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民族多、地域广，因此存在不同的少数民

族语言和地方语言。为了促进不同地区及不同民

族间的顺利交流，实行全国统一用语是非常必要

的。对此，2000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定了普通话为我国的国家

通用语言。彝族人口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占第6位，

主要分布在我国云、贵、川西南三省。四川省凉山

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1]，也是彝语

保持得最好的地方[2]。彝语是彝族人民的母语，因

此，普通话在彝族地区普及率较低。2016年3月的

《全国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表》中的数据显示：在凉

山彝族自治州468.78万人口中，仅三分之一左右

（33.93%）的人口掌握普通话[3]11。而学校是推广普

通话的主要机构。幼儿园作为启蒙阶段的学校教

育机构，更是肩负着推广普通话的重任。学龄前期

（3～6岁）正是幼儿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学好普通

话更应从幼儿抓起。《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中也指出：“方言和少数民族地区应积极为幼儿创

设普通话交流的语言环境。”作为全国最大的彝族

聚居区，四川省凉山州少年儿童国家通用语言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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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是我国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突出短板[4]。

针对这一现象，2015年8月，四川省在凉山彝区启动

“一村一幼”计划，以建制村为单位，一个村设立一

个幼儿教学点，组织开展双语学前教育[5]。每个“一

村一幼”教学点选聘两名兼懂彝汉双语的辅导员[6]，

让幼儿在学前阶段学好普通话，为后续的学习发展

奠定基础。“一村一幼”（简称“村幼”）辅导员是指四

川省彝族地区每个“一村一幼”教学点选聘的兼懂

彝汉双语的幼儿园教师。但是部分彝族幼儿园教

师普通话水平较低，甚至存在着使用彝语方言教学

的现象，不利于彝族地区幼儿普通话的学习，势必

会对其以后的学习生活产生消极的影响。可见，提

高彝族地区幼儿园教师普通话水平是很有必要

的。而目前针对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水平的研究

较为缺乏。因此，研究提高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水

平的策略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过程

（一）研究对象

整群抽取2019年四川省某师范大学承担的四川

省凉山州深度贫困县“一村一幼”辅导员能力提升培

训项目参训学员334人施测。为了有效分析彝族村

幼教师的普通话水平，因此剔除汉族村幼教师42人，

回族村幼教师8人，实际参与分析的全部彝族教师共

284人。这284名彝族村幼教师分别来自四川省凉山

彝族自治州喜德县、甘洛县、布拖县。

（二）研究过程

培训项目组将334名培训学员分为100人以内

的教学班共4个班。每班配备3名班主任（由教学

班主任、行政班主任、生活班主任组成）和3名教学

助理（由学前教育专业研究生担任）。每班按照不

超过5人原则分为67个小组。各小组成员尽量包

括普通话前测水平为二级甲等、二级乙等、三级甲

等、三级乙等、不入级的学员。本次学员的普通话

测试是由四川省某师范大学普通话测试中心与四

川省语委测试中心衔接，确定对2019年四川省凉山

州深度贫困县“一村一幼”辅导员能力提升培训项

目参训学员334人（仅对彝族村幼284名教师进行

分析）进行训前和训后普通话水平施测。施测单位

为四川省某师范大学普通话测试中心。训前测试

时间为2019年6月29日，训后测试时间为2019年7

月16日。培训时间为2019年6月30日-2019年7月

14日共15天。培训内容以普通话水平测试内容为

主。普通话水平测试内容包括读单音节字、读双音

节词语、短文朗读和命题说话四个部分。普通话水

平测试是对人们掌握和运用普通话的规范程度的

测试，普通话水平等级分为三级六等，即一、二、三

级，每个级别再分出甲、乙两个等次；一级甲等为最

高，三级乙等为最低。因在该项目的普通话水平初

次测试中存在得分低于60分的彝族村幼教师，为方

便统计与描述，本研究将测试得分在60分以下称为

