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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普通话作为主要的交际工具，对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国家对于新疆普通话推广

工作的高度重视，新疆已经实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全面普及，学生的普通话水平有了显著提升。

但是由于依然存在学生普通话水平参差不齐、普通话水平存在明显不足等问题。学生学习普通话和提升

普通话水平方面依然存在诸多的挑战。本文从新疆学生普通话水平现状出发，多角度分析了影响学生普

通话水平提升的因素，结合实际情况和国家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的政策要求，提出提高学生普通话

水平的策略，以期切实提高其普通话水平，助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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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major communication tool, Mandari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national unity. As the stat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omotion of Mandarin in Xinjiang, 
Xinjiang has realized the comprehensive popularization of national standard language education, 
and students’ Mandarin level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
lems, such as the uneven level of students’ Mandarin and the obvious insufficiency of Mandarin. 
There are still many challenges for students to learn and improve Mandarin.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tudents’ Mandarin level in Xinjia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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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of students’ Mandarin level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combines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the policy requirements of the state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 Chinese lan-
guage, and puts forward strategies to improve students’ Mandarin level,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
prove their Mandarin level and help the promotion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 Chines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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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1]。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力度”[2]。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加强民族团结、实

现国家统一的重要工具。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机遇和

发展成果的重要举措[3]。2021 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实施方案》，共同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

力乡村振兴计划，提出到 2025 年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达到 85%的目标，这对新疆的推普工作提出更

高要求、更多期待。 

1.1. 定义界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视察新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语言文字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按照“一地一策”工作部署，精准聚焦，因地制宜，切实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力度。推广普及

国家通用语言、持续提高普通话水平应将推普对象聚焦到重点人群，针对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推普方

式。而学生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是国家和社会未来发展的主力军，维系着民族的兴衰，国家通用语言能力

是他们生存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4]。因此，促进新疆学生普通话水平提升是当前新疆教育工作的重

点内容，也是提高新疆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前提。应将学前儿童和接受基础教育的学生作为推普重点群

体，抓住学前和中小学的“推普关键期”。“从娃娃抓起”，全面加强各级各类学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

育教学[5]。推动推普工作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本文提到的“学生”指的是新疆的学前儿童和接受基础教育的中小学学生。 

1.2. 提升学生普通话水平的社会重要性 

研究提升学生普通话水平的社会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促进教育公平：普通话是教学的主要语言，掌握普通话、提升普通话水平有利于学生在学校中更好

地学习各门课程，通过对学生普通话水平的研究，可以发现教育中的不平等现象，进而采取措施加以改

进。 
助力就业与职业发展：普通话是求职就业的基本要求，掌握标准的普通话有助于学生在未来的就业

和职业发展中占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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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社会凝聚力：普通话是全国通用的语言，掌握普通话有助于消除地域歧视和语言隔阂，促进不

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理解，增强社会凝聚力。 
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普通话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传统。通过研究学

生普通话水平，可以更好地了解和传承中华文化，推动文化繁荣和发展。 
提升国家竞争力：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普通话在国际交流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学生作为

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普通话水平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国际形象和竞争力。 
综上所述，研究学生普通话水平对于促进教育公平、助力就业与职业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传承

和弘扬中华文化以及提升国家竞争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1.3. 普通话水平研究现状 

黄晓东、宋晓蓉两位教授在《新疆南疆维吾尔族国家通用语言普及情况之问题研究》(2018)中以南疆

1416 名维吾尔族为调查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南疆维吾尔族的普通话水平普遍偏低且缺少使用普通话的社

会语言环境和家庭语言环境，另外还受到了教育、母语忠诚度等因素的影响。 
汤允凤在《和田地区少数民族学前儿童汉语学习兴趣及其影响因素研究》(2009)一文中分析和田地区

少数民族学前儿童汉语学习兴趣的现状，指出学前儿童的汉语学习兴趣受到教师的语言教学方法、家庭

提供的汉语环境、学生的个人性格差异的影响，在性别、年龄、学校上存在差异。 
刘明在《新疆拜城县少数民族学生语言习得环境田野调查实录》(2008)中通过访谈和听课等重点考察

