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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民族教育的发展与双语教育的实践

马 戎

(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

北京 100 871 )

摘 典 街 . 是我国西北一个非常 t 要的 少数民族 自治 区
,

当地少数民族软育事

业 的发展也一直为攻府和学术界所关 注
。

本文通过对相关统计资抖和研究丈故 的杭

理
,

试田对断 . 民族教育的基本棋式和发展历 程予 以 分析
.

并利 用 2阅 7 年在南盛喀什

地区实地调 查所得到的信息
,

对南盛雄香 尔族策居 区近年来在双语教育方面的发展及

实践中反映 出的问通展开讨论
。

关扭侧 祈吸 ; 少数民族教育 ; 双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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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直接牵涉国家统一和各群体之间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整合
,

族际关系和

少数群体如何发展
,

在任何多民族国家始终是个核心问题
。

当各族拥有自己的

独特语言和文化传统时
,

各族语言的使用及发展趋势也必然成为一个敏感的社

会问题
。

当今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卷人全球化的潮流之中
,

无论在各国之间

还是各国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中
,

语言所具有的传统文化载体的功能和在

族际互动中体现的学习交流工具的功能在现代社会发展 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发

展趋势
,

产生了不同地域内的
“

通用语言
” 。

〔’ ]学习彼此 的语言是族群 间文化交

流与融合的必要前提
,

语言使用 的发展态势预示族群关系的发展前景
。
①

在现代社会
,

提供正规教育的各级学校是人们系统学 习知识与技能 的场

所
,

也是掌握社会规范
、

得 以
“

社会化
”

并进人社会分层体系的重要阶梯
。

甚

至可以说
,

每个人在一生 中所能得到的发展机会 和社会地位
,

与其读书时期

升到学校系统的哪一 等级
、

在 哪类学校读书
、

所学专业等密切相关
。

而 在一

个多民族
、

多语言的国家
,

各族学生使用哪一种语言学 习
、

在 哪一种语言和文

化环境中学习
,

同样非常重要
。

在学校里学 到的知识是 为了在未来的工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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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加以应用的
,

是为了与同事和社会进行交流的
,

所以学生在课堂上使用

的教学语言
、

教材所使用 的文字
,

也决定 了他们未来进行交流的对象与工作的

同事范围
。

中国《宪法 》规定了各族都有
“

使用和发展
”

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
,

同时

为了各族间的交流与共同发展
,

提倡学 习使用 中国的族际共同语 即汉语普通

话
。

在中国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
,

全国通用的汉语普通话和当地民族的语言文

字都是正式合法的语言文字
,

不但在官方正式场合和社会公 共场合中并行使

用
,

而且也成为当地学校 的教学语言
。

新中国成立 以后
,

我国政府在各少数民

族 自治地方逐步建立起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一整套双语教育体系
,

既积极推广全

国通用的汉语普通话
,

又 系统讲授当地 民族的语言文字
,

在少数民族聚居 区的

学校里
,

少数民族语言成为主要 的教学语言
。

所 以
,

谈到中国的少数民族教育

间题
,

双语教育必然是一个重要的核心专题
。

新孤是我国五大自治区之一
,

少数民族人 口超过全区总人 口的 60 %
,

新班

双语教育的发展也因此受到许多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工作者的关注
。

在 20() 0 -

200 7 年间
,

我曾多次访问新孤地 区
,

并与新疆 的研究人员合作在一些地区开展

有关双语教育
、

民族学生就业状况的实地调查
。

2 007 年 8 月
,

我们在南获喀什

地区开展了双语教育的专题调查①
,

参加了三次 由教育部 门组织 的当地 中小学

校长和教师座谈会
,

访问了喀什教育学 院
、

七所中学 和一所幼儿园并与教师学

生座谈
,

对十几名中学和学前班学生进行了家访
。

本文在这些文献和调查数据

的基础上
,

试图对新孤维吾尔 自治区双语教育的发展状况进行一下梳理
,

并对

目前人们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
。

同时
,

本文在写作中参考了新获社科

院李晓该研究员关于新获高考优惠政策的尚未发表论文
、

新获 自治区教育厅关

于双语教育的调研报告以及其他来源的相关文献和统计数据
,

在此谨致谢愈
。

一
、

新疆 自治 区各族人 口 的相对规模及地理分布

新获维吾尔自治区位于中国西北部
,

面积为 166
.

49 万平方公里
,

约为中国陆

地总面积的六分之一
,

是中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区
。

新级在东部
、

北部和西部三个

方向与俄罗斯
、

蒙古
、

哈萨克斯坦
、

吉尔吉斯斯坦
、

塔吉克斯坦
、

巴基斯坦
、

印度
、

阿

富汗八个国家接壤
,

国境线长达 5 6以) 公里
,

同时地处历史上著名的
“

丝拥之路
”

上
,

是东亚通过中亚与中东和欧洲连接的战略通道
,

国际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

从人 口学 的角度来看
,

新获的民族关系问题具有几个特点
。

第一
,

少数民族人 口 占多数
,

维吾尔族是人 口最多的群体
。

200 5 年新班总

人 口约为 2 01 0
.

4 万人
,

其中少数民族人 口 121 4
.

7 万人
,

占 6 0
.

4%
。

在新扭各

族人 口 中
,

维晋尔族人 口 为 923
.

5 万人 ( 占全 区总人 口 的 45
.

9% )
,

汉族 7 9 5
.

7

① 参加这次实地调变的有西北 民族大学哈德江博士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祖力亚提和赵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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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 ( 39
.

6% )
,

哈萨克族 141
.

4 万人 ( 7% )
,

回族 89
.

3 万 人 ( 4
.

4% )
,

蒙古族

17
.

2 万人
,

柯尔克孜族 17
.

1 万人
,

塔吉克族 4
.

4 万人
,

锡伯族 4
.

1 万人
,

满族

2
.

5 万人
,

乌孜别克族 1
.

5 万人
,

俄罗斯族 1
.

1 万人
,

达斡尔族 64 84 人
,

塔塔尔

族 47 17 人
,

其他民族共 11
.

4 万人
。
① 〔2〕

第二
,

许多民族人 口在地理上相对聚居
。

表 1 介绍了新获各地区
、

自治州
、

市的人 口 总数及各族人 口 比重
。

维吾尔族人 口主要 集中在南孤和田
、

喀什
、

阿

克苏
、

克孜勒苏和东部吐鲁番地区
,

维族人 口较少的是石河子和北班
。

柯尔克

孜族集中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 自治州
,

哈萨克族集中在阿勒泰
、

塔城 和伊犁
。

汉族在 15 个地州中的 8 个超过当地人 口半数
,

汉族人 口 最少的是南粗和 田
、

喀

什和克孜勒苏这三个地州
,

不到当地人 口的 10 %
。

各族人 口相对聚居的地理分

布模式对各地区学校的教育模式必然带来重大影响
。

衰 1 200 5 年新一各地州人口及各民族人 口所占百分 比 ( % )

地州市

乌 . 木齐市

克拉玛依市

石柯子市

吐 t 番地区

哈密地区

昌吉州

伊犁宜属市

塔城地区

阿勒泰地区

博尔塔拉州

巴音郭拐州

阿克苏地区

克孜勒苏州

喀什地区

和田地区

全区

总人 口

(万人 )

194
.

1

维吾尔族 汉族 哈萨克族 回族 柯尔克孜族 蒙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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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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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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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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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 1 7
.

1

2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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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7
.

6

36 9
.

4

1 8 2
.

,

2
,

0 1 0
.

4

0
.

5

0
.

0

8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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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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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抓
:

新班 自治区统计局
,
2以拓 :

82 一 83
。

① 根据 2砚阅旧 年人 口普查资料
,

新 . 其他各民族的人 口规棋如下
:

东乡族 55 84 1
,

润族 l , 4 93
,

土家族

l , 7 8 7
,

苗族 7创场
,

旅族 6 1 , 3
.

壮族 5 64 2
.

擞拉族 3 , 6 2
.

土族 2 83 7
.

葬族 一5 9 3
,

朝样族 146 3
,

布依族 9 7 7
,

佣族

叫石
.

姗族 , 2 3
,

保安族 5 ”
.

白族 `的
.

裕固族 30 2
,

水族 301
,

羌族 2 84
,

会族 166
,

黎族 1 15
,

化佬族 1 10
,

纳西

族 7 3
,

那沮克族 7 2
,

饭族 68
,

哈尼族 6 2
,

傣族 59
,

独龙族 5 1
,

高山族 41
,

裸银族 34
,

琳巴族 33
,

伙佬族 29
,

拉枯族 28
,

最颇族 27
,

游哲族 22
.

怒族 1 8
,

娜昂族 14
,

那伦春族 14
,

京族 12
,

门巴族 1 1
,

普米族 10
,

布朗族
,

,

毛南族 9
,

阿昌族 2
,

其他未识别 100
,

外国人人特 , 8( 见新一人 口普查办公室
: 《新班维吾尔自治区 2以犯

年人 口普查资料》
,

双幻 2 年版
,

第 40
一兜 页〕

。

正文中提到的 13 个民族
,

加上这 43 个民族
,

共计 56 个民族
。

从以上族群构成来粉
.

新吸虽然位处祖国西北边隆
,

但已名侧其实地成为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一个共同家

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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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

新疆土地面积很大
,

但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 12 人
,

远低于全 国平均

人 口密度 ( 1 36 人 /平方公里 )
。

200 5 年全区 87 个县级单位中
,

有 4 个县的人口

密度尚不到每平方公里 l 人
。

汉族一般集中居住在城镇
,

而少数民族多居住在

戈壁中星星点点 的绿洲村落
。

居民点普遍规模很小和彼此隔离
,

使得不 同民族

间的交往变得特别困难
。

在维族集 中的南孤地 区
,

少数汉族集中在县城
,

村中

几乎没有汉人①
,

维族居民和儿童完全没有接触汉语的客观环境
。

原来在城镇

学校学习过汉语的维族干部教师
,

他们的汉语水平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也会迅

速下降
,

因此对这些地区开展双语教育造成困难
。

第四
,

由于 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不同于汉族
,

新粗大多数少数

民族比汉族的生育率高
。

根据 19 90 年人 口普查数据
,

19 8 9 年汉族总和生育率

为 2
.

2 9
,

维吾尔族为 4
.

65
,

位居全国各族之首
。 〔’ ]高生育率使维族人 口从 19 53

年的 361 万增长到 19 82 年的 59 6 万和 200 5 年的 92 4 万
,

与此同时也使人学适

龄儿童数目逐年大幅增加
,

给学校的运行和发展带来压力
。

如果这些学生缺乏

双语能力而需要在本族集中居住地就业
,

就必然使维族青年的就业问题越来越

困难
,

这也更加 凸现出在维族聚居区开展双语教育的紧迫性
。

从图 l 的 2 0 0 0 年人 口 金字塔来分析维族人 口 的年龄结构 及发展 趋势
,

19 7 0 一 19 9 0 年是高生育率期
,

19 9 0 年后 出生率明显下 降
。

200 7 年最大规模的

人 口年龄组是 17 一 21 岁组
,

其次是 22
一
26 岁组

。

所 以新粗维族就业压力最大

的时期就是近几年
,

5 一 10 年后就业压力会明显减轻
。

人学儿童数量的减少也

为学校的建设发展和课程调整创造了良好的历史契机
。

8 5+

80一
月

8 4
7 5一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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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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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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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 .0 5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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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圈 1 断 . 维晋尔族人 口金字塔 《2州翔 年 )

新疆在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方面也具有特殊性
。

约在公元 8 世纪 时
,

伊斯

① 例如
,

据参加座谈会 的喀什伽师县第八乡教师介绍
,

该乡约 8以减,多户
,

只有 10 户汉族
。

19 00 年

普查资料表明
,

喀什疏附县
、

英吉沙县
、

疏勒县乡镇人 口 中
,

汉族只有 0
.

2% 一 1
.

1% ( 见马戎 : 《断 , 喀什

地区的民族人口分布》
,

峨《西北民族研究 》2以洲) 年第 2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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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教开始传人中亚
,

后来逐步传入我国新级地 区
。
① 在新毅诸民族中

,

维吾尔
、

哈萨克
、

回
、

柯尔克孜
、

塔吉克
、

乌孜别克
、

塔塔尔这七个民族普追信仰伊斯兰

教
,

这些 民族的人 口 主要集中居住在新获与中亚各国接坡的西部
,

少数居住在

东部 ;哈萨克
、

蒙古
、

柯尔克孜
、

塔吉克
、

乌孜别克这 五个民族属于
“

跨境民族
” ,

在境外建有相应的独立主权国家
。

因此宗教信仰和
“

跨境民族
”

是分析新班 民

族关系时不可忽视的两个重要因素
。

二
、

新接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 ) 教育机构的发展与招生规模的扩大

200 5 年
,

新孤共有各类学校 (不包括学前教育机构 ) 7
,

426 所
,

在校学生

4 0 5
.

5 万人
,

其中少数民族学生 占 57
.

4%
,

少数民族在校生 比例与少数民族人

口 在总人 口中的比例大致相 当
。

各类学校专任教师有 2 61
,

6 9 6 人
,

其中少数民

族教师 15
.

8 万人
,

占 56 %
。

中小学专任教师有 2 41
,

693 人
,

其中少数民族教师

144
,

9 6 7 人
,

占 5 9
.

9%
。

新获教育事业在历史上起步较晚
,

19 5 7 年全新疆大学

毕业生只有 5 25 人
,

高中毕业生有 5 93 人 4[] ; 200 5 年新组仅大学招生即达 5
.

9

万人
,

可见近几十年新获教育事业 的发展速度惊人 (表 2 )
。

但考虑到少数民族

学龄人 口比例较大和课程难度问题
,

新孤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仍与汉族有一定

距离
。

衰 2 新 . 各级各类学校招生人数 《19 80
一 2 0 0 5 年 )

年份
高等

学校

3 7 67

9 29 8

8 034

8 17 9

l心拍 85

13 359

12 0 9 9

12 307

12 4 2 1

12 673

初中 高中

2369 7 2 739 59

24 7 4 3 1 936 92

2 130 74 84 5 67

1 6 19 86 7 7 5 2 5

2 0 8 1 86 6 16 7 3

20 7 5 03 5 6 1 8 0

2 14 6 85 4 4 5 52

2 2 8 1 15 582 0 3

2 39 9 4 8 59 4加

262 1 17 64 3 7 7

中 等 学 校

中专 职业中学 技工学校

1 4 6 88 79 2 10 53 1

139 19 2 04 2 9 1心洲】3

1 55 86 2 7 96 8 1 5420

1 690 2 2 9 35 4 1 67 2 2

206 1 1 2 704 1 1 7 194

26 5 7 2 2 4 77 8 1 68 5 1

2 9 2 4 8 2 135 0 1 6325

2 52 60 2 564 3 1 959 3

2 63 1 1 2 3《扣 3 1 8 1 10

2 7 3 02 2 1 7 4 1 1 7 0 34

小学

19 80

19 85

19 90

199 1

19 9 2

19 93

19 94

19 95

19 96

19 97

4 220 89

37 4 6 4 3

3 355 52

3如M 32

3 5 9 3 0 2

3 8 5 5 35

4 0 0 7以】

4 197 17

4 286 5 1

月4 32 38

盲聋哑

学校

90

9 l

1 03

l 5

1 19

1 0 2

1 02

1 65

67

1 20

①
“

多傲学者认为… …公元 9 6 0 年自哈拉罕国沙托克布格拉汗饭依伊斯 兰教
,

是伊斯 兰教传人新

扭并得到发展的开始
。 ’

(见马通
:

《中国伊斯 兰教派 与门宦制度史略》
,

19 83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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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年份 小学

1 99 8

1 99 9

200 0

2X ) (l

2X ) (2

2X ) (3

200 4

2X ) ( 5

高等

学校

1 2 880

19 82 1

30 89 6

42 2 53

2 840 8

4 43 73

32 50 4

8 56 53

初中

29 39 32

3 29 71 5

3 420 4 6

3 3 6 6 59

3 88 58 5

40 682 4

3980 90

300 22 4

高中

130 2 7

9 8 60 1

764 4 7

9 3 519

1 1 3 3 66

1 2 61 3 6

1 38 3 1 5

1 4 50 4 4

中 等 学 校

中专 职业中学 技工学校

2 749 1 798 62 1 3 80 7

3 6) (l 4 188 28 9 22 1

38 8 62 6X ) (2 90 80 7

2 3 6 6 71 6 62 1 20 7 7

22 2 41 1 6 74 610 4 42

2 40 1 1 3 8 6 5 710 6 52

2 7990 2 8 75 51 48 6 6

3 4882 12 41 61 1 1 5 5

2 492 4 7

39 1298

3 4 61 93

3 29 5 7 5

3 438 6 6

3 419 6 7

3 4 73 4 6

338 39 5

盲聋哑

学校

130

1 7 5

1 77

13 5

8 74

3 9 6

390

8 4 7

资料来源
:

新班 自治区统计局
,

20 0 6
:
5 1 8

。

200 5 年新疆每万人中在校学生为 20 17 人
,

全国平均水平为 1667 人
,

这与

新疆较年轻的人 口 年龄结构有关
,

同时也体现 出近些年新获各项教育事业的迅

速发展
。

新孤接受
“

九年义务教育
”

人数 占总人 口 的 81 %
,

200 5 年新班小学毕

业升初中的 比例为 98
.

1%
,

初 中毕业 生 升 人 高 中阶段 的升学率为 4 0
.

7 %

(表 3 )
,

与全国平均水平 ( 41
.

7 % )几乎相同 ;但新级高中毕业生升人大学的比

例为 5 6
.

4%
,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7 6
.

3% )①
。

衰 3 新扭各级毕业生升学与就业情况 ( 1 , 8 0 一 200 5 年 )

年份
小学毕业升 初中

初中比例 毕业人数

初中毕业生去向 (% ) 高中毕业生去向 (% )

升高中 上其他 其他 升大学 其他

学校

大学毕业

人数

4260飞
ù
04002463033翎2832212426

R一0
` .1,

.

9 0799
咤J
O-1ù4

,、úIJfJ舟Jlù19 80

19 85

19 90

19 9 1

19 92

19 93

19 94

19 95

19 96

19 97

19 98

19 9 9

2 0( X)

8 1
.

