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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于我国南疆少数民族青壮年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路径，以喀什地区为例展开深入

研究。在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与促进民族和谐、少数民族基层群众语言能力提升密切相关，

但喀什地区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困难地区，其青壮年农牧民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亟待提升，

且目前针对该群体的相关研究尚不充分。本文提出以下提升路径：一是内外结合，激发学习者学习动机；

二是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资源建设；三是帮助青壮年农牧民克服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心理障

碍。本研究期望为提升南疆少数民族青壮年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助

力民族地区社会和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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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pathways to enhance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and script proficiency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ethnic minority farmers and herders in southern Xinjiang, China, with a 
specific case analysis of Kashgar Prefecture. In ethnic regions, the promotion of the national com-
mon language and script is closely tied to fostering ethnic harmony and improving the linguistic 
capabilities of grassroots minority populations. However, Kashgar, as an area facing challenges in 
popularizing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and script, urgently requires targeted interventions to 
address the low proficiency levels among its young and middle-aged farmers and herders. Further-
mor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is demographic remains insufficient. 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key 
pathways: first, combin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o stimulate learners' learning motivation; 
second,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for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and 
script; and third, addressing psychological barriers hindering language acquisition among this 
group. The study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enhancing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and script proficiency in southern Xinjiang,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soci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in ethnic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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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多语言大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国家重要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安

全资源和战略资源。在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与促进民族和谐、少数民族基层群众语言能力

提升密切相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1]” 
新疆大规模的语言调查有两次，2000 年“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对新疆地区的调查以及高莉琴先

生主持的“新疆语言状况及推普方略研究”。此外的调查主要聚焦于某个地区某个民族或某个地区不同

民族的语言文字使用，调查内容主要集中于不同场合的语言使用、语言态度，不同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

2017 年 5 月，新疆全面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各地区各民族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调查研究也逐

步涌现。李志忠(2017)对巴里坤哈萨克族[2]，张彩莉(2017)对伊犁哈萨克族[3]，曹巧红(2017)对阿克苏维

吾尔族[4]，黄晓东(2018)对南疆维吾尔族[5]，张全生(2019)对南疆维吾尔族教师[6]，芦志锋(2019)对少数

民族大学生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了抽样调查[7]。其研究维度聚焦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国

家通用语言在不同场合的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程度”以及“国家通用语言的学习和态度”四方面，而研

究成果中对提升语言能力的意识不强，其提升路径过少，有也仅从语言观念，推普宣传途径谈及。加之

长期以来，喀什地区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最困难的地区之一，根据相关学者调查研究，其普及度在

几年前仅有 10.5% [8]。截至 2019 年，新疆少数民族总人口为 1411.97 万人，其中 903.5 万人是农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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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民人口基数庞大。青壮年群体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提高这一人群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

能极大地增强沟通的便利性和效率，进一步解放发展生产力，进而使作为民族地区主要劳动力的少数民

族青壮年农牧民更好地融入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中。 
基于此，本文聚焦青壮年农牧民这一特殊群体展开研究，进一步挖掘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下简称

“国通语”)能力提升路径。 

2. 理论框架 

2.1. 语言习得理论 

语言习得理论为分析农村语言能力提升提供了重要视角。首先，该理论强调语言习得过程中的个体

主观能动性，即个体在学习过程中具有自主选择、主动参与和自我调整的能力。这对于农村地区来说尤

为重要，因为农村居民的语言习得环境相对单一，需要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其次，语言习得理论关

注语言习得环境对个体的影响，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农村地区在语言教育、社会交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为制定针对性的提升策略提供依据。 

2.2. 语言社会化理论 

语言社会化理论(Language Socialization Theory)认为当语言学习与社会、文化互动相结合时，个体的

语言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会显著提高[9]。在喀什地区，通过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营造良好的

语言学习氛围，可以有效提升少数民族群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增强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喀什地区 O 村、P 村和 Q 村 18~45 岁的少数民族青壮年农牧民，共计 280 人。 