了拜城县的部分中小学学校的的推普情况，得出学生接触普通话的年龄越早，其语言水平越高，语言环

境所提供的语言接触时间和空间范围影响着少数民族学生的普通话能力的结论。 
刘慧英、杨晶瑜在《制约基础教育推普目标实现的症结及对策》(2012)中，以各地大学生不均衡的普

通话测试合格率数据为依据，提出了基础教育中学校普通话的重视程度具有差异性的观点，认为国家要

实现推普目标，必须做到城乡兼顾、改进推普的考核机制、专门设立普通话课程、建立校园语言的培训

测试制度。 
查阅文献，可以看出目前教育领域进行推普工作主要以中学、大学的学生和农牧民为研究对象，但

在新疆基础教育的推普特点和推普运行机制研究上，尚未有研究涉及。研究对象多是以某一学校为主，

研究的教育阶段分散，没有对新疆地区的学校教育形成阶段性的分析，因而不能全面反映现今新疆基础

教育阶段国家通用语言普及的具体情况。 

1.4. 新疆学生普通话现状 

1.4.1. 普通话水平相对较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下简称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地区。由于

部分地区方言种类繁多、教育资源相对匮乏、语言环境限制、跨文化交流机会有限等因素的影响，学生

的普通话水平参差不齐，整体水平相对较低，与社会需求存在较大差异。 

1.4.2. 存在个体差异和挑战 
学生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受到了语言习惯、语言环境、教育背景、学习态度的影响，导致发音

准确性、语法、语调和词汇量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性。对于有一定汉语基础的学生来说，学习普

通话相对容易；对于普通话基础较薄弱而又想提高语言能力的学生来说，提升普通话水平相对困难。 

2. 影响学生普通话水平提升的因素 

提升学生普通话水平是非常有必要的。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影响学生普通话水平提升的因素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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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学生普通话水平的提升。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2.1. 社会与文化背景的影响 

2.1.1. 语言环境复杂 
新疆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母语种类繁多、方言混杂。多语言并存和普通话水平参差不齐的环境下，

学生会耳濡目染的掌握母语或者普通话中夹杂着方言等，使得普通话推广变得更加复杂。 

2.1.2. 多元文化背景 
每个民族的生活、习俗、文化等方面大有不同，因此在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上存在差异。长期使用

本民族语言的学生在学习普通话的时候，容易受到母语负迁移的影响，在语序、语调、发音方式等表达

习惯上存在差异。 

2.1.3. 母语负迁移的影响 
各民族区、各方言区的语言种类繁杂，与普通话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存在显著差异，学生在学习

普通话时易受到母语负迁移的影响，不自觉的将方言或母语的语言规则和习惯迁移到普通话中，导致发

音不准、词汇使用不当、语法错误等。例如，普通话的基本语序是“主语–谓语–宾语”，维吾尔语的基

本语序是“主语–宾语–谓语”。学生在学习普通话时习惯先用母语的语法规则思考，再带入汉语的表

达中，就容易出现表达错误，如将“老师，您吃饭了没有？”说成“老师，您饭吃了没有？”。普通话的

语调是区分词与词的重要手段，部分学生由于母语中没有声调系统或声调系统与普通话差异较大，导致

学习普通话声调的调值时掌握不准确。部分学生在普通话的发音方式上呈现出较为独特的特点，易将翘

舌音(zh、ch、sh)与平舌音(z、c、s)或者舌面音(j、q、x)混淆。 

2.2. 家庭语言环境的影响 

家庭是孩子学习和模仿语言的天然场所，是孩子接触语言的首要场所。家庭成员之间的日常交流为

孩子提供了丰富的语言输入，这些语言输入是孩子语言习得的基础。 

2.2.1. 家庭语言环境单一 
部分家庭在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本民族语言或方言进行交流，这种单一的语言环境造成了许多学生

从出生到学前接触和使用的都是本民族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缺乏使用普通话交流的氛围和机会，从而

