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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北藏族地区学校文化课程应该发挥增强课程对民族地区学生的适切性和传承民族 文 化 的 重 要 功 能，无 论

是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还是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方式都应充分体现各民族文化的特点。然而，调查发现，西北藏族地

区学校文化课程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影响民族文化课程功能

的发挥。应该增加课程中民族文化的内容，改变传统的课程实施方式和评价方式，以便更好地发挥民族文化课程在学

生发展和文化传承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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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藏族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程的设置情

况与汉族地区大致相同。不同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一 是 增 开 了 藏 语 文 （１－６年 级 是 五

省区协编，青 海 民 族 出 版 社 出 版；７～９年 级 是 五

省区协编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但藏语文课本

中有许多汉语文是已经学过的内容；二是增开了会

话 （青海民族教材编译中心编著，青海民族出版社

出版），是为加强汉语 文 的 学 习 而 开 设 的，这 门 课

程一般都是汉语文老师兼任的；三是除信息技术和

英语外，其它课程均是将汉族地区学校课程直译而

成的。如果 单 从 教 育 与 文 化 的 关 系 方 面 来 考 证 的

话，这种课程设置方式显然不能实现民族地区学校

教育应然的任务要求，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藏语

文课程上。藏语文课程从 “目标—内容—实施—评

价”这几个方面是否很好的完成了传承藏族文化和

培养藏族人的使命呢？教授藏语文课程的老师和学

习藏语文课程的学生最有发言权。

一、西北藏族地区学校民族文化课程的现状

本研究从课程目标、内容、实施和评价这样四

个方面对藏语文课程的现状进行了调查。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部分藏族中小学的

教师和学生为对象，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对

西北藏族地区学校民族文化课程进行了研究。调查

问卷分教师和学生两部分，教师问卷２９８份，学生

问卷５９６份。因考虑藏族地区１－３年级学生对课

程和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内容的理解有一定困难，所

以，学生问卷以４－８年 级 的 学 生 作 为 调 查 对 象。

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问卷调查。将

调查对象 所 在 学 校 分 为 县 城、乡 镇 和 农 村 三 种 类

型。本研究的访谈对象主要包括教育行政人员，中

小学校长，不同职称层次、不同毕业学校的教师和

不同年级的不同类型的学生，不同类型的家长；关

于地方性知识的研究主要访谈民族文化精英 （地方

文化人、高等学校藏文化专家、寺院的高僧等）。
（二）民族文化课程的现状

１．课程目标方面

从表１可以看到，８９．４％的教师不了解藏语文

课程的目标，只 有１０．６％的 教 师 认 为 自 己 了 解 藏

语文课程目标。关于藏语文课程目标的了解情况，

教师得分集中在１－２的区域，这说明整个教师群

体基本上不认同 “他们了解藏语文课程目标”这一

观点。关于藏语文课程是否能很好达到传承民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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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的 问 题，教 师 的 得 分 也 集 中 在１－２的 区 域，

