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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本文通过对新疆
!"#@

级两年预科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专项调查&并结合相关数据&围绕预科生的语言学习(语言

使用(语言环境(语言态度以及语言能力等方面分析新疆两年预科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发展状况和特点)调查结果显示&

两年预科生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认可度以及学习态度呈积极状态&语言环境与语言选择以及使用有密切关系)并结合两

年预科生的真实情况对新疆学校学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出建议和措施&从而推动整个新疆地区学生普通话的推广&以

此提高少数民族教育质量&使学生能够成为民汉兼通的人才)

关键词!两年预科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语言态度!语言能力!语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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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疆两年预科生的基本情况

新疆两年预科生是自治区设立关于新疆少数民

族预科教育的协作计划&是针对一些高考考向内地

的"民考民#学生&他们要适应内地读书环境和生活

环境必须经过两年的预科教育)第一年是以学习汉

语基础知识为主要课程&加强英语和其他基础课程

学习&第二年是在汉语水平达到一定基础时就学生

专业以及大学本科课程的学习)两年制学生在预科

学习期间的成绩和
R_̂

成绩要能够达到进入大学

学习的资格&否则留级继续预科教育&总之就是为了

加强汉语与基础课程学习&使自身综合素质和能力

提高&能够进入本科学习&并且顺利毕业)

本文调查对象是
!"#@

级新疆两年预科生&既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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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了调查对象覆盖国家通用语言的文字重点推广领

域&又突出了课题密切关注新疆双语教育的现实使

命$本次调查中&"普通话#的含义采用包含"地域变

体#和"民族变体#的广义概念&在调研时&统一说成

"汉语#%)又进行几次详细密切的访谈调研&以补充

数据的盲区和深入了解学生的语言使用(语言学习

以及语言态度&找出新疆内地两年预科生在学习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提出有效

可施的建议和措施&为推广普通话和使用规范汉字

的大工程做出一份努力)

二"调查设计

#一$调查问卷设计

本次调查采用0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专

项问卷222大学生问卷1&问卷共涉及四个方面的内

容'

C

背景信息!

A

语言能力和使用!

X

语言态度!

I

汉语拼音和文字使用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新疆

两年预科生的真实情况对问卷作出相应的删改)

#二$调查样本设计

新疆两年预科生共有
!$

个班&

F$#

名学生&"为

避免调查的主观性&尽量采用随机抽样方式抽取调

查对象#&故每班随机抽取
%

至
@

个学生&男女比例

基本控制在
#h#

)最后选取的样本数量为
#EV

名

学生)

#三$调查方式

#=

问卷调查法'主要是通过问卷的形式了解学

生的基本信息(在家里和学校两种不同生活环境中

说汉语的情况(对汉语的态度以及运用汉语的能力)

!=

访谈法'通过深入访谈随机抽取的十几名同

学&了解他们说汉语的动力(汉语对他们交际的影响

以及学汉语的困难&和对学校的建议情况)

%=

观察法'在汉语课上的旁听观察授课教师以

及学生语言互动使用汉语的情况和课下学生使用汉

语的情况)

三"调查数据分析

#一$调查数据分布

#=

样本基本信息

调查样本
#EV

个&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均

在
#V?!"

岁%(民族$共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柯

尔克孜族三个民族%&本文图表采取以人数$个%和比

例$

a

%为单位的数据显示&调查问卷许多选题是多

项选择&故有些数据会大于
#EV

&比例超过
#""a

)

具体数据如表
#

'

!=

语言学习

A#

您小时候最先会说哪种语言$必要时可多

选%3

A#%

您本学期有几门用汉语讲授的课程3

表
#

!

样本性别与民族分布

类别
性别 民族

男 女 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 柯尔克孜族

人数
D# DD V@ @% #"

比例
EV @! @D=E %@=V $=V

表
!

!

最先会说的话和用汉语授课

课程的数据分布

类别
最先会说的话 用汉语授课课程

汉语 维语 哈语 柯语
"

门
#

门
!

门
%

门及以上

人数
D V$ @$ ## # ! # #EE

比例
E=D @V=#%D=V D=E "=D #=E "=D FD=%

!!

由表
!

