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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少数民族汉语教育的发展瓶颈及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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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社会教育水平提升，对少数民族的汉语教育问题也愈发受到关注。在新疆地区，是我国多民族聚

集人数比较多的省份，少数民族人员数量多基数大，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文化也存在一定差异，需要通过统一的汉语教育来

适应社会新时期的发展需求，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对于少数民族的汉语教育而言，现阶段的教育工作中依然存在众多

难题，汉语教育的发展也面临瓶颈，需要进行调整优化。基于此，根据我国现代社会文化教育需求，结合新疆少数民族文化

特点，对汉语教育的发展瓶颈及应对策略进行了全面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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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education level, the issue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for ethnic minorities has also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Xinjiang, as a province with a large number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the number of ethnic minority personnel is large, and there are certain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and culture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t is necessary to adopt un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society in the 

new era and promote ethnic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there are still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current education wor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lso faces bottlenecks that need to 

be adjusted and optimized. Based on this,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was conducted on the development bottlenecks and response 

strategies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needs of modern society in China, combined 

with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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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少数民族汉语教育在新疆地区得到了越来越

多的关注，但是在发展中仍然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在现代

社会发展建设中，文化建设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

用，通过加强少数民族汉语教育，可以进一步推广普通话，

为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沟通交流提供便利，从而实现多民族

的文化融合与经济共同发展的目标。在现阶段的新疆少数

民族汉语教育中，依然存在资金不足、师资匮乏、文化差

异、学生素质参差不齐等问题，这导致实际的教育教学效

果受到了一定影响，难以为地区经济发展建设提供充足的

人才保障。因此，相关教育工作的开展还需要积极采取有

效应对措施，加大资金投入、优化师资队伍建设、完善课

程设置和教学方法、加强学生管理和辅导等方面，来应对

这些瓶颈，切实提升少数民族汉语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1 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特点 

新疆作为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其中维吾尔族、哈萨克

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少数民族分布广泛，各民族

都拥有自己的独特语言和文化传统。新疆拥有多达 26 种

少数民族的语言，加上汉语，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语言环

境。新疆的少数民族语言主要分为藏羌阿尔泰语系，与汉

语存在很大的差异和差异，如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

克孜语、塔吉克语等。不同少数民族的语言体系、文化、

风俗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多元文化表现在音乐、

舞蹈、服饰、建筑等不同的领域中，给人以强烈的民族特

色印象。新疆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传统往往与政治、宗

教、历史事件紧密相关，如维吾尔族的“古尔邦节”、哈

萨克族的“马背上的民族交响曲”等，这些都是少数民族

语言和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在汉语教育中也需要

重视保护和弘扬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保障中华民

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1]
。 

2 新疆少数民族汉语教育的重要性 

在新疆地区这个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汉语作为中华民

族的共同语言，不仅是各族交流的桥梁和工具，也是各族

共同认识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因此，开

展新疆少数民族汉语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首先，

新疆少数民族汉语教育有助于改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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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是全国性的通用语言，通过普及汉语教育，可以加强

不同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和团结，减少

文化、语言带来的隔阂和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发

展。其次，新疆少数民族汉语教育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

文化交流。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汉语作为重要的

国际交流语言，在促进新疆与其他地区的文化和经济交流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最后，新疆少数民族汉语教育也

有助于提高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和就业能力。汉语是国家

的官方语言和企业的通用语言，通过提高少数民族的汉语

水平，能够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合作，提高就业能力和

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从而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

