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问题提出

学习障碍最早由美国特殊教育家柯克在出席

美国知觉障碍儿童组织的会议时提到[1]，后“全美残

疾儿童咨询委员会”正式提出了关于学习障碍的定

义：“是儿童在一项或多项的理解及运用口头或书

面语言有关的基本心理过程方面有障碍”[2]。1995

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陈云英、王书荃给出的界定

是：“在获取与运用听讲、说话、阅读、书写、推理或

数学能力上有重大困难的学习异常”[3]。在目前的

研究中，学习障碍的界定仍然存在争议，但概括而

言，主要指的是因学生本身的智力与非智力因素以

及周边环境，造成的学习过程中出现认知、理解、记

忆文本与音像时困难，且在情感和行为上逐渐产生

了排斥学习乃至厌恶学习的状况，本文也将在这一

概念的界定范围内展开研究。

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是中国最

大的彝族聚居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教育发展动

力不足，硬件设施和师资力量都比较薄弱。笔者支

教的M中学是P县的一所寄宿制初级中学，截至

2017年6月，有学生3 034人，彝族学生占93.1%。

其生源除了县域内所有的适龄儿童、少年，还有少

数是辍学后重新入学的，为落实凉山州九年义务教

育的要求[4]，学校加大了说服已辍学学生重新入学

的力度。根据2016—2017学年的历史科目的成绩，

三个年级及格率分别是16.2%、56.0%、15.9%，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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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优秀率仅3%，学生历史学习状况不容乐观。

二、彝族初中生历史学习障碍的具体表现

（一）知识认知障碍

认知障碍指的是现有知识阻碍了新的、更有效

的知识结构的构建[5]。对于M中学的学生来说，由

于他们从小习惯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导致他们

在历史课上，对于历史教材的语言文字存在不认

识，不理解的情况，形成了知识认知障碍。

彝族有着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在农村地区日常

交流中偶尔使用汉语，多数情况使用彝语，多数农

村学生家长不认识汉字亦不会讲汉语，家庭教育中

对于汉字、汉语的教育也很少。笔者曾组织M中学

学生进行常用汉字和传统文化知识测验，结果显示

多数学生仅能掌握不到500个常用汉字，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理解也存在偏差，例如《西游记》中人物

“沙僧”有33.33%人写成了“沙阿僧”,历史人物“唐太

宗”有25.00%的写成“汤太中”，笔画笔顺错误也很

多，“新”本应先写“立”部，但有40.00%的学生先写

“斤”部，甚至有学生将英文字母“C”写作“ ”，大部

分学生汉语基础较差，部分学生存在严重障碍。

语言和文字上的障碍引起了理解障碍，以《中

国历史》（七年级上册）为例，介绍到尧、舜、禹三人

的前后顺序时，有近 50%的学生记忆为“禹、舜、

尧”，因为彝语中尧[yuop]和禹[yup]的发音相近。记

忆同样困难，中国古代的文字言简意赅，表意功能

很强，例如战国七雄“齐、楚、秦、燕、赵、魏和韩”并

没有对应的彝族文字，在发音上也是模仿汉语的,学

生在理解和记忆的时候常常记混、记错。笔者又将

调查问卷问题13“历史学习的最大困难”和“年级”