0 1 4
.

0 6
.

2

1 3
.

7

9
.

9

9 3
.

8

86
.

3

90
.

1

89
.

7

87
.

0

83
.

0

7 8
.

8

7 2
.

4

7 1
.

4

“
.

6

7 4
.

1

6 2
.

2

44
.

2

飞à0026649
一若ù胜l 0

l 3

8 14

35 1 1

860 3

7 9 19

8 40 2

7 74 1

7 734

10 50 5

1 2 27 2

109 0 8

1 14 0 1

1 1 8 8 6

109 85

7-月声R
ù,j气ù7呢曰1222

,jZ
月,à气à

6飞
一1ù7飞
ù
2,̀22227犯363747引3929273426

47

6Z
f,ù,矛0弓ùZRù,矛0

一挂一吕R一700

气ù099
.

…
,几712

丹,à内j7 44
.̀二

8只U

06
009飞
一飞à

343433333030

8 1
.

9

84
.

1

85
.

7

89
.

0

9 1
.

6

92
.

2

9 2
.

0

l 86() l 2

! 99 206

2 16 17 3

1 9 5 24 9

1 764 3 5

1 8 2 8 2 7

14 1 7 4 9

1 7 1 16 7

17 1 8 1 7

190 32 1

2 10 20 8

2 3X() 83

25 324 0

① 据 (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
.

2 00 5 年全 国高中毕业 生 6 61
.

6 万 人
,

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 5 04
.

5 万人

(见国家统计局
: 《中国统计年鉴》

,

2以拓 年版
.

第 800
一 8 01 页 )

。

新皿本地的高等教育发展 ( 大学教目和

招生容 t )远不如内地与沿海地区
,

而新口少效民族考生 由于语言问肠
,

来到内地或沿海上大学受到限

制
,

这对新班高中升大学 比率有负面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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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年份
小学毕业升

初中比例

初中

毕业人数

初中毕业生去向 (% ) 高中毕业生去向 (% )

升高中 上其他 其他 升大学 其他

学校

大学毕业

人数

,矛
9
00
0
一

6
..

…
一吕067飞
ù,̀凡,à飞一内,à42X() l

2X() 2

20() 3

2X() 4

2X() 5

2 7 055 0

2 9 4 2 7 1

30 84 4 5

3 36 16 5

3 5635 9

18
.

7

1 6
.

8

16
.

2

2 0
.

9

1 7
.

5

4 6
.

7 7 1
.

3

44
.

7 69
.

1

4 2
.

9 63
.

2

38
.

0 63
.

0

4 1
.

8 56
.

4

1 6 12 1

1 6 38 0

257 85

3 10 1 3

37 9 2 0

Ù气ù

?
.压,矛

4000-0飞
ù,J
444

,月矛呀气ó舟j
`.1,̀

46弓
ùO口

g99Q
夕

9

资料来源
:

根据《新获统计年鉴》 ( 2《X) 6 )第 5 18 一5 19 页历年毕业
、

招生数据计算
。

另一种算法是各学 龄人 口 的人学率
。

新疆高中阶段教育的
“

毛人学率
”

( 16
一 18 岁 )达到 45

一
48 %

,

高等教育
“

毛人学率
”

( 19
~
22 岁 )达到 19

.

5%
。

从

表 3 中可以看出
,

随着教育事业在全国的发展
,

新疆小学升初中的 比例从 1980

年的 81 % 提高到 200 5 年的 98
.

1%
,

但是初 中升高中或其他学校 ( 中等专科学

校
、

职业中学等 ) 的比例提高缓慢
。

我们假设表 3 中
“

毕业生去 向
”

中的
“

其他
”

主要是进人就业市场
,

那么 19 9 9 年以后初中毕业生就业的比例基本上保持在

40 % 以上
,

明显高于 19 8 5 一 199 8 年的比例 ( 20
一
30 % )

,

这也许可以说明新孤的

高中教育没有随适龄学生规模的增长而同步增长
。

新班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比例在 2口以 ) 年和 2 00 1 年大幅增长
,

与全国性高

校扩招 同步
。

中国大学招生从 19 7 8 年的 4 0
.

2 万人增加到 1997 年的 100 万人
,

又增加到 2 0 05 年的 504
.

5 万人
。

特别需要关注 的是
,

新疆的大学应届毕业生

人数从 200 2 年以后快速增长 (表 3 )
,

2003 年比 2 0 0 2 年增加 1
.

57 倍
,

2 00 4 年 比

200 3 年增加 1
.

2 倍
,

200 5 年比 2X() 4 年增加 1
.

22 倍
。

大学扩招开始逐步对大学

毕业生就业市场直接发生影响
。

可以设想
,

以目前这样 的速度发展 大学教育
,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一定会日益突出
,

成为新疆乃至全国性 的社会问题
。

《二 ) 各地区之间教育发展不均衡

虽然全粗初 中毕业生升高中的比例为 40
.

7 %
,

但区 内各地区之间很不平

衡
。

南获三地州小学 7 一 12 周岁学龄儿童入学率为 97
.

7%
,

初中 13 ~ 巧 周岁

学龄儿童的
“

毛人学率
”

为 80
.

3%
,

初 中毕业生升人高中阶段的升学率明显低

于新粗其他地州
。

以南获喀什地区为例
,

20 05 年喀什地区初 中毕业 72
,

876 人
,

高中招生 1 3
,

64 2 人
,

升学率为 18
.

7%
,

和田地区仅为 10
.

9% (表 4 ) ①
,

大幅低于

新扭 自治区的平均水平
。

① 由于地区首府城市学校的教学质 t 要 明显好于下属各县
,

如果 以县为统计单位
,

许多县的升学

率还要低于地 区平均数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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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4 新班各地州市小学
、

初中升学情况比较 《 200 5年 )

地州市

乌替木齐市

克拉玛依市

石河子市

吐鲁番地区

哈密地区

昌吉州

伊犁直属县

塔城地区

阿勒泰地区

博尔塔拉州

巴音郭楞州

阿克苏地区

克孜勒苏州

喀什地区

和 田地区

兵团

全新班

全国 (万人 )

小学 初中 升初中 初中 高中

毕业数

2 376 7

66 0 3

20 3 5

8 94 8

6 2 33

18 7 7 1

84 3 7 9

4 86 8 1

95 12

576 5

16 6 86

4 984 1

10 9 14

94 326

4 2 2 3 3

4 9 18 7

3 92 7 5 9

20 1 9
.

5

招生数

2 6 3 34

4 0 7 7

2 7 3 9

3 9 13

6 4 8 7

20 10 1

378 5 9

4 16 3 1

94 4 1

60 5 1

164 8 7

0 54 0 1

0 2 1 98

86 78 5

4 3 12 1

4 20 4 9

3 90 2 24

196 7
.

5

毕业数

2 2 94 6

378 5

16 9 5

13 7 3 1

0 7 94

2 1《刃 l

4 38 32

4 18 5 9

1 13 53

8 50 1

170 3 5

4 50 8 9

12 2(〕. )

2 78 76

0 8 8 36

4 3 7 32

3 56 3 5 9

2 106
.

5

招生数

18 6 7 9

2 970

26 7 1

4 14 7

4 92 5

13 70 5

7 133 9

90 4 3

4 3 9 5

36 9 5

6 3 9 9

l l X ) 13

8 34 3

136 4 2

66 33

2 14 78

14 0 4 4 5

8 7 7
.

7

升高中

%

8 1
.

1

7 9
.

0

6 3 1
.

6

6 3
.

5

6 9
.

4

6 5
.

3

2 5
.

2

00
.

9

4 3
.

5

6 3
.

3

6 5
.

6

2 2
.

2

3 1
.

5

18
.

7

10
.

9

4 9
.

7

4 0
.

7

4 1
.

7

446
1

6xl
丹j4 1飞à QO -40 90 -9

00一币à444 7只 U了0内了一挑ù,且4210
00Z7

f,ùn,
009g
n,OùO9Q
矛O声009八,

月.二宙.盖月.几月.且自.且j..且ō ..皿

资料来源
:
新班统计局

,

2 00 6
:
529 一 530

。

从表 4 中可以观察到几个现象
: ( l) 小学毕业升初 中的比例在各地州都很

高 (均在 92 % 以上 )
,

这说明国家推动的
“

九年义务教育
”

在新组取得显著成果 ;

( 2 ) 有 4 个地市初中招生人数显著多于当年本地市的小学毕业人数①
,

石河子

市招收了毕业人数的 1
.

33 倍
,

这说明有 7 0 0 多名小学毕业生从其他地市转到

石河子市的初中就读② ; ( 3) 这样的情形也 出现在初 中升高中的阶段
,

石河子市

的高中招收 了当地毕业生 1
.

37 倍的新生
。

这说明在毕业学生中出现相当数 t

跨地区升学就读的现象
,

其原因可能是家长们希望把孩子送到教学质 t 相对较

好的中学
,

如果外地市学校的教育效果 比较明显
,

尽管会带来种种不便和经济

负担
,

部分家长还是最终选择了
“

跨地市择校
” 。

这也凸现出新扭各地州市的教

育发展和教学质量存在 明显差别与不平衡的问题
。

少数民族占新疆总人 口 的 60
.

4%
,

考察新疆 自治区的教育发展时必须关注

少数民族学生在教育体系中所处的相对地位和发展趋势
。

表 5 显示
,

在小学升

初中比例方面
,

汉族和少数民族学生差别不大 ;但是在初中升高中比例上
,

差距

明显拉开
,

20 02 年汉族初中生 85
.

7% 可以升人高中
,

少数 民族学生在 中考中得

① 这些地市 (石河子
、

克拉玛依
、

昌吉
、

哈密 )正 是汉族人 口 最集中的地 区
。

但是所增加的这些学

生是来自其他汉族人口较少地区的汉 族考生
,

还是 来自邻近少 数民族地区的
“
民考汉

” .

还需进一 步调

查
。

② 由于在统计中
“
兵 团

”

单独列项
,

这些转到石河 子升学 的学 生并不一定是来 自其他地市的兵团

建侧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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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政策性加分优惠后 (参见附录 1 )
,

升高中的比例也只有 35
.

1%
。

这表明在

高中阶段
,

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汉族学生之间已经拉开距离
。

衰 S 若千年份新一各类学生的升学率 《% )

毕毕业生生 升学率率 199 8 年年 199 9 年年 2以刃 年年 200 2 年年

民民民民族族 汉族族 民族族 汉族族 民族族 汉族族 民族族 汉族族

小小学学 总升学率率 9 1
.

000 99
.

777 9 3
.

666 95
.

888 9 3
.

555 9 9
.

333 94
.

111 10 2
.

555

其其其中
:

普通初中中 88
.

555 99
.

333 90
.

777 95
.

666 8 8
.

777 99
.

111 90
.

555 10 2
.

555

职职职业初中中 2
.

555 0
.

444 3
.

000 0
.

222 4
.

888 0
.

222 3
.

666 0
.

111

初初中中 总升学率率 44
.

555 79
.

222 38
.

4 555 8 1
.

111 3 1
.

333 96
.

888 3 5
.

111 8 5
.

777

其其其中
:

普通 高中中 2 7
.

111 4 5
.

222 2 1
.

999 47
.

666 20
.

444 53
.

666 2 5
.

555 6 5
.

888

职职职业 高中中 3
.

999 10
.

999 2
.

666 8
.

888 1
.

666 6
.

444 1
.

222 4
.

777

中中中专专 8
.

444 15
.

555 1 1
.

333 17
.

999 7
.

000 30
.

111 5
.

666 1 0
.

333

技技技工学校校 5
.

222 7
.

777 2
.

666 6
.

999 2
.

222 6
.

888 2
.

999 5
.

000

高高中中 总升学率率 54
.

444 56
.

666 5 4
.

000 92
.

111 74
.

111 98
.

777 70
.

111 83
.

555

其其其中
:
高校校 40

.

000 4 8
.

666 4 2
.

000 84
.

111 6 2
.

111 96
.

888 67
.

999 82
.

222

中中中专专 1 1
.

999 6
.

222 1 1
.

999 8
.

000 1 2
.

111 1
.

999 2
.

333 1
.

444

技技技工 学校校 2
.

555 1
.

666666666666666

假假定同批人升人商校比例
`̀

9
.

666 2 1
.

888 8
.

444 37
.

888 1 1
.

333 5 1
.

444 1 5
.

777 53
.

777

*

假定民汉小学人学率均为 100 % ( 实际在 97 % 一

98 %
,

民汉差距不大 )
,

升人普通中

学
、

进而升人普通高中者可能进人高校
,

以此计算此项值
。

200 2 年的汉族小学毕业生升学率

达到 100 % 以上
,

应与人 口流动有关
。

计算该年度数值时假定汉族小学毕业生 100 % 升人初

中
,

排除升人职业初中的 0
.

06 %
,

其余都进人了普通初中
。

资料来派
:

李晓仗
:

《新班高校招生 中对少数民族考生优惠政策的分析 )( 待发表论文 )
,

根据 19 9 8
、

19 99
、

2口以】年 《新退维吾尔自治区教育统计资料》有关数据计算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高中升大学 的比例上
,

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 的差距

明显缩小
,

在 2 0 0 2 年分别是 7 0
.

1% 和 83
.

5%
。

直接的原因是政府对少数民族

考生 (不论是在汉语学校还是在民语学校就读 )实行了政策性加分优惠
,

以保证

少数民族在大学录取中保有 50
一
oo % 的比例

,

有的年份 民语考生和汉语考生的

录取分数线相差 2 05 分 ( 1986 年 )
,

200 6 年少数民族考生 (
“

民考民
”

)的文科重

点院校录取线 比汉族考生 (
“
汉考汉

”

)的录取线要低 1 19 分 (关于各年高考优

惠政策具体内容参见附录 1
、

附录 2 和附录 3 )
。

考虑到中考的优惠政策和少数

民族高中生的录取 比例以及少数民族高中生在高考中因为政策优惠显著提高

录取率这几个因素的综合作用
,

必然会使少数民族学生在大学里的学习成绩受

到影响
,

也影响到他们毕业后的就业状况
。

三
、

新挂的少数民族教育体系

( 一 ) 少数民族学校的教学体系

在新班这样一个少数民族人 口 比例超过 60 % 的多民族 自治地区
,

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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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用语和课本也必然采用多种文字
。

虽然新孤人 口中包括 了 5 6个民族
,

但是有的民族 (如回族
、

满族等 )使用汉语
,

许多民族因人 口很少无法形成教学

规模
,

所以自治区政府根据本区实际情况
,

在学校教学语言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

( l) 乌孜别克
、

塔塔尔
、

塔吉克三个民族使用维吾尔文字 ; ( 2) 新班的中小学采

用汉
、

维
、

哈
、

柯
、

蒙
、

锡伯
、

俄七种语言进行教学
,

自 1950 年代开始
,

政府组织专

业人员用汉
、

维
、

哈
、

柯
、

蒙
、

锡伯 6 种文字编写中小学教材
,

19 98 年开始 自编俄

语小学教材 ; ( 3) 新获的大中专院校采用汉
、

维
、

哈
、

蒙四种语言授课
。

这是新

疆各级学校所使用教学语言的基本框架
。
① 为了支持民族语言教学工作

,

新粗

教育出版社 200 5 年出版了民文教学用书 1
,

5 5 0 种
。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
,

新孤各级学校的少数民族学生与教师队伍已经形成

相当的规模
。

据 2X() 4 年 12 月的统计
,

全区共有小学 5
,

4 51 所
,

其中就读的少数

民族学生 1
,

436
,

257 人
,

占总数的 64
.

8% ;民族教师 86
,

3 15 人
,

占教师总数的

64 % ;初中 1
,

4 6 7 所
,

民族学生 742
,

08 4 人
,

民族教师 4 1
,

8 23 人 ;高中 498 所
,

民

族学生 148
,

398 人
,

民族教师 9
,

293 人
。

从 小学和 中学的统计来看
,

共有学校

7
,

4 16 所
,

民族学生 2
,

3 2 6
,

7 3 9 人
,

占总数的 6 2
.

3 % ;民族教师 13 7
,

4 3 1 人
,

占总

数的 59
.

9% (表 6 )
,

这与新疆少数民族人 口 占总人 口 的比例 ( 6 0
.

4 % ) 大致相

当
,

标志着各少数民族在学生人学和教师任教这两个方面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

中央政府的民族平等和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政策得到贯彻和落实
。

衰 ` 新扭各类学校教师与学生统计 ( 2 0 0 4 年 12 月 )

学校数

(所 )

教职工 专任教师 学生人数

总数

17 7 67

少数民族 总数 少数民族 总数

1 50 30 8

100
.

0

1 1304 7

! 00
.

0

4 7 32

8 6 3 1 5

57
.

4

59 0 2 8

52
.

2

9 6 1 2

! 00
.

0

1 34 9 1 5

100
.

0

9 4 3 8 1

100
.

0

30 7 9

2 17 8

2 2
.

7

86 3 15

64
.

0

5 1 1 16

5 4
.

2

2 626 24

! 00
.

0

22 18 109

l X()
.

0

15 17 9 4 8

1心洲)
.

0

6 15 02

少数民族

7 7 8 1 1

29
.

6

14 36 2 , 7

64
.

8

吕侧抖 82

5 8 7

71
. .1气ù7一呢ó6Or40

ù

5
,1

幼儿园

%

小学

%

中学
.

%

职业学校

%

特殊教育

%

8 35 6 2 5 4 9

1《幻
.

0

350

1 3
.

7

*

中学在校生中
,

初中生 】 ,

158
,

801 人
,

少数民族占 64
.

0% ; 高中生 359
,
1 4 7 人

,

少数民

族占 4 1
.

3%
。

资料来派
:
新班 自治区教育厅统计数字

。

在新获的各级学校中
,

根据教学语言形成 了两个体系
: 一个被称之为

“

民语

① 新 . 的塔塔尔和乌孜别克两个民族
,

学生大多上维吾尔语班
;
塔吉克没有文字

.

采用 雄吾尔语教

材
,

教师用塔吉克语讲解
;
柯尔克孜族一度使用维吾尔语文

.

