其中《六年制苗汉双语文教学课本》l～7册，苗

语《语文》l～3册，《数学》l～2册，《自然》l册，计30万册，黔东苗文扫盲课本2种，《苗文学习》l～4册，计印

154,000册，《苗汉词典》、《汉苗词典》、《苗语俗语小词典》、《苗语语法》、《黔东苗语基础知识》等工具书

27,000册。此外，各县(市)自编自印的乡土教材还有许多，如凯里的《小学苗文课本》、《苗语语音》、《苗汉词

汇》，台江的《生词生字苗汉对译教学参考书》，施秉的《苗语课本》、《六年制小学苗汉语文课本》(第一、二册)、

《读苗文》、《苗文助读》、《苗文课本》等等。 

    贵州省黔东苗语文进入小学和中学，从1981年个别学校的试点发展到1983年的大面积试点，这是跟教育系统的

支持和配合分不开的，近15年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实行苗(黔东方言)汉双语文教学的学

校历年累计1,040所，其中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902所，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138所；教学班1,654个，其中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1,433个，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221个，学生56,588人，其中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48,191人，黔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8397人。在凯里民族师范学校、黔东南民族行政管理学校自1984年以来，也相继开设了黔东苗语文课。

大专院校中的苗文教育情况：在大专院校开设苗语文班的有--中央民族大学(原中央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中央民

族学院1952年开始招收苗语文班培养了一批苗语文的专家。80年代起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言文学三系开设招收苗语文

大专生、本科生和研究生。贵州民族学院从1958年开始招收苗语言文学本科，后停办。80年代后，恢复苗族语言文学

专业大专招生，1995年恢复本科招生。大专院校的苗语文教材。一般都是教师自编。中央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学院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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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研室，有专人负责苗文教学。 

    中小学的苗文教学问题：课程及学时的设置，是先学苗语文，还是先学汉语文？是苗汉双语文教学并举，还是以

学汉语文为主，苗语文只是辅助教学得工具？是苗汉语文各占一半，还是教学比例有轻有重？这些问题在实际操作中都

没有很好解决并规范化。苗文在中小学中的双语文教学，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提高了苗族儿童的入学率、巩固串和

升学率。但由于民族地区的教学体制还不够规范、教材还没能配套，双语文教师待遇过低(20～50元／月)，苗文教师编

制和民转公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影响了双语文教师的积极性和稳定性，进而影响了教学效果。 

    苗语文的高等教育问题：毕业生的就业及走向是目前苗语文高等教育最为严峻的问题。一方面，各级民族语文机

构需要苗族语文人才，但另一方面，由于体制和编制等原因，这些人才却不能充实到苗族语文工作中去。苗族地区的各

级中小学需要苗语文师资，可是这些毕业生由于种种原因，几乎无缘登上苗文讲坛。就业专业不对口，无形是苗语文高

等教育的损失。国家花费了一定的财力物力培养苗语文人才，由于现实种种原因造成了苗语人才资源的不合理浪费，应

该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来源：选自罗廷华、余岛著《贵州苗族教育研究》（第五章），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9月。 

 

《双语教学及苗文在苗族教育中的作用（四）》相关文章 

教育  苗文  苗语  苗族文化  双语教学  

加入收藏 推荐给好友 复制链接 打印这篇文章 

·双语教学及苗文在苗族教育中的作用（三） 

·1个苗村教师与他的11名学生 

·“稻子”一词从华东向四周传播的痕迹 

·双语教学及苗文在苗族教育中的作用（五） 

·湘西苗族挑葱会盛况 

·苗族文化赋 

·“苗疆圣地—雷山”进入全国中小学《德育》教材 

会员评论(共条) 查看全部评论...

我来说两句 

内容:  

 

评分：0 

 

发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