做交叉性分析之后发现：初一年级“识记、理解课本

知识存在困难”占49%，初二年级占33%，初三年级

占27%，可见伴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使用汉语和

汉字的频率增加，这种障碍会呈现出减轻的趋势。

（二）文化情感障碍

文化情感障碍是指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习俗

与历史教材所书写的文化与习俗存在差异，甚至相

悖的地方，造成了学生在学习时，产生了抗拒和轻

微排斥的心理。

首先是学习目标不明确，根据调查问卷问题11

“你认为历史课学习是否重要”：“重要”占23.13%，

“一般重要”占46.14%，“不重要”占30.73%；其次是

学生对于历史学习兴趣点有偏差，问题12“你对历

史课的兴趣主要集中于”：32.93%的同学选择“历史

知识”，40.55%选择“历史故事”，26.53%选择“历史

思维”，这表明有较大一部分学生把历史课当成故

事课的倾向，学生表示上课生动的教师更能激发他

们的学习兴趣，而照本宣科的教师则会降低他们听

课的效率；最后是学生对于历史文化轻微排斥，根

据调查问卷问题16“你希望历史课讲什么”：46.23%

的学生希望“多讲彝族的历史”，27.15%的学生希望

“多讲历史小故事”，这两种回答占比重最大。笔者

在讲解《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南方的初步开

发”一课时，增加了孟获部落的相关历史习俗，并拓

展了关于区域的历史，这一话题引起了学生课堂乃

至课后的热烈讨论。

（三）教学反应障碍

学生反应障碍是指由于教师教育观念滞后，教

学方法不当，导致学生受到的有效刺激较小，造成

了学习反应障碍。

根据《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对历

史教学提出了明确要求，学生通过历史课程的学

习，初步学会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和思考社会与人

生，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提高综合素质，得到全面发展[6]。首

先是学生对教学目标制定存在反应障碍，根据问题

22“你认为教学中老师更侧重于哪个层次目标的落

实”，77.30%的学生选择“知识与能力”，15.81%选择

“过程与方法”，6.89%选择“情感态度价值观”，也就

是说学生认为教师只是侧重知识点讲解，而不注重

方法和情感，存在反应障碍；其次是学生认为普遍

存在“赶进度”的情况，排课量较少，且常被占用，部

分内容只能粗略讲解，以《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

为例，第五学习主题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主要涉

及文学、艺术、科技等方面的成就，这部分内容需要

学生识记，但教学时间紧张，教师多数采取学生自

学的模式，而学生基础较差，自觉性不够，且存在民

族文化差异，多数学生放弃学习；最后是学生对于

学习测量存在反应障碍，根据题目27“老师课后是

否布置作业”，其中“布置作业”占77.40%，这部分中

“检查和批阅”占33.10%，所以通过布置作业检验学

生学习程度并及时反馈给学生的仅占25.60%，课堂

教学检验效率低，效果差。在考试前多数教师会组织

学生进行集体复习，但“学生自主复习”占71%，复习

效果显然不如教师带领复习，而考试结束后，教师一

般是评讲试卷，但几乎不分析学生错误率分布情况和

学习特点，从目标制定，到教学实施，再到教学测量和

反馈，学生的有效反应都比较小。

（四）学习环境障碍

学习环境障碍指受家庭、社会环境影响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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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学习形成的反作用力。

一是家庭环境，该地区多数成年劳动力选择外

出务工，年龄稍长的学生则承担了一部分家长的责

任，笔者召开家长会时，有60%的学生监护人是正

在上普高或者职高的学生直系或旁系兄姐。而跟

随学生家访也发现，13岁初中学生承担的家庭劳作

和农业劳作程度与成年人接近，这大大压缩了学生

的学习时间，学生面对繁重的学习任务，只能完成

其中的一部分，而他们一般选择完成语、数、英三门

课，历史学习时间被进一步压缩。二是社会环境，

初三毕业生和辍学学生多数选择外出务工，他们通

过QQ、微信等手段，与在校学生仍然保持着联系，

尽管学校明确禁止使用手机，但外界信息仍不断影

响在校学生的学习，在外务工人员向在校学生输出

务工信息，与学校教育之间形成了反作用力，家庭、

社会都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兴趣，造成了

学习障碍。

三、彝族初中生历史学习障碍的原因分析

（一）语言文字自成体系

彝族地区相对独立，民族构成比较复杂，方言

土语较多，方国瑜先生依据1956年少数民族语言第

四工作队的报告，在《彝族史稿》中将其分为六个方

言区[7]。大凉山的彝族使用的主要是北部方言中的

圣乍土语，1980年开始实行的《彝文规范方案》即是

以圣乍语为标准读音的[8]。彝语与汉语的语法结构

有所不同：是按照“主语—宾语—谓语”的顺序，且

动宾倒装，状语常置于中心词之前，例如汉语“这个

更好了”，彝语作“此马打阿辣摸挖”，“阿辣”是“更”