不入等级。且因在该项目的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学

员最高水平未达到一级。因此，将二级甲等、二级乙

等、三级甲等、三级乙等和不入等级五个维度依次赋

值5、4、3、2、1，未对一级甲等与一级乙等赋值。数据

采用SPSS22.0软件统计分析。

二、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水平现状分析

在培训开始前对彝族村幼教师进行普通话水

平测试，并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以客观了解彝族

村幼教师的普通话水平现状，为制订彝族村幼教师

普通话水平提高策略做准备。

（一）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水平前测的差异性分析

1. 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前测水平平均为三级甲等

从表1可见，彝族村幼教师的普通话前测平均

水平为三级甲等（x-=3.29），说明彝族村幼教师的普通

话水平较低，未达到国家对幼儿园教师普通话水平

的要求（二级甲等）。在培训前的普通话水平前测

中，二级甲等8人，占比2.8%；二级乙等119人，占比

41.9%；三级甲等113人，占比39.8%；三级乙等37人，

占比13.0%；不入级7人，占比2.5%。这也表明针对

彝族村幼教师的普通话培训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

需加强对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水平提高的重视。

2. 彝族村幼女教师普通话前测水平明显高于男教师

对彝族村幼教师的性别与普通话前测水平进

行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可见表2，彝族村幼男教师

与女教师的普通话前测水平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

（α=0.346，P=0.000<0.001）。女教师的普通话前测

平均水平（x-=3.45）为三级甲等，男教师的普通话前

测平均水平（x-=2.78）为三级乙等，表明此次参加培

训的彝族村幼中女教师的普通话前测平均水平明

显高于男教师。

这个研究结果与谢旭慧、缪丽珺[7]的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谢旭慧和缪丽珺二人对2010年上饶师

范学院767名在校大学生普通话考试成绩作为研究

对象得出的研究结果表明：男女师范生的普通话水

普通话前测水平

表1 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前测水平平均值的比较

人数（n）

284

标准差（s）

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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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存在显著差异，即女生的普通话水平明显好于

男生。这个研究结果与边仕英等[8-9]的研究结果基

本一致。他们在2016年对四川省凉山民族师范学

校的2012级、2014级和2015级学生为调查对象就

普通话普及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彝族男生在家

更喜欢说彝语，彝族女生在家更愿意说汉语。刘毓

恒[5]在2017年的研究结果表明：男生的普通话水平

低于女生的原因与女生更容易接受普通话的学习

有关；同时，还与女生的性格、学习习惯、学习态度

和语言学习能力占优势等有关。在家庭以外的日

常生活中男性的彝语使用情况多于女性，女性使用

普通话的情况多于男性。2018年袁海燕[10]在调查

“你在回家的车上，没到家时你通常更倾向于选择

说普通话还是方言？”这一问题时，68%的男生选择

说普通话，约占 72.73%的女生选择说普通话。可

见，更多女生选择下班途中说普通话。彝族村幼教

师的普通话水平训前测试结果与其他研究结果基

本一致。这说明彝族村幼男教师普通话水平低于

女教师是属于正常现象。

3. 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前测水平随年龄增长逐渐

降低

对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前测水平进行年龄差

异显著性F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段的彝族村幼

教师的普通话前测水平存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3.281，P=0.012<0.05）。由表3可见，年龄在40岁及