恢复柯尔克孜文后
,

从小学低年级起采用柯

文教材
,

逐步过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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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学校
”

( 民校 )
,

主要以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
,

又可根据具体教学

语言进一步细分为维语学校
、

哈语学校
、

蒙语学校等 ;另一个被称 之为
“

汉语系

学校
”

(汉校 )
,

以汉语文开展教学活动
。

由于各地人 口中民族构成的差异
,

必然

存在汉族学生上民语学校
、

少数民族学生上汉语学校和部分少数民族学生跨族

人学 (如哈萨克族学生上维语学校
、

维族学生上哈语学校 ) 的现象
。

同时
,

在民

语学校中有汉族教师
,

汉语学校中有少数民族教师
,

因此在各级学校中就读的

少数民族学生数并不是在民语学校就读的学生数
,

少数民族教师的数字也不是

在民语学校任教的教师数字
。

在阅读这些统计数字时
,

要注意它们采用的不同

统计 口径和方法
。

在表 7 中
,

我们试图用教学语言分类来分析新疆学校的整体结构
。

现在新

班大致有三类学校
: 民语学校

、

汉语学校
、

民汉合校
。

但是我们查不到民汉合校

小学与中学的在校学生数
,

而且 民汉合校的学校数目和学生数字也在不断变化

之中
。 1960 年自治区开始民汉合校试验

,

19 81 年民汉合校发展到 1“ 所
。

新

扭在
“
文革

”

后一度推行民汉分校
,

1984 年减少为 44 所
。

19 9 0 年代后期以来又

提倡合校
。
① 2X() 0 年全区民汉合校为 4 61 所

,

2 00 4 年为 6 56 所
,

200 5 年又增至

7 0 7 所
。

在表 6 中
,

由于缺乏民汉合校和汉校的学生统计数字
,

它们各自所占的

比例也无法算出
。

衰 7 新一各类学校在校生人数 《200 4 年 )

幼 儿 园 小 学 中 学

个致 个数
在校

生数

2 26 6 7 8

个数
在校

生教

7 0

oo

4 9
.

4

3 6
.

9

7 8 7 6 89 5 1
.

9

9
.

6

1
.

2

0
.

2

.且
691
甘,
J

Z
一吕9 27

,..

一 一 4

一 一 2 9

一 一 2 0

一 一 9 7 4

2 2 18 1心为 1侧】
.

0 19 6 5

94
.1.

…
600

民族语育
.

一

维吾尔 一

哈萨克 一

旅古 一

. 伯 一

柯尔克孜 一

民汉合校 一

汉校 一

总计 97 7

3 7 7 7

3 2 9 7

3 7 5

2 2

4

7 9

6 3 6

一 2 6 26 24 l 0()
.

0

10 3 8

, 4 5 1

1
.

4

1 1
.

7

19
.

0

! 00
.

0 15 17 94 8 1X()
.

0

呢ù060114900

.
另有 1所俄罗斯语小学在 2仪只 年改为双语小学

。

资料来像
:

新班自治区教育厅统计数据
。

从表 7 的学校数量统计中
,

维语小学在全部 民语小学 中占 87
.

3%
,

维语中

学在全部民语中学 占 74
.

8%
,

其次是哈萨克语学校
,

其他如柯尔克孜
、

蒙古
、

锡

伯语学校的数目则很少
。

这样的结构一方面反映 出维吾尔族在新班作为人 口

第一大群体的强势地位
,

同时体现出政府对那些人 口较少群体的照顾及其语 言

① 例如我们词查的喀什第六中学
,

在 19 71 一 l , 81 年属于 民汉合校 ; 1 , 81 年分成一所民族中学 (第

六 中学 )和一所汉校 (第十二中学 )
,

在校园中间筑 了一道绪
,

把校 园一分为二
; 2 00 5 年两校再度合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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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性保护
。

(二 )各族学生的就读模式

新疆的各族学生按其就读学校和主要教学语言
,

传统上可以大致划分为三

种
:
( 1 )

“

民考民
” : 即少数民族学生在民语学校人学就读

,

在考试时采用一种 民

族语言应试 ; ( 2)
“

民考汉
” : 即少数民族学生在汉语学校上学

,

各科考试采用汉

语应试① ; ( 3)
“

汉考汉
” : 即汉族在汉语学校上学

,

使用汉语应试
。

所谓
“

考
” ,

指的就是应试语言
,

通常就是平时学习时使用的教学语言
。

在讨论这三种传统就读模式时
,

有几点需要注意
: ( l)

“

民考民
”

中包括不

同民语系统 (维语
、

哈语
、

蒙语
、

柯语
、

锡伯语 ) 的学校
,

存在某少数民族的学生在

另一个少数民族的民语学校学习的情况
,

如哈族学生或塔吉克族学生在维语学

校上学
,

用维语应试 ; ( 2) 一个学生在不同的学习阶段 可能选择上不同语言教

学的学校
,

如有的学生在小学 阶段是
“

民考民
” ,

到了初中可能转为
“

民考汉
” ,

当然这样的转换对学生的学习会带来一定困难 ; ( 3) 对于母语是汉语的一些 民

族学生 (如回族和满族 )
,

他们在汉语学校上学
,

严格地说不能算是
“
民考汉

” ,

而且他们在高考 录取 时 由于 自己的 民族成 分 可 以得 到 一定的加分优感 0 ;

( 4) 其他人口较少民族的学童通常根据居住地点的主流语言选择学校
,

如南方

民族 (土家族
、

苗族等 ) 的学生大多选择汉校 ; ( 5) 存在少量
“

汉考民
”

学生
,

即

母语是汉语的汉族及回族
、

满族学生在民语学校就读
,

用民语参加考试
。

汉语系学校的所有课程都用汉语讲授
,

同时加授一 门外语 ( 多为英语 )
,

不

开设 民族语文课
,

因此不能称之为
“

双语教育
” 。

如果从新组本地 的就业需求和

发展前景来看
,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如维族聚居的南疆
、

哈族聚居的北粗部分

地区 )的汉语学校
,

可以考虑开设当地民族语文课
。

但是现在全 国高考的外语

(英语 )考分要求很高
,

汉族学校的学生为了学好外语考上大学
,

认 为英语今后

更有用
,

一般不愿意再分散时间与精力来学习民族语文
。

从语言 的工具性功能

而论
,

对于那些不上大学或者上 了大学但毕业 工作时很少使用英语 的汉族学

生
,

也许掌握好一 门当地 的民族语文 (维 语或 哈语 )对 个人就 业和发 展更为

有利③
。

目前新获的民语系学校采用的双语教学
,

大致可分为三种具体模式
。

1
.

“

传统双语教学模式
” : 以母语授课为主

,

加授汉语 (每周 4 一 5 学时 )
。

新孤维吾尔自治区公布 19 7 7 年教学计划时
,

开始要求民语系学校从小学

①
“

民考汉
”

考生在高考中也可得到加分的政策性优惠
,

20( 巧 年文科重点院校 的
“
民考汉

”

录取分

数线 比
“

汉考汉
”

要低 77 分
。

国外学者的研究称喀什
“

民考汉
“

的加分优惠幅度大于对
“

民考民
“

优感招

度 (见 S a u
tm an : “

E x p an d i n g Ae e e二 to H ihg e r E d u e a t i o n fo r C h i n a
’
。 N a t i o n a l M i n o “ 一i e . ” ,

Ch i .
’
: 刀创勿耐 肚心

·

on 欣 , dK ~
`白 n .

1卯 9
. p

.

84 )
,

这一点 明显与事实不符 ( 参见附录 2 )
。

② 新理的 回族学生在汉语学校就读
,

高考录取时可以得到加 or 分的优感 ( 今见附录 2 )
。

③ 仅南班和北班地区近十年在民语学校发展
“

双语教学班
”

就需要 4 万名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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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开始讲授汉语课
,

19 78 年 6 月自治区教育局颁布了 ( 关于加强民族学校

汉语教学的意见 )
,

19 8 0 年教育厅组织编写 (汉语教学大纲 )
,

并重新编写 了民

语系学校从小学到初中的 7 册汉语教科书
。

19 8 2 年自治区政府规定
,

高等学校招生的少数民族考生要加试汉语
,

并适

当计算分数
。

19 84 年 1 月 9 日自治区党委在文件中强调要加强汉语教学
,

19 84

年 12 月 2 8 日自治区教育厅 ( 关于贯彻 自治区党委 ( 8 4 ) 3 号文件的几点意见 )

中
“

确定我区中小学从小学三年级开设汉语课
,

直到高中毕业
” 。

以上这些 由政府推行的措施不断加强民族小学和中学的汉语教学
,

成为新

祖民语系学校的主导教学模式
。

200 5 年有 2
,

83 0 所学校 ( 占民语学校总数的

7 4
.

9% )采用这一模式
,

在校生 1
,

1 89
,

45 6 人
,

占少数民族学生总数的 97 %
,

民

语授课的专任教师 1 35
,

5 84 人
,

占全部少数民族中小学专任教师的 98
.

6%
。

传统双语教学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出现 的一个问题就是汉语系和维语系学

生的学习成绩有明显差距
,

无论是分科的中考成绩还是及格率都是如此 (表 8

和表 9 )①
。

这与民语系学校和汉语系学校在教师专业能力 (不是语言能力 )
、

教

材质里
、

教学环境方面的差距相关
,

尽管这 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上新疆少数民

族教育没有很好发展所造成的
,

但 目前面临如何改变这一状态的任务
,

传统双

语教学模式在新的社会形势下确实需要进行调整和改进
。

衰 8 200 2 年新一 自治区部分地州市维
、

汉语种中考成绩统计

统统统计科目目 政治治 语文文 数学学 物理理 化学学 英语语

III试卷
...

平均分数数 维语语 30
.

888 5 4
.

444 24
.

555 34
.

444 34
.

111 34
.

444

汉汉汉汉语语 57
.

333 5 9
.

111 58
.

888 66
.

888 68
.

000 56
.

888

及及及格率率 雄语语 2 777 4 2
.

777 3
.

000 6
.

000 9
.

111 1 7 333

%%%%%%% 汉语语 49
.

555 5 1
.

555 50
.

222 65
.

111 63
.

666 4 7
.

333

优优优秀率二二 雄语语 0
.

0444 1
.

,, 0
.

1 333 0
.

2 666 1
.

444 2
.

999

%%%%%%% 汉语语 2
.

222 1
.

777 1 3
.

888 1 8
.

777 31 666 1 4
.

333

1111 试卷卷 平均分数数 维语语 1 7
.

333 2 9
.

666 7
.

666 1 2
.

666 1 2
.

999 】3
.

777

汉汉汉汉语语 2 2
.

666 36
.

666 2 3
.

888 2 5
.

222 24 444 2 3
.

777

升升升学
’
二二 维语语 3 2

.

777 56
.

888 1 9
.

999 2 9
.

888 30
,

000 30
.

999

平平平均分毅毅 汉语语 5 2
.

999 66
.

111 5 3
.

222 5 9
.

555 5 8
.

444 5 2
.

555

· l 试卷各科满分为 100 分
,

作为初中毕业成绩 ; 11 试卷语文
、

数学满分为 70 分
,

其他各

科 50 分
。

二 优秀成绩为 85 分以上 ;

二
。
升学成绩是指 I 试卷成绩的二分之一加 11 试卷成绩的总和

。

资料来像
:

新扭 自治 区教育厅调研报告
,

本 次调查样本规模为
:
维族 ”

,

12 6 人
,

汉

族 4 3
,
4 1 9 人

。

① 2 00 3 年 开始
,

乌 . 木齐市教育部门开始对民族学校
、

汉校中考的理科考题逐步提高相同内容的

比例
,

200 3年 5 0% 内容相同
,

2加 4 年 70 % 内容相同
,

到 200 5 年民语系中考理科试卷 100 % 与汉语系内容

相同
,

完全取消单独命皿的做法
,

实行了统一出肠和统一阅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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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 乌每木齐地区中考情况统计 ( 20 03
~ 200 匀

数学 物理 化学

平均分 及格率% 平均分 及格率% 平均分 及格率%

443932一443339
曰、àRù舟弓ù

…
一挂气ù飞甘6

几、ù
1,

.

,了l

2 00 3 年

2 0 04 年

汉语系

雄语系

哈语系

汉语系

民语系

双语班

汉语系

民语系

58
.

4

4 9
.

3 65
.

7

44
,

3

56
.

1

4
.

6

26
.

9

3 9
.

1

5 3
.

2

64
.

4

4 2
.

5

1 2
.

8

7 1
.

9

2 0
.

1

52
.

1

0 7 7
.

9

3 4 5
.

6

6 6 7
.

9

,夕月,一,
.

987453一894066一85

200 5 年
4 2

.

6

60
.

3

4 3
.

3

4 1
.

4

30
.

8

资料来源
:

新班 自治区教育厅调研报告
。

新孤的高等教育也长期实施这一传统双语教学模式
,

自治区对在不同语系

学校学习并使用不同语言考试的各族学生
,

根据考试情况每年制定和公布不同

的录取分数线①
。

进人大学 以后
,

从民语 系高中毕业的少数民族学生经过一年

预科学习
,

汉语得到一定加强 ;但是 四年的专业学习完全在大学的
“

民语系
”

进

行
,

同在一个大学校 园里
, “

汉语系统
”

和
“

民语系统
”

彼此几乎完全封闭
。
t ’ }在

“

民语系统
”

里
,

民族教师用民语讲授民语文各科专业教材
,

考试内容和难度与

汉语系不同
,

因此也没有可比性
。

由于 民语系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普遍汉语水平

偏低
,

学习专业知识 (如计算机
、

生物 )使用少数民族文字
,

在学习和工作中无法

与非母语的人员沟通和交流
,

很难在劳动力市场就业
。

我们在新获开展的大学

生就业专题调查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

正是为了解决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的

就业难题
,

新孤自治区政府自 20 0 0 年开始加强各级学校的汉语教学
。

2
.

特定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
: 主要对象是杂居在汉族中的少数锡伯族和蒙

古族学生
, “

小学阶段 以母语教育为启蒙教育
,

加授汉语 口 语
,

初
、

高中阶段完全

采用汉语授课
” 。

据政府教育部门统计
,

20 05 年属于这一类的共有 4 所学校
、

12 71 名在校学

生和 100 名民语授课专任教师
。

在表 7 中
,

新孤的锡伯族语言小学和中学各有

4 所
,

蒙古族语言小学有 22 所
、

蒙古族语言中学有 23 所
。

所以有可能锡伯族的

4 所小学属于此类
,

少数蒙古语言学校在中学阶段转向汉语教学
。

2 00 5 年新孤民语系中小学学生总数为 2 01
.

4 万人
,

这 12 71 名学生只 占其

中极小一部分
。

正因为人数太少
,

这些学校的学生和家长普追倾向于完全使用

汉语授课
,

对于目前使用这种过渡模式 的学校而言
,

有可能在未来逐步转型为

汉语学校
。

3
. “

新双语教学模式
” :
在 自治区政府的大力推动下

,

近些年来新粗开始发

① 关于从 1 , 77 年以来历年不同类别考生 (
“
民考汉

” 、 “

民考民
” 、

, 语考生等 )的录取分数找情况
,

请参见附录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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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一种新的
“

双语
”

教学模式
,

具体做法是在民语学校或汉语学校开设
“
双语

实验班
” ,

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少量民汉合校的
“

双语学校
” 。

授课语言的结构为
:

部分课程 (数学
、

物理
、

化学
、

生物及英语 )用汉语授课
,

部分课程 (语文
、

思想品

德
、

历史
、

地理等 )用母语授课
。

这种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和发展前景已经成为

当前新疆民族教育中最引人注 目的一个研究专题
。

这几年由于面临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社会压力
,

新班 自治区政

府在民族教育方面加强推行汉语
,

具体措施是
:
在民语系小学坚持从三年级起

开设汉语课
,

2 002 年自治区政府从新孤大学开始试点
,

除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

特色课程以外大学的所有课程用汉语讲授
。

这一教学模式逐步推广到新获其

他各高等学校
。

值得注意的是
,

为了提高汉语水平
,

部分地 区师范学校 (吐鲁番
、

昌吉
、

喀

什 )的附属中学正逐步过渡到全部课程用汉语授课
、

同时加授母语文 的新双语

教学模式 ;部分地区的学校如喀什地 区泽普县的 18 个双语班
、

轮台县双语班
、

喀什第三小学与第八小学的双语班
,

采用全部课程用汉语讲授并加授维语的模

式
。

实际上这种模式与汉语学校的差别
,

只在于加授民族母语的语文课程
。

这

个新模式的发展前景之一就是变成汉语
、

民族母语
、

外语 (英语 )三种语文课程

同时开设
、

其他课程全部用汉语开设的新型
“

三语学校
” ①

。

(三 ) 中小学
“
新双语教学模式

”
的发展历程

根据自治区政府加强汉语学习的计划
,

1 992 年 7 月 巧 日
,

自治区教委印发

(关于确定自治区 or 所
“

民汉兼通
”

试点学校的通知 )
,

在维
、

哈
、

蒙语授课的一

部分民族中学里开展了部分课程 (数理化
、

后加英语 )用汉语授课
、

其余课程用

母语授课的双语教学实验②
。

19 % 年
,

全 区民语 系中学 的双语授课班达到 26

个
,

1997 年双语实验班增加到 60 个
。

199 9 年 l 月
,

新获自治区教委印发了 (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少数民族中学双

语授课实验方案 )( 讨论稿 )③
。

同年 5 月 28 日
,

自治区教育厅印发 《自治区少

数民族中学双语授课实验班评估方案 (试行 ) 》和 《 自治区少数民族中学双语授

课实验班参考课程 (教学 )计划 )
。

2的 0 年 11 月 30 日下发 ( 关于公布开办双语

授课实验班学校名单的通知》
,

名单里的 28 所学校 (包括中学和小学 ) 开办了

91 个双语实验班
。

20 04 年 4 月新疆 自治区党委作出 (关于大力推进
“
双语

”

教

① 国外学者也注愈到许多国家出现的这一发展趋势
, “
那些希望保持自己第一语言并进人全球体

系的少数群体成员
.

面临着个人掌握三种语言 ( t irl in gu 心. ) 的需要
”
( 见 W d gh t :

aL 移` “ a g e p o止扮
。
耐 aL

。
-

g “ a肛 P她 n耐峪
,

2《K随 年
, p

.

