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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藏族地 区英语教学的教学方法以及藏
、

汉
、

英三语 的对比入手
,

应用第二语言习

得研究领域及教学法研究领域中的相关理论和方法
,

通过测试
、

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等
,

调查分析了藏

族地区英语教学现状以及各种外语教学法特别是语法翻译法在该地 区英语教学中的运用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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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一体化的当今世界
,

英语在国际交流

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和重要
。

作为少数民族地区

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英语教学对民族地区

的进步和发展
,

落后的经济状况的改善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
。

在藏族地区
,

英语教学基础相当薄弱
。

通过

20 03 年和 20 0 4 年两年的实地调查
,

我们发现藏族

的文化背景
、

地理位置以及藏族人 民的生活方式

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该地区英语教学发展的因

素
。

而教学条件
、

师资力量以及教学方法 的不完

善严重影响了藏族学生对英语的学习
,

其中又以

教学方法的不适合最为突出
。

9 0 % 以上 的学校仍

旧使用单一的语法翻译法进行教学
,

并且几乎没

有适合藏族学生学习的英语教材
,

本文将着重探

讨制约藏族地区英语教学的各个主要因素
。

一
、

藏族地区英语教学现状

各种英语教学法的研究和运用在中国的外语

教学领域中已 日渐成熟
。

但是
,

在少数民族地

区
,

特别是西部的藏族地区
,

教学状况仍然却停

滞不前
,

教学成效微乎其微
,

严重影响了该地区

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

1
.

1 藏族地区文化背景
、

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

对英语教学产生的影响

藏族文化 以宗教文化为背景
,

藏族传统佛教

的价值观造就了藏族人民的生活态度
,

影响了绝

大多数藏族人民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
,

在很大

程度上束缚了多数藏族人民的思想观和价值观
,

忽

视了 自身受教育的机会
。

通过实地调 查
,

约有

7 0 % 的牧区藏族家庭认为子女没有学习的必要
。

其

次
,

藏族地区地理环境差
,

经济发展落后
,

交通通

讯不发达等因素决定了藏族人民的生产方式和生存

模式以土地和畜牧为基础
,

因此
,

大多数人对学习

科学文化知识的意识还存在很大的偏差
,

通过采

访
,

约 39 % 的藏族学生认为英语学无至用 ; 同

时
,

约有 9 0 % 的同学从出生到现在几乎没有接触

过西方文化 ; 学生家长教育水平也普遍不高
,

仅有

2% 一 3 % 的家长取得过大专或本科文凭
。

另外
,

高

原地区的气候也严重影响了学生学习的效率
,

例如

我们所调查的红原
、

若尔盖两县海拔都处于 3 500

米以上
,

气候恶劣
,

氧气严重不足
,

这在很大程度

上也影响了同时必须学习汉
、

藏
、

英三语的学生们

的学习效率
。

1
.

2 教学条件
、

师资力量对藏族地区英语教学

产生的障碍

藏族地区的教学条件无论是在硬件还是在软件

上都相当落后
。

调查显示
,

90 % 的学校没有专设的

语音室
、

多媒体教室
,

没有配备相应的英语教学设

施及资料
。

这使在英语教学过程中使用听说法
、

视

听法教学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

同时
,

现今使用的统

编英语教材在某些方面也显得并不适合藏区学生的

学习
。

师资力量方面
,

在所调查的红原县
、

马尔康

县
、

若尔盖县的各个学校中
,

英语师资严重不足
,

英语教师专业水平整体不高
。

这对多种英语教学法

的综合使用都形成了无可质疑的阻碍
,

因此
,

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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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地区运用最多的有且只有语法翻译法
。

二
、

藏
一汉 一

英三语结构下藏族学生英

语学习特点分析

受地域
、

经济
、

民族文化以及 自然条件的限

制
,

藏族学 生学 习英语存在许多困难
。

首先
,

统

编英语教材对毫无基础 的学生显得太深
。

其次
,

藏族学生 要学 习三种语言
,

即藏语
、

汉语
、

英

语
,

这影 响了英语学习的质量
。

第三
、

教师多数

为汉族教师
,

在教学过程中通常采用汉
、

英双语

的语法翻译教学
。

第四
,

师资力量的薄弱
,

使藏

区英语教学方法局限于语法翻译法
。

尹德莫教授提出
,

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对 目标

语言的学习是受到大脑 中
“

双元结构
”

