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5, 15(3), 573-580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3441  

文章引用: 王鑫, 陈思洁, 刘颖. 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困境及解困[J]. 教育进展, 2025, 15(3): 
573-580. DOI: 10.12677/ae.2025.153441 

 
 

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困境及解困 
——基于凉山州某县的调查 

王  鑫*#，陈思洁，刘  颖 

西南民族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5年2月10日；录用日期：2025年3月10日；发布日期：2025年3月19日 

 
 

 
摘  要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也是国家语言文字规划的战略需要。目前，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但城乡、区域间推广普及发展不平衡，普及质量不高

的情况依然存在，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阶段仍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最薄弱的环节。据调查，民族地

区乡村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存在教育资源供给与需求的“错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师资

“量小质弱”、课程内容与幼儿的生活存在“背离”、幼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交流环境“贫乏”等困境。

基于此，从“资源适需”、“教师适配”、“课程适切”、“语境适促”几个方面提出民族地区乡村幼

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解困策略，切实提升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教育文字教育成效，

建构高质量语言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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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tandard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education is the 
premis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it is also the strategic need of national lan-
guage planning. At present, the national standard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education has been 
basically populariz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but the situation of un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low 
quality of populariz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between regions still exists, and the 
rural kindergarten stage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is still the weakest link in the national standard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education in rural kindergartens in minority areas has such difficulties as “mismatch”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small quantity and weak quality” of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education teachers, deviation between curriculum content and children’s life, and “poor”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of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for children.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olution strategy of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education in rural kindergartens 
in ethnic areas from the aspects of “appropriate resources”, “teacher adaptation”, “appropriate cur-
riculum” and “appropriate context”,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national common lan-
guage education in rural kindergartens in ethnic areas, and constructs a high-quality language ed-
u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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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一个国家加强团结、走向强盛的重要基础

和强大动力。2021 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学前儿童普通话教育“童语同音”计划的通知》规定：2021
年秋季学期起，未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开展保教活动的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幼儿园全部使用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开展保教活动，为幼儿营造良好的普通话教育环境[1]。由此可见，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开展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国家政策所向和民族团结进步所需。目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已在全国范围

内基本普及，但城乡、区域间推广普及不平衡，普及质量不高的情况依然存在，民族地区乡村学前阶段

仍是最薄弱的环节。基于此，本文探讨了幼儿园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对教育、经济文化与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性，分析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困境，针对性地提出解困策

略，助力民族地区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提质增效”。 

2. 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具有重大意义 

自秦始皇统一文字以来，建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维护社会统一、促进社会发展的体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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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2022 年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指出，“全力抓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服务国家战略”

[2]。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的论述中，多次提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

及教育。可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对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经济发展具有重大作用。而学龄前

是儿童语言学习的关键期，民族地区从幼儿园阶段开始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利于民族地区中小学

各阶段教育质量的提升和高质量教育的发展、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有利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 

2.1. 有利于教育公平，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仅仅是一门学科知识，也是学习其他各领域、各阶段知识的基础性工具，

是学生生存发展不可缺少的必备技能。过去民族地区学生从义务教育阶段开始学普通话，严重阻碍了文

化知识的理解，比起非民族地区学生少了一半地优势，教育公平大打折扣[3]。“语言缺陷观”理论中，

在儿童早期的语言学习环境中，无法给儿童提供高质量的语言信息，会造成儿童“语言缺陷”，即通用

语言能力不足。“语言缺陷”会影响儿童之后的学业成绩，较低的学习成绩会导致学生失去信心，产生

挫败感，导致辍学率的上升[4]。因此，在农村和民族地区幼儿园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从制度

起点上教育公平，从根本上帮助解决控辍保学的难题。 

2.2. 有利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语言与贫困有一定的关联。语言统一性虽然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的条件[5]。有

学者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讲，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民族地区乡村完成脱贫攻坚、

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必经之路[6]。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立足于促进民

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的背景，聚焦于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的语言减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起点

性民生工程和创造性解决方案，对个人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7]。正如总书记所说：“少数民族学

好国家通用语言，对就业、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融入社会都有利。”[8]学生从幼儿园阶段学习国

家通用语，有助于接受新鲜事物，较早萌发对科技文化的兴趣，增加未来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幼儿学

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可以助推民族地区更多的家长接触到普通话的语言环境，提升民族地区百姓

掌握和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借助“智能+”互联网的新业态发展机遇，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乡村振兴。 