８９．１％的 教 师 对 这 一 观 点 持 否 定 态 度，只 有

１２．３％的教师认为藏语文课程能很好的达成传承民

族文化的目的。以上数据表明，绝大数教师对藏语

文课程目标不了解或了解很少，这与课程培训不够

有很大关系，也与教师没有参与藏语文课程目标制

定有一定关系，当然与教师自身也有很大关系。
表１　课程目标频数分布、平均数与标准差

题项
我了解藏语文

课程目标

我觉得藏语文课程能很好地

传承民族文化

１
２
３
４
５
Ｍ
ＳＤ

３９．３％
５０．１％
０

６．４％
４．２％
１．９
０．５９

３２．５％
５５．６％
０

８．６％
３．７％
２．０
０．６８

２．课程内容方面

藏语文课程内容方面，如表２所示，９４．５％的

教师认为藏语文课程内容对当地学生的实际关注不

够；９０．３％的教师不同意 “藏语文课程能很好地反

映藏文化的精华”这一观点；８６．５％的教师不认可

现存藏语文课程的编排体系；９０．１％的教师认为藏

语文课程没有很好的体现教师和学生的意愿。关于

表２的这四个问题教师的得分均集中在１－２区域。

这种结果表明教师对现存藏语文课程的内容非常不

认同。在关于 “我 希 望 对 藏 语 文 课 程 内 容 进 行 改

革”的问题的作答中，８１％的教师选择了 “非常符

合”，１６％的教师选择了 “符合”，１％的教师选择

了 “说 不 清”，只 有２％的 教 师 选 择 了 “不 符 合”

和 “非常不符合”。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教师对现

存藏语文课程内容的不满意。
表２　课程内容频数分布、平均数与标准差

题项

藏语文课程

内容适应当

地学生实际

藏语文课程

能很好的反

映藏文化的

精华

我很认可藏

语文课程的

编排体系

藏语文课程

中师生的意

愿体现得好

１
２
３
４
５
Ｍ
ＳＤ

５９．３％
３５．２％
０

３．８％
１．７％
１．６
０．７２

４８．１％
４２．２％
０

６．５％
３．２％
１．８
０．６１

４６．６％
３９．９％
１．６％
７．８％
４．１％
１．９
０．８１

３９．６％
５０．５％
１．８％
５．６％
２．５％
１．８
０．６８

从表３中可以进一步了解到藏语文课程内容和

结构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关于藏语文课程内容方

面，４８．１％的教师认为 “课程内容没有很好的反映

地方性知识”。５０．９％的教师认为 “课程内容与学

生生活实际联系不大”。关于藏语文课程结构方面，

５６．６％的教师同意 “课程结构对学生的兴趣考虑不

够”，５２．８％的教师认为课程编排中专业术语不统

一。
表３　课程内容及结构存在问题的频数统计 （％）

课程内容问题 比例 课程结构问题 比例

课程内容没有 很 好 的 反
映地方性知识
课程内容与学 生 生 活 实
际联系不大
课程内容对教 师 和 当 地
人的意见考虑得少
过分注重课程 内 容 呈 现
的文本化

４８．１

５０．９

２５．２

２１．３

对 学 生 的 兴 趣 考
虑不够
内容衔接不好

内容难度递进差

专业术语不统一

５６．６

２１．９

２６．５

５２．８

３．课程实施方面

如表４所示，７１．３％的教师对藏语文课程实施

的效果不满意。访谈中，许多老师认为这里的不满

意是与他们理想中的课程相比较而言，如果与汉语

文课程相 比，那 藏 语 文 课 程 的 实 施 效 果 就 好 的 多

了。在关于 “藏语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藏文化的

了解程度明显提高”的作答中，３６．２％的教师非常

不认同这一观点，３５．１％的教师不认同这 一 观 点，

只有２８．７％的 教 师 对 这 一 观 点 持 肯 定 态 度。上 述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充分说明了藏语文课程的实施

效果与教师理想中的效果差距很大，教师对这样的

实施状况不满意。
表４　课程实施、评价的频数统计 （％）

题项

藏语文课

程实施的

效果好

藏语文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对藏文化的

了解程度明显提高

藏语文课程的评价

不利于学生对藏文

化的学习

１
２
３
４
５

４１．１
３０．２
０
１８．８
９．９

３６．２
３５．１
０
２１．５
７．２

３６．６
５３．９
０
５．８
３．５

４．课程评价方面

从表４中可以看出，３６．６％的教师非常不认可

“藏语文课程的评价方式有利于学生对藏文化的学

习”这一观点，５３．９％的教师认为这一观点不符合

实际。关于课程评价方面的问题，访谈发现，主要

问题还是处在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方面。许多老师

由于对课程目标不了解 （了解课程目标的老师对课

程目标也不满意），对 课 程 内 容 不 满 意，也 可 以 说

他们在内心深处就不认同现存的藏语文课本，所以

对它的评价方式不认可也就理所当然了。

以教师对藏语文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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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课程评价四个维度的总分为因变量，分别针对

