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11-07-10
作者简介：杰觉伊泓（1970- ），男，彝族，四川雷波人，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彝语言文字研究。

彝文字记忆探究
杰觉伊泓

（西昌学院 彝族文化研究中心，四川 西昌 615022）

【摘 要】彝文总字符共有819字，彝文总字符虽少，却不容易记忆。本文从彝文字形体关联、语音联系，顺口溜、迷语及

游戏等方面来探究彝文字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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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凉山规范彝文与彝语教学
凉山规范彝文的文字类型属音节文字，一个字

代表一个完整的音节，功能有点像日文的“假名”。

彝文的写法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主要有横写

和竖写两种书写方式。横写保留彝文的传统写法，

竖写则是受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凉山规范彝文

的使用范围是四川凉山州为中心的周围县市，涉及

甘孜州、雅安地区、乐山地区和宜宾地区及云南小

凉山彝族地区的北部彝语方言区。上个世纪60年

代初（1964年）到70年代初（1974年以前）部分凉山

彝族自发学习彝文。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1974年

凉山州有关部门草拟了凉山规范彝文。1976年到

1979年继续为期四年的试用。1980年经国务院批

准后正式在凉山彝族地区推行。《彝文规范方案》的

内容主要有包括以下几点：①1、规范后的彝文为表

音的音节文字，彝文规范字表共选字819个，这是

《彝文规范方案》的核心部分。声调设计高平为55

调、次高为44调、中平为33调、低降为21调。2、方

案以彝族语北部方言的圣乍话为基础方言，以喜德

语音为标准音。3、规定书写和排印为从左到右横

行。4、借词处理原则上从汉语普通话借用。语音

的处理上尽量使用与普通话语音相对应的字书

写。5、标点符号与汉语的标点符号相同。6、确定

了一套拼音符号，供注音、编制索引、语音教学和分

析语音之用。规范彝文的字型一般为上下结构和

左右结构，部分字为内外结构。自左至右纵写，句

与句之间用使用标点符号隔开。规范彝文使用的

标点符号与用法与汉语相同。词不连写，音节间有

空格。

自四川规范彝文推行以来，在凉山、乐山、甘

孜、攀枝花及云南省宁蒗等小凉山的彝族地区得到

广泛的使用和推广。在学校教育（包括小学、初中、

高中和中专以及高校的教育教学）、文艺创作、电影

电视翻译和广播、政府行文和政策法规、音乐创作、

司法活动、公章、门牌及广告等众多领域得到很好

的使用，对彝区经济和文化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特别是凉山规范彝文在凉山彝族地区的双

语教学中所发挥的作用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一

致称赞和好评。

二 彝文记字法探究
识字教学是教好彝语文课的基础和前提。识

字量不足，影响学生正常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分析

能力和综合能力；学生具备了一定识字量后，才能

大大提高彝文读物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及写作能

力。识字教学不仅是低年级学生的重要教学内容，

也是彝语文学科各阶段不可缺少的教学内容。一

部分学生因凉山规范彝文的字数较少而轻视识字，

认为在短期内可以扫除识字障碍。按理说，819个

彝文字，如果一天记80字，十多天时间就可以解决

识字这个“拦路虎”。但不能小看这819个字，不少

学生学了很多年的彝文，还是不能熟练使用彝文

字。彝文字数量怎么少，为什么花了这么多时间还

学不好呢？记字方法应是主要问题之一，由于方法

不当，字形模糊，似是而非。在彝文识字教学中，不

能死记硬背，学生要学会一定的记字方法。在识字

过程中，应注意培养学生的识字兴趣，兴趣是最好

的老师，它是一种带有趋向性的心理特征，可以令

人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望。以下是彝文几种识字法：

1、归纳识字法

在辅导学生识字时，通过归纳彝文字形的相似

性来记字，这种方法叫做归纳识字教学法。归类法

是彝文识字教学中巩固识字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对

培养学生的分析字形能力、综合字形能力有很大帮

助。在识字教学中应适时进行偏旁形体归类；称谓

归类；地名归类；人名归类以及其他如动物、水果、

蔬菜、物品、衣物等等的归类。通过这样分类，学生

一目了然，加深了对彝文生字的印象，并培养了学

生的思维能力。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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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行偏旁形体归类，如：“ꑘ”主笔为例。

