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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旨在剖析凉山彝族地区高素质农民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普及现状，

深入探讨其重要性，并提出相应的普及策略。通过对凉山彝族地区农民的语言

使用情况、教育资源分布以及教育政策实施效果展开调研，本文揭示了当前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以期为凉山彝族地区高素质农民

的语言能力提升以及地区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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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深入实施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凉山彝族

地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这一过程中，高素质农民成为推动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不仅具备一定的农业生产技能，还具有创新意识

和市场观念。然而，语言障碍一直是制约当地农民参与市场竞争、获取现代信

息以及实现技能提升的关键因素。在当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语言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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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愈发凸显。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是全国范围内进行交流、合作的重要

工具。对于凉山彝族地区的农民来说，掌握普通话意味着能够更加顺畅地与外

界沟通，获取最新的农业技术与市场信息，拓展销售渠道，从而提高农产品的

附加值，增加收入。同时，普通话也是接受现代教育、提升自身素质的基础。

只有掌握了普通话，农民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运用现代知识，开阔视野，提升自

我发展能力。因此，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对于提高凉山彝族高素质农

民的综合素质和地区整体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需

要，也是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促进民族团结的必然要求。

1  凉山彝族高素质农民国家通用语言普及现状
分析

近年来，凉山州政府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深入贯彻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工作的重要指示，通过“一村一幼”“学前学会普通话”等行动，大力推动普

通话的普及工作。这些举措犹如春风拂过大地，为凉山彝族地区的语言普及带

来了新的希望和活力。在“一村一幼”计划中，政府在每个村庄设立了幼儿

园，为幼儿提供了学习普通话的良好环境。老师们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引导孩

子们开口说普通话，为他们未来的学习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学前学

会普通话”行动更是聚焦于学前教育阶段，通过各种培训和活动，让孩子们在

进入小学之前就能够掌握一定的普通话能力。然而，由于历史、文化、经济等

多方面原因，凉山彝族地区高素质农民的国家通用语言水平整体偏低，存在较

大的提升空间。凉山彝族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传统。在过去，由

于交通不便、与外界交流较少，彝族语言在当地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彝族语言

是民族文化的瑰宝，但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单一的语言使用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农民与外界的交流和发展。经济方面，凉山州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许多

农民家庭收入较低。为了维持生计，他们往往更加关注农业生产，而忽视了语

言学习的重要性。此外，由于缺乏现代化的教育设施和资源，农民们学习普通

话的条件也相对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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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凉山彝族高素质农民国家通用语言普及中存
在的问题

2.1  教育资源分布不均

凉山州地广人稀，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尤其是偏远山区的教育设施和教学

水平有待提高。凉山州地理环境复杂，山区众多，许多村庄坐落于大山深处。由

于交通不便，这些偏远山区的学校往往难以获得充足的教育资源。学校的校舍简

陋，教学设备陈旧，甚至有些学校连基本的教材和文具都无法保障。在师资方

面，偏远山区的学校更是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由于条件艰苦，很少有优秀教师愿

意前往任教。现有的教师队伍中，很多人缺乏专业的培训和教学经验，难以提供

高质量的教育。这导致偏远山区的学生在学习普通话时，缺乏良好的引导和指

导。此外，教育资源的不均衡还体现在课程设置上。在一些偏远山区的学校，普

通话课程的开设时间不足，教学内容也不够系统和全面。学生们没有足够的时间

和机会来练习普通话，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普通话水平。

2.2  师资力量薄弱

当地教师普遍缺乏专业的普通话教学能力和经验，难以满足高素质农民的

学习需求。在凉山彝族地区，许多教师本身就是在当地成长起来的，他们在学

习和工作中接触普通话的机会相对较少。虽然他们对彝族语言和文化有着深入

的了解，但在普通话的发音、语法和教学方法上存在不足。由于缺乏专业的培

训和进修机会，教师们难以掌握最新的普通话教学理念和方法。在教学过程

中，他们可能无法准确地纠正学生的发音错误，也无法有效地引导学生进行口

语表达和书面写作。此外，教师的工作压力较大，除了教学任务外，还需要承

担学生的管理和生活照顾等工作。这使得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提升自

己的普通话教学能力，从而影响了教学效果。

2.3  学习动力不足

部分农民受传统观念影响，对普通话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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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凉山彝族地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农民对普通话学习的态度。许多农民认为，只要能够在当地进行农