和发展。 

3 新疆少数民族汉语教育的影响因素 

3.1 教育水平低下 

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条件相对较差，教育工作

的开展也面临一定阻碍，导致了地区教育水平的不足。少

数民族教育的落后导致了少数民族汉语教育工作难以开

展，因为在学习汉语之前，学生需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

如音、形、义、用、词语搭配等，这些基础知识是少数民

族学生缺乏的。缺乏基础知识的学生往往在学习汉语的过

程中遇到困难，导致学生的汉语水平难以提高，这是教育

水平低下的后果。因此，为了解决少数民族教育落后的问

题，政府需要采取措施改善少数民族的教育环境。通过建

设更多的少数民族教育机构，提高教师队伍的教学水平和

教学质量，加强少数民族教育基础知识的教育。通过制定

相关的教育政策，为少数民族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加强

教育的投入，不断提高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为少数民族

汉语教育的发展打牢基础
[2]
。 

3.2 资金和师资不足 

在新疆地区的教育发展中，资金和师资不足也是影响

教育工作开展的重要因素。受新疆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影

响，导致整体经济水平较低，难以支撑起庞大的教育开支。

同时，受气候环境的影响，众多优秀教职人员难以选择留

在新疆地区发展，这导致了新疆的少数民族教育资源相对

较少，也影响了少数民族汉语教育的发展。对此，政府需

要加大对少数民族汉语教育的投入，尤其是资金和师资的

投入。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对教师队伍的培训和提高教师的

工资，吸引更多的优秀教师来到新疆地区从事教育工作。

同时，政府也可以加大对少数民族教育机构的扶持力度，

提高少数民族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和教学设备。 

3.3 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 

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是影响少数民族汉语教育工作

开展的关键因素，在少数民族儿童出生后，受民族语言的

环境影响，难以适应汉语听读习惯，不同民族之间也难以

有效交流。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汉语

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的问题，这些问

题不仅会影响学生学习汉语的效果，也会影响学生对汉语

的态度和兴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加强文化润疆工作

的开展，将中华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相融合，形成统一的

中华民族文化，从而为语言交流建立统一的民族文化基础。

通过加强学生对汉语文化的了解，增强学生对汉语文化的认

同和兴趣，提高少数民族对汉语文化的认知和了解
[3]
。 

4 新疆少数民族汉语教育发展的瓶颈 

4.1 民族区域的分散性 

在新疆少数民族汉语教育中，民族区域的分散性是一

个重要的问题，新疆地域辽阔，各少数民族聚集在不同的

地区，导致少数民族汉语教育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由于

各民族聚集在不同的地区，相关的师资、教材、设施、资

金等教育资源无法均衡分配，导致一些民族地区的教育资

源相对匮乏，而另一些地区则相对富裕。同时，民族区域

的分散性也给教育管理带来了困难，少数民族汉语教育涉

及多个民族和地区，需要协调各地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

的工作，确保教育管理和教育质量的统一和协调。对于一些

分散的民族，学生很难在学校之外进行与汉族交流的机会，

也很难享受到来自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优良教育资源。 

4.2 缺乏汉语教育的标准和规范 

在新疆地区，由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和语言差异

较大，缺乏一套统一的汉语教育标准和规范，导致汉语教

育的质量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影响了汉语教育的效果和

效率。在汉语教育中，缺乏汉语教育标准和规范会影响教

学质量。由于缺乏统一的教学标准和教学规范，不同的学

校、不同的教师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

导致学生的汉语水平无法得到有效的提高。其次，缺乏汉

语教育标准和规范也会影响教学评估和管理。由于没有统

一的教学标准和教学规范，教育部门难以对各学校、各教

师的教学质量进行评估和管理，无法有效地提高教育质量

和管理水平
[4]
。 

4.3 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 

在新疆地区，由于不同民族群体的分布和经济条件等

因素，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导致了少数民族汉语教育的

困难。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下，一些地区的教育质

量可能会受到影响，特别是那些教育资源相对较少的地区。

这可能会降低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兴趣，进而影响

社会和经济发展。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许多小学和中

学都存在硬件设施落后、不完善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

教育教学的效果，限制了学校教育的发展。此外，教育资源

分配不均会助长社会贫困现象的出现和持续发展，特别是少

数民族学生往往来自经济困难的家庭，缺乏更好的教育资源，

这将增加少数民族群体面临的种族和阶级歧视的风险。 

5 新疆少数民族汉语教育发展瓶颈的应对策略 

5.1 合理制定教育规划和标准 

针对新疆少数民族汉语教育存在的问题，制定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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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规划和标准是必要的，需要综合考虑地域差异和教育

