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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地区幼儿学习使用普通话是发挥语音发展关键期作用的重要环节,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石,本文聚焦民族地区幼儿园普通话推广存在缺少语言环境、幼儿教师普通话教学能

力欠缺、当地教育部门重视程度不足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可行策略：一是营造良好的普通话应用环境,

让幼儿能说、愿说普通话；二是幼儿园加强对教师的培养,教师提升自身普通话教学水平；三是教育部

门加大重视程度,严格落实幼儿园推普政策。本论文旨在为幼儿园推广普通话提供有价值的思考和建议,

以期提升民族地区幼儿园普通话推广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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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ldren 's learning and using Putonghua in ethnic areas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key period of 

phonetic development,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to strengthe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lack of language environment in the promotion of Putonghua in 

kindergartens in ethnic areas, the lack of Putonghua teaching ability of preschool teachers, and the insufficient 

attention of local education departments. A series of feasible strategies are put forward : first, to create a good 

environment for the application of Putonghua, so that children can speak and are willing to speak Putonghua ; 

second, kindergartens should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and teachers should improve their own 

Mandarin teaching level. Third,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t and strictly 

implement the kindergarten popularization policy.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valuable thinking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promotion of Mandarin in kindergarten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Mandarin 

promotion in kindergartens in ethnic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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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语委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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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将

“推进学前儿童学会普通话”作为重点任务。在民族地区幼儿

园普及和推广普通话不仅对幼儿自身能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

对提升我国基础教育水平和国民综合素质具有重要意义。但民

族地区幼儿园推普面临着独特的挑战：方言多样化导致推普难

度增大、教师及推普工作者缺乏使命感和责任感等,同时也存在

一定的机遇：全国普通话普及率逐年升高、推普模式不断创新、

信息化推普更为便捷等。从不同视角出发采取多种方式开展推

普工作,促进幼儿普通话能力的提升显得极为重要。笔者采用文

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对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兴蒙乡

的一所幼儿园推广普通话进行现状分析及策略探究,以期为民

族地区幼儿园推普贡献一定的力量。 

1 民族地区幼儿园推广普通话的价值 

民族地区幼儿园推广普通话有助于幼儿智力、语言能力、

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首先,语言发展与大脑的发展相互促进,

幼儿期的普通话学习能促进脑细胞的发育,帮助幼儿塑造和优

化大脑的语言处理网络；其次,幼儿期是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

普通话技能的掌握有助于幼儿更好地理解和表达思想,从而提

高其思维能力、记忆力和概括能力,对日后的认知发展具有深远

影响；最后,普通话是社会交往的重要媒介。在民族地区幼儿园

推广普通话有助于促进幼儿社交互动、提升情绪表达能力和合

作精神,为幼儿的社会化奠定坚实的基础。对少数民族孩子来说,

在学前阶段学好普通话并不困难,此时期如果注重对幼儿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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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训练,将对幼儿基础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民族地区幼儿园推广普通话有助于提高基础教育水平,同

时助力国民综合素质的提升。讲好普通话是我们日常交流的“通

行证”,更是展现中华礼仪文明和语言文化的重要媒介,普通话

水平影响着国民素养的提升。一方面,随着更多高质量、丰富多

样的教育资源的出现,幼儿学好普通话能为现阶段以及日后获

取、学习不同资源提供保障,缓解不同地区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

的情况,从而提升我国基础教育水平。另一方面,不同地区、不

同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推广普通话消除了

各民族、各地区之间正常交流沟通的障碍。在学习使用普通话

的过程当中使人们感受普通话的语言美、节奏美、修辞美。普

通话能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传递给每一个使用它的

人,推广普通话能提升国民的人文素养,从而提升综合素质。 

民族地区幼儿说好普通话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普通话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语言,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和