24 8 )
。

② 199 2 年
,

在乌奋木齐
、

塔城
、

吐 . 番三个地区开设 了三个初中实验班
,

共 100 多名学生
,

数学
、

物

理
、

化学和英语用汉语授课
,

其他用母语授课
,

学生从 所在地小学择优录取 ( 主要根据汉语 和数学成绩 )
。

③ 具体内容今见木哈白提
·

哈斯木 等《新 . 少数 民族中学 汉语授课实脸研究 》
,

新扭大学出版社

2 0 0 2 年版
,

第 2 5一3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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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作的决定》①
,

2 005 年自治区党委作出 (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学前
“

双语
”

教育

的意见 》
,

把汉语学校从小学提前到学前班和幼儿 园阶段
,

强调
“

学习汉语要从

娃娃抓起
” 。

一项统计显示
,

2 00 4 年全新孤有 943 所学校 ( 占民语学校总数的 20 % ) ②开

办 了
“

双语实验班
” ,

在校生中有 35
,

948 人 ( 占民族学生总数的 2
.

9 % )
、

专任教

师中有 1
,

8 4 7 人 ( 占民族中小学专任教师总数的 1
.

3% )参与
“

双语实验班
”

这

一新的教学模式
。

另一份材料说 2 005 年新孤全 区承担双语教学任务的民族教

师有 8
,

4 87 人
,

约占少数民族教师总数的 5
.

1%
。

如果两组数字都属实
,

那只能

说新获的
“

双语
”

教育在这一年里 出现 了
“

大跃进
” 。

还有一份 规划说政府在

200 5 一
20 11 年期间将对全区 35 岁以下共 85

,

524 名在职
“

双语
”

教师进行强化

培训
,

这一数字大大超过现今统计的
“

双语
”

教师数
,

有可能包括 了给双语班讲

授汉语及数理化课程的汉族兼职教师
。

也许以上这些数字是以不同的定义 (是
“

双语班
”

的专任教师
,

还是包括参与给
“

双语班
”

授课 的兼任教师 )和 口径来统

计的
,

但是有一点很清楚
,

那就是在新疆 自治区政府 的强力推动下
,

近两年
“

双

语教育
”

在新孤各地得到快速发展
。

从表 10 中可以看出
,

从事双语教育的民族教 师在高中阶段的绝对数字不

大
,

但在少数民族教师中所占比例最高 ( 1 2
.

1% )
,

这从一个侧面反 映新组 民语

学校高中部分的少数民族教师总数不大③
。

也许这是因为民语学校初中毕业生

升高中的比例明显低于汉语学校
,

所以民语系高中教师人数少于汉语系高中教

师
。

维族集 中的 和 田
、

喀什
、

阿 克苏三 个地 区初中毕业 升高中率分别仅有

10
.

9%
、
18

.

7% 和 2 2
.

2% (表 4 )
。

其他原因还需进一步调查
。

衰 10 新班双语实验班发展统计 《2 0 0 5 年 , 月 )

双语班数
就读

学生人数

占少数民族

学生 比例

双语民族

教师人数

占少数民族

教师比例

6
ǎ洲工
` .1` . t

.

…
内j
6
,̀呢é

启.月

幼儿园 (学前班 )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小学合计

总计
.

104 5

207 4

1 14 0

2 4 6

34 6 0

4 50 5

30 2 69

60 8 8 6

4 3 52 1

10 4 6 2

1 14 8 6 9

1 4 5 1 3 8

14 14

3 0 9 8

2 8 4 9

1 1 2 6

7 0 7 3

8 4 8 7

资料来源
:
少数民族在校学生数字见新获 自治区统计局

,

200 6
:
524

。

如果采用
“

教学班
”

的 口径统计
,

2 0 05 年 9 月新疆有 4
,

5 05 个双语教学班
,

① 自 2 00 7 年始
,

乌每木齐市部分中学的双语班从高中开始除维晋尔语文外
.

其他课程 (数
、

理
、

化
、

政治
、

历史 )全部用汉语授课
。

② 我们调查的硫附县也是按 照这一 比例在民语中学开设
“
双语班

” 。

③ 表 5 显示新二中学 ( 包括初中
、

高中 )有少数民族教师 51
,

116 人
。

表 7 中在
“

双语班
”

初中
、

高中

授课的民族教师总数为 3
,

9 75 人
,

占少数 民族教师总数的 7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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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学生 14 5
,

1 38 人 (表 10 )
,

比 2加 4 年就读学生数 ( 3 5
,

94 8 人 )增长 4 倍
。

另

一消息称新获
“

双语
”

教学班总数已达 50 00 个
,

就读少数民族学生达到 巧 万

人
,

占新获少数民族学生的 6
.

6% ①
。

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
,

尽管新疆各地双语

班的发展速度很快
,

但
“

双语班
”

学生在全获少数民族学生 中所占比例依然

很小
。

《四 ) 政府为推动
“
双语班

”
所实施的优感政策

为了鼓励学前幼儿园阶段的
“

双语教育
” ,

新班自治区政府对人学儿童
、

任

课教师实行特殊补贴政策
:
( l) 幼儿学前

“

双语班
”

伙食补贴 (每人每天 1
.

5 元 )

每生 33 0 元 /年
,

教材补助每生 20 元 / 年 ; (2) 学前
“
双语班

”

教师工资补助 (现

在一些地区执行 400
一 600 元 / 月 )

。

按照教育厅的经费规划
,

该项工资补助应

为每人每月工资 800 元
,

医疗保险 78 元
、

住房公积金 84 元
,

每月共为 962 元
,

全

年共达 1 1
,

544 元
。

我们在喀什疏附县的实地调查中发现
,

县里学前
“
双语班

”

教师的工资实际仅为每月 400 元
。

我们 200 7 年 8 月在喀什疏附县农村
“

双语班
”

师生的访谈中了解到
,

许多

农民家庭很愿意送孩子到
“

双语学前班
”

就读
,

一是政府的伙食补贴可以解决孩

子的午棍 ;二是意识到汉语很有 用
,

愿意孩子学汉语 ;三是孩子上学前班
,

家长

不用看管
,

有利于家长的时间安排
。

有材料显示
,

全粗 200 6 年有 8
,

1 万名学前 儿童在双语班学 习并享受伙食

补贴和免费课本
,

1
,

2% 名
“

学前班
”

的双语教师享受工资补贴
。

如果这一数字

可靠
,

就说明 20 06 年学前双语班的儿童入学数字与 200 5 年相比增长了 2
.

7 倍
,

占少数民族学前儿童的 29
.

4%
。

新粗教育厅计划在 2 0 12 年将使 85 % 以上的少数民族学前儿童接受
“

双语
”

教育
。

要在六年间将少数民族人学儿童 的比例由 29 % 提高到 85 %
,

这显然是

一项雄心勃勃的目标
。

实施这一计划 的关键
,

是及时培训 出能够担任
“

双语学

前班
”

的合格教师
,

为此教育厅提出在 200 7 一 201 1 年的五年里
,

新疆全 区共需

要聘用合格的学前
“

双语教师
”

37
,

3 71 名
。

对于在中小学
“

双语班
”

任课的教师
,

政府也提供一定的补贴
。

按照教育厅

的规划
,

通过
“

双语
”
教师专项编制招聘的大 中专毕业生

,

一次性发放 安家费

3
,

加 0 元
,

本科毕业生参加工作的工资标准为 1
,

848 元 /月
。

工资加上社保三金

(失业
、

医疗
、

养老 )及第 13 个月奖励工资等
,

每名
“

双语
”

教师所需的年均经费为

2
.

25 万元
。

因为南获推行
“

双语
”

教育的任务艰 巨
,

自治区决定在南疆增加现有

教师编制总数的 10 % ( 即 8
,

706 名 )作为
“

双语
”

教 师特设岗位专项 编制
,

在

2 00 7 一
20 12 年核定到位

。

政府为了进一步推行
“

双语班
” ,

必须增加教师编制
、

① 《中国民族报》 200 8 年 1 月 1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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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教师补贴和办学经费
,

同时对在岗
“

双语教师
”

的培训支付了大量经费①
。

(五 ) 各地州在发展
“
双语实验班

”
方面的不平衡

在全新疆 15 个地州市 (表 1 1) 当中②
,

双语教学实验班的发展很不平衡
,

这

与各地区人 口和学童的民族构成相关
。

从表 11 的最右一栏看
,

双语班学生最

多的是伊犁
、

喀什
、

阿克苏与和 田
,

这也是维吾尔族
、

哈萨克族人 口 最集中的地

区
。

学前班和小学双语教学班的平均规模都为 29 名学生
,

初中平均每班 38 名

学生
,

高中平均每班 4 2
.

5 名学生
。

从表 11 中可 以大致看到新疆各地 区都有各 自的人 口 特点
,

各地 的教育基

础和师资队伍情况也存在差异
。

伊犁州直属县推动双语实验班 的力度和成绩

是最突出的
,

并和喀什地区一样把重点放在小学阶段
。

阿克苏地 区则把双语教

育的发展重点放在学前和小学阶段
,

但是初中和高中的双语班发展较慢
。

与之

相 比
,

和 田的初中双语班数量和就读学生数方面更加突出
。

和田地区小学阶段

的双语教育基础较差
,

不知 初中阶段 的双语授课如何解决学生 的 听课能 力

问题
。

衰 1 1 新班各地州市双语教学班傲
、

学生数 《200 5 年 10 月 )

学前 小学 初中 高中 合计

学生

6 4 33

班一12班一50
地市州

学生

0

0

7 1

7 06

0

4 9 9

10 0 96

1 8 0

80 1

1 162

1 886

6 265

0

4 0 0 8

4 595

30 2 69

学生

3 6 50

0呢ù呢J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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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地区

阿勒泰地区

博尔塔拉州

巴音郭楞州

阿克苏地区

克孜勒苏州

喀什地区

和田地区

总计

44 3 2

38 6 6

学生

64 1

1 16

110029
ù

6980
声勺一24 4
呢曰00664IJ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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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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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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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2 9

13 8

1 04 5 207 4

1 33 8

53 6

4 4 8 8

1 3 4 2 2

1 9 2 4

2 3 1 9

1 9 1 0

1 8 3 6

1 2 3 1 2

306
1 3 13 6

288 0

6 0 8 8 6

19 4

2 4 8

1 14 0

学生

2 1 4 2

9 I

1 6 3

22 90

9 7 4

2 4 7 2

5 2 3 6

12 97

3 1 0 ,

86 8

1 7 93

2 81 7

5 2 9

8 6 7 0

1 10 7 2

4 3 52 1

l 4

24 6 04 62 4 50 5

520 7

l 86()

82 1 2

3 14 87

4 0 50

66 82

4 04 6

6 2】7

22 139

9 70

27 22 3

19 24 7

14 5 1 38

资料来源
:

自治区教育厅 200 7 年调研报告
。

① 新 . 自治区和教育部等四部委自 2 00 2 年开始执行 的 (关 于支援新获汉语教师工作方案 )总投资

为 7 6创 )万元
,

中央政府提供 6峨烈】万元
,

新蕊提供 16 00 万元
。

② 新 . 的行政区划中有 3 市
、
4 地区

、

5 个自治州
,

但是伊犁哈萨克 自治州 下又箱有一个直箱县和 3

个地区
。

本文中把这 1 个直辖县和 3 个地区与其他自治区直属市地州并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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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获由于汉族人 口少
,

缺乏学 习汉语的语言环境
,

在推行双语教育方面尤

为必要
,

但同时面对的困难也最多
。

和田地区中小学开设 的双语班仅占当地 民

族学校总班级数的 2%
,

可见发展难度之大
。

(六 ) 关于
“
民考汉

”
的发展

随着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人及中国经济 的迅速发展
,

新疆的经济

结构和人员流动也开始进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

中央政府自 20() 0 年以来实施

的
“

西部大开发
”

战略推动了一大批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进人新疆
,

这些项 目的实

施又带动了制造业
、

运输业
、

通讯业和服务业的迅速发展
,

这使得汉语逐步成为

新获各地最重要最通用的交流与工作语言
。

为加强汉语而推行的
“

双语教育
” ,

其目的也是为了帮助少数民族毕业生能够更好地进人就业市场
。

少数民族学生愿意进人汉语学校另外一个直接的动力
,

是
“

民考汉
”

学生在

申报学校志愿时远比
“

民考民
”

有更宽的选择
,

被录取的可能性也 因此明显增

加
。

表 12 是 19 7 7 一 1 9 9 7年新毅高等教育招生统计
,

新疆考生 录取后 到他省学

襄 12 新一离等教育招生情况 《1 , 7 7 一 199 7)

年份
大学招生人数

总数

39 1 6

4 93 0

4 26 6

4 80 7

44 oo

556 8

776 1

10 27 3

1 2口吠】

1 1 7 8 5

1 2 9 3 9

l 4 69()
1 340 5

1 296 5

1 27 9 1

17肠 9

20 14 3

1 7 83 9

1 7 8 1 4

1 7 7 3 7

1 929 9

% 本区就读 % 他省就读 %

报考

人数

录取比例

%

19 7 7

19 78

19 7 9

19 80

19 8 1

19 82

1 9 83

19 84

19 85

1 9 86

19 87

19 88

1 9 89

1990

199 1

199 2

19 93

19 94

1 9 95

1 99 6

1 99 7

293 8

38 16

3224

334 6

306 3

37 9 5

4 96 7

5 653

6 7 4 1

以 5 8

7 28 1

9 2 1 1

6 903

6 57 7

6 4 8 0

9 3 18

10 4 7 5

9 0( 扣

9 20()

9 260

94 9 6

5 1
.

5

50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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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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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新扭自治区招生办公室
,

1 997
: 5 95 一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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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人数在全体被 录取 总数 中的 比例从 1 9 77年的 2 5 %增加到 1 99 7年的

5 0
.

8%
。

新疆 自治区政府还明确规定
,

从新班被录取到外省上大学的人数中
,

少数民族比例不能低于 5 0%
。

从这两个比例数字之间的联系
,

可见
“

民考汉
”

学生在高考中所具有的优势
。

尽管
“

民考民
”

的录取分数线比
“

民考汉
”

要低

(参见附录 2 )
,

但是
“
民考民

”

完全不可能被外省一般大学录取①
,

这一点使得他

们在高考申报和录取中面临更多的限制
。

区外大学在报考条件方面对语种的限制
,

使得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生选

择直接进人汉语学校
,

成为
“

民考汉
”

学生
。

教育厅 的统计表明
,

在 1 998
一 200 0

年
,

汉语学校中
“

他族学生
”

(即非汉族
、

回族和满族的少数民族学生
,

主体应当

是维
、

哈
、

柯
、

蒙族学生
,

即
“

民考汉
”

学生
,

但也有少量其他民族学生
,

因为得不

到准确的
“

民考汉
”

统计数字
,

我们在这里借用
“

他族学生
”

数字来代表
“

民考

汉
”

)的数 t 在各级学校都逐年增加
。

在这三年期间
,

小学
“

他族
”

学 生 ( 以维

族
、

哈族为主 )的人数增加了 19 %
,

初中
“

他族
”

学生增加了 67
.

7%
,

高中
“

他族
”

学生增加了两倍 (表 13 )
。 “

他族
”

学生在全体少数民族学生 (不包括回族和满

族 )中的 比例也在逐年提高
,

两年期间
“

他族
”

学生在全体民族小学生 中的比例

从 3
.

5% 提高到 4
.

2%
,

在初中生中的比例从 3
.

5% 提高到 4
.

8%
,

在高中生中的

比例从 5
.

0 % 提高到 9
.

5%
。

衰 1 3 在汉语学校中的
“
民考汉

”
学生数一及其在全体民族学生中的 比例

汉族学生 回
、

润族

学生
他族学生

年份 学校

汉校

学生 总计

民族学生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民考汉占

民生 比例
.

小学

初 中

高中

小 学

初 中

高中

小 学

初中

高中

7 5 8 7 9 2

2 506 9 6

9 5 9 04

7 64 3 5 9

2 7 1 12 9

9肠 2 6

7 6 2 9 2 7

3 0 15 5 0

1砚)6 7 9 6

8 1
.

4

8 1
.

4

9 1
.

0

8 1
。

4

8 0
.

6

8 8
.

3

8 1
.

3

8 0
.

1

8 8
.

5

1 14 8 50

3 9 84 0

5 15 3

1 1 140石

4 2 3 6 8

6 2 4 7

10 5 7 4 5

4 2 0 2 7

5 2 8 3

12
.

3

12
.

9

4
.

9

1 1
.

9

12
.

6

5
.

5

5 8 5 80

17 5 84

4 2 9()

6 3 0 22

2 3 0 10

6 9 80

6 9 8 6 4

2 9 4 8 9

8 6 14

9 3 2 2 22

3 0 8 1 20

10 5 34 7

9 3 8 7 87

3 3 65 0 7

1 12 8 5 3

9 3 8 5 36

3 7 306 6

12 06 9 3

! 00
.

0

! 00
.

0

! 00
.

0

!以】
.

0

1 (X)
.

0

! 00
.

0

I t洲】
.

0

1碗洲) 0

! 00
.

0

民校民生

总致

16 1 16 9 1

4 7 9 9( 场

8 0 8 0 9

16 13 7 5 6

5 5 4 3 6 3

8 17 2 6

158 9 2 3 9

58 4 3 5 6

8 164 4

3
.

5

3
.

5

.50一.38.40”一.42.48.95
.57.41一67二.62一..7479.71

:: :

*
汉语学校的

“

他族学生
”

在
“

民校民生
”

和
“

汉校他族学生
”

相加之和 中所占比例
。

资料来薄
: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编《新吸教育统计资料》计算
。

2 00 0 年以后这一增长趋势仍在继续
。

据统计
,

新班 200 0 年在 中小学阶段

进人汉语学校 (班 ) 学习的
“
民考汉

”

学生人数为 7
.

9 万人②
,

2 0 05 年增至 ”
,

1

① 新 . 少数民族考生有可能申报中央民族大学
、

西北民族大学等有相关民语教学的极 少数特定学

校和专业
。

② 表 9 的
“
他族学生

”

为 10 7 9 67 人
,

其差橄 2
.