2.3. 有利于增强爱国情怀，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特征，是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

交融的工具[8]。研究表明，学生应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越高，对国家的认同感、感恩感、拥护度越

高。学前儿童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触和学习中华文化，为幼儿播下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种子。因此，民族地区幼儿园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有助于民族地区孩子从小就在心

中打下对祖国和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认同的人生“底色”[3]，不断增强“五个认同”，建设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 

3. 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现实困境 

3.1. 教育资源供给与需求的“错配” 

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学前教育发展差距，成为健全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面临的一项艰巨问题。目前，在“州负总责、县统一管理、乡村实施、社会参与、专业保障”运行管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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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下，凉山州“学前学普”行动虽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处于最底层、最薄弱的乡村幼儿园资源供给与需

求的“错配”等问题仍然存在，包括教育资源投入不足、不均衡、不匹配等。调查发现，凉山州某县乡村

幼儿园(一村一幼)大多依托村委会或党群服务中心的一两间教室作为幼儿学习与活动的空间，园所实际

幼儿数量和幼儿室内学习环境、室外活动空间，均与标准化建设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如厨房、幼儿盥洗

室等建设不能满足幼儿园标准化建设与保教要求。此外，玩教具及绘本图书投入不足、不匹配，教师在

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中缺少适配的教育资源与学习资源，很多图书不适宜幼儿的认知与理解

水平。除了物质资源，在人力资源方面也缺少专业素养高、能力强、能够熟练应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

学的教师及管理人才。因此，有必要加大资金投入，合理配置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教育资源，从根本上

解决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需求，提高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保育教育的质量和水

平，向高质量学前教育体系迈进。 

3.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师资“量小质弱” 

教师队伍是幼儿园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关键主体，直接决定了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的质量以及幼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发展水平，普通话水平高、专业能力强、教学经验丰富的幼儿教师

是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基本保障，也是提高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水平的

必要条件。调查发现，凉山州某县乡村幼儿园普遍存在教师普通话水平不高、专业能力不强、队伍不稳

定的难题。 
一方面，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招聘难、门槛低，因此对教师的专业和普通话水平要求低，限制了乡

村幼儿园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活动的水平。在凉山州某县走访发现，乡村幼儿园大多地域偏僻，

而教师工资水平不高，导致幼儿教师稀缺，为了保障民族地区乡村幼儿能够享受到免费的学前教育，在

教师招聘方面没有太多的要求。在招聘起点上限制了教师队伍质量，表现在专业性不强、普通话水平不

高等问题，从而导致幼儿教师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水平不佳。 
另一方面，对在岗教师的培训少、时间短、针对性差，限制了教师的学习和提升。由于教师的起点

低、基础差，缺乏长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条件和环境，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教师的语言学习时间

不足、深度不够。针对幼儿教师培训中，未能根据乡村幼儿园教师的基础开展针对性的培训，以及培训

的周期不够，导致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应用能力和教学能力提升效果不大。 
总之，提升凉山州乡村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成效，势必要从源头上保障幼儿教师的薪资水

平，吸引更多专业人才加入，同时还需加强在岗教师的普通话培训和专业培训，从而逐步提高乡村幼儿

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3.3. 课程内容与幼儿的生活存在“背离”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是提高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水平的切入点，组织课程内容是其重要

环节。在走访调查中发现，乡村幼儿园的课程中缺少本土化、生活化特点，课程内容与幼儿的生活存在

“背离”导致课程实施效果不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内容缺乏对幼儿现实生活的关照。民族地区幼儿从出生起就生活在本民

族文化之中，通过对周遭环境的互动建构自己的认知。然而，国家通用语言课程的内容却忽略了幼儿熟

知的民族文化元素，难以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需要建立幼儿已有的认知基础

上，运用幼儿生活中的事物、图片等方式建立事物与文字的关系，不断的强化幼儿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只凭教师一味的讲授和重复，无法使幼儿获得临场感。二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

内容单一，缺少考虑内容的教育价值及幼儿的兴趣和需要。调查发现凉山州一些幼儿园现有课程内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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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更多注重文明用语、讲述与对话等应用型的语言技能，缺少对儿歌诵读、文学作品、早期阅读等内容

的选择。此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与其他领域课程之间缺乏整合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仅仅

表现在语言领域课程中，应渗透在幼儿园各领域及各环节的活动中。现代课程与教学倡导整合的理念，

学习者的年龄越小，课程的整合程度应该更高。不同学科领域的教学应当有机结合起来，语言学习也应

当与不同学科知识的学习相融合[9]。 

3.4. 幼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交流环境“贫乏” 

