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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中国少数民族实现双语目标的重要性

二、中国少数民族双语的特点和类型

三、中国少数民族双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中国少数民族的双语，通常是指少数民
族母语和国家的通用语汉语的关系，即少数
民族既学习本族语文又学习汉语文。本文主
要介绍中国少数民族双语的现状及对策。



一、中国少数民族实现双语目标的重要性

中国少数民族的双语问题，是中国民族问

题和中国语言教育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对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
价值。



中国少数民族的双语问题的重要性，是由
中国的国情决定的。

中国的国情之一是：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

我国55个少数民族使用80种以上的语言，分属五大语系:

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印欧

24个少数民族使用33种文字，来源有:

古印度字母、叙利亚字母、阿拉伯字母、

拉丁字母以及独创字母等



中国的国情之二是：我国是一个以汉

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

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交流，少数民
族之间的交流，甚至少数民族中不同方言
之间的交流，都要使用汉语。

在语文的使用上，我国少数民族除了
依靠自己的语言文字外，还要学习、使用
汉语文。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双语是我国少数民族
语言使用的最佳选择。

少数民族能成为既懂母语又能兼用汉语
的双语人，对他们的发展繁荣、不断适
应社会的变化，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
件。



理论意义：怎样根据不同民族的语言实际和
社会实际，认识少数民族兼用国家通用语的
规律，怎样解决好少数民族的双语关系。

应用价值：有助于国家制订适合少数民族发
展的双语规划和双语政策，有助于少数民族
的团结合作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



二、中国少数民族双语的特点和类型

（一）两个主要特点：普遍性、不平衡性

普遍性：指不管是哪个民族，人口多的或人口少
的，内地的或边疆的，都存在双语问题。

不平衡性：指不同民族的双语状况存在差异。

◇ 全民双语：如基诺族

◇ 大部双语：如彝族、哈尼族

◇ 少部双语：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



（二）我国少数民族的语文教育大致
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一种是从初等教育始到高等教育全部使
用汉语文教学。

另一种是开展本族母语和汉语文的双语
教学。



属于前一类型的，主要有以下几
种情况：

1、无本民族文字的民族

回、瑶、土家、黎、畲、高山、东乡、土、仫
佬、羌、布朗、撒拉、毛南、仡佬、阿昌、普
米、怒、德昂、保安、裕固、独龙、基诺等

◎有的已全部转用汉语：如回族

◎有的已大部转用汉语：如土家族、仡佬族

◎有的是部分转用汉语：如阿昌族、普米族、羌族



2、虽有文字，但文字不通用的民族，全部
或部分从初等教育起就使用汉语文教学。

纳西族：虽有过东巴文、哥巴文，但未能广泛推行
使用。

水族：在历史上有过水书，也只有少数人能使用。

建国后新创或改革过的文字，也因各种原因（如方
言差异、杂居等），有些也未能在这个民族中广泛
使用过。如壮、侗、哈尼、苗等民族的新文字。



3、杂居地区的民族

◎在有条件的地区，如民族学生相对集中、有懂本
族语文的教师，小学初级阶段使用母语辅助汉语
文教学等，汉语文教学大多与同类汉族学校保持
相同、相近的水平。

◎但也有一些地区由于语言障碍或其他原因，教学
水平一般不及同类的汉族学校，升学率和巩固率
都偏低。



属于后一种类型的双语教育，是有通
用民族文字的民族

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傣、傈
僳、景颇等民族。

即使是同一民族内部，也由于不同地区的差异存在
不同的类型。如蒙古族中小学的三种类型：

☆以蒙语文为主，加授汉语文

☆以汉语文为主，加授蒙语文

☆全部使用汉语文授课



这一类型的双语教育又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以民族语文为主，兼学汉语文

指从初等教育到部分高等教育都以学习民族语
文为主，大部分课程都使用民族语文授课，汉语文
仅作为一门课讲授，等到民族语文有了一定基础后
再学习汉语文。我国北方几个有历史悠久的文字的

民族大多属于这一类型。



（二）以汉语文为主，但也学民族语文

指从初等教学到高等教育都以学习汉语文为
主，但在初等教育则以学习汉语文为主。我
国南方一些有本族文字的民族均属这一类
型。

如：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傣族、景
颇族、傈僳族



三、中国少数民族双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面临的问题主要是：

◇ 怎样切合实际地、科学地认识少数民族
双语的重要性？

◇ 出现了所谓的“三语”新概念、新问题。
◇ 教学法问题

◇ 要大力加强语言对比研究



（一）怎样切合实际地、科学地认识
少数民族双语的重要性？

对双语的重要性，一直存在两种认识：

一是忽视母语的应有作用：

二是对少数民族掌握汉语文的重要性估计不
足。



双语理论建设，是当前双语教育研究必须
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我国少数民族的双语关系，应坚持语言

和谐的理论，既看到母语与通用语的相互竞
争的一面，又要看到二者互补的一面，做到
母语与通用语的和谐是有可能的。语言和谐
有利于民族和谐，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教
育、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出现了所谓的“三语”新概念、
新问题。

“三语”，就是少数民族除了学习母语和
汉语外，还要学习外语。



（三）教学法问题

中国少数民族的双语教学，长期以来普遍
使用传统语言教学法：翻译法、直接法、对
比法。

但不同民族在使用中又根据本族具体情况
又有不同的创造。



如何根据不同民族的实际，创造适合其语言
特点和文化特点的教学法，是我国实施双语
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今后的路子将任重而
道远。



（四）要大力加强语言对比研
究。

应当组织力量，有计划地开展语言比较工
作，为提高语言教学水平提供依据。



结语：

新中国建立后的半个多世纪，我国的双
语教学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还不能适应
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快速前进的步伐。双语研
究的进展，对语言学理论、应用语言学、民
族学等学科的发展都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
用。

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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