3.2. 研究方法 

3.2.1. 问卷调查法 
围绕青壮年农牧民国通语学习考察和青壮年农牧民国通语能力考察设计调查问卷和测量表，深入了

解其国通语学习、使用、能力情况。 

3.2.2. 访谈法 
本研究以测量表和问卷为主要方法进行深入调查，同时辅以访谈法对调查进行补充。访谈对象为青

壮年农牧民、乡(镇)政府、村委会管理干部、农牧民夜校教师以及管理干部等。 

3.2.3. 观察法 
利用人口比较聚集的场所，隐匿观察青壮年农牧民群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学习情况及

基本水平。如：夜校、市场、餐馆、十字路口等。在家庭、商店、工作地点和乡(镇)政府、村委会观察青

壮年农牧民跟其他民族或本民族聊天过程中所使用语言的选择。 

3.3. 数据处理 

本研究通过 SPSS27.0 对调研数据进行汇总、描述统计，针对量表题进行了信、效度检验。访谈内容

经过文字转录、整理后，对问卷内容进行进一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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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喀什地区青壮年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存在的问题 

4.1. 青壮年农牧民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动机不足 

经调研，将青壮年农牧民学习国通语的学习动机按照外部动因由强到弱依次为“找到更好的工作”

“能够辅导子女的教育”“村里要求学习”“同其他民族交往”“能够更加熟练使用各种软件”“大家学

所以跟着学”。内部动因由强到弱依次为“多了解外面的世界”“个人感兴趣”“学习文化知识”“学会

后内心有成就感”。青壮年农牧民学习国通语的外部动机要远多于内部动机，且具有内部动机的人数占

比较少。 
在访谈过程中，大多数被访者提到了学习国通语可以增加就业机会，但只有较少部分的人提高了自

己的收入水平，付出的时间和努力与收入水平的提高不成正比。且短期收益不明显，学习语言需要长时

间的积累，短期内难以见到显著的经济或社会效益，这导致他们在面对繁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时，对语

言学习的投入度不高，打击了他们学习国通语的积极性。由于生活环境的限制，被访者认为生活中缺少

国通语的环境，和汉族同胞交流的场合更少，他们认为生产生活主要依靠传统的民族语言，缺乏学习国

通语的紧迫感和必要性，对国通语的实用性认知不足。在教育子女方面，他们也未能将国通语很好地运

用其中，在家中与孩子还是常用维吾尔语交流，孩子的国通语能力远远高于他们，使用国通语教育孩子

很难得到实现。另外，在访谈过程中极少有人将学习国通语的动机上升到国家和文化层面，这说明他们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强，亟须增强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4.2. 教育资源和授课形式存在局限性 

4.2.1. 教育资源 
喀什地区农村教育资源的局限性体现在教师、教材两方面。 
在教师方面，夜校的教师为村第一书记、村干部、XX 大学“访惠聚”工作队、大学生支教教师等，

以村干部为主。部分村干部的国通语能力相对较差，有的甚至不能流畅地用国家通用语言沟通交流，未

具备良好的教师教学素养，在培训中，也存在课程内容设置针对性不强的问题，教学效果难以保证。相

比之下“访惠聚”工作队的授课水平明显高于村干部，但在笔者走访的三个村里，仅有一个村是“访惠

聚”工作队和村干部轮流授课，其余两个村均是村干部轮流授课，师资难以得到保障。而且，教师的不

固定也会大大影响教学效果，不同教师的教学习惯、方法等都存在差异，频繁轮换教师使得教学没有良

好的延续性，教学效果大打折扣，从而影响了青壮年农牧民的学习效果。 
在教材方面，目前，喀什地区夜校统一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手册：农牧区版》和《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学习辅导教程》，同时教师使用县统一制作或自制的 PPT 辅助教学。在调研的过程中了解到村