9 万人
,

应 当就是除汉
、

回
、

润和维
、

哈
、

柯
、

, (
“

民考

汉
”

)之外其他民族的学 生
,

这部分占了
“

他族学生
”

总数的 26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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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
,

五年间增长 6 6%
。

尽管增长速度很快
,

但
“

民考汉
”

在全体少数民族学生

中的比例依然不大
。

200 5 年
“

民考汉
”

学生只占同年在校少数民族中小学学生

总数 ( 2 2 6
.

2 万人 )的 5
.

8%
。

“

民考汉
”

学生 的数量增长速度
,

客观上受到接受汉语学校招 生容量 的限

制
。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
,

大多数想把孩子送到汉语学校的家长并不都能够实现

愿望
。

在维族聚居的南粗地区
,

汉语幼儿园和小学中已经招收了相当比例的维

族学生
,

如和田地区墨玉县汉语幼儿园中有 75 % 是维族儿童
,

该县汉语小学中

维族学生约占 5 0 %
。

喀什教育学院院长介绍
,

当地二些汉语幼儿园里 7 0% 是

维族儿童
。

和 田第一小学 (汉校 )六年级学生 中
,

维族占 11 % ;一年级学生中
,

维族占 3 0%
。

阿 克苏地 区 2 0《抖 年秋季汉 语小学新生 中
,

少数民族学生 占

2 5
.

6%
。

喀什市区汉语学校的学生中有 30 % 为维族学生
,

泽普县在汉族学校就

读的维族学生有 2
,

200 名
,

占全县 民族学生总数的 6
.

5 %
。

由于少数民族聚居

区的汉语幼儿园和学校的数目少
、

容量有限
,

许多少数民族学童虽有这样的愿

望
,

但客观上无法进人汉语学校就读
。

从这种发展趋势来看
,

有人认为
“

双语实验班
”

在宏观上是从 目前民语学校

的
“

母语授课加授汉语
”

模式向
“

汉语授课加授母语
”

模式的过渡
。

在分析一些

个案时
,

也有人认为家长送孩子上
“

双语实验班
”

是因为自己孩子无法进人汉语

学校
,

希望孩子通过
“

双语实验班
”

这样一种
“

过渡
”

能够帮助他们进人汉语学

校
。

当
“

内地新获高中班
”

(简称
“

内高班
”

) ①在广大少数民族家长中具有特殊

吸引力之后
,

由于
“

双语班
”

是考人
“

内高班
”

的有效途径
,

也就得到 了家长们的

青睐
。

在我们与维族中小学教师的座谈中
,

也有一些人认为
“

双语教育
”
可以兼

顾汉语和母语的学习
,

在当地是一种理想的教育模式
。

新班
“

双语实验班
”

的发

展前景究竟如何
,

还需要在今后的教学实践和就业市场中不断摸索与讨论
。

四
、

喀什地区
“

双语教育
”

的发展现状

200 7 年 8 月
,

我们在南粗喀什地区对 当地的双语教育进行了专题调查
,

发

现南获地 区的双语教育发展速度相当快
。

对比 200 5 年 10 月的统计 (表 14 )
,

喀

什地区在不到 两年的时 间里
,

使学 前双语 班就读的儿童从 4
,

00 8 人增加到

47
,

32 8 人
,

增加 了 fl
.

8% ; 同期中小 学的
“

双语班
”

数 目从 5 63 个班增加到

1
,

0 31 个班
,

学生数增长了 1
.

7 倍
。

① 中央政府自 20以】年开始实施
“
渐 l 内地高中班

’

计划
, “

内高班
’

从新 . 各地少数民族应届初中

毕业生中选拔
,

依据是中考的汉语与欣学成幼
,

每年招收一定名倾
,

近几年每年招收 50以 ) 名 ( 10 % 为汉族

学生 )
。

录取的学生送到内地大城市确定为
“

内高班
’

教学点的优秀中学学习
,

一年预科学 习 (加强 汉语
、

数学
、

英语 )之后根据考核成绩或文理科抽人该校普通班或者单独编成
“

新祖班
”

学习
,

高考时单独录取
,

根据分数和志愿 调整后都可以进人大学学 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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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4喀什地区双语发展情况

统计时间

2005
.

1 0

2) (X7
.

5

学前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小学合计

1 29

9 7 6

学生

4《 X】 8

班

3 3 8

学生

13 13 6

学生

8 67 0

学生

1 4 09

班一31

47 3 28一

班

5 3 6

1 3 1 0

学生

23 215

39 29 3

资料来源
:

《喀什教育信息》第 1 2期 ( 2007 年 5月 9 日 )
。

(一 ) 学前双语班

各县
“

学前双语班
”

的招生名额和聘请教师数目都要上报自治区批准实施
,

原

因是需要由自治区财政下拨学生的伙食补贴和教师工资
。

如疏附县 2仪巧 年
“

学

前双语班
”

招收 2
,

18 2 名 5 岁幼童 (其中乡镇幼儿 园 1
,

4 66 名
,

村级幼儿园 71 6

名 )
,

自治区每名学生每年补助教材费 20 元
,

每人每天伙食补助 1
.

5 元 (县里用地

方经费增加到 2 元 ) ;自治区规定每 40 名学前幼童配备 1 名教师
,

由自治区发放

工资 ( 目前实发工资 4X() 元 /月 )
。

南摄许多县都是国家级贫困县
,

地方政府财政

赤字很大
,

没有自治区的专项经费支持
,

基层的
“

双语教育
”

完全无法开展
。①

学前双语班的学制为两年
: 一年级招 收 5 岁幼童

,

教学 以汉语 口语训练为

主
,

教授简单汉字
,

要求
“

会背 10 一
20 首汉语儿歌

,

会简单地介绍自己
,

会用汉

语说出身体主要器官
,

认识 1 一 10 的阿拉伯数字
” ;二年级的儿童

“

开设拼音
、

数

学
、

语言 (会话
、

说话
、

讲故事
、

读儿歌
、

童谣 )
、

音乐 (学 唱汉语歌曲 )
、

美术
、

体

育
、

行为养成教育
” ,

每天上课 4 节
,

每节 30 分钟
,

并适 当安排户外游戏
。

学前

双语班儿童
“

要达到能听懂一些简单的汉语 日常用语
,

能简单进行 日常 口 语交

流
,

能读出学过的拼音和汉字
,

学习 10 以内的加减法
,

能用汉语准确读出 100

以内的阿拉伯数字
” 。

( 《2 006 年 5 月疏附县关于推进农村学前
“
双语

”

教育工

作的实施意见 ))

由于喀什地 区汉族人 口仅占总人 口 的 8
.

5%
,

而且集 中在喀什市区
,

有的县

(如疏附县
、

伽师县
、

英吉沙县 )汉族人 口不到 2 % 并集中在县镇
,

基层村落如疏

附县和英吉沙县的乡一级人 口 中汉族人 口仅为 0
.

3 一 0
.

5%
,

完全没有汉语语言

环境
,

教师的汉语水平也就成为保证教学质量 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

疏附县关

于学前
“

双语班
”

教师选拔的范围
, “

一是从近两年补充 的民考汉教师或汉族教

师中选聘 ;二是从 目前在小学任教
、

具备一定汉语能力
、

并且从幼儿师范毕业 的

教师或适合学前
`

双语
’

教育的教师中选聘 ;三是从具备幼儿教师资格
、

汉语水

平达标的待业大中专毕业生中招聘
”

( 《 2 0 0 6 年 5 月疏 附县关于推进农村学前
“

双语
”

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 》 )
。

我们访问了疏附县托克扎克镇阿亚格曼杆乡
“
双语

”

幼儿园
,

陪同我们进行

① 如我们调查的喀什琉附县即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
,

2 0() 6 年县地方财政收 人 3 4 28 万元
,

上级补助

32 18 6 万元
,

地方财政自给率仅为 9
.

6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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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家访的一名 ” 岁维族女教师即属于
“
民考汉

” 。

她初中毕业后在县纺织厂

当工人
,

工厂破产后下岗
,

200 6 年被县里招聘为学前班教师 ;像她这样的
“

民考

汉
”

幼儿教师在全县都是难得的
,

许多基层
“

双语
”

幼儿园很难聘到合格教师
。

疏附县采取的一个临时性办法就是安排县直属机构和 乡镇机关干部分别到乡

镇中心和村级
“

双语
”

幼儿园
“

支教
” ,

一期 4 个月
。

在该县相关文件的附录中有

县直属机构 12 名干部 (全部是
“

民考汉
”

的维族干部 )和乡镇级 13 名干部
“

支

教
”

名单 ( 10 名汉族
、

1 名回族
、

1 名锡伯族
、

l 名维族 )
。

200 7 年 7 月
,

全县建有双语幼儿园 73 所
,

在园就读的儿童有 4
,

395 名
,

选

聘 5 6 名双语教师
,

但
“

大部分汉语水平达不到标准
,

汉语 口语能力差
,

只能靠教

学光盘组织教学
”

(县教育局总结材料 )
,

所 以县乡派干部到双语幼儿园支教就

成为加强教学的重要措施
。

疏附县小学附设的
“

学前双语班
”

有 5 6 个
,

招收学

童 1
,

9 7 3 名
。

利用小学现有 的教学条件和师资
,

在小学附设
“

学前双语班
” ,

是

当地普遗采用的一个方法
,

疏附县共有 3 一 6 周岁儿童 20
,

8 88 名
,

接 受学前
“

双语
”

教育的 比例 为

2 9
.

3% ;其中 6 岁儿童 5
,

04 8 名
,

接受学前
“

双语
”

教育的占 43
.

1%
。

这在南组

地区应当说是很大的彼盖率
,

也取得一定成效
,

我们所接触的几名学前班维族

儿童
,

已经可以和我们进行简单的汉语对话
。

《二 ) 小学
“
双语实验班

”

琉附县的小学教育自 200 5 年开始采用三种模式
: ( l)

“

民考汉
”

模式
,

县第

二小学 (汉校 )招收的民族学生
,

全部用汉语授课 ; ( 2) 城镇和城郊民语系小学
,

一年级开始用汉语讲授理科课程
,

其余用母语授课
,

逐步过渡到除母语文之外

其他课程全部用汉语授课 ; ( 3) 农村 民语系小学
,

从三年级开始用汉语讲授理

科课程
,

其余用母语授课
。

县政府制定了 200 5 一 2 01 2 年各年度实施双语教学

规划表
。

县教育局的计划是 2 01 1 年乡镇小学三年级学生全部实行双语教学
,

20 12 年各乡镇中学从初一年级全部实行双语教学 ( 《疏附县
“

双语
”

教学工作实

施意见 》 )
。

从 200 7 年开始
,

疏附县小学教育中的汉校
“

民考汉
”

模式不变
,

但城镇
、

农

村小学的教育模式有所调整
。

( l) 在城镇 和城郊 4 所民语系小学中
,

一
、

二年

级 3 门课 (汉语
、

数学
、

品德与生活 )汉语授课
,

4 门课 (维语
、

艺术
、

体育
、

美丽新

班 )维语授课 ;三年级 6 门课 (以上 3 门
、

科学
、

新孤综合实践活动
、

信息技术 )汉

语授课
,

4 门课 (同上 )维语授课
。

( 2) 在 9 所乡中心小学
、

全县村级小学双语

班中
,

一
、

二年级 2 门课 (汉语
、

数学 )汉语授课
,

其余维语授课 ;三年级 4 门课

(汉语
、

数学
、

科学
、

信息技术 )汉语授课
,

其余维语授课
。

( 3) 农村 民语小学仍

从三年级开始用汉语讲授理科课程
,

其余用母语授课
。

这一新调整进一步加强

了小学一二年级的汉语教学
。

由此可见
,

发展
“

双语
”

教育是 自治区推行 的总方

针
,

但是在具体实施 中
,

各地区乃至各县都会根据本地实际情况 (语 言环境
、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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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条件等 )对本地各级学校的
“

双语
”

教育制定具体多样的规划
、

教学模式与实

施乡广法
。

200 7年疏附县小学一年级有
“

双语班
”

23个
,

学生 900 名
;二年级有

“

双语

班
”
8 个

,

学生 262 名
。 “

双语 班
”

学生 共 1 1 6 2 名学生
,

占全县 小学 生 总数

的 3
.

1%
。

疏附县乃至全新疆的
“

双语
”

教育都是先从中学做起
。

最早 的直接动机是

由于少数民族大学和大专毕业生因汉语水平低而普遍遇到就业困难的问题
,

希

望通过提高少数民族中学生的汉语能力
,

促进他们在大学用汉语进行专业 学

习
,

改善就业状况 ; 19 99 年
,

希望在原来
“

双语实验班
”

的基础上 在中学进行推

广
。

后来在实践中发现
,

如果小学阶段汉语水平很差
,

中学的
“

双语班
”

就没有

基础
,

所 以 200 0 年在
“

双语实验学校名单
”

中增加了小学
。

其后又发现
,

如果从

学前幼儿园阶段即开始推行
“

双语
” ,

教学效果更好
。

从 2 005 年开始
,

自治区特

别为
“

双语学前教育
”

下达文件
,

并给予专项经费支持
。

(三 ) 中学
“
双语实验班

”

199 9 年 1月
,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少数民族 中学 双语授课试验 方案 (试

行 ) 》下发对于
“

双语班
”

教学工作提出 目标
: ( l)

“

高中毕业生达到中国汉语水

平考试 ( H SK )六级 以上的汉语水平
” ; ( 2)

“
强化理科教学

,

数理化三科成绩接

近或达到本地区汉语系学校数理化平均成绩水平
” ; ( 3 )

“

保证学生对本民族母

语的学习和掌握
,

本民族母语水平不低于同年级母语授课 的非实验班学生的语

文水平
” ; ( 4 )

“

具有一定的英语水平
,

以便在升人高等院校后能较顺利地接受

高等教育
” 。

该方案对
“

双语班
”

招生考试办法 (科 目为汉语 口语
、

汉语 笔试
、

数学 )
、

使

用教材 (汉语课和母语课均使用 自治区编写教材
,

其余学科采用人 民教育出版

社现行义务教育教材
,

自初一开设英语课并使用汉语学校统编教材 )
、

各科课时

安排
、

考试办法①等都有具体的规定
。

为了鼓励教师积极参与
“

双语
”

教学工

作
,

明确提出每课时按 1
.

5 课时来计算教师的工作量
。

但在喀什市和疏附县的

教师座谈会上
,

都有教师 向我们反映
,

由于地方财政困难
,

自治区只给了政策而

没有下拨经费
,

这项优惠政策实际上并未落实
。

疏附县在 2 00 6 年开始在农村中学按照 20 % 的 比例建
“

双语班
” ,

当年在初

一年级建 36 个班
,

初二年级建 6 个班
,

初三年级建 3 个班
,

共 1
,

972 名学生
,

同

① 关于实脸班的考试与升学有如下规定
: ( l) 每学期期末考试

,

汉语 和 民语授课的科 目分别用仅

语学校 和民语学校的相关试卷 ; ( 2) 初中毕业参加自治区统一考试
,

科 目为数学
、

物理
、

化学
、

英语
、

汉语
、

母语语文
、

政治 7 门 (英语成绩仅为参考
,

不计人 总分 )和体育加试
,

考试文种与授裸语育相同
; ( 3) 高中

毕业考试由各地 自行组织 ; ( 4) 参加高考前须参加汉语水平考试 ( H S K )
,

要求成绩在 6 级 以上 ( 《断 . 维

吾尔自治 区少数民族中学双语授课试脸方案 ( 试行 ) 》 )
。

在琉附 县 2口汉i 年 《中小学
“

双语
“

教学管理衡

定办法 ) 中
,

对高中毕业生的 H S K 成绩要求已经降到了五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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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高一也建3 个班
。

到 2 007 年
,

该县在中学的初中一年级共开设
“

双语班
”

45 个
,

学生 1
,

574 人 ;二年级 6 个班
,

学生 266 人 ;三年级 3 个班
,

学生 13 3 人 ;

总计初中
“

双语班
”

学生 1
,

973 人
,

占全县初中学生的 8
.

7% ;在高中一年级开设

l 个班
,

学生 4 7 名 ;二年级有 2 个班
,

学生 64 名
。

总计高中
“

双语班
”

学生 1 11

人
,

占全县高中学生的 2
.