业生产、与邻里交流，就没有必要学习普通话。此外，一些农民对普通话学习

存在畏难情绪。他们觉得普通话的发音和语法规则复杂，学习起来难度较大。

而且，由于缺乏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容易遇到挫

折，从而失去信心。同时，一些农民认为学习普通话对他们的实际生活没有直

接的帮助。他们看不到普通话在就业、创业、获取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因此缺

乏学习的动力。

3  凉山彝族高素质农民国家通用语言培育的重
要性

3.1  促进经济发展

在当今全球化的经济格局之下，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有

助于农民更好地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和就业竞争力，从

而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对于凉山彝族地区的农民来说，普通话是他们打开市

场大门的钥匙。当他们能够用流利的普通话与外地客商交流时，可以更为准确

地了解市场需求，推销自己的农产品，从而提高销售价格，增加收入。同时，

普通话的掌握也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他们可以走出大山，到经

济发达地区寻找工作。在求职过程中，良好的普通话水平能够让他们更好地展

示自身的能力和优势，提高就业竞争力。此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子商务

在农村地区迅速发展。农民们可以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农产品，但这需要他们具

备一定的普通话读写能力，才能与客户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易。

3.2  提升综合素质

学习普通话能够增强农民获取现代知识和技能的能力，开阔视野，提升

自我发展能力。普通话是获取现代知识和信息的重要工具。通过普通话，农

民可以阅读更多的书籍、报纸、杂志，观看电视节目、网络视频等，了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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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先进的农业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动态。同时，普通话的学习也有助于

农民与外界进行交流和互动。他们可以参加各种培训、讲座、研讨会等活

动，与专家、学者和其他地区的农民进行交流，学习新的理念和方法。此

外，掌握普通话还能够提升农民的自信心和自我认同感。当他们能够用标准

的普通话与他人交流时，会感到自己与现代社会的距离更近，从而激发他们

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动力。

3.3  促进社会融合

语言是沟通交流的桥梁，普及普通话有助于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

理解，增强社会凝聚力。在凉山彝族地区，除了彝族之外，还有其他民族共

同生活。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差异可能会导致交流障碍和误解。而普通话的

普及可以打破这种障碍，让各民族之间能够更加顺畅地交流和合作。通过普

通话的普及，不同民族的文化可以更好地相互融合和传承。农民们可以分享

彼此的传统习俗、民间艺术和美食文化，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谊。此外，在

社会公共事务中，普通话的普及也能够提高农民的参与度和表达能力。他们

可以更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参与到社区建设和管理中，共同推动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4  凉山彝族高素质农民国家通用语言普及的主
要策略

4.1  加大教育资源投入

政府应加大对凉山彝族地区教育资源的投入力度，改善教育设施条件，提

高教学水平。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扶贫工作，构建多元化教育投入机

制。政府要加大对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为学校修建宽敞明亮的教室，配

备先进的教学设备，如多媒体教学工具、语音实验室等。还要加强对教材和图

书资源的配备，确保学生能够接触到丰富的学习资料。在提高教学水平方面，

政府可以通过引进优秀的教育人才、开展教师培训和交流活动等方式，提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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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教学能力和专业素养。同时，建立健全教育质量监测和评估体系，对学校

的教学质量进行定期评估和反馈，促进教学水平的不断提高。此外，政府要积

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扶贫工作。可以通过出台相关政策，给予税收优惠、

荣誉表彰等激励措施，吸引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向凉山彝族地区捐赠教育物

资、设立教育基金、开展支教活动等。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教育

投入机制，共同推动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

4.2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加强教师培训和引进工作，提高教师的普通话教学能力和专业素养。通过