委给每家每户都发放了该教材，可以做到人手一本。但也有相当多的农牧民在问卷中反映要“把教材变

得更加简单易学”和“教材要符合学生水平”。 

4.2.2. 授课形式 
教师仍然采用传统的授课方式，缺少现代信息手段的应用。同时，现代信息手段的匮乏，也不能满

足青壮年农牧民随时随地学习国通语的需求。 

4.3. 青壮年农牧民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过程中存在心理障碍 

少数民族群众最熟悉的是本民族的语言，当他们尝试用国通语表达时，会因为思维转换的不熟练而

出现思维中断和混乱的状态。这种语言习惯上的差异导致他们在学习国通语时感到困难和挫败。一些青

壮年农牧民对学习国通语感到恐惧和焦虑，怕自己说不好被别人嘲笑，担心自己学不好或无法与他人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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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交流。这种负面情绪会进一步影响他们的学习效果和积极性。在学习过程中，如果遇到困难和挫折，

农牧民可能会产生自我怀疑和挫败感。还有部分青壮年农牧民由于教育程度较低或之前的学习经历不佳，

产生了对国家通用语言学习的焦虑感和自卑心理，担心学不好、无法跟上学习进度，从而对语言学习产

生抵触情绪，失去学习的信心和动力。 

5. 喀什青壮年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路径 

5.1. 内外结合，激发学习者学习动机 

5.1.1. 完善制度保障，激发外部动机 
一是在夜校、中心课题、技工学校建立考核评价制度。各级培训责任主体遵循“自主培训，提请验

收”原则，考察农牧民的学习效果，确保教学任务的高质量完成[10]。保证学习成果与就业挂钩，对于考

试成绩优异者，可推荐其参与就业技能及应用技术培训项目，他们可优先获得政府支持的就业项目或创

业贷款，确保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后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效提高薪资水平。二是开展“国通语 + 职业技

能”培训，充分发挥语言的经济效能，激发农牧民学习国通语的内生动力，帮助劳动者在学习技术技能

的同时，掌握国通语，实现就业能力和就业技能同步提升。三是政府应健全表彰制度。政府应提供奖励

或表彰，激励更多人参与其中。奖励可包括经济补贴、荣誉证书等物质和精神奖励等。树立榜样力量，

通过宣传已经通过学习国家通用语言获得成功的少数民族农牧民的案例，展示学习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激发更多人的学习热情。四是提升语言学习的社会认可度。推行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认证制度，通过

考试获得的语言证书可以作为求职、增长工资或职位升迁的依据，切实提升青壮年农牧民语言学习的实

际回报。 

5.1.2. 增强文化认同，激发内部动机 
是要正确认识国通语。国通语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之一。少数民族成员作

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应当正确认识并尊重国通语的地位和作用。学习国通语是公民的法定义务，是各民

族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是与其他民族合作和共同发展的重要工具。二是开展多样化的文化活动，营造

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良好氛围。政府应积极开展“国通语进村居”活动，如组织农牧民观看国通语电影、

组织文艺演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举办语言文字知识竞赛、演讲比赛和诵读比赛等，

激发农牧民学习国通语的热情。这些举措不仅有利于提高农牧民的语言文字水平，还有助于他们更好地

了解国家政策、融入现代社会。三是加强文化场馆建设。如乡村图书馆、文化馆、村民活动中心等，依托

文化场馆开展国通语培训班、讲座、阅读推广等活动，为农牧民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不断增强他们

对国通语的认同感。 

5.2. 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资源建设 

5.2.1. 教师资源建设 
安排固定的教师授课。在喀什农村地区，教师水平参差不齐。村干部的国通语能力要远远低于“访

惠聚”工作队中的教师和大学生支教教师。现有的村干部授课教师中，不少人的国通语水平还未能达到

标准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应尽量将教师设置为“访惠聚”工作人员和支教大学生，

并固定任课教师，一个老师带一到两个班，无特殊原因不得更换。固定的国通语老师能够更深入地了解

学生的学习情况，从而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教学计划，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兴趣，从而能够与学生建立

更紧密的联系，进一步提高农牧民的学习效果。 
加强教师培训与职业发展机会。一是完善双语教师培训体系。喀什地区青壮年农牧民需要具备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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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语言和国家通用语言的双语能力，以便在教学中更好地融入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背景，减轻他们的学