学校位置、教龄、毕业学校、文化程度、职称作方

差分析，结果显示均无显著差异。以教师的性别为

自变量，以课程的四个维度为因变量，对其进行独

立样本Ｔ检验，结果显示无显著差异。

二、西北藏族地区学校民族文化课

程存在的问题

从问卷调查和访谈中，本研究发现，藏语文课

程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藏语文课程内容对学生的适切性不强

１．课程内容未能充分反映藏族的地方性知识，
与学生生活实际脱离

关于现有藏语文程的内容存在的问题，一位藏

族校长认为 “主要是藏文化反映的太少，或者说藏

文化的精华部分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也就是说现

行的藏语文课程它是在割断了藏文化的根的基础上

编写的，所以对当地和学生的适应性不强”。
调查也发现，在本地的学校课程中，汉语各科

教材基本 上 都 使 用 全 国 统 编 教 材；民 族 母 语 教 材

（本地只有藏语文教材）大多数也是由汉语教材翻

译、编译过来的。很少将各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传

统纳入现有课程体系中，与民族学生生活实际严重

脱离。通过翻译我们发现，从小学到高中所有的藏

语文教材中都有相当数量的汉语文教材的内容，有

的年级的藏语文中的课文一半都是直译的汉语文课

文。
如小学第三册共七个单元２８课，其中直接翻

译的课文有１２篇。分别为：第 一 课，秋 天；第 二

课，小溪；第七课，北京；第九课，我选我；第十

课，蜜蜂引路；第十一课，白鹤 找 鱼；第 十 二 课，
植物妈妈有办法；第十七课，明天还有明天的事；
第十八课，小明的手；第二十课，猴子捞月亮，第

二十二课，数数字；第二十七课，狼和小羊。
小学第七册共七个单元２８课，其中直接翻译

的课文有１３篇。分别为：第一课，长城；第二课，
放风筝；第 三 课，日 出；第 五 课，富 饶 的 西 沙 群

岛；第七课，沙漠之舟；第十一 课，我 家 的 小 猫；
第十二课，麻 雀；第 十 五 课，雷 锋 日 记；第 十 六

课，黄继光；第十七课，全神贯注；第十八课，捞

铁牛；第十 九 课，蝙 蝠 和 雷 达；第 二 十 课，做 风

车。
初中第五册共七个单元２１课 其中直接翻译的

有６篇。分 别 为：第 九 课，理 想 的 阶 梯；第 十 四

课，邓稼先；第十五课，爱因斯坦；第十七课，食

物从何 处 来；第 十 八 课，大 自 然 的 语 言；第 二 十

课，我的叔叔于勒。
高中第一册共七个单元２２课，其中直 接 翻 译

的有７篇。分别为：第一课，荷 塘 月 色；第 七 课，
江泽民讲话；第八课，拿来主义；第九课，恰到好

处；第十二课，蜘蛛结网；第十三课，天坛。第十

七课，我的叔叔于勒。
这些直译的文章都是专家们眼中最好的最优美

的文章，但由于这些文章与当地学生的生活实际离

得太远，所以他们感受不到西沙群岛的富饶，也体

验不到荷塘月色的美丽。故教学效果也就理所当然

的不尽人意。本研究曾反复强调，西北藏族地区学

校民族文化课程就是以学生生活于其中的地方性知

识为载体来传递民族文化，如果不承载民族文化，
西北藏族地区学校民族文化课程就失去了其存在的

价值和意义。

２．藏语文课程内容重复多、翻译水平 有 待 提

高

关于现存藏语文课程本身的问题讨论中，教师

们提了很多问题，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复

的课文较多。有的课文汉语文和藏语文中都有，如

《荷塘月色》、《桂林山水甲天下》等。有的课文在

汉语文课本中有，却在藏语文课本中出现两次，如

《日出》在 小 学 二 年 级 的 藏 语 文 课 本 中 出 现 一 次，
在小学四年级的汉语文和藏语文课本中又各出现一

次。这些经典课文出现在汉语文中到能理解，但反

复出现在藏语文中就显得不合逻辑了。这些看似精

品的文章却与学习者的生活相隔十万八千里，他们

在那种环境中是想象不到桂林山的奇、峻和桂林水

的绿和静的，也体验不到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与