举办培训班、研讨会等形式，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方法。针对当地教师

普通话教学能力不足的问题，教育部门应定期组织教师参加普通话培训课程。

这些培训课程可以邀请专业的语言学家、普通话教学专家进行授课，内容包括

普通话的发音、语法、口语表达、教学方法等方面。同时，还可以组织教师到

普通话教学水平较高的地区进行观摩学习，借鉴先进的教学经验和方法。此

外，通过举办教学研讨会，让教师们分享自己的教学心得和体会，共同探讨教

学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在引进教师方面，要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优秀的

师范毕业生和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到凉山彝族地区任教。同时，建立教师

激励机制，对在普通话教学工作中表现突出的教师给予表彰和奖励，激发教师

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4.3  创新教学模式

结合凉山彝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创新教学模式和方法。采用沉浸式、情

境式等教学方法，提高农民学习普通话的兴趣和效果。同时，利用现代信息

技术手段，如在线学习平台、App等，为农民提供便捷的学习资源。在教学

过程中，可以将普通话学习与当地的农业生产、民俗文化相结合。例如，通

过模拟农产品交易场景，让农民在实际情境中练习普通话的交流和表达。还

可以组织农民观看用普通话配音的彝族传统文化纪录片，激发他们学习普通

话的兴趣。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农民搭建在线学习平台。平台上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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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丰富的普通话学习课程、音频视频资料、在线测试等功能，让农民可以

根据自己的时间和需求进行自主学习。同时，开发专门的普通话学习App，

方便农民随时随地通过手机进行学习。此外，还可以开展普通话推广活动，

如普通话比赛、朗诵会等，为农民提供展示学习成果的舞台，增强他们学习

普通话的自信心和积极性。

4.4  增强学习动力

通过宣传教育、政策激励等方式，增强农民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例如，将普通话水平纳入农民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体系，作为获取职业资格

证书的重要条件之一。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广播、电视、宣传栏等多种渠道，

向农民宣传普通话的重要性和学习方法。可以制作一些生动有趣的宣传资料，

如普通话学习手册、漫画、短视频等，使农民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同时，制定

相关政策激励措施。将普通话水平纳入农民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体系，对于达到

一定普通话水平的农民，给予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或培训补贴。还可以在农业

贷款、项目扶持等方面，对普通话水平较高的农民给予优先考虑和支持。此

外，建立学习奖励机制，对学习普通话进步明显、表现优秀的农民进行表彰和

奖励，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

4.5  推动社会参与

发挥社会各界的力量，共同推动普通话的普及工作。鼓励企事业单位、社

会组织等积极参与普通话推广活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和支持的良好氛围。

企事业单位可以与当地学校、社区合作，开展普通话培训和辅导活动。组织员

工志愿者到农村地区为农民进行普通话教学和指导，同时为农民提供就业信息

和技能培训，让他们切实感受到普通话在就业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社会组织

可以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开展各种形式的普通话推广活动。如语言文化类社

会组织可以举办普通话讲座、文化交流活动；公益组织可以为贫困地区的学校

和农民捐赠普通话学习资料和设备。此外，媒体也应发挥舆论引导作用，通过

新闻报道、专题节目等形式，宣传普通话普及工作的重要意义和成果，营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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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社会氛围。

5  结语

凉山彝族地区高素质农民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

务。通过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创新教学模式、增强学习动

力以及推动社会参与等措施的实施，可以逐步提高当地农民的国家通用语言水

平，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需要持续关注

并努力推进这项工作，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和优化普及策

略。同时，要加强对普及效果的评估和监测，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

效。我们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凉山彝族地区的高素质农民一定能够

掌握好国家通用语言，为地区的繁荣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让我们携手共进，

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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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Putonghua) for high-quality peasants in Yi 

people, and to discuss its importance in depth, and to propose corresponding 

populariza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use of language, 

the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policies in Yi people, this paper reveals the current problems and proposes 

targeted solutions, we hope to contribut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anguage 

ability of high-quality farmers in Yi peopl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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