以下的彝族村幼教师的普通话前测水平均接近三

级甲等（3.00<x-<3.50），且年龄在30岁以下的教师普

通话前测水平（M=3.38）比31～40岁的彝族村幼教

师普通话前测水平（x-=3.08）高；年龄在41岁及以上

的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前测水平接近三级乙等（x-=

2.33），表明彝族村幼教师普的通话前测水平随年龄

增长逐渐降低。

（二）彝族村幼教师性别、年龄对其普通话前测水平

的影响分析

1. 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前测水平的相关分析

对彝族村幼教师的普通话前测水平与其性

别、年龄进行皮尔森相关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水平与其性别、年龄均存在

显著性相关，表明性别与年龄均会影响彝族村幼

教师的普通话水平。其中，性别与彝族村幼教师

普 通 话 前 测 水 平 呈 现 极 其 显 著 性 正 相 关

（α=0.346，P=0.000<0.001），年龄与彝族村幼教师

普通话前测水平呈现显著性负相关（α=-0.169，

P=0.004<0.01）。

2. 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前测水平的预测性分析

为进一步探索彝族村幼教师性别、年龄对其普

通话水平的预测性，以彝族村幼教师的性别、年龄

为自变量，以其普通话前测水平为因变量，进行逐

步多元回归分析。表5显示，彝族村幼教师的性别、

年龄与其普通话水平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

年龄均进入了回归分析方程。模型一进入为：性

别，其解释量为34.6%，t=10.715，P=0.000，P值小于

0.001，研究结果说明：性别对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

水平的回归显著，能够显著预测彝族村幼教师的普

通话水平。模型二进入为：性别、年龄，其解释量分

别为 33.5%、-14.3%，t=10.715，P=0.011，P 值小于

0.01，研究结果说明：性别、年龄对彝族村幼教师普

通话水平的回归显著，能够显著预测彝族村幼教师

的普通话水平。模型二中年龄的解释量为负值，可

知彝族村幼教师的年龄与其普通话水平呈负相

关。由此可见，性别、年龄均对彝族村幼教师的普

通话水平产生了主要影响。

三、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水平提高策略的制
订与实施

针对普通话测试内容（包括读单音节字、读

双音节词语、短文朗读和命题说话四个部分）以

及通过对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水平现状的分析，

结合彝族村幼教师的访谈了解到命题说话是其

组别

普通话前测水平

男（n=67）

2.78±0.918

女（n=217）

3.45±0.725

α

0.346

P

0.000

表3 彝族村幼教师年龄与普通话前测水平平均值的比较

>41岁

（n=3）

2.33±0.577

F

3.281

P

0.012

组别

普通话前测水平

26～30岁

（n=111）

3.38±0.798

31～35岁

（n=51）

3.08±0.688

36～40岁

（n=25）

3.08±0.862

表4 普通话前测水平与其性别、年龄的相关性分析

个人情况

普通话前测水平

性别

α=0.346，

P=0.000

年龄

α=-0.169，

P=0.004

x-±s

x-±s

表5 教师性别、年龄对普通话水平的多元回归分析

模型1

模型2

预测变量

（常数）

性别

（常数）

性别

年龄

非标准化系数

B

2.105

0.671

2.391

0.649

-0.120

β

0.346

0.335

-0.143

标准化系数

标准错误

0.196

0.108

0.224

0.108

0.047

R

0.346

0.374

0.120

0.140

0.117

0.134

F

38.384

22.892

P

0.000

0.000

T

10.715

6.195

10.676

6.036

-2.575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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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等情况，特制定以下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提升