幼儿期是幼儿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良好的语言环境能给幼儿有效的语言刺激，激发幼儿语言能力

的提高，使幼儿能够将看到的、听到的用语言讲述出来[10]。因此，在众多影响幼儿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的变量中，语言环境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因为离开特定的语言环境谈论语言活动则毫无意义[11]。事实

上，在偏远的彝族乡村或牧区，人们生活交流以彝语和当地民族语言为主，幼儿生活中接触到普通话的

环境主要来源于幼儿园。通过调查发现：幼儿在园接触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时间大多来自集体教学活

动，而其他环节中幼儿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机会少之又少，从而导致幼儿学习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效果大打折扣。此外，园所环境创设缺乏语言启发性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良好的语言环境还包括

一面“会说话的环境”。幼儿园环境作为幼儿教育中的“隐性课程”，提供良好的物质环境对幼儿发展自

己的交际语言能力有巨大的帮助[12]。基于对凉山州乡村幼儿园的走访调查发现，幼儿园的环境创设缺乏

趣味性及育人价值，班级与校园的文化建设仅有的大量文字呈现的幼儿园守则，入学规则等，无法为幼

儿提供可以对话的语言环境。当然，造成幼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交流环境“贫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

因，家庭语言环境不理想。家庭语言环境是幼儿第二语言学习与发展的重要因素[13]。受地域文化的影响

以及家长的工作环境决定了他们的语言以民族语为主，家长文化水平低、不识字、不会说普通话，无法

给幼儿提供良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环境，这会直接影响幼儿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积极性和学习

效果。 

4. 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解困策略 

4.1. 资源适需：加强资源管理，均衡配置教育资源 

为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在凉山州乡村幼儿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需加大经费投入、加强管

理，针对乡村幼儿园的办园需求给予物质基础保障和人才资源保障。一是加大经费投入，提高民族地区

管理人员和乡村幼儿园教师的薪资水平。保障优秀人才引进来、留下来，提高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师资

队伍的综合素质。此外，在园所设施、物质资源上补齐短板，幼儿园园所建设的要求给予基本配置，并

保障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网络信息资源供给，为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提供信息化的教学资源。二

是加强制度保证。无论是组织、经费还是资源的管理都离不开制度的保障和监督。目前，通过实践探索

形成了“州–县–乡–村”各级统筹的学前儿童普通话教育教学及行政管理模式。在管理过程中需夯实

责任导向，建立沟通汇报机制；建章立制强化管理，突出资源利用最大化。三是实行“一幼多点”的园区

管理模式[14]。地理位置相近的 3~5 所幼儿园组成“园区”，每个“园区”配备一个专业的管理人员深入

各园所指导及帮助，每个园区的教学资源可以共同、融通，灵活使用。同时，园区内选择一所幼儿园定

为学前教师培训、教研基地，承担对该园区教师培训、教学研讨的任务。不让一所幼儿园掉队，不让一

个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4.2. 教师适配：建立全方面立体化的教师培训提升机制 

改善民族地区学前教师的质量，提升教师队伍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势在必行。首先，加大国家对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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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生政策，扩大民族地区学前教育专业的招生规模，培养本土地区学生，学有所成后服务民族地区

是最直接的途径。其次，设置新教师的入职培训考核机制。利用互联网信息化平台及各种资源，开发民

族地区学前教师准入培训，确立准入机制。严格的职前培训考核机制，帮助新教师树立正确的幼儿观、

教师观、语言观，激发新教师的动力，同时提升民族地区学前教师队伍的准入门槛。再次，重视在岗教

师的培训，根据职位、学历、专业等建立分期、分层培训，根据教师语言水平，专业化开展相应的培训

机制，为不同梯度的教师打造专属的培训模式。最后，利用“请进来，走出去”的帮扶模式，请专业的

学前教师进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讲示范课，提高园所教师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教学能力；同时，组织地

区乡村幼儿园教师到示范园进行跟岗学习，利用与优秀教师做“朋友”、结对“拜师”，提升民族地区

乡村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正如陶行知所说“艺友制”是培训乡村教师最好的方式。通过

全方面立体化的教师是培训机制，提升民族地区幼儿教师队伍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教学能

力及专业素养。 

4.3. 课程适切：开发适配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 

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是特殊的幼儿园群体，应充分考虑地区的差异性以及生活文化的特殊性，为民