9%
。

从各年级 的班数和学生数
,

可以看出
“

双语实验

班
”

在这个县属中学的推进速度和步骤
。

与此同时
,

疏附县按照 自治区的倡导推进民汉合校工作
,

200 7 年将第二中

学 (汉校 )和第四中学 (双语实验 中学 )合并
。

这样
,

汉校的教师可 以给
“

双语

班
”

的汉语课授课
,

解决民校教师汉语水平偏低的问题
,

同时
, “

双语班
”

的维族

学生有机会在同一校园里和汉族学生进行更广泛深人的交流
,

有利于促进他们

的汉语能力
。

自治区政府推动
“

民汉合校
” ,

希望能给少数民族学生提供一个听

说汉语的校园环境
。

由于县城里的学校条件
、

师资素质与乡村学校存在明显差别
,

疏附县中学

的
“

双语班
”

办学模式也和小学
“

双语班
”

一样分为两类
:
( l) 在县城 3 所中学

中
,

理科 (数理化
、

生物
、

信息技术 )
、

汉语
、

英语等共 7 门用汉语授课
,

其他科 目

用维语授课 ; ( 2) 在农村中学中
,

理科 (数理化
、

生物
、

信息技术 )
、

汉语等共 6 门

用汉语授课
,

其他科目用维语授课
。

其差别仅在于农村中学的英语课采用母语

讲授
。

但据我们了解
,

农村中学这 6 门规定用汉语讲授的课程
,

由于缺乏合格

师资
,

事实上还是主要在用母语讲授
。

我们在喀什第一中学 (民校 )进行访谈时
,

该校教师根据自己的实践对在中

学使用汉语讲授理科课程有 自己的观点
。

该校在 200 7 年有 12 个
“

双语班
” ,

初

中每个年级 3 个班
,

高中每个年级 1 个班
。

他们认为汉族教师都不懂维语
,

而

维族学生的汉语水平普遍很低
,

特别是理科术语和公式的讲解
,

师生之间的交

流确实难度很大
,

学生问不明白
,

老师解释不清
,

学生的学 习效果和考试成绩自

然就很低
,

据说有个班的物理课
,

最后 只有 4 名学生及格
。

该校先后聘任过 10

名汉族教师
,

都没有留下
。

他们认为效果较好的办法是送维语好
、

专业基础好

的
“

民考汉
”

维族教师去培训汉语教学
,

课程使用汉文课本
,

主要用汉语讲授
,

但

课上课下辅之 以母语的讲解
,

这样学生的数理化成绩会明显提高
。

现在该校给
“

双语班
”

上课的 25 名教师中
,

除 l 名回族和 1 名汉族 (都是维

语专业毕业 )讲授汉语课以外
,

其余教师都是
“

民考汉
”

的维族教师
。 “

民考汉
”

的民族教师因为从小在汉校学 习
,

有的还在内地大学数理化专业毕业
,

不仅汉

语没有问题
,

自己也是用汉语课本学习数理化过来的
,

他们给维族学生讲解汉

文数理化课本
,

沟通容易
,

效果较好
。

据该校教务副主任介绍
,

现在他们招收的初 中新生都是小学三年级才开始

接触汉语
,

初一的学生只认识有限的汉语单词而不会造句
,

有三分之一不会用

汉语写 自己的名字
,

7 0% 表示上课听不傲
。

面对新生汉语水平低的现实
,

他们

采取的是逐步增加课堂汉语讲课比重 的办法
:
初一 50 % 汉语授课

,

50 % 维语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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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初二 7 0%汉语授课
,

30 % 维语授课 ;初三 80
一
90 % 汉语授课

,

or 一
20 % 维语

授课
。

这样逐步过渡到完全用汉语授课
,

学生在语言和心理适应方面的效果都比

较好
。

现在政府强行规定
,

不允许在
“

双语班
”

规定的汉语授课课堂上讲维语
,

实际上一是做不到
,

二是效果也不好
。

这些规定的实施应该有一个实事求是 的

科学态度
。

疏附县实验中学校长表示
,

现在考不进第二中学 (汉校 )的民族学生才愿意

进
“

双语班
” ,

但汉语基础太差
,

影响了
“

双语班
”

的教学质量
。

喀什实验中学汉

语组的教师反映
,

由于汉语水平低
,

进人
“
双语班

”

后学生普遍感到学 习困难
,

初

三学生有 95 % 数理化考试不能及格
,

到了高三才基本克服学习中的语言障碍
。

由于汉校的汉语教学师资力量强
,

有汉语语言环境
,

所 以在汉校开办
“

双语

班
” ,

在提高学生汉语水平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在 民校开办
“

双语班
” ,

教师通晓

民语
,

对于帮助汉语基础差的民族学生理解理科学习 内容方面
,

也有明显的优

势
。

综合而言
,

可能最佳的
“

双语班
”

办学场所是民汉合校
。

但是在汉族人 口很

少的南疆地区
,

只有在县城才有汉校
,

绝大多数农村中学不具备这一条件
。

五
、

喀什地区
“

双语教育
”

实戏中反映 出的问题

(一 )
“
双语实验班

”
如何发展

1
.

发展
“

双语班
”

一定要具备基本条件
,

不能搞
“

政绩工程
” 。

条件之一是

有一定数量
、

掌握两种语言并熟悉
“

双语教育
”

规律和技能的合格教师
,

条件之

二是招收的学生 (根据年级 )必须具有听课和与教师交流的基本汉语能力
。

除

此之外
,

还需要校舍
、

图书
、

设备
、

运行经费等其他办学条件
。

现在有些 民语学校开办的
“

双语班
” ,

条件并不完全成熟
。

如喀什第六中学

的初 中普通班毕业后
,

有几个班直接转成高中
“

双语 班
” ,

学生完全没有用汉语

学习数理化的语言基础
,

学习效果可想而知
。

在喀什实验中学高中
“

双语班
”
的

学生 中
,

有 8 0% 是从初一开始专业课 接受汉语授课
,

20 % 从高一才用汉语讲专

业课
,

汉语程度不整齐
,

讲课难度很大
。

所 以招收
“

双语班
”

学生时
,

需要有统一

试卷和判分要求的汉语考试来严格把关
,

有多少 名合格 的学生
,

就建多大规模

的
“

双语班
” 。

喀什地区最初办
“

双语班
”

时曾有选拔制度
,

效果很好
,

近两年改为按学区

招生
,

生源素质难以保证
,

直接影响 了教学效果
。

疏附县第四中学的一名教师

认为
, “

如果不看学生的汉语基础和成绩
,

而盲 目地进行双语教育
,

那会产生反

作用
。

基础差的学生进人双语班就像下了地狱
,

产生厌学心理
。

所 以双语教育

的对象
,

应该以成绩中等以上学生为主
” 。

考虑到
“

双语实验班
”

仍带有
“

实验
”

性质
,

希望能够恢复选拔制度以控制生源素质
。

许多
“

双语班
”

开办后缺乏合格教师
。

疏附县教育局长介绍
,

该县实验中学

在重新组建时
, “

从 300 多名教师中很费力地挑选出 20 多名教 师
,

但质 t 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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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令人满意
” 。

该县民族教师中参加过
“

双语
”

培训的仅占 9
.

6 %
。

喀什第 2 7

中学校长认为
, “

民考汉
”

和
“

汉考民
”

毕业的教师比较能够适应
“

双语
”

教学
,

但

新组
“

民考汉
”

毕业生的总数太少
,

南获基层中学很难聘到
。

2
.

现在要求
“

双语班
”

的课堂上不能讲民语
,

作为教学考核指标之一
。

但

是许多教师在座谈中指出
,

当多数学生汉语能力较低
、

合格的
“
双语

”

师资条件

还不具备时
,

应当允许授课教师在一定程度上使用母语对专业术语和知识进行

讲解
,

在数理化课程教学中应当同时兼顾汉语能力的提高和专业知识的学习
。

喀什第一 中学采取分年级逐步增加数理化的汉语授课比例的做法
,

值得参考
。

在
“

双语班
”

教学语言的使用中要实事求是
,

讲究实效
。

3
.

随着
“
双语

”

教学的全面推广与发展
,

今后将逐步建立一个学生从学前
“

双语班
”

毕业进人小学
“
双语班

” ,

再进人初中和高中
“

双语班
”

的学 习系列
。

学生从小打下一个较好的语言基础
, “
双语班

”

的学习效果可以得到明显提高
。

目前大力推动在各级学校同时起步建班
,

并把民语系低年级学生直接转人高年

级
“

双语班
”

的做法
,

只能是在过渡阶段所采取的临时特殊措施
。

从目前的就业情况看
,

只要把 目前在校的学生吸收进
“

双语实验班
” ,

就可以

或多或少提高他们的汉语水平
,

这对他们的就业可以直接产生积极效果
。

如喀什

地区劳动就业局副局长所说
, “

推行双语教育对解决就业问题
,

效果很显著
,

只要

能够稍徽讲一点汉语
,

就容易就业
” 。

至于一些教师们关于
“

双语班提高了汉语能

力
,

降低了专业课水平
”

的担心
,

主要是 目前生源
、

师资这两方面条件不太具备而

影响了
“
双语班

”

的教学质量
。 “
双语教育

”

对学生毕业后的就业产生哪些正面和

负面的影响
,

可能需要通过对毕业生就业情况的专题调查才能作出判断
。

4
.

小学
“

双语班
”

的民语 教学需要重视
。

在喀什教师座谈会的介绍中得

知
,

过去的民语系小学从一年级开始上维语文课
,

三年级开始上汉语文课 ;现在

的
“
双语班

”

改为一年级开始上汉语文课
,

三年级才开始上维语文课
。

教师们反

映
,

在小学生
“

刚刚学汉语
,

口语刚有一些进步的时候
,

开始上维语字母课
,

他们

脑子容易乱
” 。

发展
“

双语教学
”

的目的是使学生
“
民汉兼通

” ,

如果在实践中削

弱 了母语教学
,

那与这一政策的初衷也是不相符的
。

5
.

对于新扭中小学
“

双语教学
”

的发展前景
,

有些人认为
“

民考 民
”

汉语水

平太差
,

就业困难
,

而
“

民考汉
”

不懂母语文
, “

双语教学
”

正好可以弥补两者 的

不足
,

在未来有很大发展前途
,

甚至可能成为 目前民语系教学的主流
。

他们表

示要送 自己的孩子读
“

双语班
” 。

与此同时
,

也有家长反映上
“

双语班
”

的费用高①
,

另外 目前开设的一些
“

双

语班
”

由于师资不合格
、

学生按学区而不是通过选拔招收
,

保障不 了教学质量
,

所以许多有条件的维族家长还是送孩子去汉校
。

疏附县双语实验中学校长说
:

“

现在考不上二中 (汉校 )的维族学生才来我校
。 ”

许多
“

双语班
”

教师也明确表

① 据喀什第六 中学教务科长介绍
,

初 中生每学期学杂费 48 元
,

高中 生 (计划内 )每学期学费 54 6

元
,

双语班每学期 6 8 0 元
,

同时教学今考资料的费用也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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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

第一志愿是送自己的孩子进汉校
。

如果当前
“

双语教育
”

的教学质量不能及

时提高
,

必然影响到它在民众心 目中的地位和支持度
。

《二 ) 保护少数民族民众参与
“
双语教育

”
的积极性

在学生家访过程中我们始终感到
,

维族普通民众对学习汉语的积极性非常

高
。

在疏附县
,

我们听说有的维族农民想把已经在民校上 了二年级的孩子退学

转送到
“

双语学前班
” ,

幼儿园按照规定没有接受
。

我们访问了该县的一个维族

中年农民
,

家住在离县镇 9 公里 以外的乡村
,

但他坚持送孩子到县镇 的双语实

验中学 (第四中学 )上学
,

开始时每天用摩托车送孩子
,

200 2 年他在学校旁边租

了房子
,

全家搬到镇上住
,

自己回去照顾农田
,

农闲时在镇上打零工
,

两个大女

儿都在初中
“

双语班
”

读书并先后在 200 6 年和 200 7 年考上
“

内高班
” ,

两个小女

儿分别在
“

双语班
”

的小学和初中读书
,

他对此非常自豪
。

四 中教师介绍
,

该校

有许多在镇里租房让孩子上
“

双语班
”

的家长
。

另一名 2 007 年考上
“

内高班
”

的

维族学生
,

家住在离县镇 8
.

5 公里的乡村
,

一年 四季坚持骑 自行车到镇上的双

语实验中学上学
,

风雨无阻
,

连父母和邻居都感叹他 的毅力
。

有次下晚自习回

到家里已过午夜 12 点
,

警察怀疑 自行车是偷的
,

把车扣 了
,

父亲第二天再去要

回来
。

有位
“

民考汉
”

学生讲
,

父母非常鼓励他学汉语
,

他如果要求父亲给他买

什么东西
,

他父亲说
: “

你只要能够用汉语把这个叫出来
,

就给你买
。 ”

新疆的民族关系和宗教问题很敏感也很复杂
,

中央政府和全国人 民对于新

疆的稳定和发展都非常关心
。

应 当看到
,

当前基层广大维族普通民众中出现的

积极送孩子进汉校
、

进
“

双语班
”

学习汉语的热情
,

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

这也是在

新孤加强族际交流和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历史契机
。

政府决心大
,

财政支持力

度大
,

但是在各个地区具体实施时还必须坚持科学态度
,

实事求是
,

及时总结经

验
,

调整办学方法
。

群众是最注重实效的
,

我们应 当通过不断提高
“

双语班
”

的

实际办学效果来维护
、

巩固
、

提高广大少数 民族 民众学习汉语 的积极性
。

( 三 )
“
双语班

”
教师培训

“

双语
”

教师 的培训
,

是建设好现有
“

双语实验班
”

并进一步发展 的关健
。

喀什许多学校反映
,

在开办
“

双语班
”

后
,

初一年级的课程还可以找到老师教
,

到

了高年级
,

老师的数量和能力都无法满足需要
,

办学难度加大
。

全县民族教师

中只有 9
.

6 % 参加过
“

双语
”

培训
。

喀什的
“

双语
”

教师被选派到乌 t 木齐市或

地区首府参加培训一年
,

培训费由政府支付
,

教师 自己负担路费
。

有些教师反映
,

在培训时要交保证金
,

教师们感到压力很大①
。

我们理解这

① 硫附县
“
双语教师培训管理哲行办法

”

规定 : 双语教师在培训期间每人每月交纳 12 。 元的学习质

t 保证金 (县财政补助培训费 )
,

保证金上教教育局经费核算中心
。

教师培训 中心 实行月考制
,

月考成峨

及格者免交下一月保证金
,

不及格者当月保证金不予返 还
,

同时继续上级 下月保 证金
。

培训结业考核不

及格者
,

还需上教培训课时费 (小学 1
.

1 元 / 小时
,

中学 1
.

4 元 /小时 ) 和 30 % 的培训成本
。

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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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府促进教师积极参与培训并取得好成绩的措施
,

但是如果考核的标准脱离

实际
,

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

而且还可能出现
“

不正之风
”

的问题
。

我们在喀什市和疏附县的学校座谈时
,

教师们多次反映目前的
“

双语教师

培训
”

效果不理想
。

主要问题和建议有
:

1
.

目前的培训一般都是汉语较差 的维族教师集中起来学习
,

平时仍讲维

语
,

没有学习和练习汉语的语言环境 ; 建议把被培训教师派到地市级 的重点汉

语中学
、

汉语小学听一年课
,

对汉语教学进行实习
,

可能效果更好
。

2
.

安排给培训班上课的部分教师汉语和专业水平并不高
,

有的参加过培训

的教师反映
: “

有的来讲课的老师
,

汉语还不如我
” ;建议严格选拔培训班教师

。

3
.

有些培训班讲课的方法完全是汉语文应试教育
,

并不重视培养教师在教

学实践中如何运用汉语讲课
、

答疑
、

组织讨论的能力 ; 由于培训班的对象是
“

双

语班
”

教师
,

教学方法要有所创新
。

4
,

“

双语教学
”

在教育学里是一门专门的学问
,

有自己特殊 的技能和教学

方法
。

会讲一种语言
,

懂得数理化
,

并不一定能成为合格 的
“

双语
”

教师
。

汉族

教师需要进行培训
,

学习如何面对母语非汉语的民族学生进行教学
,

如果能够

学些维语
,

则有利于师生沟通 ;维族老师的培训不仅是提高汉语
,

还要掌握如何

使用汉语教材来讲授数理化知识
。

5
.

有的培训项目没有完成预定进度
,

老师讲得随意
,

收费高
。

建议进一步

规范培训项 目的教学组织工作
,

把学制延长到两年
,

增加实习内容
,

对进度和效

果进行严格考核
。

6
.

现在不少民族教师的汉语发音不准
,

建议把优质课程制成光盘
,

发到学

校
,

有利于学生学习和掌握标准发音
,

费用低
,

效果好
。

( 四 ) 少数民族教师的汉语考试

“

汉语水平考试
”

( H a n y u S h u i p i n g K a o s h i
,

简称 H SK )是新班自治区在少数

民族学校逐步推行的汉语文水平考试
。

1 998 年以后
,

自治区将少数民族高中毕

业生的汉语水平考试 ( H SK )成绩与高考挂钩
,

达到三级的学生在其高考总成绩

中加 5 分
、

四级加 10 分
、

五级加 15 分
、

六级以上加 20 分
。 “

双语
”

实验班考生

的成绩都加人汉语水平考试成绩 ( H S K )
。

自治区政府对少数民族教师提出的汉语水平要求是
: 经过培训

,

使小学
、

初

中
、

高中汉语专任教师的汉语水平考试 ( H S K )成绩分别达到六级
、

七级
、

八级 ;

非汉语专任教师的成绩达到五级
、

六级
、

七级
。

由于这是一项硬性指标
,

决定着

教师们是否可以保住饭碗
,

所以教师都必须参加各种汉语培训项 目并考取 H S K

相应级别的考试合格证
。

但是以上的要求完全不切实际
,

基层教育部门也没有完全按照 自治 区的标

准运作
。

疏附县达到政府规定的汉语水平考试标 准的教师少 于 35 %
。

据参加

座谈会的教师们讲
,

H SK 考试共有十一级
,

乡村民语小学的教师要求至少达到

三级
,

民语小学的汉语课教师必须达到五级
,

但有许多在岗教师达不到
, “

为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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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考试证书
。

通过教师资格认定
,

或满足提职称的语言考试级别
,

在乌鲁木

齐出现了汉语考试证书的黑市
,

一般为 200 0 一
30 00 元

。

有一所小学有 28 名教

师
,

其中达到七级的有 5 人
,

达到六级的 5 人
,

三至五级的 巧 人
,

还有 3 人在三

级以下
,

在这 28 人的汉语考试水平的文凭中
,

估计有 13 人 的文凭是假的
” 。

这

方面出现的弄虚作假现象应当引起新疆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
,

需要在实地调查

的基础上
,

制定出符合各地实际情况的达标要求
,

不同地区 (南粗
、

北班
、

中部 )

和不同层级 (地区学校
、

县城学校
、

乡村学校 )可 以制定不 同的标准
,

要实事求

是
,

不要
“

一刀切
” 。

今后随着教师队伍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员更新
,

逐步调高

指标
,

可以逐步使全区的指标趋向一致
。

(五 ) 在积极推动
“
双语

”
教育的同时

,

不应忽视
“
民考汉

”
模式

从全新疆广大民语系学校的发展前景看
,

发展
“

双语
”

教育以提高汉语能力

和专业水平是大方向
,

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
。

但是与此同时
,

对于少数民族群

众送孩子到汉校学习的积极性也应当予以支持
。

我们在喀什各地的座谈会和

家访中都感到
,

当地维族家长 (特别是在城镇居住
、

孩子有讲汉语环境并 已有一

定汉语能力的维族家庭 )普遍希望 自己孩子上汉校
。

如喀什第十二小学 (汉校 )

200 7 年计划只招 45 名学生
,

报名的有 4 75 人
,

主要是维族干部子女
。

这样的情

况在南获各县城很普遏
。

许多维族家长认为上汉校有明显优势
: 一是可以熟练

地掌握汉语 ;二是使用汉语教材和参加汉校 的考试可 以更好地学习数理化
,

而

这些自身有一定文化的家长可以在家里辅导孩子掌握维语 文
,

并不会丢掉母

语 ;三是在高考中
“
民考汉

”