大夏河中的月色有什么异同。二是翻译水平有待提

高。关于这个问题我分别对夏河藏小的一位老师和

夏河藏中的两位老师进行了深度访谈。
（Ａ代表 研 究 者，Ｎ、Ｃ分 别 代 表 两 位 被 访 谈

的老师）

Ａ：老师，您工作多少年了？

Ｎ：２８年了。

Ａ：一直教藏语文吗？

Ｎ：是，一直教藏语文。

Ａ：您认为学生爱学藏语文吗？

Ｎ：爱学，比汉语文爱学的多，从上课及作业

的情况就能看出来，再说这毕竟是他们的母语嘛！

Ａ：您觉得现行的藏语文课程主要存在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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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

Ｎ：翻译的太多。藏族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完整

体系和悠久历史的文化，而且藏族的文化是灿烂辉

煌的。它里面有许多优秀的东西值得继承和发扬，
比如我们 也 有 名 人 名 言，里 面 专 门 讲 教 育 的 重 要

性、知识的重要性等。如果将这些藏族的名人名言

搜集出来编进课程中，学生会更加容易理解。

Ａ：翻译的水平您认为怎么样？

Ｎ：我认为翻译人员的水平太差，或许就是两

种语言本身的问题。比如象 《狼和小羊》在汉语言

课本中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但翻译过来，不能说面

目全非，也与原文差距很大。这种水平太差的翻译

文章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影响汉语和藏语的写

作。

Ａ：您认为藏语文课本中需不需要一些特别好

的汉译文？

Ｎ：翻译的一个 都 不 要。藏 族 也 有 许 多 古 代、
近现代的有名作家，把他们的文章编进去，可能学

生学得会更好。

Ａ：您认为藏语文这门课程目前存在的主要问

题是什么？

Ｃ：翻译的太多，比如 《荷塘月色》很美的一

篇文章翻译过来就变味了。藏语的基础知识衔接的

不好，藏文化本身是完整的，由于编课本的人没有

认真去考虑这个问题或者说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使

得藏语文这一门课从一年级到高中毕业，没有形成

一个系统的框架和知识体系。但即使这样，藏语文

的及格率仍然比汉语文的高的多，藏语文一般都是

１００％，但汉语言只有３０％－４０％。
这些低水平的翻译不仅影响藏语言的学习，而

且会使学生逐渐失去对汉语言学习的兴趣。学者们

已多次强调，缺乏民族文化教育的学校课程正在使

越来越多的 民 族 学 生 渐 渐 远 离 自 己 民 族 的 传 统 文

化，学校生活也使他们失去灵魂的家园，精神无所

依归，成为社会的边缘人。
一位校长明确表示有些课程就根本没有必要翻

译，比如说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和品德与生活这两门

课，离学生的生活实际太远，我们藏文化也有爱国

主义教育的教材。以 《品德与生活》课为例，藏文

化中就节约粮食这样的古训 “吃的东西，无论在那

里找到，只要干净就可以吃，没有什么面子不面子

这一说。如发现不干净的吃的东西，我们都要求拣

起来，先顶在头上，然后放到高处，让鸟儿去吃。”
这些东西我们学生的家长也时常这样说，如果课堂

上教师再给他们举例去讲，肯定比学生去读翻译过

来的那些与学生生活无关的说教的东西要好得多。
（二）藏语文课本名词术语有待进一步统一

调查发现，五省区协编的藏语文课本从小学到

高中，由两个出版社出版发行，小学的藏语文课本

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初中藏语文课本由西藏人

民出版社出版，高中藏语文课本由青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这两个出版社所编写的课文中的许多名词术