可知&儿童习得语言和本民族有密切的

关系&儿童习得语言的比例和民族的比例都有较小

的差距&有
E=Da

的样本在小时候就会说汉语&经过

深入访谈得知他们在儿童时期受汉语的影响&或在

民汉杂居的社区居住&或父母最少有一方的工作环

境要求使用汉语&说明孩子学习语言受生活环境因

素影响)在汉语授课课程上&有
FD=%a

的学生选择

%

门及以上课程&经了解&预科一年级本学期共有
E

门汉语专业课程&包括汉语精读(汉语听说(汉语阅

读(汉语写作以及
R_̂

训练&且是用汉语授课的汉

族老师&并且考虑到学生的接收能力与理解能力&语

速通常是较慢的)

%=

语言使用

A!

您现在能用哪些语言能与人交谈3

A%

您现在在家最常说哪些语言$必要时可选两

种%3

A#E

您在用汉语授课的课堂上发言时最常用哪

种语言3

A#$

您下课后在校园里和汉族老师交谈时最常

用哪种语言3

表
%

!

现在能交谈的语言和在家最常说的话的数据分布

类别
现在能交谈的语言 在家最常说的语言

汉语 维语 哈语 柯语 汉语 维语 哈语 柯语

人数
#%# ##" $% #! #% V$ @# #!

比例
VV=@DE=%E!=$ V=# V=V @V=#%E=@ V=#

!!

通过对样本进行语言交谈方面的调研&用"在家

最常说的话#和民族比例对比发现两组数据之间差

距很小&说明样本在家使用的语言偏向于母语&而在

"现在能用哪些语言进行交谈#中&除了对本民族的

语言使用意外&有
VV=@a

的两年预科生选择了使用

汉语)经过深入访谈得知&学生在家最常使用的还

是母语&他们表示在家最常和父母(亲人说话&都是

不会汉语的老年亲人&也听不懂汉语&所以本能的选

择母语交谈!而在学校以及学校周围&有自然因素(

环境因素和人为因素促使他们去学习汉语并且使用

汉语&故在选择使用语言上往往都是根据说话对象

决定的)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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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

!

课堂发言语言和课下和汉族老师

交谈语言的数据分布

类别

汉语课堂

发言语言

课下和汉族

老师交谈语言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汉语
#E$ FV=$ #EV #""

少数民族语言
! #=E " "

!!

在课堂上发言使用的语言中&有
FV=$a

的样本

选择汉语&只有
#=Ea

的样本选择少数民族语言!在

课下和汉族老师交谈时使用的语言中&全部样本都

选择汉语)经过访谈得知&在课堂上因为汉语专业

课是由汉族老师讲授&学校也明确规定为了使学生

的汉语水平能够更好地得到训练和提升&学生在课

堂上要使用汉语讨论以及回答问题&所以在课堂上

发言和在课下与汉族老师交谈两个方面选择使用汉

语的学生比例占据比较高)

下面是文科
#D

班的叫阿依古丽的维族小姑娘

的访谈内容'

我们学校教汉语的老师都是汉族的&我们和他

们交谈都是用汉语&我们学校没有汉族学生)我们

早晨从
F

'

#"

开始早读课&有汉语和英语朗读)有汉

语精读(听说(阅读(写作这些课程&我感觉学汉语很

难&可我喜欢汉语&想去内地读书)我们马上就要考

R_̂

了&我害怕自己过不了)

E=

语言环境

A#@

您所在学校的民族领导在大会讲话时最常

用哪种语言3

A#V

您所在学校的广播播放新闻时最常用哪种

语言播放3

A#F

您所在的学校经常举办普通话演讲(诗朗

诵(话剧及辩论赛等活动吗3

经过对学校领导的访谈得知&学校中民族领导

讲话场合包括教育会议(教育学习(学校颁奖大会(

学校运动会等活动中讲话语言均为汉语!校园广播

会定时给学生播放国家新闻和自治区新闻&都是汉

语&有时候会播放自治区生活栏目的节目&有的是汉

语有的是民语!在学生个人访谈中了解到&民族领导

在全校大会发言时会使用汉语&在通知某班某个学

生问题时&会选择民语!学校每天会组织学生跑早

操(做课间操和跳舞&在这些广播体操中&都会用到

汉语以及民语!在学校举办有关锻炼汉语的活动中&

学校除了学校举办一些演讲比赛和写作比赛外&各

个班级也会针对自己班情况举行一些小活动&例如

开班会(叙述自己的日常生活(展示自己学到的知识

等)下面是理科
!E

班巴扎尔,别克的哈萨克族学

生的访谈内容'