ꑘ：ꃍꅔꇺꁽꎂꇊ
“ꄲ”主笔为例。

ꂔꂮꆺꏿꂳꎔꎖꊶꊸꈲꃪꂷꆪꆤꇩ
ꐋꌷ ꉻꉩꄍꀧꆩꆪꌻꑙꏰꌡꇵꂦ
ꆰꐑꌆꆧꐎ

“ꑘ”是土地，都是通过添加的方式来区别语音

标记和意义，③它们不仅字形相关，而且意义也关

联。“ꃍ”会意字，在大地上某物表示声音速度的

“快”，“ꅔ”是指示字，在土地上加竖点，表指示，特指

平坝。带有“ꑘ”的字只有这七个字，通过形体归纳

可以有效地记住这些字。

“ꄲ”有圆形、包围意义。“ꂔ”是象形字，把东西

放在锅里煮的形状，意为“熟”，这里“ꄲ”圆形，表示

“锅”。带“ꄲ”这些不仅字形上有共同成分，而且意

义上有联系。把意义和形体联系起来，可以加深对

生字的印象，帮助学生牢固记忆。

（2）称谓归类；

称谓词使用频率较高，用称谓归类可以加深对

彝文字的记忆。称谓词如：

ꀉꁌ（爷爷） ꀊꃰ（奶奶） ꀊꁧ（姑姑） ꀉꄉ（父亲）

ꀉꂿ（母亲） ꃺꃶ（哥哥） ꅫꃀ（姐妹） ꀂꑳ（弟弟）

（3）地名归类

ꀒꎂ（西昌） ꌧꍧ（四川） ꍿꆈ（冕宁） ꃺꄧ（越西）

ꇤꇉ（甘洛） ꑡꅇ（喜德） ꋂꂿ（盐源） ꃆꆹ（木里）

ꉼꄏ（会东） ꉼꆹ（会理） ꄓꍣ（德昌） ꁌꐘ（普格）

ꆀꇂ（宁南） ꀮꄮ（布拖） ꏪꐦ（昭觉） ꂿꈬ（美姑）

ꃀꁧ（雷波）

（4）人名归类

ꃅꇢ（木呷） ꃅꏸ（木基） ꀊꃈ（阿木） ꆿꑴ（拉毅）

ꁮꐚ（布吉） ꁮꅐ（布都） ꀈꆧ（阿洛） ꆿꐂ（拉且）

ꃴꇭ（伍各）

（5）动物类

ꆿꃀ（老虎） ꍀ（豹子） ꀉꐩ（狐狸） ꊉꏲ（熊猫）

ꎼ（野鸡） ꀋꆳ（鸽子） ꄯꆪ（兔子） ꃮ（猪）

ꃬ（鸡） ꈌ（狗） ꀆ（鸭） ꍶ（山羊） ꑿ（绵羊）

ꃅ（马） ꇌ（牛）

（6）水果类

ꌧꂓ（桃子） ꌧꃰ（核桃） ꌧꅗ（梨子） ꌧꑁ（脐橙）

ꌧꏬ（杏子） ꑭꇤ（西瓜）

（7）蔬菜类

ꀂꄁ（上衣） ꆞ（裤子） ꂃ（裙子） ꀁꄂꇇꋩ（短袖）

ꉐꀖ（白菜） ꃱꁒ（青菜） ꃭꆊ（元根） ꇤꌋ（大蒜）

ꌦꈌ（黄瓜） ꄙꇤ（南瓜） ꏧꄔ（四季豆）

（8）日常用品类

ꒊꊫ（肥皂） ꎐꋌ（牙膏） ꋂ（盐巴） ꌩ（柴）

ꍯ（米） ꋌ（油） ꊔ（酱） ꋄ（醋） ꆿ（茶）

ꑊꋌꁁ（毛巾） ꎐꋌꅍ（牙刷） ꑊꋌꀻ（面盆）

ꒉꈾꊐꅍ（温水瓶）

（9）衣物类

ꀎꇓ（帽子） ꀍꄟ（头帕） ꃭꇁ（查尔瓦）

ꆞꋩ（短裤） ꀂꄂ（上衣） ꏃꅋ（披毡）

2、多媒体、图画、实物展示记字法

多媒体、图画、实物形象直观，易引起学生的兴