习压力。因此，针对双语教师的培训应更加系统化和规范化，可以建立与高校合作的定向培养计划，专

门培养懂得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家通用语言的教师，并确保这些教师能够在民族地区长期服务。二是搭建

在线教师培训平台。通过在线教育和远程培训系统，弥补喀什地区教师进修机会少的不足。结合现代信

息技术，为偏远地区的教师提供持续的职业发展支持，定期更新教学技能、课程改革内容等。三是培训

资源本土化。培训内容应结合喀什农村文化、社会特点和青壮年农牧民的实际需求，设计更加本土化、

针对性强的教师培训课程，帮助教师在教学中更加游刃有余。 

5.2.2. 利用科技手段辅助教学 
一是使用远程授课与在线教学。借助现代科技手段，通过远程教育平台弥补教师数量不足的困境。

特别是在一些“技术 + 语言”的科目上，喀什农村地区存在合格教师匮乏的情况，在线课程和远程授课

可以为农牧民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帮助解决师资缺口。二是建设教学资源共享平台。通过互联网和

数字技术，建立覆盖全疆的教学资源共享平台，整合优质教学内容、教案、课件等资源，供教师下载使

用，提升教学质量。 

5.3. 帮助青壮年农牧民克服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心理障碍 

根据现有研究，成人学习过程中的心理障碍主要源自非智力因素，如态度、自信心及价值观，而非

智力水平本身[11]。学习国通语的青壮年农牧民为成人，已经错过了语言习得的最佳关键期，因年龄的增

长导致身体生理机能退化，记忆力、体力各方面均有衰退[12]。心理障碍极大影响了青壮年农牧民国通语

的学习，克服学习上的心理障碍尤为重要。 

5.3.1. 增强自我效能感 
同样由班杜拉提出的自我效能感理论认为在学习过程中，通过设定可实现的学习目标和阶段性反馈

可以提升自我效能感。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帮助青壮年农牧民设定易于实现的短期目标，逐步积累成就

感。每次完成一个小目标后，及时给予正面反馈和奖励，增强其信心，克服因任务过于庞大而产生的挫

败感。同时，注重榜样示范的作用。通过展示同龄或同类背景的榜样，尤其是成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并

受益的农牧民，帮助青壮年群体树立可实现的学习目标，降低心理抵触。 

5.3.2. 鼓励共同学习 
动员家人、朋友共同支持语言学习过程，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通过家庭学习，鼓励青壮年农牧民

与亲近的人一起学习，从而减少孤立感。还可以组织建立农牧民学习小组，创建互助学习环境，让他们

能够在同龄人或同类背景的群体中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互相鼓励，减轻因为语言障碍带来的羞耻感。 

5.3.3. 组织语言实践活动 
村委会定期举办社区或夜校的国家通用语言交流会，提供真实的交流机会，帮助学习者在轻松、友

好的环境中使用所学的语言进行沟通，增强自信心。还可以在学习环境中引入模拟生活情境的实践，如

模拟医院就诊、市场交易、政府办事等常见的生活场景，让学习者在实践场景中提高国家通用语言能力，

不断克服语言使用中的心理障碍。 

5.3.4. 培训组织者提供支持 
一是努力消除语言学习中的羞耻性场景。培训组织者要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纠正或批评学习者的错

误。应当用鼓励的方式引导他们勇于表达，消除语言错误带来的羞耻感。二是培训组织者应针对青壮年

农牧民学习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焦虑，提供专门的焦虑管理和应对策略的培训。教授其学习如何应对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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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语言使用中的尴尬情境，以及不自信心理的处理方式。 

6.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新疆喀什地区三个村的少数民族青壮年农牧民国通语学习、使用及能力现状的深入调

查与分析，揭示了该群体在国通语推广与普及过程中面临的诸多挑战与困境。并提出内外结合，激发学

习者学习动机；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资源建设以及帮助青壮年农牧民克服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的心理障碍等提升路径。这些对策旨在从动机、资源和心理等多个层面入手，为喀什地区青壮年农牧民

国通语能力的提升提供全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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