语不统一，这样对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无形中

增加了困难，也影响了学生对民族语言系统和规范

的学习。

从问卷和访谈结果中，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

断：藏语文课程内容的选择和设置更多的是从语言

学习的方便和有效出发，而没有从语言与文化关系

的角度出发去考虑藏语文课程的学习问题。这是一

种关于 “语文”的狭义理解———语文学习即语言文

字的学习。如果将藏族地区学校中藏语文仅仅定格

在语言文字的学习上，倘若不是有意为之的话，这

种定位显然有失偏颇。藏语文的学习应该理解为对

藏族语言文化的学习。这种定位不仅符合教育与文

化关系的厘定，也有利于藏族文化的传承，更有利

于藏族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发展。
（三）藏语文课程的 实 施 方 式 和 评 价 方 式 有 待

于进一步改善

上述数 据 显 示，教 师 对 藏 语 文 课 程 的 实 施 效

果、实施方式、评价方式都不是很满意。访 谈 中，

许多老师毫不隐晦的说：“不仅现存的藏族文化课

程内容不好，和学生的实际相脱离，而且它的实施

方式也不好，除了课堂教学还是课堂教学，课堂教

学只是藏族文化的学习的一种途径。要想真正了解

和理解藏 族 文 化 的 内 涵，不 仅 要 学 习 书 本 上 的 知

识，还要参与许多藏族文化活动。只有通过参与和

体验，才能真正领悟藏文化的内涵。”访 谈 中，许

多老师也认 为 现 存 藏 语 文 课 程 的 评 价 方 式 过 于 单

一，还是以考试分数为主，这种评价不仅不能很好

地测试学生藏族文化的学习状况，还会影响学生藏

文化学习的积极性。如前所述，藏文化的呈现方式

多种多样、多姿多彩，这就要求藏文化课程的学习

方式也应该多种多样。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的多样

性，决定了藏文化课程评价不仅要求主体多元，还

要求方式要多样。这样的评价才有利于促进学生的

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也有利于促进藏族文化课

程本身的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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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北藏族地区学校民族文化课程

