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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视域下土家语教学的困境探析 ①

———以湘西龙山县Ｄ学校为例

王颂
（西南大学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重庆 北碚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通过对湘西龙山县Ｄ学校考察，从文化主体自觉性角度发现土家语师资力量不足、课程体系结构设置不合
理、土家语教材不适用于一线教学、校园语言环境缺失等问题严重影响土家语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进而提出全社会有

必要进一步提高对民族语言价值的认识；加强各方合作、整合资源、完善民族语言教学是保护和传承土家族语言的重要

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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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强势主导的大民族语言环境下，少数民族语言濒危及消亡的客观

事实不容忽略。在民族语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其参与者是否具备文化自觉意识及其文

化自觉能力，可成为一个衡量的标准［１］。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

知之明”，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

地位，该思想强调每个民族认识自身文化的重要意义［２］。而可持续发展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核

心问题就是文化自觉。

土家族有着其丰富而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随着少数民族文化变迁加剧，汉族与少数民族二元语言

与文化互动影响下，语言活力处于逐渐衰退之中，濒临消亡。其衰退不仅表现在语言使用人口大幅度下

降、使用范围大面积缩小、使用频率急速降低、母语传承断代等方面；而且在语言本体状态上受转用语

的严重影响，向转用语靠拢和趋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固有的基本特点［３］。因此民族语言在学校教

育的传承也陷入困境。

１　当前土家语学校语言教学存在的问题
Ｄ学校所在地距湘西州龙山县城１０３公里，一直是三县边区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纯土家族聚居之

地。由于地处酉水流域的高山河谷，近代交通建设相对滞后，是中国土家文化保存得最完好的地区，更

是土家语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Ｄ学校自２００５年开设土家语课程，陆续将土家族传统文化转换成课
程，是土家文化试点校，２０１４年被龙山县教育局定为“土家文化教学试点校”。然而，土家语的教学现
状却不容乐观。

１．１　土家族学生对土家语言掌握程度较低
由于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融入汉族圈，致使该口耳相传的语言传承模式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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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家庭教育的载体，即使在土家族文化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家庭成员之间也很少使用土家语进行交

流，土家语言的掌握者更多的是为数不多的老年人。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５３％的学生不会说也听不懂
土家语，３９％的学生不会说但是一些基本用语能听得懂，只有８％的学生会说也能听得懂。
１．２　土家族学生对于民族历史及风俗习惯的了解较少

学校把土家文化艺术引入课堂，如把咚咚喹、溜子、野喇叭及土家山歌等与音乐教学结合起来；摆手

舞、土家游戏等与体育教学结合起来；土家织锦与美术教学结合起来，并开展了包括土家大团摆、土家咚

咚喹、土家校歌、土家溜子、木叶表演、土家花鼓、土家游戏、整理运动七大项的“原生态民族艺术教育活

动”。这也就使得９０％的学生对于土家族乐器和土家传统游戏较为熟悉，但对于未进入校园的土家传
统节日、风俗习惯以及历史变迁则知之甚少。在对低年级的小学生进行访谈的过程中，他们对民族的概

念了解不多。

２　土家语教学问题的原因分析
美国已故语言学教授萨皮尔认为“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并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４］，

土家族作为被汉化最为严重的一个民族，更多的原因应归结于语言的逐渐消失，作为只有语言没有文字

的土家语，在学校进行土家语教学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

２．１　师资力量不足严重阻碍语言传承
土家语在校园的传承更是离不开教师的言传与身教，师资力量显得尤其重要。作为土家族语言保

存最为完整的地区，学校专职土家语教师只有两名，土家语授课学生８６０余人，教授土家语的师资力量
与学生需求比为１∶４３０，教师数量明显不够。师资力量的不足必然导致教学质量严重下降，由于学生自
身水平参差不齐，不同程度的学生混合在一个班级进行教学，给教师授课带来一定的困难，无法保证教

学质量。

２．２　课程体系结构不合理
课程体系是土家语教学中最重要的环节，Ｄ学校现行课程表中４～８年级每周１节土家语课程，其

课程时数明显少于语言类课程指标；州教育局推行土家语通用本为１～４册，学校从四年级开始设置土
家语课，七年级就已学完４册土家语课本，八年级的课程设置略显多余；课程目标不明确，２０１１年以后
州民委由于资金、政策等各种原因不再印发课本，对课程设置不再有具体规定，更没有具体的课程目标，

学校层面对学生的土家语水平并不进行考核，每学期由州民委、县教育局考核，不分年级抽样用统一的

试卷测试，在对各年级学生随机访谈时，也获知考试内容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都是一些基础知识，由于学

生自身水平的参差不齐，这种测试方法无法准确把握学生的真实水平。

２．３　土家语教材不适于一线教学
土家语教材的选择上，一线教师认为湘西州普遍实行的通用本教材比较繁琐。第一，土家语本身就

没有文字记录，１９８４年叶德书（１９３５年生，湖南龙山县人，土家族，长期从事土家族语言、文化、教育研
究）和彭秀模两位专家共同创制的土家文字方案《土家语拼音方案》，由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编入《中

国少数民族的文字》出版，并用汉语拼音标注，自行用ｘ、ｒ、ｖ、ｆ作为土家语的音调，但是为了区别于汉语
音调，本是第三声的ｖ则读成汉语音调的第四声，而且音调标在拼音的后面，例如“土家族（比兹卡的写
法ｂｉｆｚｉｘｋａｒ）”初学者较容易混淆，声母和韵母也有所不同（如表１、２所示），土家语的翘舌音和后鼻音较
少，对刚接触汉语拼音的小学生来说，不仅土家语学不好，汉语拼音学习也会受到影响［５］；第二，通用本