趣，易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彝文识字教学过程中，

凡有条件利用多媒体、实物、图画（简笔画）、直观教

具展示的，应尽量使用，它能激起学生的好奇心、求

知欲，对一些反映实物名称的生字，把古彝文的象

形性一并演示等方法都可以运用此法。④能使学生

很快学会了如像ꑷ、ꆪ、ꒉ、ꏂ、ꊿ、ꁤ、ꑓ、ꌻ 等字，同时

也向学生渗透了一种识字方法。

3、游戏记字法

游戏的用途对于不同人来讲作用和看法不一

样⑤，对于有的人来说 游戏就是消磨时间；对有的人

来说是在逃避生活；对于老板来说是员工上班时间

偷懒的工具；对于父母来说 是噩梦。对于记字来说

游戏是一种乐趣。游戏不仅学龄儿童情有独钟，就

连大人也喜欢做。彝文记字游戏使学生在玩中学，

学中玩，始终处于一种愉快的心态，能收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记字应采用的游戏方式有：猜谜语、编

顺口溜、文字游戏和讲故事等。游戏法不仅能活跃

课堂气氛，还能锻炼学生的思维。在灵活运用的多

种游戏方式中，学生从中享受到记字的乐趣，从内

心激起了学生的自主识字的愿望，从而达到了识字

的目的。

猜谜字：

谜字应从字形入手，如

大圆装小圆（谜底：ꉻ） ꇤ中穿“ ”（谜底：ꌞ）
ꄲ中加一小竖点（谜底：ꏿ）ꀿꃀ在一起（谜底：ꑳ）
ꆪ中加两个小竖点（谜底：ꎔ）吊一气球在梁上

（谜底：ꅂ）
把狗关在圈里（谜底：ꇎ）
顺口溜：

ꋌ字用ꄲ围是ꂳ，延长ꆪ中横线是ꂷ字

ꆪ中横线变上弯线是ꆧ字，ꄲ长双脚是ꆰ字。

4、分析比较记字法

彝文字大部分字体属于添加型的，可以采用换

偏旁、偏旁加部件、变换方向、延伸笔画、变换位置、

添加笔画、重叠部件、串联部件等方法进行比较，找

出字与字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总结记字规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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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应选用字形相近的字，结合字的特点选择合适的