有很多的报考志愿
,

在汉校考
“

内高班
”

也有优势
。

据介绍
,

有 90 % 的
“

双语班
”

学生在高考时会报
“

民考汉
” ,

即以汉语参加考

试
。

原因是招收
“

民考汉
”

考生的学校 比招
“

民考民
”

的要多
,

专业选择范围宽
,

而且可以报考内地大学
,

并会获得加分①
。

现在普遍反映
, “

民考汉
”

或
“

汉考

民
”

毕业生 比较适合担任
“

双语班
”

教师
,

即使从未来在新疆普遍发展
“

双语班
”

教育的考虑
,

也应该增加开办汉语系学校
,

积极发展
“

民考汉
” ,

对 于
“

汉 考民
”

更应当采取优惠政策
,

大力鼓励
。

新疆的民族教育可 以顺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民众的愿望
,

多种棋式一齐

发展
。 “

民考民
” 、 “

民考汉
”

和
“

双语
”

教育完全可以同时发展
。

(六 )
“
内离班

”
对

“
双语教育

”
的拉动作用

现在全疆各地的少数 民族家长普遍希望孩子上
“

内高班
” ,

一是
“

内高班
”

① 按照新退 自治区公布的 20 0 6 年高考录取分数线
, “
民考汉

”

的文科录取线 ( 一
、

二批 )都比
“
汉 考

权
,

要低 70 分
,

理科录取线要低 13 0 分 ( 一批 ) 和 78 分 ( 二批 )
。

喀什的教师们介绍
“
双语班

”

按
“
民考

汉
”

参加高考
,

加 5 0 分
。 “
双语班

“

学生如自报
“
民考汉

”
( 只能报理科 )

,

不参加 全国统一英语考试
,

而是

参加自治区 自命题的英语考试
,

如 自报
“
民考民

”

则不考英语
。

所以关 于
“

双语班
”

学生 在高考中的其体

优感规定
,

还需进一步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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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都是当地最好的高中
,

教学条件
、

师资素质和教学效果好 ;二是减免学费

(分三级 )
,

大大减轻家里经济负担① ;三是汉语和专业课水平可以明显提高 ; 四

是毕业后一般都可以考上重点大学
,

未来就业前景好
。

从初中生中选送
“

内高

班
”

要经过考试
,

来 自
“

民考民
” 、 “

民考汉
” 、 “

双语班
”

的考生有不同的取分线
。

现在
,

每年
“

内高班
”

的选拔 已成为新疆 中学和教育部门的一件大事
。

教育局对各学校的
“

强化班
”

都安排了明确的
“

内高班
”

或获内
“

初中班
” ②

的考取指标
,

用来考核各学校 的教学成绩
,

达不到指标就罚款③
。 “

双语班
”

学

生考取
“

内高班
”

的比例一般比较高
,

特别是最初开办的通过选拔招生的第一批
“

双语班
”

更高
。

喀什第一中学介绍
,

2X() 0 年该校初 中
“

双语班
”

毕业生 40 名
,

“

内高班
”

录取 36 名 ( 9 0% ) ; 200 6 年毕业生 10 2 名
,

录取 17 名 ; 200 7 年 83 名毕

业生
,

参加体检 2 4 名
。

能够有较高的机会考上
“

内高班
” ,

是少数民族家长积极

送孩子上
“

双语班
”

的主要动力之一
。

2 0 0 8 年是第一批
“

内高班
”

升学后从大学

本科毕业的年份
,

他们的就业情况和发展前景为人们普遍关注
。 “

内高班
”

对新

获
“

双语教育
”

的拉动作用
,

在今后还将继续发挥影响
。

近年出现了一个新现象
,

少数
“

内高班
”

的学生 因担心高考成绩不理想
,

上

不了理想的重点大学
,

选择返 回原籍
“

复读
” 。

喀什地 区有 10 % 的
“

内高班
”

学

生 回喀什复读
。

喀什学校欢迎
,

因为这些学生在本地参加高考可提高录取率
,

但因为他们挤 占当地 的 录取名额
,

当地 考生 表示不 满
。

这一 问题应当引起

关注
。

( 七 )
“
双语教育

”
的教材

教师们普遍反映
,

现在
“

双语
”

学前班没有统一教材
,

目前使用汉族幼儿园

的教材
,

在内容上与本地社会 和 日常生活联系太少
,

需要改编以提高儿童的学

习兴趣
,

适应教学需要
。

除母语文教材外
,

现在
“

双语班
”

其他各科所使用的教材也与汉语系学校相

同
。

由于教学水平不同
,

在实际教学中
,

对这些教材中一些难度较大的内容
,

民

语系中小学教师一直采取不讲或少讲的方法
,

也不包括在考试范围内
。

实行双

语新模式后
,

对这些使用母语教学都有 困难 的内容
,

用汉语讲授就 困难更大
。

对此
,

自治区教育厅的调研报告中的建议是
: “

根据这一实际情况
,

尽快研究 和

开发适合我区民族中小学推进双语教学工作实际的各学科专门教材 已非常必

① 第一级
“

特困生
”

除了从家乡到乌 . 木齐的路费自付外
,

其余所有路费
、

学杂费
、

书本费和一 年

一次的探亲往返路费都由政府负担
;
第二级为

“

贫困生
” ,

每年需要交学校 4 5 0 元 ;第三级为
“

普通生
” ,

每

年孺要交学校 9 00 元
。

如果父母都是普通农民或其中一人丧失劳动能力
,

月于
“

特困生
’ ;父母健康并有

固定收人
.

属于
“

贫困生
” ; 父母中有一人是国家职工

,

属于
“

普通生
” 。

② 在新 . 也称
“
区内初中班

” ,

通过小学毕业考试选拔优秀少数民族学 生在 区内 , 点中学就读
,

2 00 6 年全扭
“

内初班
”

招生 5创 )O 人
。

③ 一位小学校长反映
,

各小学的
“

强化班
”

都下达 了
“
内初班

“

录取指标
,

达不 到指标的
,

少一个罚

2 0 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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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可考虑仍以人民教育 出版社版或北京师范大学版的各学科教材为编写蓝

本
,

减少或删去一些偏难偏深的内容
,

但在基础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上适 当加强
,

教材中的专业术语以括号形式标注母语
,

便于教师和学生在教学
、

学习中使用
,

也可考虑早课本后附加专业术语对译表的形式来编写
。 ”

由教育出版部门编写并正式出版的主流汉语教材前后有三套
,

19 9 8 年编印

的最后版本也需要根据全 国和新疆的发展情况 重新修订
。

喀什第一 中学 ( 民

校 ) 的教师建议
:
现在

“

双语班
”

使用的人 民教育出版社编的汉语文教材
,

对于南

疆的维族学生来说
,

难度偏大 ;而 自治区为民族学校编写的汉语文教材
,

内容过

于简单
,

小学六年级的水平赶不上 内地小学一年级
。

如果把人 民教育出版社 的

汉语文教材改编一下
,

去掉古汉语部分
,

增加与新疆生活相关的内容
,

将会取得

较好的教学效果
。

(八 )
“
双语

”
教学中存在其他问题

在座谈会和访谈中
,

教师们还反映了与
“

双语
”

教学有关的其他问题
。

1
.

课程设置和课时安排缺乏统一要求
,

教材选用没有统一要求
,

教学质 t 的

考核缺乏统一的标准与测量方法
,

考试 的结构
、

内容
、

难度不规范
。

教师们认为
,

199 8 年教育厅下发的 (双语授课实验方案 (草案 ) 》在课程设置
、

授课语种
、

课时安

排
、

各级考试要求等方面的规定与要求
,

需要根据这几年的发展情况重新修订
。

这里要注意两种倾向
: 一是不顾南疆

、

北疆的地区差异
,

制定
“

一刀切
”

的统

一规则
,

这将脱离各地实际
,

有些地 区无法 落实 ;二是 缺乏统 一规 范的教学要

求
,

各行其是
,

造成互不衔接的混乱无章的教学局 面
。

为克服这两种倾向
,

建议

在实地调查和广泛征求意见 的基础上
,

把全 区划分为若干
“

双语教育管理 区
” ,

每个
“

管理区
”

制定一套教学计划和考核方法
,

主要内容尽可能一致
,

有些方面

可以有不同的要求
。

2
.

学生的学费负担问题较重
。

我们了解到的高中生学费为 1200 元 / 年
,

书

本费 2 30 元 / 年 ; 中等职业学校学费为 20 00 元 /年
,

书本费 300 元 / 年
,

中等职业

教育困难学生 比例为 90 %
。

喀什地区
、

和 田地 区 20 05 年农村人均纯收人仅有
169 9 元和 1 2% 元 〔6〕 ,

以上学费对于农村家庭确实是难以承受的负担
。

政府给

高中住宿贫困生提供的补助为 1000 元 / 年 ( 10 0 元
x lo 月 ) ;政府给中职学校徒

工的补助为每人每年 1500 元
,

东西部职业院校联合办学计划 (每年 3 0X() 人 )补

助每名学生每年 2 0 0 0 元
。

这些 补助对于南疆少数民族学生就读和完成学业
,

是非常必要 的
。

希望中央政府能够再加强对新疆 少数 民族教育事业的支持力

度
,

扩大补助的范围和补助金额
。

在教育上花钱
,

特别是在少数 民族教 育上花

钱
,

这是中央政府最应当投人的领域
。

有的教师反映
,

每个小学生每学期教材 费 75 元
,

教育局统一购买
,

有些教

材如 (信息技术 》因为缺乏 师资实际上没有 开课
,

造成浪费
。

对 于这些 实际 问

题
,

各地教育部门应 当注意倾听基层的反映
,

尽量避免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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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农村教师承担由行政安排的非教学工作多
、

学习任务多
,

负担重
。

一是

农村小学由教育局和乡政府双重领导
,

乡里有什么工作
,

直接派给教师
,

如每人

包一个清真寺
,

负责监督登记参加礼拜人员
,

参加县乡政府组织的劳务输出
,

调

查农村剩余劳动力
,

协助说服他们登记参与劳务输出
,

完不成任务都要扣工资
。

二是学校校园的绿化
、

卫生
、

值班都要教师承担
,

教师每 25 天要在学校值 24 小

时班
,

教师只好花钱雇人代为值班
。

教师没有时 间学习和备课
,

实际上非常影

响学校的教学工作
。

建议地县教育局对这些问题开展专题调查
,

协调改善农村

教师的工作条件
。

六
、

结 束 语

人类社会知识创新的速度在不断加快
,

市场经济已经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

角落
,

各国家
、

各民族之间的竞争也许不再采用传统的军事和殖 民手段
,

但是在

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与民族仍然会处于
“

挨打
”

和被宰割的状态
。

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塞尔维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科索沃单方面宣 布独立而一

筹莫展
。

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
,

应该记得类似的事件自
“

鸦片战争
”

后在中国近

代史上不知发生过多少次
。

在现代化的浪潮中
,

科学
、

技术
、

经济和军事的发展是保持一个国家
、

一个

民族在世界上与他国平等相处 的客观前提
,

落后就要挨打
,

落后就会被人看不

起和受欺侮
,

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使国家赶上全世界的发展步伐
,

就必须

大力发展现代教育
。

任何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在教育中不仅仅要传承本

民族的传统文化和语言
,

还必须学习全球通用的科学
、

技术
、

管理学
、

社会科学
、

法律等等
,

只有掌握这些知识和技能
,

我们才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

家
,

才有可能和世界其他国家平等对话
、

平等合作
、

和平共处
。

要学习和掌握现代科学
、

技术
、

管理学
、

社会科学
、

法律等领域的知识
,

要使

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具有知识创新的能力
,

我们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 问题并作出

选择
:
在学习这些知识时

,

使用哪一种语言效率最高
、

效果最好 ? 毫无疑问
,

各

个民族必然会有一部分学生去努力学习与继承本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化
,

但是大

多数学生则必须通过某些最有利于学习现代 自然科学
、

社会科学
、

管理科学知

识的语言来进行 自己的学业
,

学 校体系的教学模式和教学语言
,

也 必然要遵循

这样一个客观规律的要求而不断予以调整
。

中国的汉语系学校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
,

在一个多世纪累计几千万教师和

学者的努力之下
,

已经建设成为一个接近世界前沿水平的汉语教学科研体系和

知识出版体系
。

这个教育体系不但培养着上千万汉族学生
,

同时也为我国少数

民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阶梯
。

从社会和文化功能上看
,

语言是本族

历史文化的载体
,

同时也是交流与学习新知识的工具
。

要赶上世界最先进 的科

技
,

英语是必须学习和使用的工具
,

而 中华 民族的族际共同语汉语则是国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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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基础知识
、

进行交流最有用的工具
。

我 国各少数民族需要努力学习 自己的母

语
,

但也绝不可轻视通过汉语学习来提高和发展 自己 的机会
。

特别从就业前景

来看
,

掌握汉语以及用汉语表达专业知识
,

是少数民族学生在 中国这个 % 0 万

平方公里 的大舞台上发展的重要条件
, “

在当今 的中国
,

不懂得汉语
,

就意味粉

自我封闭
” 〔’ 〕 。

我们在全国各地 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调查时
,

都可 以感受到当地

民众对于学习汉语的热情 ;地方政府为 了改善当地少数民族毕业生的就业情

况
,

也都在积极推动汉语教学
。

新疆的
“

民考汉
” 、

新型
“

双语教育
”

就是在这个

方向上所进行的实践与探索
。

许多维族学生也充分认识到学习汉语的重要性
。

在我们的访谈中
,

喀什第

二中学的一名维族学生说
: “

语言是一种工具
,

为了认识外面的世界
,

学 习汉语

很重要… …缺少维吾尔语出版物和翻译人才
,

而且把汉文 的参考书翻译成维

文
,

不仅不方便又需要很多时间
,

所以很少能接触到最新的参考资料
,

然而
,

汉

文的参考资料多
,

领域也广泛
,

还有高水平的高考参考资料
,

如果我们想取得好

成绩
,

一定要学好汉语
。 ”

我在 1997 年曾经到过喀什
,

这次的感受与那时相比完

全不同
。

我们要充分爱护基层维族普通民众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和热情
,

脚踏实

地
,

群策群力
,

共同把新孤的
“

双语
”

教育办好
。

中国有 5 6 个民族
,

由于历史原 因
,

各 民族的发展水平还不平衡
,

每个少数

民族既有保存和延续本族传统文化和语言的深厚感情
,

又都有使本族加人中国

现代化进程并充分发展的强烈愿望
。

从根本上讲
,

只有每个兄弟民族都得到充

分发展
,

才能实现中华民族整体的充分发展
。

作为多数民族的汉族
,

依然具有

帮助各兄弟民族发展教育
、

发展经济的责任
。

中央政府对新班的教育事业
、

特

别是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投人
,

在新世纪里还应当进一步增加
。

新获 自治区政府高度重视
“

双语
”

教育
,

而且下决心
“

从娃娃抓起
” ,

很有远

见
,

这是为新获的长治久安和社会发展打基础的重要措施
。

我们在喀什各地调

查时
,

处处感受到政府推动这项工作的力度与投人 ; 同时我们也感到
,

有些 目标

对于部分地区来说可能有些超前
。

自治区提 出
,

在 201 2 年
,

所有中小学除母语

课以外
,

全部汉语授课
,

但是由于缺乏合格教师的问题在客观上无法解决
,

农村

民族中小学全面开办
“

双语班
”

这个目标很可能无法实现
。

如何在新疆推动和发展
“

双语
”

教育
,

还有许多议题需要讨论
,

也有许多问

题需要解决
。

例如
,

新疆各地的地 区差异很大
,

各地
“

双语
”

教育是否可以考虑

采取不同的模式
。

人 口密度低
、

少数 民族比例高的南孤就是一个很特殊 的区

域
,

自治区教育厅把南疆三地州作为一个特殊地 区
,

专门制定教育发展的规划
,

这是非常必要的
,

也体现 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

又如在新孤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

地区 (如南疆 ) 的汉语学校
,

是否可为部分汉族学生和
“

民考汉
”

学生开设维语

文课程
,

这对
“

民考汉
”

学生和汉族学生在当地就业和发展将是十分有利的
。

另

外
,

新班许多贫困县 自身无法对
“

双语
”

教育提供经 费支持
,

要使一切工作真正

到位
,

就需要中央和 自治区政府在财政经费上给予足够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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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高度的热情和远大的目标
,

路还是要在脚下一步一步去走
,

既要有整

体规划
,

对不同地区的计划指标又要有所差别
,

在实践中分片指导
。

如何在新

获这样广阔的土地上使各个地区的民族教育事业得到健康发展
,

还需要逐步探

索经验
,

小平同志
“

摸着石 头过河
”

的名言
,

在这里可能还是适用 的
。

开展专题

调查研究
,

与工作在
“

双语
”

教学第一线的校长
、

教师们交谈
,

和参与
“

双语
”

教

育活动的学生
、

家长们交谈
,

了解他们心里 的想法
,

倾听他们的意见与建议
,

这

是我们了解客观情况和民众真实想法的必经之途
,

只有坚持深人系统的调查研

究
,

我们才有发言权
,

才能找到切实有效的发展 民族教育的方法和途径
。

近年来许多学者都在关心新获的民族教育事业
,

在各地开展了许多深人系

统的调查
,

也发表了不少有创见 的成果
。

[ ’ ][ ’ ]本文是在短期调研的基础上对所

收集资料所作的一个梳理
,

也有些不成熟的观点
,

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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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最 1新扭部分年份中考
、

高考和成人商考招生中的加分政策

年年年份份 加分福度度 加 分 对 象象

中中考考2 ( 0 )222 10分分 回族考生
、

台清籍考生
、

烈士子女
、

归侨和华侨子女
、、

((( 乌鲁木齐市 )))))))出国留学归 国人员子女千千

7777777 0分分 民考汉考生( 重
.