我们早晨跑步时广播会放民族音乐&中午课间

体操时&播放汉语&然后会练习舞蹈&舞蹈的音乐是

好几个民族的&因为民族不一样)我们学校规定每

个周日晚上自习的时候由班主任举行班会活动&她

会对我们这周的表现作出总结&然后让我们都用汉

语说一下自己这个周学到了什么&有什么意见&然后

让我们说说小故事&组织一下团结活动&其他的就没

有了)

表
@

!

民族领导讲话"广播新闻语言和

举办锻炼汉语活动的数据分布

民族领导大会

讲话语言

广播播放

新闻语言

举办锻炼

汉语的活动

选项 人数 比例 选项 人数 比例 选项 人数 比例

汉语
##% D$=E

汉语
#%$ F#=F

经常
@% %@=V

少数民

族语言
! #=E

少数民

族语言
## D=@

偶尔
$# E#=!

民汉

双语
%! !#=$

民汉

双语
# "=D

从不
%E !%

@=

语言态度

A!"

您认为您学校的语言环境是否有利于您提

高普通话3

X$

您希望教专业课老师用哪种语言进行教学3

XD

您希望教其他课的老师$外语课老师除外%

用哪种语言进行教学3

在问及学校语言环境是否提高汉语中&选择

"是#的明显多于"否#的&说明大多数学生认为学校

环境形成的有组织(有纪律(统一性的学习有利于提

高他们的汉语水平!在专业课教学语言中&选择"汉

语#的将近
V@a

&民汉双语
#

民语
#

外语
e

无法回

答&说明学生在学习汉语的态度上是十分积极的&而

在非专业课的课堂教学语言上&依然是选择汉语得

多&但是选择民汉双语的学生提高了&这在某一程度

上说明少数民族学生在以学习汉语为目标的同时也

在逐渐提高并接受双语教育&说明了自治区在坚持

力行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学前和中小学双

语教育发展规划$

!"#"?!"!"

年%1的规划以及取得

了在学生心目中的认同感&这为0国家中长期语言文

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

!"!"

年%1的提

要的推进与实施做了一步努力与贡献)

表
$

!

语言态度方面的数据分布

学校环境是否

提高汉语

专业课教

学语言

非专业课

教学语言

选项 人数比例
a

选项 人数 比例 选项 人数 比例

是
##% D$=E

汉语
#!@ VE=@

汉语
#!" V#=#

少数民

族语言
E !=D

少数民

族语言
@ %=E

否
%@ !%=$

民汉

双语
#@ #"=#

民汉

双语
!% #@=@

外语
! #=E

外语
" "

无法

回答
! #=E

无法

回答
" "

EE



!

总
%!

卷 游千金'新疆两年预科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专项调查研究

$=

语言能力

I#

您会不会汉语拼音3

I!

在下列哪些情况中您会使用汉语拼音3 $可

多选%

I%

您在记笔记(做作业主要使用哪种文字

形式3

IE

您在给本民族朋友(同学$同事%用本民族语

言发短信时最常采用哪种文字3

AV

您的普通话水平怎么样3

I@

您的汉字识读水平怎么样3

I$

您的汉字使用水平怎么样3 给本民族发短

息用的文字

表
D

!

文字使用情况的数据分布

类别 会不会汉语拼音 使用汉语拼音的情况 记笔记(做作业用的文字 给本民族发短息用的文字

选项 会 会一些 不会 查字典
计算机

打字

书写中代

替汉字
汉字

少数民

族文字
汉字

本民族

文字

其他少数

民族文字

拉丁

字母

人数
#E# $ # #%V VV E$ #EE E $! V# ! %

比例
F@=% E=# "=D F%=! @F=@ %#=# FD=% !=D E#=F @E=D #=E !