识字方法。换部件能利用字与字之间的区别性特

点，记住一大批字形相关的字；采用变化方向的方

法，很经济地记住与字体方向的一系列字。同一个

字，也有可以出现不同的识字方法，无论哪种识字

方法，学生只要根据一定的构字规律记住生字就行

了，不能要求学生按固定的一种方法识字，鼓励提

倡识字创新，培养他们举一反三的能力和微观观察

能力。在分析比较字形时，尽量形象化，抓住彝文

字的字形特点，加以分析比较，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以下为几种分析

比较记字法：

换偏旁：ꏅꀘꀙꎞꈿꀴꌅꌞꐘꊿꆂꎴꄃ
换部件：ꅶꅸꇱꃐꅼꆐꑉꆌꆶꆍꆏꆈꄸꆑꑿꊐꂅ

ꑎꅸꅻꉞꀠꐺꋃꑹꂻꌣꍿꇜꎙꎃꏳꊐ
ꊴꀝꉍꐌꋉꁠꄉꄊꈁꋆꐒꌓꇃꀯꏲ
ꆹꆾꄌꐏꄔꈖꒄꍹꊸꏰꇵꇥꊶꏿꉻꇩꂳꂮ
ꌦꌤꌩꐘꐜꐔꌞꆱꒀꃡꃼꇖꇍ

变换方向：ꊱꉙꇜꊐꋬꉠꂊꌳꌺꉘꅡꎪꄩꆏꑍꆹꎥꋩ
ꀿꀤꉢꇽꂱꆫꑁꎍꑰꄓꋦꒄꁧꎰꅂꋉꋓꂫ

变化位置：ꑳꀣꌋꉿꃪꊙꄝꀈꆡꎚꉻꏏꀑꍕ
ꏢꈙꉹꒊꂢꑄꁹꐥ

延伸笔画：ꌳꈷꎤꎽꄐꄏꈎꌤꄍꌡ
添加笔画：ꊱꇻꉙꉈꑿꑼꌡꊙꃀꇜꎚꇚꑳꀣꇙꌗꌚ

ꋻꋝꎝꏦꌵꌪꇁꏋꐦꐡꉙꐻꐽꁒꐗ
ꌺꄩꎪꏉꈿꂋꄏꆫꆆꇂꀵꁓꊴꊢꍏꍥꑡꏮ

改变笔画：ꐴꉠꐆꐇꈚꎝꄐꌺꁲꍏꇰꇱꉖꄡꀿꈚꎝꊝ
ꊂꊃꆻꉊꈿꄰꇐꂃ

重叠部件：ꉘꍧꆏꏤꌦꑣꎫꈬꁠꄲꈯꊞꍞꉆꊤꊥꇪ
串联部件：ꎋꍬꍫ
在彝文比较过程中，添加笔画和换部件是两种

主要的比较方法，彝文添加的笔画主要有小竖点、

横线、竖线和小圆等一些附加笔画。就小竖点来说

可以在某个字的基础上加1-4个，加一个小竖点的，

如：ꏿ是在ꄲ正中间添加一小竖点的。有的字在某

字形上加两个小竖点构成的，如：ꎔ是在ꆪ中间横线

上下加两个竖点构成。有的字加三个竖点构成，如

ꇎ是在ꄲ字上三个小竖点构成。有的字加四个小竖

点构成，如ꁤ在ꄲ字外面加四个小竖点构成。由于

彝文字笔画较少，笔画最多的字也只有七画，故所

换部件和被添加的笔画一般不超过四画，如部件

。很多部件自己能单独成字，如：ꎊꈌꆹ。通过以

上记字方法，让学生学会字型分析，并牢固记住字

形。

5、阅读性记字法

彝文文献大多都是五言体或七言体写成的，这

些诗体文献读起来节奏很强，容易让学生记住。教

学中让学生背诵古诗，默写短文，有意识地记字，特

别注意难认难记的字。也采取放录音、范读的方式

让学生听写。指导学生领读，把生字勾画出来，查

字典，问老师的方法解决，老师给以有效的记字方

法指导。阅读中指导学生进行多听、多看、多想，充