族地区教师幼儿园提供适应性强的课程，为幼儿提供生活化、适宜化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资源，此

外，应注重语言的文化性和工具性，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渗透进幼儿园各类课程实践活动与生活活动中，

如此才能全面体现民族地区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效果。 
首先，充分利用“在地”资源，开发适配民族地区幼儿园增加适配的课程及课程资源。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课程内容选择要趣味化、生活化，贴近民族地区幼儿的真实生活，同时提供相匹配的课程资源，

这样才可适配幼儿的认知特点和理解能力，从而激发幼儿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兴趣。语言的学习

要和幼儿生活中常见的事物联系起来，它们应是两者同时存在的，增加幼儿对文字的理解与运用。因此，

不管是教材内容或是教学中，都应注重文字应该与实物或图片相对应的方式呈现。正如夸美纽斯在《大

教学论》语文教学法中所说：学习文字不应该离开它们所代表的事物[15]。其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

的实践路径应与幼儿园其他领域进行融合，促进幼儿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深层学习。一方面将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融入一日生活的相应的环节，通过开发手指游戏、常规儿歌以及早操儿歌等活动，让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充分影响幼儿的日常生活与学习。在语言领域进行学习后，通过在艺术、社会、健康、科学

等领域活动中进行欣赏、表演和创作等方式来引导幼儿不断重复和应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让幼儿对语

言的使用和表现有全面的认知。另一方面应该为幼儿创设语言活动区角，让幼儿在绘本区、表演区等区

角中开展语言对话、绘本阅读及角色扮演等活动培养幼儿普通话的表达能力以及对文字阅读的兴趣。最

后，让民族地区幼儿园的课程方案、课程标准及教学用书等与普通地区课程同轨，实现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教学在全国不同民族地区的“同轨同向”，同时允许民族地区幼儿园使用地方教材与校本教材[16]。 

4.4. 语境适促：多渠道拓宽幼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互动交流环境 

二语习得研究的环境论者主张，个体语言习得更重要的不是先天因素，而是后天的经验。皮亚杰把

语言看成儿童社会化的工具，并认为儿童的社会化语言是在儿童和他人相互作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儿童的社会环境对于社会化言语系数的变化有着重大的影响，这里的“社会环境”主要指儿童和他的同

伴合作及成人对于儿童的干预都会促进社会化言语系数的增加[17]。因此，国家通用语言的学习与应用需

要整合幼儿园、家庭的资源，这样才能为幼儿练习和应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全息的支持性环境，以

形成幼儿想说、敢说、喜欢的语言氛围。首先，教师要增强自身的话语意识，加强在园使用国家通用语

言的意识，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贯穿幼儿在园生活和学习的全过程。此外，创建沉浸式的语言阅读

环境，教师以普通话为朗读语言，为学前儿童提供“浸润式”的绘本阅读体验，能够帮助学前儿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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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解阅读内容，促进儿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经验积累，不断丰富其语言图式。其次，应为幼儿打

造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动态幼儿园物质环境。幼儿园主题活动的学习强调全方面、整合性的学习，因此

学习不同主题活动时应创设相应的主题环创，如根据当地文化特色，如利用民族服饰文化元素融入幼儿

园的环境布置中，一方面展示文化的同时融入汉字文化，加强幼儿对汉字字形与字意的认知；另一方面

也加强幼儿对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让幼儿园的每一面墙都会说话，幼儿跟环境进行对话的过程中潜移

默化建构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理解。最后，探索家园合作途径，弥补家庭语言环境的不足。随著互联

网及信息科技的发展，创造适应幼儿语言发展的数字化家庭应用设备，搭建“社区 + 幼儿园 + 家庭”

相融合的数字化语言环境，促进儿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实践[16]。一方面利用“小手拉大手”和“学普”

信息化平台，提高家长的普通话水平，改善家庭语言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家园共育平台，让家长了解幼

儿教肓、了解幼儿在园的学习与成长、了解家园合作对幼儿发展的重要性，这也会起促进家长提高自身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和重视教肓引领作用。 

5. 结语 

总之，加强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应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保障资金和物质资

源的基础上，引进专业人才驻留民族地区、服务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工作，由此

可以提升幼儿教师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能力和专业能力，以及开发适配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的课程及资源，为幼儿营造良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互动交流环境。如此，才能更好地促进

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质量的提升，建构高质量语言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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