点中学和计 划上录取分数线 )))

22222 以巧巧 0 1分分 回族考生
、

台清籍考生
、

烈士子女
、

归侨和华侨子女千千

5555555 0分分 民考汉考生生

商商考考8 555 9 1 10分分 回族考生生

3333333 0分分
“

单民
”

民考汉考生生

111111100分分
“

双 民
”
民考汉考生生

111118 9777 10分分 回 族考生生

8888888 0分分
“

单民
”

民考汉考生生

111111100分分
. ’

双 民
”

且报考 内地院校的 民考汉考生生

11111115 0分分
“

双 民
”

且报考区内院校的民考汉考生生

22222X ( )222 10分分 回族考生
、 “

单民
”

民考汉考生
、

受到一 定级 别表移的的

学学学学学生
、

归侨及 归侨子女
、

烈士子女千千

22222X ( )333 2 0分分 重大体育比赛获前六名考生
、

报考自治 区院校艰苦专专
业业业业业考生生

7777777 0分分
“

双 民
”

民考汉
、 “

双汉
”

汉考民考生生

X 22222 ( 】444 10分分 回族考生
、 “

单民
”

民考汉考生千千

22222 ( 0 )5552 0分分 t大体育比赛获前六名 考生
、

报考自治 区院校艰苦专专

业业业业业考生
、

钾分立功的退役军人人

22222 666 5 00 0分分
“

双 民
”

民考汉
、 “

双汉
”

汉考民考生生

成成人高考考2 0 0333 15 分分 专升本的 回族考生生

2222222 0分分 高升本
、

专科的回族考生 ;专升本 的
“

单民
”

民考汉考考
生生生生生

、

南位三地 州 的汉族考生 ;贫困县 的考生 ;烈士
、

归归

侨侨侨侨侨等的子女等等

3333333 0分分 高升本
、

专科的
“

单民
”
民考汉考生

、

南. 三地州的汉汉

族族族族族考生
、

贫困县的考生千千

4444444 0分分 专升本的
“

双民
”

(
“

双汉
”

)民考汉( 汉考民 )考生生

6666666 0分分 高升本
、

专科的
“

双 民
”

(
“
双汉

”

)民考汉( 汉考民 )考生生

22222 666 0 0 0 1分分 回族考生 ;民考汉
“

单民
”

考生
、

汉考民
“

单汉
”

考生生

2222222 0分分 归侨
、

归侨子女
、

华侨子女
、

台清籍考生 ;南. 三地州州

的的的的的 汉族考生 ;国家和 自治 区认定的 贾困县的考生千千

4444444 0分分 民考汉
“
双民

”

和 汉考民
“

双汉
”

考生生

注
: “

双民
”

考生为父母双方都是 11个受照顾 民族( 维吾尔
、

哈萨克
、

蒙古
、

柯尔克孜
、

塔

吉克
、

锡伯
、

乌孜别克
、

塔塔尔
、

达斡尔
、

藏
、

俄罗斯 )的考生 ;“

单民
”

考生为父母一方为汉族
,

另一方为 11 个受照顾民族的考生 ; “

民考汉
”

为 11 个受照顾民族的考生高考时采用汉语文

统考试卷答题 ; “ 汉考民
”

为汉族及 n 个受照顾民族之外其他少数民族考生高考时采用 民语

文试卷答题
。

资料来源
:
李晓该

,

《新获高校招生中对少数民族考生优惠政策的分析》 (待发表论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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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1, , 7 ~ 2佣 6 年新一普通离等院校录取控侧分傲线一览衰

年年份份 学生类别别 文 科科 理 科科 附 录录

IIIIIII 点点 一般般 专科科 宜点点 一般般 专科科科

1119 7 777 汉语 ttt 6A 5
,

B 80
,

6C 555 5A 5
,

7B 0
,

C5 55555

民民民语 ttt 舫 ,
,

B6 5
,

必 555 3A 5
,

4B 5
,

C3 00000

民民民考汉汉 4000 乃乃乃

1119 7 888 汉语 ttt 2 6 111 2 5 00000

民民民语 ttt 9 555 卿卿 全国晚一命趁趁

民民民考汉汉 ! 4000 如如如

1119 7 999 汉语言言 2 5666 2 3 22222

民民民语言言 17 000 15 222 断 . 命泛泛

民民民考汉汉 ! 4000 900000

1119 8 000 汉语言言 3 3000 27 77777 36000 3 oooooooo

民民民语言言 2 5 666 2 677777 15 000 13 000 1500000

旅旅旅语言言 2 2000 1300000

民民民考汉汉 15 000 1300000

1119 8 111 汉语 ttt 3 2000 3 4OOOOO

民民民语言言 3 2000 3 100000

民民民考汉汉 1oooo 2 155555

1119 8 222 汉语 ttt 3 6 555 34 99999 3 7 555 3 3 6666666

民民民语言言 32000 3 6 77777

滚滚滚语 ttt 3加加 3 100000

民民民考汉汉 17 000 1500000

1119 8 333 汉语言言 4 2 555 4 122222 科OOO 4 0 5555555

民民民语 ttt 4 2 555 4加加加 , oooo 月石OOOOOOO

旅旅旅语玄玄 3 oooo 3900000

民民民考汉汉 20000 18 00000

1119 8 444 汉语 ttt 4 2 888 4 155555 40 555 36 5555555

民民民语 ttt 3 2 000 2 955555 3 5 000 3 oooooo
·

玻治
、

教学全国统一命趁趁

荤荤荤语 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 1111111 7 111 17 22222

民民民考汉汉 1 8000 1555555

1119 8 555 汉语 ttt 4 3 000 4 1555 4O 555 州 OOO 4加加 3 855555

民民民语 ttt 3 1 777 2 9 777 29000 2 8 888 2 6000 25 22222

ttttt 语言言 1 1555 1 7 00000

民民民考汉汉 2 0 555 11 66666

1119 8 666 汉语玄玄 45 000 材 OOO 4 3 000 47 OOO 4 5000 4乃乃乃

民民民语 ttt 24 555 2 355555 3 3 555 3 oooo 2 855555

荤荤荤语 ttt ! 9000 ! sooooo

民民民考汉汉 19 555 2 100000

1119 8 777 汉语 ttt 44 555 4 2888 4 1999 4 7 000 4 3 555 4 2 11111

民民民语 ttt 26 999 2 6 222 24 555 3 1333 2 8 222 2688888

茱茱茱语 ttt 2 1333 2 4 22222

1119 8 888 汉语 ttt 46 333 4 5 333 44 lll 4 8 000 4 5 333 44 33333

民民民语 ttt 30 555 3 0 444 2 9 000 42 333 3 8 555 3700000
1119 8 999 汉语 ttt 46 ,, 4 5 222 44 333 4 9 888 4 7444 4 5 33333

民民民语 ttttt 32 222 3 0 88888 36444 3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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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

年年份份 学生类别别 文 科科 理 科科 附 录录

重重重重点点 一般般 专科科 , 点点 一般般 专科科科

11199000 汉语 ttt 4 3444 4 1888 4 0999 5 oooo 4 7 333 4 5 44444

民民民语 言言言 24 777 2 644444 2 8 222 2 7 77777

1119 9 111 汉语 ttt 4 5666 月鸡礴礴 4 3 444 4 9 999 4 7 333 4 5 44444

民民民语 言言言 25 888 2 5 00000 2 6000 24 77777

1119 9 222 汉语 言言 4 5 888 44 555 4 3 555 5 2 333 5 oooo 4 7 33333

民民民语 言言 ,, 2 8333 2 7 66666 2 8 555 2 7 55555

11199 333 汉语言言 月礴000 4 3000 4 2 000 4 8 222 4 5 888 44 33333

民民民语 ttt 3 2000 2 8000 2 7 333 32 222 2 8777 28 22222

民民民考汉汉 由高到低择优优优

1119 9444 汉语 畜畜 4 8 888 4 7 111 4 5 444 5 2 222 4 8555 4 4石石石

民民民语 言言 4 1000 36 888 34 222 37 888 3 3555 3 122222

民民民考汉汉 34 333 3 400000

111 9 9 555 汉语 ttt 4 8999 4 7555 4 6 888 5 0 222 46 555 44 55555

民民民语 言言 3 7 222 3 3777 2 8 888 34 777 3 1000 2 8 00000

民民民考汉汉 35 999 2 9 33333

1119 9 666 汉语 ttt 5 2666 5 1666 4 8 111 4 9 888 4 7 333 4 2 44444

444444444 9 8888888 4 4 6666666

民民民语 ttt 3 7 555 32 222 无无 32 666 无无 4 0 22222

民民民考汉汉 32 666 2 3 11111

11199 777 汉语 言言 4 7 888 4 6000 4 4 444 46 888 4 1444 38 88888

民民民语 言言 3 7 111 3 3555 3 2 000 33 222 2 8 888 2 7 99999

民民民考汉汉 32 666 2 6OOOOO

1119 9 888 汉语 言言 4 6444 4 3444 4 0444 4 8 444 4 3 222 4 044444

民民民语 ttt 3 4 333 3 2444 30999 3 3777 3 oooo 30 11111

民民民考汉汉 由高到低择优 录取取取

1119 9 999 汉语 ttt 4 8000 4 5222 4 3 444 4 7 000 4 2000 3%%%%%

民民民语言言 3 4 888 3 3000 3 1 555 3 1555 2 8 333 27 333 单并最长限分分

民民民考汉汉 44 222 3 9777 36 333 礴0 444 3 5 333 32 99999

(((((含瓜硕分 )))))))))))))))))

荣荣荣语言言 从高分到低分录硕地 区择优 录取取取

222招洲洲))) 汉语 言言 月6444 4 3444 39OOO 4 7 888 4 2222 38 88888

民民民语 言言 3 3000 30444 28 555 32 444 2 9000 2600000

策策策语 言言 由高到低择优 录取取取

民民民考汉汉汉 37 666 2 8 666 3oooooo 2600000

222X() lll 汉语 ttt 4 6888 4 3666 34444 4 8 666 4 3666 3444444

民民民语 ttttttttttttttttt

民民民考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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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年年份份 学生类别别 文 科科 理 科科 附 录录

ttttttt 点点 一般般 专科科 重点点 一般般 专科科科

22200 222 汉语 ttt 4 9000 4 3 666 34000 4 9 999 4 2 000 3 300000

民民民语 ttt 3 3 000 29 666 2竹竹 3 1555 2 6 555

卿卿卿
(((((单科 t 低分 ))) ( 16 ))) ( 16 ))) ( 1 2 ))) ( 18 ))) ( 16 ))) ( 12 )))))

策策策语言言 3 1666 3OOO0 24 CCC 无计划划 3 5 999 2 555555

(((((单科浪低分 ))) ( 16 ))) ( 12 ))) ( 1 2 ))))) ( 16 ))) ( 12 )))))

民民民考汉汉 4 5 666 3 9 888 2 7000 礴加加 34000
J
2 000000

222的 33333 本科科 专科科 本科科 专科科 附 录录

一一一一批批 二批批 三批批 一批批 二批批 一批批 二批批 三批批 一批批 二批批批

汉汉汉语玄玄 4 9 333 4 5 000 4 1000 3 4 888 3 0222 4 5 666 3 oooo 3 5 111 30 222 22 66666

民民民语 ttt 3竺竺 塑塑
2 8888 2 5 111 2 2555 3 0 777 2OOO7 2““ 2 3555 2 100000

(((((单科科 ( 18 ))) ( 18 ))) ( 18 ))) ( 13 ))) ( 1 0 ))) ( 18 ))) ( 18 ))) ( 18 ))) ( 13 ))) ( 10 )))))

最最最低分 )))))))))))))))))))))))))

荤荤荤语 ttt 3 6888 2 3 666 无计划划 从高分分 3竺竺 竺竺 无 计划划 从高分分分

((((((( 18 ))) ( 18 ))))) 到低分分 ( 18 ))) ( 18 ))))) 到低分分分

民民民考汉汉 4 7 666 4加加 3 8 888 从高分分 37 000 3 2 000 3 oooo 从高分分分

到到到到到到到低分分分分分 到低分分分

2220() 444 汉语 ttt 5 3 888 4 8 444 4 3 777 3 2000 5 2222 4 4 777 3 9 777 3oooooo

民民民语 ttt lll38
34 777

竺竺 塑塑 竺竺
3 5 777 3 5 222

塑塑塑
(((((段学单科科 ( 2 3 ))) ( 2 3 ))) ( 2 3 ))) ( O2 ))) ( 23 ))) ( 2 3 ))) ( 2 3 ))) ( O2 )))))

ttttt 低分 )))))))))))))))))))))

萦萦萦语 ttt 各批次从高到低适 当限分
。

教学单科限分
,

同民语 t 一样样样

民民民考汉汉 4 7 000 3 9999 39 777 从高分分 4 2 111 3 7 555 3 7 333 从高分分分

到到到到到到到低分分分分分 到低分分分

222X() 555 汉语 ttt 5 1 666 4 5 555 36000 2oooo 5 0777 4 3 333 3 5000 2 7 00000

民民民语 ttt 哪哪
3 6000 3 0 000

s000z
3 6 777 3 3 555

塑塑 脚脚脚
(((((欲学单科科 ( 2 5 ))) ( 24 ))) ( 2 3 ))) ( 22 〕〕 `2 7 ))) ( 2 6 ))) ( 2 5 ))) ( 24 )))))

及及及低分 )))))))))))))))))))))

ttttt . ttt 备批次从高到饭适 当限分
。

狱 学单科限分
,

同民语 玄一样样样

民民民考汉汉 4 3 555 3 8000 从高分到低分分 3 8 333 3 4 222 从高分到低分分分

222的 666 汉语 ttt 5 1 777 4 5 222 3 8000 29 555 5 2 000 44 888 3 7000 27 55555

民民民语 ttt 39 合合 3 7 111 34 555

塑塑
3 5777 3 2日日 3 1000

卿卿卿
(((((救学单科科 ( 2 6 ))) ( 2 5 ))) ( 24 ))) ( 23 ))) ( 2 9 ))) ( 2 8 ))) ( 26 ))) ( 25 )))))

最最最低分 )))))))))))))))))))))

旅旅旅语 ttt 各批次从高到低退 右限分
。

数 学单科限分
.

同民语言一样样样

民民民考汉汉 4 4 000 3 8 222 从高分到低分分 3 9OOO 3 7 000 从高分到低分分分

资料来砚
:
李晓 , 《新班商校招生中对少数民族考生优感政策的分析》 (待发表论文 )

,

19 98 年以前的数据来自《新皿教育年鉴》 ( 19 00
一 199 8 年

,

新扭教育出版社 199 9 年 8 月 )
,

以

后的数据来 自新班的报刊与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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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新班对少数民族考生实行
“
比例录取

,

保证最低分傲钱
”
的优感政策

197 6 年新疆自治区党委第 36 号文件 ( 关于 1 976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指

示报告》规定 :
自治区所 属高校 和中专

、

技工学校招收的少数民族学生要达到

6 0% ;内地高校在新疆招收的学生中
,

少数民族学生不能低于 5 0%
,

并以汉语成

绩为主要评价标准
。

19 7 7 年恢复高考后
,

经 中央批准
,

新孤少数民族考生实行

单独命题考试内容
、

单独划分数线录取
。

19 80 年 10 月 19 日
,

国务院
、

国家民委发布《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

见》
,

提出
: “

高考招生
,

应对少数民族学生实行择优录取 和规定比例录取
,

其比

例应不低于少数民族人 口 比例
。 ”

之后
,

新孤自治区规定高校录取少数民族学生

的比例不低于 5 0%
。

19 81 年 2 月教育部颁发 《 19 81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规定 )
,

民族自治区

用本民族语文授课的高等学校或系
,

由自治区 自行命题
、

考试和录取
,

不参加全

国统一考试
。

如报考汉语文授课 的高等学校
,

仍参加全国统一考试
,

汉语文由

教育部另行命题
,

其他各科考题译成少数民族文字
,

用本族文字答卷
。

1 98 1 年 自治区教育厅 ( 关于 19 81 年招生工 作中的补充规定 》规定 :
使用

民族文字 (维
、

蒙
、

哈 )考试的考生
,

由 自治 区单独命题
,

免试外语
,

加试汉语
,

当年不计人总分
。

其中第五部分规定
: ( l) 对用 民族 文字考试的维吾尔

、

哈

萨克
、

蒙古
、

柯尔克孜
、

塔吉克
、

锡伯
、

乌孜别克
、

塔塔尔
、

达斡尔
、

藏
、

俄罗斯这

11 个民族的考生在录取时降低分数线或分数段 ; ( 2) 对使用汉语文参加统考

其他少数民族 ( 回
、

满等 )考生
,

在与汉族考生相同条件下
,

优先录取
。

1 9 8 6 年 4 月 2 6 日
,

新疆自治区政府批转 (新孤维吾尔 自治区 19 86 年普通

高等学校
、

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补充规定 》的通知中规定 : ( l) 对参加汉文统考的

11 个民族的考生
,

录取时比汉族考生降低 or o 分 ; ( 2) 父母有一方属于这 11 个

民族
,

另一方是汉族的
,

降低 30 分录取 ; ( 3) 回族考生的预选和录取时照顾一

个分数段 ; ( 4) 对参加汉文统考的其他少数 民族考生
,

在与汉族考生同等条件

下优先录取 ; ( 5) 保证少数民族学生录取比例与人 口 比例相适应
。

19 8 7 年新疆的优惠幅度调整为
: ( l) 父母双方为 11 个民族的

,

报考内地大

学者加 150 分
,

报考新疆本地 院校者加 100 分 ; ( 2) 父母双方中有一方为汉族

的
,

报考内地或新获院校者
,

加 10 分
。

在 19 9 0 年代
,

招生政策有所调整
: ( l) 父母均为 11 个民族的考生加 7 0 分 ;

( 2 ) 父母一方为上述 11 个少数民族者加 10 分
。

1999 年开始对普通高校录取

少数民族学生实施
“

数理化
”

单科限分措施
,

以保证最低录取分数线
。

现在新孤少 数民族学生 在高考 中所享 受 的政策优惠 分为 三部分 内容
:

( l) 先根据成绩预测各族考生的录取 比例 ; ( 2) 在基本保证少数民族考生录取

比例的前提下
,

确定每年各类考生的加分 的幅度 ; ( 3) 为保证基本水平
,

确定当

年少数民族考生的数理化单科最低分数线
。

(根据有关文件和研究文橄益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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