影响了普通话的习得和提升。 

2.2.2. 家长普通话水平 
由于普通话水平有限，只有少数家长能流利的使用普通话交流，而大多数家长只能进行简单的交流，

但仍然存在发音不标准、语序混乱、用词不当等错误，无法为孩子的普通话学习进行正确地纠正和提供

有效的帮助和指导。 

2.2.3. 民族文化认同的影响 
大部分的家长支持孩子学习普通话，但是依然担心普通话的学习和提升会影响本民族语言的传承。

所以部分家长要求孩子在家中说本民族的语言，就导致部分学生在校期间普通话水平刚有所提升，一到

寒暑假离开学校，缺乏普通话学习的氛围和环境，普通话水平就不升反降。 

2.3. 学生个体差异的影响 

2.3.1. 学习的动力不足 
部分学生对普通话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是否讲好普通话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关系不大，或者对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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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学习缺乏兴趣和动力，这种消极的学习态度影响了学生普通话水平的提升。 

2.3.2. 最佳语言习得阶段和年龄的错过 
有些学生接触和使用普通话的年龄普遍较晚，入学前很少或是几乎没有接触过普通话，错过了普通

话习得的最佳时期，学习普通话的起点较低、基础差，导致他们后期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也具有较大

的困难和挑战，需付出更多努力才能切实提升普通话水平。还有部分学生因为害怕有口音、害怕发音不

标准等因素不敢开口说普通话，对讲好普通话具有畏惧心理，长期就形成“你不说我也不说，大家都用

母语或方言说”的坏习惯。 

2.4. 教育教学因素的影响 

2.4.1. 缺少足够多的普通话实践机会 
学生很少到室外进行语言交流活动、很少到大自然中去观察和学习、很少有机会参与到与其他同学

共同开展的一些活动中去，这导致学生缺乏接触和使用普通话的实践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学生在进行普通话交流时会感觉到有一些障碍，对他们的普通话水平提升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2.4.2. 缺乏高水平、高质量的师资队伍 
教师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水平有待提升。教师是学校推广国家通用语言的执行者和示范者。部分教

师由于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普通话培训，缺乏专业的普通话教学技能，因此在日常授课中也没有重

视或没有能力肩负起普通话知识的传授和学生发音的纠正工作，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学生的普通话水平的

提升。 

2.4.3. 普通话考核机制有待提高 
完善的普通话考核机制是提升学生普通话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没有明确的考核标准和机制，

学生缺乏学习普通话的动力和压力，在普通话学习中不够投入；教师就难以准备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

无法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反馈和纠正；学生可能缺乏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和竞争意识。普通话考核机制往

往与教学目标紧密相关，如果缺乏明确的考核标准和机制，教师在教学中就可能缺乏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因此，为了克服这一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就必须完善普通话考核标准和考核机制。 

3. 提升学生普通话水平的策略及实践效果分析 

影响学生普通话水平提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同时提升学生的普通话水平也是一个重要而长期的任

务，需从社会、家庭、学生和学校各个方面共同努力，加以提升和改善。 

3.1. 社会层面 

(1) 持续加强教育资源投入。政府持续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学校基础设施、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2) 推广普通话使用环境。加大在公共场所、政府机构、学校等场所积极推广普通话使用，营造浓厚

的普通话氛围。 
(3) 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国家加大鼓励普通话学习软件等现代科技手段的研发力度，提供在线普通

话学习资源，方便学生随时随地进行学习。 
(4) 增加社会宣传。政府部门持续加大普通话推广力度，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渠道，加强普

通话的宣传和推广工作，提高普通话在社会环境中的使用率和全社会对普通话的重视程度。 
(5) 发挥高校在推普中的作用。高校应积极参与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

乡村振兴计划[6]。高校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应鼓励大学生下乡支教，加大对薄弱地区基础教育的帮扶

力度，提升学生普通话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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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家庭层面 

(1) 发挥家庭语言环境作用。在家庭中，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发挥家长和其他家庭成员对学生

普通话提升的积极作用。家长应以身作则，共同参与普通话学习与提升中，加强陪伴和引导，加强参与

度。通过用普通话讲故事、一起看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动画片等方式共同提高普通话水平，鼓励孩

子多听、多说、多读、多写。努力将普通话教育延伸到每一个家庭，积极营造全社会“学、讲、用”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的良好氛围。 
(2) 加强家长对普通话推广支持度。一方面，家长要认识到学习普通话和提升普通话水平的重要性，

在日常生活中努力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另一方面，家长要与学校积极配合，为学校开