教材的实用性不强，不适合用于一线教学，语言的学习最主要的是应用于日常生活，而这本教材更多的

是一些土家语短篇文章，没有能用于日常生活的对话等。

２．４　语言环境影响土家语传承
学校曾尝试创建土家语环境，以班级为单位在固定时间必须练习说土家语，具体实施下来效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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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就没有坚持下去。其次，部分学生家长对学校开设土家语课程并不支持，在访谈中也得知一些家长

认为学习土家语会耽误学生学习文化课的时间，走出大山土家语也用不到，在家更不会和孩子用土家语

交流。而学校在传承土家文化方面主要就是土家语言，土家艺术则请传承人集中进行讲授，相比艺术而

言，语言难度要大，学生更倾向于学习艺术，并且也有教师认为对学生以后的发展来说，艺术比语言的生

存空间更大。

表１　汉语拼音与土家语拼音声母表

汉语拼音声母（２１个）

ｂ、ｐ、ｍ、ｆ、ｄ、ｔ、ｎ、ｌ、ｇ、ｋ、ｈ、ｊ、ｑ、ｘ、ｚｈ、ｃｈ、ｓｈ、ｒ、ｚ、ｃ、ｓ

土家语声母（２１个）

ｂ、ｐ、ｍ、ｄ、ｔ、ｌ、ｇ、ｋ、ｈ、ｊ、ｑ、ｘ、ｚ、ｃ、ｓ、ｒ、ｙ、ｗ、ｎ、ｎｇ、ｈｘ

表２　汉语拼音与土家语拼音韵母表

汉语拼音韵母（２３个）

ｉ、ｕ、ｖ、ａ、ｉａ、ｕａ、ｏ、ｕｏ、ｅ、ｉｅ、ｕｅ、ａｉ、ｉｏｕ、ａｎ、ｉａｎ、ｕａｎ、ｖａｎ、ｅｎ、

ｅｎｇ、ｉｎｇ、ｕｅｎｇ、ｏｎｇ、ｉｏｎｇ

土家语韵母（２３个）

ｉ、ｕ、ａ、ｉａ、ｕａ、ｏ、ｅ、ｉｅ、ａｉ、ｕａｉ、ｅｉ、ｕｉ、ａｏ、ｉａｏ、ｏｕ、ｉｕ、ａｎ、ｉａｎ、ｕａｎ、ｅｎ、

ｉｎ、ｕｎ、ｏｎｇ

３　摆脱土家语传承困境的策略
土家族学生作为民族语言文化传承的重要主体，其是否具备文化自觉意识也决定了民族语言传承

的方向。通过调查问卷的分析以及访谈结果显示，土家族的学生对于传播土家族文化都比较积极，并且

热爱土家族的文化，想要把土家族文化传承下去，其文化自觉意识较强。在对高年级学生的访谈过程中

发现，９０％的高年级学生意识到土家语逐渐衰落的现状，有传承土家语和保护土家文化的责任感。学生
有文化自觉，但政府层面、教材开发以及课程改革、教师、语言环境等也需要增加自觉性。

３．１　政府的自觉性
要想从根本上改善学校的土家语教学现状，提高教学质量，最重要的是政府要增加资金投入。中央

应加大少数民族地区濒危语言文化保护的财政支持力度，地方政府以及财政部门更要开源节流加大对

学校土家语保护的专项经费投入，鼓励增加民间企业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资金支持。

３．２　教学教材开发的自觉性
要加强教学教材建设，少数民族学校开展土家族文化传承的相关教育，要有配套教材，教材要与教

学目标、课程设置联系紧密，有利于启发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评价、教学手段，是教育改革的中心环

节［６］。教学教材的开发应更切合实际生活，在以州民委教材为蓝本的基础上，一线教师和社区土家语

言掌握者参与编写校本教材，使得教材更适用于一线教学。充分考虑学生的能力水平以及需求，使教材

回归生活，避免脱离实际。

３．３　课程改革的自觉性
调整课程结构设置，教师参与制定合理的课程目标，并调整完善课程体系，使得课程结构趋于合理，

避免造成资源浪费。建立合理的科学评价机制，土家语的教学评价是一种需要在实践中发展以及完善

的评价体系。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土家语言的教学也应该有包括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对教师及教学

成果的评价、教师互评、上级教育主管部门评价学生和教师自评、教师评价学生、学生互评、学生自评等

自上而下的完整的教学评价体系。

３．４　教师的自觉性
教师队伍是校本课程改革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将民族文化融入校本课程必须遴选一些有技术专

长的专业人才参加到校本课程的改革中。积极培养掌握土家语并能够教授土家语的教师，师资力量的

制约是土家语传承急需解决的问题。学校土家语教师的缺少不利于土家语课程的传承，急需培养一批

年轻的土家语教师，参与课程体系改革，给土家语课程带来新的血液，使土家语课程更加丰富多彩。

７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７年第９卷

３．５　营造自觉的校园语言环境
良好的校园语言环境对学生耳濡目染接受土家语、习惯土家语有很大的帮助。学校要积极营造土

家语适宜生存的校园环境，增强学生的民族主体意识感，学校在日常生活中应增强学生民族主体意识的

培养，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并热爱土家族，进而更愿意接受传承土家族的语言及文化。

少数民族语言濒危及消亡的客观事实不容忽视，而语言又是文化传承和沟通的重要桥梁。土家族

是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也是“汉化”最为严重的一个民族，其民族语言土家语也已成为濒危语言。语

言是文化滋生的土壤，没有了土家族语言就严重影响着土家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土家族的民族认同感

会逐步降低，土家族语言的保护与传承现状不容乐观，需要在文化自觉理论的指导下，教师、学校、家庭

和社区的共同努力，探索出土家族语言保护与传承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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