策略。

（一）语言专家集中对彝族村幼教师发音标准化技

能进行培训

部分彝族村幼教师的普通话水平较差，存在分

不清平舌与翘舌、边音与鼻音、前鼻音与后鼻音等

问题，少部分教师甚至不认识拼音，他们的普通话

口语表达不流利，带着浓浓的彝语口音，常常还夹

杂四川方言的实际情况。项目培训团队首先制定

了普通话发音技能标准化培训措施，并聘请该大学

4名省级普通话测试员作为此次普通话水平培训专

家对彝族村幼教师进行普通话发音技能标准化培

训。培训时间为连续2天。形式为将参训学员分为

4个教学班分别进行集中培训。每名培训专家对应

1个班进行培训。普通话发音技能标准化培训具体

从普通话语音基础知识学习、《汉语拼音方案》学习

和方言语音辨证及训练三方面进行。

该次培训非常重视学员发音技能标准化训

练。彝族地区教师普通话基础薄弱，方音严重，在

普通话培训中必须从最基础的语音知识着手，根据

《汉语拼音方案》进行正确的元音、辅音、声母、韵

母、声调教学，再结合方言进行方音辨证，辨识方言

与普通话的差别，学习正确的发音。只有这样，彝

族地区教师才会对普通话语音产生正确的认识，才

能从根本上改善教师的普通话发音，为后续的普通

话培训打牢基础。

（二）学前教育专业教师集中训练彝族村幼教师口语

教师的口头言语表达能力简称“教师口语”。

教师口语是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使用的职业用语。

学龄前期是幼儿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此时他们的

文字能力较低，都是通过口头语与教师交流。加上

幼儿爱模仿的特点，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他

们语言能力的发展。因此，幼儿教师的口语就显得

尤为重要。幼儿教师教学口语运用能力的要求非

常高，不仅需要教师普通话规范标准，还要求语言

要富含丰富的情感，使用贴近幼儿生活的语言与幼

儿交流互动，同时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应变能力。普

通话测试的第三部分内容涉及教师的口语。因此，

对彝族村幼教师进行口语训练是必要的。教师口

语训练内容包括幼儿民间故事讲述（1天完成）和彝

族民族特色讲述（1天完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训

练内容幼儿民间故事的搜集是由学前教育专业12

名研究生（每班3名培训助理，共4个班）搜集。要

求民间故事的内容适合幼儿听或阅读的。每位助

理搜集不同民间故事10个以上，最后装订成册分发

给每位学员，便于学员为讲述训练准备。民间故事

的讲述方式是由学员选择自己喜欢的民间故事进

行尝试性地自由讲述故事，最后由小组推荐一位学

员在全班讲述。其他学员帮着该讲述者找出其发

音不正确或不准确的字词等并加以纠正。如果其

他学员不能正确地纠正讲述学员的发音，学前教育

专业教师（普通话通过二甲者）要进行最后的纠

正。彝族村幼教师口语训练的第二部分训练内容

为彝族民族特色讲述。彝族民族特色内容是彝族

村幼教师结合村幼教点的实际情况提供一段描述

有关当地民族特色，包括景点、民族生活方式或生

活习惯或生活用品（包括民族服装、民族特有的食

品、彝族酒具等）。由彝族村幼教师在小组内讲述，

然后小组内再推荐1名学员在班上讲述。目的是训

练彝族村幼教师的讲述能力即口头表达能力。通

过多次练习尝试，克服紧张羞怯，提高语言逻辑能

力与语言组织能力，锻炼即兴表达技巧。

（三）各班班主任组织学员每天晨读半小时

项目团队制定了彝族村幼教师晨读训练计

划。晨读内容包括幼儿文学作品和普通话测试训

练内容。幼儿文学作品包括幼儿故事、儿歌、儿童

散文等，它们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符合幼儿的认知

水平，因而受到幼儿的喜爱。本次培训的文学作品

晨读内容未包括幼儿故事，仅包括儿歌、散文类文

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的搜集是在项目首席专家

指导下由4个班培训助理（由学前教育专业研究生

担任）搜集。搜集的数量为确保每天一则儿歌或散

文。晨读的普通话训练内容由语委测试员编撰。

编撰内容是按照普通话测试的内容，包括读单音节

字、读双音节词语、短文朗读和命题说话四个部分

组成。编撰的量为15天完成。晨读时间确定为每

天早晨讲座前半小时，时间分配为文学作品和普通

话训练内容各占15分钟。文学作品晨读带领教师

为由讲师及其以上职称并且普通话过了二甲的学

前教育专业教师分别担任各班的幼儿文学作品晨

读教师。根据学员彝族村幼教师的普通话水平现

状对晨读文学作品内容做了相应调整，并为学员

标注上了拼音。首先由专业教师示范朗读幼儿文

学作品，再讲解示范中的易错字词，学员跟读，最

后要求学员带着情感地自由朗读的方式进行。普

通话训练内容的晨读带领者为通过了普通话二甲

测试的学员担任。先由普通话过了二甲的学员在

前一天熟读晨读内容，第二天早晨讲座前先教读

学员，然后让学员自己尝试大声阅读普通话训练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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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每天晚自习时间志愿者跟进式指导学员训练

普通话

为了快速提高彝族村幼教师的普通话水平，培

训项目组采取了志愿者跟进式指导彝族村幼教师

开展普通话训练。志愿者的要求是普通话通过了

二甲的人员。在培训团队的动员下，学员中8名已

经通过了普通话二甲的学员愿意担任志愿者。但

是，学员共有334人共67组。因此，还差59名志愿

者。培训项目组在该校学工部的支持下，最后征集

了普通话通过了二甲本科学生共75名。原则上先

保证每组学员分配1名有二甲的志愿者。剩余6名

志愿者分配到男教师或年龄稍长的学员小组中。

这是根据训前普通话测试的结果：男教师的普通话

水平低于女教师；年龄稍长的教师普通话水平低于

年龄稍微年轻的教师。具体训练时间为每晚7:00～

8:00。训练方式为：先由小组内普通话水平通过了

二乙的学员带领其他学员先训练10分钟，再由二甲

志愿者带领组内学员训练10分钟，接着每位学员自

由训练10分钟。剩下30分钟由志愿者对每位学员

进行有针对性的过关听读训练。

（五）培训项目组鼓励学员利用碎片化时间训练普

通话

培训项目组的教师们鼓励学员以小组为单位

一起到食堂吃饭，一起散步等，建议学员之间在共

同生活中讲普通话，形成普通话表达的习惯，尽量

克服在学习之余讲本民族语言，减少母语的干扰。

这既增加了学员的交流互动，又共同提升普通话水

平。因此，学员在充分利用每天早晨、课间、晚上等

碎片化时间加强练习普通话。

四、培训前后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水平对比
分析

（一）培训后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水平显著提高

对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前测水平与后测水平

进行配对样本 t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说明培训前

后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水平存在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t=-7.46，P＜0.001）。培训前后彝族村幼教师普