的意思，“摸挖”是“好”的意思，状语“阿辣”置于了

“摸挖”之前[8]。而彝族的文字主要是《彝文规范字

表》上的单体彝文字[8]，比较固定。

初中历史教学中频繁出现古汉语和汉字，汉族

学生日常使用汉语且接触传统文化较多，初中历史

的许多内容已比较熟悉，历史学习成为加工和矫正

头脑中已有历史知识的过程，但对彝族学生而言，

汉字和汉语在小学没有打下坚实基础，学习古汉语

和传统文化时更为困难，而当其学习到世界历史

时，障碍又被扩大。

（二）历史发展脉络独特

凉山彝族是历史上生活在四川、云南、贵州地

区的许多少数民族不断融合的结果，《史记·西南夷

列传》中就提到的夜郎、滇、邛都、巂、昆明、徙、筰

都、厓駹、白马等“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

也”[9]，可见那时就已经是多部落地区，但彝族究竟

起源于何时，何地，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意

见。汉朝初年，开始在此处设郡。三国时期，诸葛

亮南征，史载“（建兴）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

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永昌郡

为云南郡，又分建宁、臧柯为兴古郡”[10]。公元8世

纪，在云南哀牢山北部和洱海地区相继出现了六个

地方政权，史称“六诏”，后“蒙舍诏”的首领皮罗阁

在783年统一“六诏”，《南诏德化碑》载“寻派特进都

知兵马大将。二河既宅，五诏已平，南国止戈，北朝

分政”[11]。此时的南诏政权，彝族已经占据主体。唐

末，此处的少数民族部落不断融合，最终为大理段

氏所统一，史载“后晋髙祖天福二年，段思平立国号

大理，宋初仍为大理国 ”[12]。到了元朝时期，元世祖

派赛典赤到云南，并在这些地区设置路、府、州、县

和宣慰司，“所司之土，东接宋境，西距蒲甘，北抵吐

蕃，南届交阯，地方千里，总隶一百余州，凡二十余

路，皆公所摄”[13]。明代派遣付友德、沐英、蓝玉等将

领进兵云南，史载“英镇云南，简官僚、修惠政、剔奸

蠧、兴学校、治水利、垦田一百一万二千亩、军食嬴

足，恩威并着，教化大行，云南遂为乐土”[14]。清代在

明代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实行改土归流，发展经

济。1840年以后，中国陷入动乱，彝族奴隶主贩卖

鸦片，换取武器，疯狂扩张，战乱不断。1952年凉山

彝族自治区（州级）成立，属西康省，1955年更名凉

山彝族自治州，改属四川省，1978年西昌地区建制

撤销，原所属八县并入凉山彝族自治州[15]。

梳理其历史可以发现，凉山地区元朝时期才开

始设立州、县的行政区划，明朝时期社会经济开始

逐渐发展起来，近代以来由于一直饱经战乱，未形

成延续的文化脉络，独立的区域性又严重限制了学

生对世界的认知范围，更多的时候希望了解自己民

族的发展历史，对整个中国古代的发展历程则没有

概念，学生在认知、认同上存在着情感的障碍。

（三）教师资源有所欠缺

M中学历史教研组共有教师9人，从年龄构成

上看：3人年龄超过40岁,4人年龄30～40岁，2人年

龄在30岁以下，尽管老教师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但是他们的知识结构比较固定，难以接受全新的知

识，教学内容比较陈旧。从兼专职看：5人属专职教

师，1人由数学教师兼任，1人由政治教师兼任，2人

由学校行政人员兼任，行政人员事务较多，备课和

批改作业时间不足，教师专业性有待提高。从生师

比例看：大的为410∶1，最小也为207∶1，即全部历

史教师最少承担4个平行班级的教学任务，教学任

务重，难以开展针对性教学。从组织教研活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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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研组的历史教研活动相对较少，而且存在一

定的形式化，不利于教师教学方式的改进。

从全校来看历史教师的缺口仍然比较大，P县每

年都会组织教师考调，但仍然无法吸引大量人才投

身教师行业，一是地区相对偏僻，教师工作量大但工

资待遇却较低，因此教师压力较大，能力比较突出的

往往会选择继续考学，难以留住人才。二是受当地

观念所限，公务员的社会地位高于教师，M中学的众

多年轻教师都在准备各级公务员考试，一旦考中，即

刻辞去教职，影响了教学的持续性。

（四）社会经济发展滞后

经济发展滞后，教育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都

不够完善，就会引发一系列的教育问题，根据《凉山

州统计局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6年全州地区生产总值（GDP）达到1 403.92亿