走出困境的对策

（一）民族文化课程 的 内 容 要 充 分 反 映 民 族 文

化

如果说国家课程没有照顾到每一个民族的特殊

性，还情有可原，因为５６个民族的文化都在学校

课程中得到充分体现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民族文化

课程再不能真正体现民族文化，民族文化课程就失

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现存的少数民族教育的

课程主要以各类少数民族语言课程为主。各民族的

本土文化和知识通过民族语言教材可以或多或少地

呈现出来，如民族历史、英雄人物等。但是我们认

为，这种依赖于语言教材这惟一桥梁来展现多姿多

彩、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显然是不充分的，更何况

现实民族语言教材的编写又呈现出翻译汉语文的情

况。为了发挥民族文化的作用，我们应该有选择性

的将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转化到各种形式的民族文化

课程中去。在内容的选择上，有学者曾经在甘肃省

甘南藏族自治州开发过小学低年级 《藏族文化》的

地方课程，内容包括生态环境、生产生 活、习 俗、
历史、传统科学、艺术和语言文学七个方面。生态

环境：山川、草 原、动 植 物、矿 产，民 族、政 治、
经济、教育、社会福利、社会建 设 等。生 产 生 活：
饮食、生产方式、劳动工具及其制作等。习俗：婚

丧嫁娶、服饰、礼节、饮食、节庆，勤劳勇敢等传

统美德等。历史：寓言、历史名人、名胜古迹、军

事、姓氏、轶 事 等。传 统 科 学：天 文、历 算、医

学、建筑 工 程 等。艺 术：绘 画、建 筑、戏 曲、陶

瓷、器具、民 歌 等。语 言 文 学：诗 歌、传 说、民

谣、故事、格言、俚语、谚语、笑话与幽默、小说

等。［１］藏族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

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文

字。所以，笔者认为，西北藏族地区学校民族文化

课程不能按照传统的生态环境、生产生活、习俗、
历史、传统科学、艺术和语言文学七个方面来安排

内容。还要将民族语言作为一个重要部分首先安排

在小学低年级，并将语言学习贯穿于民族文化课程

学习的始终。语言本身就是文化的载体，如果不经

过正规的 科 学 的 语 言 学 习 和 训 练，不 掌 握 民 族 语

言，是很难真正理解民族文化的内涵的。其次要少

翻译或不翻译汉语文课本中的文章，尽可能给学生

呈现民族文化的精华。
（二）民族文化课程的实施方式应多样化

从民族文化课程的性质来看，民族文化课程更

多的是探究性、实践性、体验性课程，需要学生从

生活和活动中去认识周围世界。从民族文化课程的

目标来看，它更强调课程与学生生活、当地社会发

展实际的联系，是关注生活世界的一种课程形态。
然而，受传统课程观念的影响，不少民族地区学校

民族文化课程仍然强调知识的逻辑性、系统性，关

注知识的普适性，教学方式依然是 “满堂灌”、“填
鸭式”，这种课程实施方式实质上已经背离了民族

文化课程 设 置 的 初 衷。从 民 族 文 化 课 程 的 内 容 来

看，民族文化更多的是一种生产教育、生活教育，
民族文化的设计特别强调学生与生活的联系，注重

发挥地方和社区资源的教育作用，其内容充满生活

性、境域性而非纯学术性、逻辑性。为此，我们认

为，民族文化课程的实 施 不 能 囿 于 传 统 的 “教 师、
教材、课 堂”的 实 施 方 式，而 应 当 走 向 “田 野”，
走向生活，成为一种灵活自由、生动活泼且具有自

主性、开放性、实践性和探究性的活动。因为对于

地方性知识来说，整个民族地区是一个充满生机和

活力的教育场景，所以民族地区学校民族文化课程

的实施应该从民族地区的教育现场出发，通过综合

运用对话教学、探究教学、综合实践活动的途径进

行课程实施。
（三）民族文化课程评价的主体、评价的方式

应该多元化

学生个性的差异性、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民

族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民族地区民族文化课程的

评价的标准应是多元的。共同的评价标准和评价常

模势必影响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为了保证

评价的科学性，信息来源的多渠道性，评价主体也

应该是多元的。

图１

如图１所示，民族地区教师认为民族文化课程

评价主体应该包括教师、学生、家长、课 程 专 家、
当地的文化人、地方教育行政人员，而且还强调学

生、教师和课程专家是必须参加的主体。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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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评价主体应与具体的评价情境密切相关，因

此，本研究认为，寺院的高僧也应该参与民族文化

课程评价。
民族文化课程还应坚持发展的评价理念，把质

性评价与量化评价、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有机

地结合起来，强调评价问题的真实性、情境性。这

就决定了民族文化课程的评价方式应该是而且必须

是多样化的，要将教师评价、学生自我评价、学生

互相评价和家长评价结合起来。调查发现 （如图２
所示），５８．１％的教师认为民族地区地方课程评价

应将学校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结合起来。许多老师

都认为，“以往的评价都是上级部门用一个标准进

行量化，根本不考虑一些特殊情况，地方课程我们

参与开发，我们也应该有资格进行评价，如果不考

虑教师和学生的意见，地方课程的评价不会有什么

新的突破”。有些老师还认为，“实质上，如果有一

个水平比较高的中介组织，就是大家比较认可的这

种课程评价组织进行评价，我觉得也可能很好，因

为这种评价结果与他们没有利益关系，我认为可能

会客观一些”。

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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