通话水平测试的平均值分别为3.29,培训后其普通

话平均水平为3.76，培训后显著高于培训前。可见

经过培训后，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水平有了显著提

高。从培训前后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水平各等级

人数变化的情况就可以体现出来。

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水平在数量上也出现了

明显变化。一是二乙以上人数明显增加。对培训

前后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水平各等级人数进行统

计分析，培训前普通话水平为二级甲等的彝族村幼

教师有8人，培训后上升到31人，二级甲等人数增

加了23人；培训前普通话水平测试为二级乙等的彝

族村幼教师有119人，培训后上升到163人，二级乙

等人数增加了44人。即二乙以上人数共增加了67

人。二是三甲以下人数明显下降。培训前普通话

水平测试为三级甲等的彝族村幼教师有113人，培

训后下降到82人，三级甲等人数下降了31人；培训

前普通话水平测试为三级乙等的彝族村幼教师有

37人，培训后下降到8人，三级乙等人数下降了29

人；培训前普通话水平测试为不入等级的彝族村幼

教师有7人，培训后普通话水平不入等级0人，不入

等级人数下降了7人。即三甲以下人数共下降了67

人。这说明培训后彝族村幼教师的普通话水平有

了明显提高。这同时说明该项目培训组制订的提

升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水平是有明显效果的。

（二）彝族村幼教师性别与培训前后普通话水平平

均值比较

从性别来看，培训前后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水

平的平均值分别为：男教师培训前 2.78，培训后

3.64；女教师培训前3.45，培训后3.79。具体来看，

普通话水平为二级甲等的男教师由培训前的1人增

加到4人，女教师由7人增加到27人；普通话水平为

二级乙等的男教师由培训前的16人增加到18人，

女教师由103人增加到145人；普通话水平为三级

甲等的男教师由培训前的23人增加到37人，女教

师由90人减少到45人；普通话水平为三级乙等的

男教师由培训前的23人减少到7人，女教师由14

人减少到1人；普通话水平为不入等级的男教师由

培训前的4人减少到0人，女教师由3人减少到0

人。这说明经过培训，男教师与女教师的普通话

水平均得到提升，且女教师普通话水平提升高于

男教师普通话水平。这说明了提升彝族村幼教师

普通话水平的策略参考学员性别差异来制订是有

效果的。

（三）彝族村幼教师年龄与培训前后普通话水平平

均值比较

从年龄来看，培训前后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水

表6 普通话前测水平与后测水平的配对样本 t检验

成对差分

95% 差异数的

信赖区间

df

283

Sig.

（双侧）

0.000前测-后测

平均值

-.468

标准偏差

1.058

标准错误

平均值

0.063

下限

-.592

上限

-.345

t

-7.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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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平均值分别为：25 岁及以下的教师培训前

3.38，培训后3.74；26～30岁的教师培训前3.38，培

训后 3.76；31～35 岁的教师培训前 3.08，培训后

3.76；36～40岁的教师培训前3.08，培训后3.84；41

岁及以上的教师培训前2.33，培训后3.33。这说明

了提升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水平的策略参考学员

的年龄差异来制订是有效果的。

五、结论

通过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培训前后测试结果的

对比分析，发现培训后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水平有了

明显提高，说明该普通话培训方案有效可行。对今后

彝族地区的其他学龄段教师普通话培训具有借鉴意

义。该培训项目的普通话水平提升策略同样可以用于

其他民族教师普通话水平的训练。为了让彝族村幼教

师保持普通话培训效果，除以上普通话提升策略外，还

可从以下方面改善彝族村幼教师的普通话水平。

（一）加强彝族村幼教师师资队伍建设

首先，提高彝族村幼教师的准入门槛。规定持

有教师资格证书、普通话证书及学历，能有效防止

彝族村幼教师的普通话水平过低。其次，加强彝族

村幼教师普通话培训。将普通话培训列入教师的

职前职后教育计划，在师范教育中提高对彝族学前

教育师范生普通话培训的重视，对在职彝族村幼教

师进行普通话职后培训。

（二）营造规范的彝族村幼校园语言环境

教师普通话语言能力的提高，必须要有一个相

对良好的语言环境，这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

的。因此，要规范校园语言环境，做到“入园请讲普

通话”，教师和幼儿在校园生活中均使用普通话进

行交流，长此以往，彝族村幼教师及幼儿的普通话

水平才能得到有效提高。

（三）建立与普通话水平挂钩的彝族村幼教师职称

评定标准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与普通话水平

挂钩的教师职称评定标准。将教师的普通话水平

和素质的考察与评优、评职称等联系在一起，普通

话语言能力及表达能力不达标的教师不能继续任

职，从而使所有教师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自己的普通

话语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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