需求。新疆地区涵盖了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不同区域的

文化背景和教育需求不同，因此在制定教育规划和标准时，

需要充分考虑和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在制定教育规划和标

准时，应充分考虑各方意见，尤其是少数民族学生、学生

家长、教师等相关人员的意见。少数民族汉语教育不应紧

紧围绕传统的讲授教育，也应该引入互动式、学习式、探

究式等多元化的教育模式，让学生在有趣的学习环境中更快、

更好地掌握汉语语言知识。在制定教育标准时，应尽可能详

细地规定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估标准等方面的要求，

以确保教学质量和标准的执行。此外，还要建立多元化的教

学模式，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文化背景和语言能

力特点，制定适合学生的教学计划，注重鼓励学生在课堂上

积极参与，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果
[5]
。 

5.2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在新疆少数民族汉语教育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提

高教育质量和推进少数民族汉语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针

对教育落后地区和民族地区的特点，应当加大对汉语优秀

教师的培养力度，鼓励优秀师范生到少数民族地区执教，

同时在教师招聘中更加注重汉语教学专业素质和教学经

验。通过不断提高教师职业技能、综合素质、汉语教育方

法和策略的培训，让汉语教师能够适应不同学生的需求和

背景，提高教学水平，更好地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优质教

育服务。在教师培养和聘用方面，注重集体和团队的建设，

建设以优秀教师为核心的教学团队，提高教师合作精神和

责任心，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采取多种手段提高教师的

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使教师队伍更加稳定和壮大，同时

提高教师的师德师风，增强教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加强教育教学质量管理，提高教育教学管理水平，为教师

队伍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5.3 提供充足的经济和政策支持 

为促进新疆少数民族汉语教育的发展，必须提供足够

的经济和政策支持，优化教育政策，构建更加完善的教育

环境。政府应当加大对新疆地区少数民族汉语教育的财政

投入，充分利用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资金，改善教育基础

设施和教育资源，保障少数民族汉语教育的发展。同时还

要完善少数民族汉语教育的政策法规，明确责任和义务，

制定相关标准，建立相应的教育体系。鼓励社会各界和企

业加强对少数民族汉语教育的支持，提供资金、物资、技

术和人才支持，共同促进新疆地区少数民族汉语教育的发

展。加大对优秀少数民族汉语教师和学生的奖励和补贴力

度，促进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教育质量。除了提

供资金和物资等直接支持，还应该建立多元化的教育资助

机制，例如建立学生奖学金和助学贷款制度，鼓励学生学

习，减轻贫困家庭的经济负担，提高学生的教育水平。 

5.4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灵活应对问题 

在汉语教育工作开展中，还需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针对教学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灵活应对，以确保符合不同少

数民族的文化发展需求。少数民族在文化和教育背景上有

着不同的特点，教育工作者需要对当地文化背景、教育水

平和现状进行深入了解，以制定更加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

教育方案。在教学实践中，不仅需要吸收外来的汉语教育

资源，同时还需要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如当地语言专家、

文化传统等，将汉语教育内容与中华民族文化相结合，让

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也能更好地了解和体验中华文化，

形成统一的文化认知。同时，要注重在教学实践中摸索、

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以提高教育

质量和效果。学校应该积极加强与家长的联系，了解家庭

教育的情况，指导家长正确地进行汉语教育。同时，还应

该加强学生在家庭中的汉语使用，让其在生活中更加自然

地运用汉语，提高汉语使用的能力，以不断提升汉语教学

效果，促进少数民族中汉语教育的持续发展。 

6 结语 

在新疆少数民族汉语教育发展中，针对遇到的瓶颈问

题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从教育政策、教师培训、教育教

学管理等多个方面入手，全面提高新疆地区少数民族汉语

教育的发展水平。在教育工作中，应当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灵活应对各种问题，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与家长进行充分

的沟通和合作，促进少数民族汉语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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