的影响

的
。

我们的大脑中存在有语言的知识结构和认知

结构
。

大脑中相对 固化的知识结构只有在动态 的

认知结构的催化和帮助下才能与现实世界建立联

系
。

同时
,

其提高也将促进认知结构的发展
。

过汉语认知结构的中转用其母语— 藏语来完成对

目标材料的理解和分析了
,

同时我们还不能排除在

对 目标材料的认识理解过程中
,

母语和第二语言会

互相影响
,

对目标语言的认识过程造成或者促进或

者阻碍的结果
。

信息的输出也是如此
,

藏族学习者

可能通过其母语的知识和认知结构来直接输出 目标

语料
,

也可能通过其第二语言— 汉语来输出目标

语料
。

}目标语料 }

l夔竺口

目目标语输出出

英英语知识结构和和

认认知结构构

藏藏语知识结构和和

认认知结构构

图 2 目标语料 (英语 )在大脑中理解分析过程图

母母 语 知 识识识 英 语 知 识识

结结构构构 结构构

图 1 双元结构系统图

结合双元结构的理论
,

针对藏族学生的语言知

识结构
,

我们发现藏族学生的语言体系是以藏语

为主干
,

汉语和英语为分枝的语言树形结构
。

在

英语学习中
,

大脑中的三种语言知识结构和认知

结构同时发生作用并相互交替影响
。

相对于以汉

语为母语
,

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习得者
,

以藏语为

母语
,

汉语为第二语言
,

英语为 目标语言的习得

者的习得过程则会更加复杂化
。

例如对于相对简

单的 目标材料
,

藏族学习者可以通过其第二语言

— 汉语来直接进行理解分析过程
,

但对于相对

陌生或者复杂的 目标材料
,

藏族学 习者就必须通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
,

由于藏族地区多数学生是

在上小学之后才开始接触其第二语言— 汉语
,

他

们大脑内的汉语知识结构和认知结构系统发展并不

完善
,

加之由于藏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落后
,

使大多

数藏族学生固有的知识结构也相当不足
。

无疑
,

这

使他们对英语知识的学习和对英语文化的了解都变

得更加困难
。

第三
,

由于从事英语教学的教师多数

为汉族教师
,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常采用汉
、

英双语

的语法翻译法教学
,

这又给本身汉语知识结构和认

知结构系统不完善的藏族学生学习英语造成更大困

难
。

另外
,

由于藏语
、

汉语和英语三种语言的语法知

识结构体系本身的不同
,

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
,

无

疑
,

这些藏族学生又很容易将三种语言混淆起来
,

使

英语学习变得混乱无条理
。

例如
:
英语中

“
1 at e the

m ae l
.

”

和汉语语序结构相同
,

但在藏语中则是
“

我
-

饭
一 吃 一 了

”

的语序结构
。

经过实际测试我们发现

约有 9 0 % 的藏族学生易将语序混淆
,

而这样的语法

问题正是其他们英语学习中最大的难题
。

2
.

2 藏
一
汉两种语言对英语学习的影响

由于藏族学生的英语习得仍然是一个发展过

程
,

同样也经历沉默期
、

套语期等过程
,

因此我们

不得不注意藏
、

汉两种语言对英语习得过程的影

响
。

通过对比分析
,

我们发现汉语与英语存在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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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句子结构如均为主谓宾结构 ( S V O )
,