历史传承。通过学习和使用普通话,不同民族的人们可以更加便

捷地交流思想、分享文化,加深了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尊重,减少

民族地区同胞因方言、口音等差异导致的沟通障碍,促进不同地

域、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交融,这种交流不仅增进了民族之间的友

谊,也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民族地区幼儿园推广普通话的现状分析 

2.1缺乏语言环境,说普通话的语言氛围不好 

普通话的学习是一个不断积累的长期的过程,语言环境的

好坏与否对幼儿学习普通话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良好的语言

环境可以为幼儿提供交流机会、纠正语音、培养语感、融入语

境的帮助。与普通话相比,民族语言和地方方言存在较大差异。

一是在语音体系方面,普通话语音系统主要包括声母、韵母、声

调、音节以及变调、轻声、儿化、语调等,而兴蒙乡使用最多的

喀卓语有23个声母,17个韵母,其中单元音韵母9个,复元音韵母

8个；二是在语音语调方面,普通话有四个声调：平声、上声、

去声和入声,而喀卓语具有高平55、中平33、低升12、高降53、

低降31、高升35、中升24七个声调；三是在词语法结构方面,

普通话有名词、动词、形容词、数量词、代词、副词、介词等,

而喀卓语词可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两类。 

普通话与民族地区语言或方言的差异使当地居民对学习普

通话产生一定的抗拒心理,甚至畏难心理,进而导致民族地区缺

乏语言环境,说普通话的语言氛围不好。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兴蒙

乡幼儿在日常生活中严重缺乏使用普通话的机会,导致其说普

通话的意愿较低。一是在幼儿园中,教师使用普通话频率较低,

除上课外都使用方言或民族语言；二是在家庭中,家长的普通话

水平也对幼儿普通话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父母外出工

作,幼儿多由老人照顾,老人普遍几乎不使用普通话,方言成为

家长与幼儿交流的常用语言,占比达62%,普通话的使用情况仅

次于方言,占比24%,这说明当地幼儿接触在家庭生活中接触最

多的语言是方言,导致幼儿难以真正掌握普通话发音、语调等方

面的技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幼儿园推普的进展。 

2.2教师普通话能力欠缺,教学能力不足 

幼儿园教师作为幼儿普通话学习的指导者,其普通话水平

会对幼儿语言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3-6岁幼儿具有很强的向师

性和模仿能力,会模仿教师说话的发音、语调、语法等,但当地

幼儿教师多来自民族地区,从小耳濡目染的民族语言使得教师

普通话的发音有浓厚的地方味道,且在短时间内无法快速改正,

这些无形之中影响了幼儿说普通话的规范性。同时,教师自身对

于幼儿普通话学习的重视程度有待提升,首先,大部分少数民族

地区幼儿教师对于幼儿普通话教学仍局限于课堂,在对教师的

访谈问卷中,笔者发现教师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方言使用的频

率最高,达56%,少数民族语言使用频率为28%,而普通话的使用

仅限于课堂讲授；其次,在幼儿使用普通话出现错误时教师也没

有立马纠正,这些做法都不利于为幼儿营造良好普通话学习氛

围；最后,教师对于幼儿普通话的课堂教学形式也较为单一,大

多通过跟唱童谣、绘本朗读、对答等形式,缺乏一定的趣味性,

容易让幼儿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到枯燥乏味,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2.3民族地区教育部门重视程度不够,政策落实不到位 

2021年教育部办公厅颁布了《实施学前儿童普通话教育“童

语同音”计划的通知》为民族地区幼儿园推普工作指明了方向。

但大多民族地区的教育部门对相关政策的理解和落实停留于表

面,没有重视政策实施的价值,首先,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形式

大于实际内容,没有充分发挥好教育部门的主导作用；其次,民

族地区教育行政部门没有积极牵头建立完善的推普长效机制及

明确推广普通话工作目标、工作重点,导致民族地区幼儿园推广

普通话工作落实不到位；最后,民族地区教育部门对幼儿园普通

话推广监督机制存在一定问题,没有对幼儿园进行严格的实施

监督和全面的评估,主要表现在监督力度不够、监督手段单一以

及监督结果难以量化,评估结果片面等方面,导致当地教育部门

没有发现问题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改进。 

3 民族地区幼儿园推广普通话的相关建议 

3.1构建“园—家—社”的三方推普主体 

语言环境影响语言使用,成为普及和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的重要影响因素。营造良好的普通话运用环境可为民族地区