分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让学生的有意识识记与无

意识识记相结合，拓宽识字渠道。⑥

6、用字记字法

记字的目的就是拿来用，用来写东西。彝文数

量有限，只有819字，只要坚持练习写作，遇到不能

写的字时，养成查字典或问其他人的习惯，时间一

长，就会很熟练地掌握文字。老师把那些彝族格

言、尔比尔吉、警句等写在教室里的板报上，有意识

地让学生去认字。老师可以在班上组织小型演讲

活动，让学生自己写稿子，去查字典，逐渐积累识字

量。老师与学生应进行识字方面沟通，对识字量有

限，识字方法困乏的学生，给于方法指导，提高学生

的识字兴趣。教师还可以在黑板上写彝语歌词、教

唱歌，在歌里学习识字。

7、联系意义记字法

凉山规范彝文属表音的音节文字，没有规定文

字意义，很多人把彝文字看做是纯表音的符号。实

际上，凉山的规范彝文是从八千多个老彝文中选出

来的，而老彝文虽然通假字较多，使用混乱，有向表

音发展的趋势，但老彝文的文字基本性质是表意

的。规范彝文脱胎于老彝文，其表意性被隐藏起

来。文字是视觉符号，是意义的标记，不是纯的语

音符号。在彝文识字教学中，为了使学生加深记

忆，可以联系意义来记字学习。彝文字中很多字是

象形字，象形字是有固定意义的一类字群。彝文字

中的“ꇇꉻꏿꑷꀒꂷꆪ”都是象形字，即：手、院子、蛋、

鸡、鹅、月亮。有些字由于字体简化，其象形性已不

明显了，通过恢复原字，显示其象形性，让学生把象

形意义和字形联系起来识字。彝文字中相当一部

分是会意字和形声字，会意字如像“ꍿ ꌣ”第一个字

指拿着东西（白银）的人，表示“贼”；第二个字指东

西给人，表示“还”。形声字如“ꇵ”，意为“抠”，“ꇴ”

表示声，“ꄲ”表形。ꌻ，意为“小”，“ꌺ”表声，“ꄲ”表

形。 ꊸ，意为“热”，“ꋍ”表声，“ꄲ”表形。另外相当

一部分为指示字，如：ꇺ 在土地上打桩，指示“钉”。

8、语音顺序识字教学法（定位法）

彝语语音系统中有43个声母，即：

d t dd nd hn n hl I b p bb nb hm m f v g k gg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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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x ng h w