!!

由上表可以看出&这些学生基本都已掌握了汉

语拼音&在汉语学习中&拼音使用率最高的是查字

典&在平时记笔记或做作业时选择汉字的有
FD=%a

&

说明在有课堂要求和老师的督促即学校教育下&学

生在选择文字时会偏向学业学科上&这是学校教育

因素的影响而在给本民族同学(朋友发送短信时&选

择使用本民族文字的有
@E=Da

&选择汉字的有

E#=Fa

&通过访谈得知&学生在发短信给朋友或同学

时&一般都在校园外或下课后&所以他们没有学习的

压力&在选择时会本能地选择自己的语言及文字&这

体现了一种深厚的民族感情&而有的同学又考虑到

马上要进行
R_̂

考试&有时也会尽量选择汉字&以

此来锻炼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

表
V

!

语言"文字水平的数据分布

类别 普通话水平 汉字识读水平 使用汉字写作水平

选项

能流利

准确的

使用

能熟练使

用但有些

音不准

能熟练使

用但口

音较重

基本能交

谈但不

太熟练

能听懂

但不太

会说

能听懂

一些但不

会说

识读完

全没

问题

识读基

本没

问题

识读有

一定

困难

写作完

全没

问题

写作基本

没问题

写作有

一定困难

写作很

困难

人数
## E@ %# !E !V F V ##" %" $ DF @$ D

比例
D=E %"=E !"=F #$=! #V=F $ @=E DE=% !"=% E @%=E %D=V E=D

!!

上表是学生自评汉语水平和汉字识读以及写作

能力的数据显示)下面是关于语言能力的访谈回

答&调查对象是理科
$

班的叫库尔班江的维族男孩'

我觉得我的汉语水平很好&我从小在伊犁市区

长大&我住的社区有许多汉族人民&我妈妈的同事也

有好多汉族的)我的汉语拼音很好&汉字也差不多

都能认识&我从小就说汉语&但是用汉字写作文就不

太熟练了&每次写的都有许多错的字&好多汉字的拼

音都一样&我都分不清楚&查字典也用汉语拼音&但

有的字笔画太多&太难)

#二$调查数据分析

本次新疆两年预科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调查数

据真实的反映了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的普及以及使用情况&这些数据都是有证可循的)

#=

在普通话普及上&新疆两年预科生由从小最

先说的语言里"汉语#为
E=Da

上升到现在能用汉语

交谈的
VV=@a

&说明在新疆预科生中普通话普及和

学习现状是呈积极面貌的&通过学习汉语专业课程&

普通话普及程度在不断加深&由无到少&由少到多&

这正体现了我国普通话普及工作的有效实施以及循

序渐进的推广(推进)

!=

在汉语使用和语言环境方面&新疆两年预科

生由在家说汉语的
V=Va

到在课堂上使用的汉语的

FV=$a

和与汉族老师讲话使用汉语的
#""a

&在深

入访谈中了解到&学生在跟本民族同学说话时基本

都采用本民族语言&课下跟同学交谈时也会选择本

民族语言&不同民族之间说话时偶尔会选择汉语&因

为对有些民族来说&汉语是他们能够沟通的唯一桥

梁&这说明在有语言环境范围和某些因素的制约下&

学生使用汉语的普及正在逐步发展&语言环境对学

生的汉语使用(汉语锻炼起到关键性作用)学校领

导讲话(学校广播语言以及班级活动都是影响学生

学习汉语的关键环境因素&给学生一个学习汉语的

氛围&会使得他们有意识的去学习汉语&使用汉语)

%=

语言态度上&

D$=Ea

的学生认为学校环境有

利于提高他们的汉语水平&在选择专业课教学语言

和非专业课教学语言上&选择汉语的在
V"a

以上&

说明学生对于汉语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他们愿意

学习汉语&想要熟练地掌握汉语)在深入访谈中了

解到&学生认为汉语是我们的国语&他们每个人都应

该学会&问及到他们学习汉语的动机时&托依汗说'

汉语是我们的国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它)

我考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在大城市里&用到汉语的时

间会很多&我要学好汉语&才能去那里学习&才能和

其他汉族同学说话交朋友&我以后想留在上海)