幼儿学习普通话创造更多的普通话表达机会,因此要为民族地

区幼儿营造一个“能说、愿说、巧说”的普通话语言环境。首

先,创设显性的普通话运用环境。民族地区幼儿生活的社区、幼

儿园可以充分利用园内的墙面进行环境创设,张贴幼儿能看懂

的普通话学习小提示、宣传标语,让幼儿感受说普通话的重要

性；其次,要创设隐性的普通话环境。一是教师要将普通话教学

渗透到幼儿在园的一日生活中,利用游戏的方式组织教学,为幼

儿创设能说普通话的语言环境；二是教师与家长交流时尽量使

用普通话,建立有效的家园联系方式,针对家长开展普通话培训

工作,从而在家庭中形成良好的普通话运用环境,给幼儿更多使

用普通话表达的机会,形成一个让幼儿愿说普通话的运用环境；

三是要充分利用社区的文化资源,实现园—社资源共享,在社区

建立“普通话学习角”,巧妙组织朗诵、播报等普通话活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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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营造巧说普通话的运用环境。 

3.2加强对教师的培养,教师提升自身普通话教学水平 

幼儿园采取多种方式帮助教师提升普通话教学的水平。幼

儿园可以组织在职教师参加不同形式的、内容丰富的普通话培

训,改进教师普通话教育理念、提高其教学水平和普通话水平。

一是可以与高校基地联合开展与普通话相关的一系列送教活动,

由高校教师根据培养需求,规划民族地区幼儿园教师职业发展,

帮助幼儿教师在理论上快速成长,掌握教学技能,提升普通话水

平与规范教学用语,不断提高教师整体素质和普通话教学水平；

二是可以利用新的教育技术定期组织在职教师学习交流名师课

程,帮助其更新自身知识体系；三是教师应坚持意识到自身的榜

样作用,在园期间坚持使用普通话与幼儿交流,特别在教学活动

中应尽量避免普通话与民族语言或方言混杂使用。同时,结合幼

儿的兴趣与身心发展特点,采取多种教学策略将普通话教学充

分融入幼儿游戏、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 

3.3民族地区教育部门加大重视程度,夯实幼儿园推普政策 

民族地区教育部门应建立健全完善的长期有效实施机制。

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加大对推广普通话的重视程度,不让政策推

广和落实停留于表面,充分发挥好教育部门的主导作用。一是加

大监管力度,建立长期有效的普通话监管机制。通过制定明确的

普通话教育质量标准和评估指标、培养专业监管人才、定期考

核、网络监控等手段加大监督力度,监测幼儿园的实施落实情况,

及时反馈存在问题,提高解决推广普通话问题的效率；二是因地

制宜,在明确推广普通话目标、重点的情况下,制定适宜当地幼

儿的推普策略。同时,教育部门要加大资金投入,为幼儿园落实

推普政策提供有力保障,确保推普工作顺利实施；三是增强教

育部门主体与社会各界的参与意识,教育部门可适当予以资

金支持,让幼儿园重视教师的培训工作,通过外出学习、培训

考核等方式,提高教师普通话能力水平及教学水平,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 

4 结束语 

3-6岁为幼儿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本文从幼儿园推广普通

话的价值、问题现状、策略研究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从基

础教育水平、国民综合素质提升、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方面

诠释了其价值；其次,指出了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普通话推广存

在缺乏语言环境、教育部门重视程度不足,政策落实不到位、教

师普通话及教学能力欠缺的问题；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对

应策略,为民族地区幼儿园推广普通话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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