展普通话水平提升工作提供支持和帮助。 

3.3. 学生和学校层面 

(1) 强化学生自我监督和评价意识。学生是一群特殊的语言习得群体，他们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即

学习语言的关键期。在这一年龄段，个人对语言输入的敏感性会持续处在高峰期，经过训练后能够轻易

获得语言能力，语言习得的效果会明显好于其他时期，因而这一时期的语言习得活动将会对他们的语言

能力起着决定作用[7]。针对部分学生对普通话语音、词汇、语法掌握较差和学习普通话积极性不高的情

况，仅仅依靠教师的监督是不够的，学生应自觉发挥主观能动性，养成自我监督和自我评价的好习惯。

端正学习态度，提高学习自觉性。 
(2) 加强普通话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队伍的专业素质。各中小学应通过组织教师参加专项培训活

动、为教师提供外出培训学习和观摩的机会、鼓励教师参加专业技能竞赛活动及交流合作等方式来提高

教师自身的业务能力和自身专业技能；教师要改变教育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教师要充分认识到推

广普通话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将普通话教学内容贯穿于整个课堂教学中。课堂中，教

师应采取鼓励的策略，激励学生多听、多说、多读、多写，通过模仿、跟读、对比等方式帮助学生掌握普

通话语调特点；还应要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关注每位学生的个体差异和问题所在，并根据不同年级学生

的不同特点开展针对性、分层次的普通话教学，从而有效提升学生普通话水平。 
(3) 发挥学校语言文学工作职能。学校作为教育主阵地，要充分发挥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职能，增加

学生普通话实践机会。由学校为学生提供展示和锻炼的平台设计多样化的实践活动，如成立普通话社团、

定期开展朗诵比赛、演讲比赛、辩论赛等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普通话练习中

来；在课外活动中，可以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生参加社区服务、文化交流等实践活动中，与不同人群交

流来提高普通话水平。 
(4) 建立完善的普通话考核与反馈机制。通过课堂表现、作业情况等方式进行日常考核，及时了解和

掌握学生普通话学习情况并给予指导；将普通话测试与语文测试有机结合，全面的评估学生普通话水平，

将测试结果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参考依据中；根据日常考核和定期考核的结果，及时给予学生反馈

和指导，帮助他们重视普通话学习和提高、改进不足。 
提升学生普通话水平策略的实践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发音准确性提升 
通过针对性的普通话训练，学生的发音准确性得到显著提升。这些策略的实施能够帮助学生克服方

言或母语负迁移影响，掌握普通话的正确发音。 
(2) 口语表达能力增强 
实施普通话教学策略后，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得到提高。学生能够更加自信、流畅地用普通话表达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2079


杨彤彤 
 

 

DOI: 10.12677/ae.2024.14112079 456 教育进展 
 

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他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也得到锻炼和提升。 
(3) 学习兴趣与积极性提高 
普通话教学策略的多样化和趣味性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

习普通话，提高学习效率。此外，通过表扬、鼓励等激励措施，也能够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动力，使

他们更加主动地参与到普通话学习中来。 
(4) 语言规范化意识增强 
在普通话教学策略的实施过程中，学生逐渐认识到普通话的重要性和规范性。他们开始更加关注自

己的发音、语调、语法等方面的问题，并努力纠正自己的错误。同时，他们也开始更加积极地推广普通

话，成为校园内外普通话使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5) 社会适应能力提升 
提升学生普通话水平还有助于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在当今社会，普通话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

交际工具。掌握流利的普通话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还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与他

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提升学生普通话水平策略的实施效果是多方面的，包括发音准确性的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增强、

学习兴趣与积极性的提高、语言规范化意识的增强以及社会适应能力的提升等。这些效果共同促进了学

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为他们未来的学习和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结语 

提升学生的普通话水平是奠定学生未来的学习和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更是增强他们的民族认同感

和国家意识的重要举措之一。提升新疆学生普通话水平有利于深入贯彻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促进民族地

区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奠定坚实的语言文化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础教

育是全社会的事业，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教育领域的推普工作也应由政府指导、学校具

体执行，教师和家长支持与配合，使推广普通话、提升学生普通话水平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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