这不仅说明一个学生对学好汉语的基本态度和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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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更说明了她对以后生活的憧憬和目标)

E=

语言能力上&本次调研采用的是自评式普通

话水平&"能熟练使用但有些音不准#的占最多&为

%"=Ea

&选择"能听懂一些但不太会说#的也在

!Va

&"能流利准确的使用#的只有
D=Ea

&这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学生学习汉语的水平&但是总体上来

说&这些学生都能使用汉语&由于这次普通话采用广

义上的概念&所以通过对一些同学的深入访谈和对

他们汉语说话的水平来评价&这些学生态度比较谦

虚&认为自己还需要更认真地学习汉语知识&希望自

己的汉语水平能够更高)在语言使用上总体情况要

比他们自评的略高&"能熟练使用但口音较重#和"能

熟练使用但有些音不准#占据比例较高)在汉字使

用以及写作上&总体水平要比他们自评的略低&经过

各种深入访谈最根本原因是学生对汉字的不理解&

容易忘记&汉字同音字的情况是他们学习的难点&也

是造成错字多的原因&在写作上&词语的选择和句子

的语序是他们最大的困难&他们习惯性的用本民族

语言语序去组合句子&但是他们自己却意识不到)

由这些困难点可以为我国下一步制作提高少数民族

学生普通话水平以及文字使用水平的计划起一个向

导作用)

四"对策与建议

学校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上发挥基础作

用&营造良好的校园语言使用环境至关重要)根据

新疆两年预科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调查的数据分

析&对新疆学校关于学生学习普通话和汉字提出相

关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推广和普及)明确汉语的重要性

在新疆各地州学校加大0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1

的宣传教育力度&面向学生(教师以及家长积极推广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少数民族人们深切的认识到

汉语交际的普遍性与重要性!在新疆各个学校开展

汉语基础教育&"密切实施/从小抓起&从教师抓起+

的战略决策&不仅说明了汉语教育对象的问题&同时

也强调了汉语教师存在的问题)#汉语教师和学生要

齐头并重&逐一深入&有效实施汉语教育的推广与推

进&使教育工作者重视汉语教育&使学习汉语的目标

与任务在教师与学生之间深得于心&力行于身)

#二$打破民族与语言'围城()构建和谐双语

校园

"民考民#("民考汉#以及汉族班级互通&打破民

族与语言障碍&使各个民族学生之间在学习中能够

更好的沟通(交流&提高语言应用能力&构建和谐的

多民族班级&多民族校园&让语言成为族际的桥梁&

使学生在和谐的学习氛围中感受知识的快乐&不仅

有助于大力推进双语教育&还能为民汉兼通的人才

培养提前做出准备)一方面应积极推行民汉合校和

民汉学生混合编班&鼓励汉语水平高的民族精英学

生进入汉语授课班级学习&加强民族学生和汉族学

生沟通交流&互帮互学&另一方面努力为学生构建浸

润型双语教学环境&如在学校建立双语图书阅览室(

设立双语广播(举办双语板报比赛活动(创制双语宣

传标语等&让学生时时都置身于浓厚的双语情境中)

#三$建立学习途径与形式的多样化

少数民族学生要在学校学好汉语&不仅要积极

构建汉语学习校园环境&更要使他们拥有多样化的

学习汉语方式)学校要有效组织学生开展汉语活

动&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汉语演讲比赛(汉语故事演

绎(汉语音乐比赛(汉语口语故事(汉语书面写作(汉

语书法比赛等多样化学习锻炼汉语的途径&也可以

有计划开展丰富多彩的双语双文化活动&如双语口

语竞赛(双语文体活动(双语郊游等活动&既使得学

生在学习汉语中减轻了压力&又为他们学习汉语增

添了乐趣)并鼓励师生(生生间构建汉语交际关系&

采取多种途径&激励师生和生生间的汉语交际&让学

生在宽松活跃的汉语交际活动中&提高自己的汉语

应用能力)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我国语言文字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新疆地区的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是较为薄弱的)本次调研旨在

了解新疆两年预科生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情

况&并通过对数据的分析为新疆语言国情调查做出

一个重要参考&也为我国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做出一份小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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