但藏语句

子结构却是主宾谓 ( SO V )
。

而汉语中不存在词语

的普通级
、

比较级和最高级之分
,

但英语和藏语中

却都存在级次之分
。

而语音方面
,

藏语中也存在与

英语中相似的音节
,

如 / k /
、

/ t /
、

/ m / 等以

及英语中不存在的音节
。

而藏语属拼音文字
,

只要

看到字
,

就能把它直接拼出来
,

因此很多学生在读

英文单词的时候
,

也常常把英文单词的字母和音标

混淆起来
,

比如说
,

l i k e / l a i k /
,

他们会不自觉的

拼成月 ik /
。

(向晓红
,

2 0 0 5) 因此
,

藏族学生在

学习英语的过程中
,

常常将汉
、

藏
、

英三语混淆起

来
,

在认知和记忆方面都会形成巨大的学习障碍
。

此外
,

藏语作为母语系统早已在藏族学生的头脑里

根深蒂固
,

在汉语学习中已经产生一定程度的负迁

移了
,

更不必说英语学习了
。

三
、

外语教学法在藏族地区英语教学中

的运用现状

3
.

1 各种外语教学法在藏区英语教学中的运用

情况

藏族地区特有的地理条件
、

特殊的历史文化背

景
、

生活方式
,

以及独有的三语环境决定了种类繁

多异彩纷呈的各种外语教学法在该地区的英语教学

中无法找到自己合适 的位置
。

例如硬件设施的落

后
,

语音室
、

多媒体教室等教学设施的缺乏
,

使听

说法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

而直接法对师资的要求很

高
,

需要口 头表达非常优秀并且教学灵活的英语教

师
,

这与藏族地区英语师资力量的状况形成鲜明对

比
,

使其实现也变得不明显
。

仅仅有极少数学校能

将直接法与翻译法结合起来进行教学
。

同时
,

藏传

佛教影响下的藏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也差异甚大
,

二

者本身的不同以及与英语文化的巨大差异对英语教

学的视听法更形成的巨大的阻碍
。

而交际法不但对

学生基础要求较高
,

同时对老师的英语 口语能力和

知识能力也是高标准要求
。

因此
,

这些教学法在藏

族地区并不适用
。

而目前在藏族地区使用最普遍的

是最原始
、

最单一的语法翻译法
。

3
.

2 语法翻译法在藏族地区英语教学中的运用

情况

2 00 3 年在马尔康县中学旁听的一堂英语课给

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

课堂以
“

教师
、

课堂
、

课本
”

为中心
,

老师首先教学生读单词
,

然后带领

学生一起读两遍
,

之后
,

老师开始讲解课文
,

将课

文原文翻译成汉语使学生了解课文内容
,

学生被动

接受
。 “

学完课文
”

之后
,

老师教读课文
。

然后一

堂课结束
。

课堂中
,

老师读错很多单词
,

语法翻译

讲解也频繁出错
,

而学生则被动接受
,

因为根本他

们没有辨别对错的能力
。

加之许多藏族学生连汉语

都没掌握
,

对以汉语授课的老师所讲解的东西更是

无从知晓了
。

而在所调查的学校中
,

几乎所有课堂

模式都与此相同
。

可以看出
,

这种教学方法是符合语法翻译法的

教学原则和教学过程的
,

教学过程中通过翻译手段

进行教学
,

注重阅读
,

强调语法在教学里 中的作

用
。

然而忽视了藏族学生特有的三语结构
,

忽视听

说
,

忽视语音和语调的学习及 口语的训练
, ,

脱离学

生的实际需要和语言水平
。

许多学生根本无法掌握

老师所讲授的英语知识
,

也有很多学生用自己固有

的藏语知识结构和认知结构通过自身已有的汉语知

识结构的中转去理解所学的 目标材料
,

结果适得其

反
,

将三种语言知识混淆起来
。

四
、

结语

从实践上看
,

外语教学法的运用
,

应当是如何

联系实际
、

从现实出发的问题
,

不同的培养目标
、

不同的教材
、

不同的教学环境
,

这些客观情况同时

决定了整个外语教学活动不可能统一使用一种或仅

仅几种教学法
。

在藏族地区
,

由于硬件条件
、

师资

力量 的局限
,

使藏族地区的英语教学方法单一落

后
,

极不适合该地 区英语教学
,

但从另一角度 出

发
,

这又为新的教学法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

因此
,

采用怎样的教学法
,

并且如何最优化地运用

最合适的教学方法才能适应这个特殊的三语环境的

教学
,

便成了我们应当更深人研究的创新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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