z c s zz nz s ss zh ch rr nr sh r j p jj nj ny x y

有10个韵母：

I ie a uo o e u ur y yr

有 4个声调：高平调（55）次高调（44）中平调

（33）低降调（21）

整个语音系统中通过声韵母配合相拼理论上

共有1666个音节，实际上只有1165个音节。在规

范彝文字表（见图表）中有两个语音顺序，一个是横

读语音顺序。也就是从第一个声母到第43个声母，

按照从高音到低音的顺序分别与从第一个韵母到

第10个韵母相拼，每个坐标点产生一个固定的字。

如p和ie相拼，其坐标点上的字高平调为“ꀚ”，次高

调为“ꀛ”，中平调为“ꀜ”，低降调为“ꀝ”。 另个一个

是竖读语音顺序。即：也就是从第一个声母到第10

个韵母，按照从高音到低音的顺序分别与从第一个

声母到第43个声母相拼，每个坐标点产生一个固定

的字。如 k 和 e 相拼，其坐标点上的字高平调为

“ꈊ”，次高调为“ꈋ”，中平调为“ꈌ”，低降调为“ꈍ”。

这与汉语不同，汉语有的一个音节中有几十个字，

而彝文只有一个字，因此根据语音顺序来背字，只

要会正确读拼音，可以在短时期（两个星期）内认识

所有的彝文字。这种方法的弱点就是长时间不使

用彝文的话，容易忘记。

表1 彝文规范字表⑦

9、语音联想识字教学法

在规范彝文字表中，能实际配合的任意两个声

母和韵母相拼有4个不同声调的音节。彝文一个音

节只有一个字，也就是音相同而声调不同的有四个

字，如：p和o相拼，其四个不同声调的字是ꀥꀦꀧꀨ。

声母和韵母相同的四个字不仅语音上有联系，而且

在字形上也有联系，因此语音联想来记字。有的四

个字都有形素联系，有的三个字有形素联系⑧，有的

两个字形素联系。彝文字中既有语音联系，又有字

形联系如下彝文音节字配合表：

配合音节

p和i

f和i

v和i

dd和i

hn和i

n和i

hl和i

g和i

ss和i

nj和i

b和ie

b和ie

dd和ie

ng和ie

z和ie

s和ie

ss和ie

ny和ie

b和a

nd和a

g和a

hx和a

w和a

c和a

zz和a

nz和a

s和a

ss和a

ch和a

sh和a

b和uo

dd和uo

hx和uo

h和uo

s和uo

sh和uo

q和uo

n和o

hn和o

gg和o

c和o

c和o

ch和o

字数

ꀖꀗꀘꀙ
ꃍꃏꃎꃐ
ꃢꃣꃤꃥ
ꄶꄷꄸꄹ
ꅨꅩꅪꅫ
ꅽꅾꅿꆀ
ꆗꆘꆙꆚ
ꇚꇛꇜꇝ
ꌪꌫꌬꌭ
ꐱꐲꐳꐴ
ꀚꀛꀜꀝ
ꁺꁻꁼ
ꄺꄻꄼ
ꉝꉞꉟ
ꊑꊒꊓ
ꌍꌎꌏ
ꌮꌯꌰ
ꑎꑏꑐꑑ
ꀞꀟꀠꀡ
ꅗꅘꅙꅚ
ꇢꇣꇤꇥ
ꉎꉏꉐꉑ
ꊀꊁꊂꊃ
ꊶꊷꊸꊹ
ꄿꋙꋚꋛ
ꋴꋵꋶꋷ
ꌐꌑꌒꌓ
ꌱꌲꌳꌴ
ꍡꍢꍣꍤ
ꎫꎬꎭꎮ
ꀢꀣꀤ
ꅁꅂꅃ
ꉒꉓꉔꉕ
ꉵꉶꉷꉸ
ꌔꌕꌖ
ꎯꎰꎱ
ꐄꐅꐆꐇ
ꅶꅷꅸꆊ
ꆋꆌꆍ
ꈢꈣꈤꈥ
ꊽꊾꊿꋀ
ꌗꌘꌙꌚ
ꍩꍪꍫꍬ

关联字形

ꀗꀘꀙ
ꃏꃎꃐ
ꃢꃣꃤ
ꄶꄹ
ꅨꅩꅪ
ꅽꆀ
ꆗꆘꆙ
ꇚꇛꇜ
ꌫꌬꌭ
ꐱꐲꐳꐴ
ꀚꀛꀜꀝ
ꁺꁻꁼ
ꄺꄻꄼ
ꉝꉞꉟ
ꊑꊒꊓ
ꌍꌎꌏ
ꌮꌯꌰ
ꑎꑏꑐꑑ
ꀞꀟꀠꀡ
ꅗꅘꅙꅚ
ꇢꇣꇤꇥ
ꉎꉏꉐꉑ
ꊀꊁꊂꊃ
ꊶꊷꊸꊹ
ꋙꋚꋛ
ꋴꋵꋶ
ꌐꌑꌒ
ꌲꌳꌴ
ꍡꍢꍣꍤ
ꎬꎭꎮ
ꀢꀣꀤ
ꅁꅂꅃ
ꉒꉓꉔꉕ
ꉵꉶꉷꉸ
ꌔꌕꌖ
ꎯꎰꎱ
ꐅꐆꐇ
ꅶꅷꅸ
ꆋꆌꆍ
ꈣꈤꈥ
ꊽꊾꊿꋀ
ꌗꌘꌙꌚ
ꍩꍪꍫ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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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彝文音节字配合表