元，增长6.0%[16]。经济增长率排在倒数第一[17]。

2016年凉山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7.38%，而

其粮食产量仅占全省的6.23%，这是由于凉山土壤

条件比较差，劳动力有限又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机械

化劳作，产量低，见效慢，多数成年劳动力选择了外

出务工，直接影响了教育的家庭环境，一方面家庭

教育缺失，另一方面初中学生回家后还需要承担家

庭劳作和农业劳作，压缩了他们的学习时间，通过

务工迅速获取财富的生活方式，也导致了家长不肯

进行教育投资。同时，外出务工人员通过网络媒体

方式与在校学生联系，形成了巨大的教学反作用

力，严重阻碍了教育功能的发挥。

四、对策与建议

通过对学习障碍的分析，可以看出，语言文字自

成体系和历史发展脉络独特，主要是彝族地区的民

族区域性导致的，而教师资源的欠缺和学习环境的

不良，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导致的。笔者

经过一年的教学实际和研究，提出以下改进措施：

一是加大少数民族地区的汉语教学力度，培养

一批本民族的汉语教师，提高教学效率，营造汉语

学习氛围，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尽可能使用汉语教

学，减少民族语言的使用。然后利用古诗、古汉语

逐步培养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帮助学生在小

学阶段建立起汉语使用习惯和传统文化素养。

二是将民族文化资源引入到历史教学中，一方

面是明确彝族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整体的构成

部分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充分利用彝族的节日、饮

食、服饰等，侧重讲述其如何反映历史的进程，受到

汉族文化影响后，发生了哪些改变，引导学生逐步

克服文化情感障碍。

三是健全教师教育体系，先建立起人才引入机

制，吸引优秀青年投身于P县的教育事业，然后逐步

提高教师待遇，争取留住人才。同时，充分联络高

校进行教师培训，M中学目前已与四川师范大学建

立起对接帮扶，还需建立起合理的教师评价机制，

让真正专心教学、关心学生的教师享受良好的待

遇，淘汰一批不负责、不作为的教师，通过改进和提

高教师技能，重新唤起学生的学习反应。

四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美丽新凉山，吸

引外出务工人员逐步返回家乡，投身于家乡建设，

弥补家庭教育缺失，同时也将孩子从沉重的家庭劳

作和农业劳作中解放出来，使其在学习上花费更多

的精力。增加教育投入，M中学2017年在政府的支

持下新建两栋学生宿舍和一个操场，极大地改善了

学习的硬件设施，同时，也需及时改善软件条件，将

一部分资金用于改进教师教学方式，引入全新教学

手段。最后是设立思想政治教育专项经费，培养一

批专业化的思政人员，对中学生进行引导，逐步摆

脱外出务工人员对在校学生学习的反作用力。

通过前三种方式可以逐步缓解这些障碍，但归

根结底，仍需要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民族

区域发展动力，逐步缩小区域差距，才能从根本上

消除这些障碍，真正促进学生的历史学习，并充分

发挥历史教育知识育人和文化育人的双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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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通过发声练习掌握横膈膜呼吸，打开喉咙，

找到共鸣。但是由于学校多采用集体课教学，教师

很难掌握到每名学生的进度，在集体歌唱的时候很

多同学积极性不高，浑水摸鱼。针对以上问题可在

班级展开小组教学以及小组回课、分组练声等方

式，让每组学生互相交流帮助，布置小组歌曲在班

级上进行互动比赛等方式，有效提高学生的积极

性，也增加教师对每名学生的关注度，使学生能更

好地掌握基础的发声技巧。

（3）加强咬字吐字练习

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而

凉山民族师范学校的学生大多数来自山区的彝

族。他们从小生活在彝语环境中，汉语非常不流

利，许多学生甚至不会汉语。声乐本就是一门注重

咬字吐字的学科，在凉山民族师范学校更是应该视

为重中之重。在声乐教学时要求学生在每一句歌

词上面都标上汉语拼音，唱之前先学会大声朗读歌

词，给自己建立一个开口音闭口音的概念，平时交

流也用普通话，尽可能地消除口音所带来的咬字吐

字问题。

（4）歌曲注重民族化

彝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彝族孩子从小都

会唱山歌，大多数孩子拥有一副高亢的嗓音以及美

妙的音色。然而在声乐教学中许多教师比较单一

地进行美声唱法的教学，很多学生觉得很不习惯。

针对地区特色让学生学习民族唱法的发声，结合自

身的实际情况展开学习，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与成效。

（5）培养学生音乐文化涵养

针对幼儿教育的特色，着重训练学生的音乐作

品赏析能力，让学生学会分析作品的背景以及所要

表达的情感，学会欣赏作品的内涵；同时结合学校

所开设的舞蹈课程让学生在了解歌曲内涵之后表

演歌曲。提高学生音乐文化涵养，增加音乐鉴赏能

力、分析作品能力以及幼儿歌曲表演能力，为学生

未来顺利进入工作岗位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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