在规范彝文字表中，声母和韵母能配合的数目

只有342个，其中同上字形相近的有69个，占总数

的20%。除此以外，鼻音与轻化鼻音有些字形也有

联系，如：“ꂟ”和“ꂽ”，“ꂗ”和“ꂱ”，“ꂨ”和“ꃋ”等。带

松元音和紧元音的同声母的一些字形也有联系，

如：ꅥ 和 ꅧ。在学习彝文中用同一语音联想相近或

相似的字形，不仅能记住字形，还学会联想法。

三 彝文字记忆小结
彝文是彝族文化的物质载体，浩如烟海的彝族

文献是通过彝文传承下来的，通过彝文文献研读，

获得古代彝族社会丰富的文化信息。就彝文字本

身而言，经过漫长的图画文字－表意文字－音义文

字－表音文字的历史过程，为文字学提供了宝贵的

文字材料。彝文作为记录彝语的符号系统工具，彝

文使用者需要熟练掌握，要熟练掌握彝文既要需要

时间，在大量彝文使用过程中逐渐掌握，又要需要

方法，以比较经济、简单和科学的方法在短时间内

高质量地有效地学好彝文。学好彝文首先要记住

每个彝文字的“长相”，如何记住一个个彝文字的长

相，这是一个方法问题。在彝文字系统里很多彝文

字的长相具有“家族式”的相似性，这个相似性在上

述可表示为：

相似性=原形+区别

如果用S表示相似性，P表示原形，D表示区别，

这个公式形成：

S＝P＋D

这个公式来是本文彝文字记忆的概括。彝文

字记忆起点从相似性入门，先把整个彝文字库中相

似字挑出来，进行比较进行排列，然后比较每排相

似字，发现共同性是什么，有哪些区别。通过反复

比较、归类、联想、定位空间分布，同时结合谜语、游

戏辅助加深文字形象感，掌握“家族式”的字形区

别，加固每一个彝文字记忆。彝文不仅从字形上辅

助记忆，而且从语音上也可以辅助记忆，上述表二

中，不难发现，在彝文中很多字语音有关联，而且大

部分语音相关的字在字形也有关联。彝文字记忆

方法多种多样，更多方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q和o

nj和o

bb和e

hn和e

n和e

hl和e

g和e

gg和e

zh和e

t和u

t和u

g和u

hl和u

gg和u

j和u

nj和u

j和u

bb和y

f和y

f和y

l和y

s和y

q和y

x和y

ꐈꐉꐊꐋ
ꐻꐼꐽꐾ
ꁩꁪꁫ
ꅹꅺꅻ
ꆎꆏꆐ
ꆨꆩꆪ
ꇮꇯꇰꇱ
ꈦꈧꈨꈩ
ꍑꍒꍓꍔ
ꄰꄱꄲꄳ
ꆑꆒꆓꆔ
ꇲꇳꇴꇵ
ꆫꆬꆭꆮ
ꈪꈫꈬꈭ
ꏰꏱꏲꏳ
ꐿꑀꑁ
ꏰꏱꏲꏳ
ꀲꀳꀴꀵ
ꃞꃟꃠꃡ
ꃺꃻꃼꃽ
ꇔꇕꇖꇗ
ꌤꌥꌧ
ꐒꐓꐔꐕ
ꑫꑬꑭꑮ

ꐈꐉꐊꐋ
ꐻꐼꐽ
ꁩꁪꁫ
ꅹꅺꅻ
ꆎꆏꆐ
ꆨꆩꆪ
ꇮꇯꇰꇱ
ꈦꈩ
ꍑꍒꍓ
ꄰꄱꄲꄳ
ꆑꆒꆓꆔ
ꇳꇴꇵ
ꆬꆭꆮ
ꈫꈬꈭ
ꏱꏲꏳ
ꐿꑀꑁ
ꏱꏲꏳ
ꀲꀳꀴ
ꃞꃟꃠꃡ
ꃺꃽ
ꇕꇖꇗ
ꌤꌥꌧ
ꐓꐔꐕ
ꑫꑬꑭ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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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因彝文次高调字是在中平调字的正上方加“-”符号构成，次高调字一般不当单独字，三个字形素联系实际上是可视为

两个字形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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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和师资队伍建设等，逐步形成一支结构合理、人

员稳定、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教师梯队。

2.完善彝汉双语课程教学基本建设

针对彝汉双语课程改革与建设的实际需求，成

立全国高校彝汉双语课程编写与审查委员会，对自

编教材进行整合与提炼，同时鼓励教师积极申报国

家统编规划教材，努力编写出版水平高、特色鲜明

的课程教材，突出精品意识。鼓励建设一体化设计

与多媒体有机结合的立体化教材。编写为专业培

养目标服务、体现改革、反映教学规律的教学大

纲。积极进行实验室建设及实践基地建设，以满足

于彝汉双语课程建设的需要。积极鼓励教师采用

和建设题库，逐步实现专业主干课程教考分离，建

立科学、规范、严格的考核制度，使民族高校的彝汉

双语课程建设质量和教学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

总而言之，彝汉双语教学是实现民族高校教学

职能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途径，其课程改革与建

设水平是衡量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志。在原有

基础上，进一步努力探讨彝汉双语教育课程教学规

律，积极开展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加强彝汉双语

教育课程改革建设，有效促进教学与科研的良性互

动，不断提高彝汉双语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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