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5 卷·第 04 期·2022 年 02 月 10.12345/jxffcxysj.v5i4.10968

Abstract

Keywords

论中国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教育内容多元化发展重要性
刘川

宝鸡文理学院，中国·陕西宝鸡

自教育多元化传入中国并长时期被国内专家学者所关注，教育多元化在提倡的过程中，不同地区对教育的多元化关注度不
同。在少数民族地区对于教育多元化更多是跟随汉区走，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资源，但就教育内容上表现出“多元一体
化”的态势，与汉区教育内容相似，开设本民族文化相关课程很少，少数民族教育受到“同化”。在此基础上，丰富少数
民族地区学生多元教育内容与保护传承少数民族地区自身独特的教育文化显得尤为重要。教育起着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功
能，在教育内容选择上一个民族的文化能渗透其中形成多样课程，在延续民族文化，联系民族认同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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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凉山彝族少数民族地区，小学至高中，与汉区教育模

式和教育内容上已趋于相同，教育正在向“民族多元一体

化”[1]（p120）转变，少数民族鲜明的民族特色正在逐渐地”同

化“。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颁布了各项措施，如《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印发少数民族事业“十二五”规划的通知》等，

但对于少数民族教育方面是一个大范围的构架，少数民族独

有教育细则存在模糊不清的界限，并未详细规定本民族特有

的教育准则，“大多数地区从课程开设、教学计划、教学内

容，甚至教学形式、教学用语都与全国统一，向汉区看齐，

搞同步走，千军万马共挤大学的独木桥”[2]，使得本民族文

化传承受阻，造成“同化效应”。

“同化”进程更多的是与社会发展、经济、教育政策

等密切相关。在彝族地区“走出去”最好的方法则是通过高

考，对此，调查彝族地区诸多学校，课程设置大致与汉区相

似，仅仅极小部分课堂时间是和彝族文化相关，彝族传统文

化转变为地方教材进入课堂较少，绝大多数涉及本民族文化

基本上以课外资料或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对此，凉山彝族

地区的教育内容单一化表现较为强烈，为避免民族文化的流

失，多元化教育在民族文化传承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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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元教育内容的选择

2.1 双语教育

双语教学是凉山彝族地区学校开设针对本民族学生语

言传承发展的课程，但就彝文课程的设置上存在比重差异较

小问题，“彝文课时相对于语数外课时比例较低，标准大致

在于能写会道，彝文化内容传授较少，课程还存在空有其表

的形式，本就彝文化传承发展的课程由于各种原因影响造成

双语教学比例严重失衡 [3]。”对此，就如何平衡汉语教育与

彝语教育之间的关系在彝族地区存在一定的挑战。文化以文

字为载体，彝文教育由彝语老师担任，老师在教授中是直接

的阐释者，对于彝文相关课程的设置，在《四川省民族地区

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教育普及水平大幅提

高。普及学前一年双语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

件的地方普及学前三年教育”，来提高彝文教育的比重，缩

小与汉文教育的差距。《四川省教育体制机制改革项目：“凉

山彝族地区双语改革试点”》课题可以看出”双语教育”重

要性 [4]。彝语作为多元教育内容选择促进彝族教育发展的多

样性的同时避免了传统文化流失具有重要意义。

2.2 彝族文学、节日、美术在教育中的重要性

在彝语之外，还有着诸多民族教育资源，运用民族所

特有的文化对接教育是对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体现。尤其

是民族地区的文学、节日、美术、音乐等。开展特色教育课程，

培养彝族学生的文化认同感与文化自信。

文学

文学方面，彝族在早期古代便有教育，“彝族古代教

育的内容反映了彝族先民不断提高的认识轨迹，涉及彝族当

时的世界观、伦理观、婚育观和文学艺术观。”

凉山彝族古代三大文学名著《勒俄特依》《玛木特依》

《阿莫尼惹》集中反映了当时教育的主要内容”[5]。内容与

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相似之处，团结、勤奋、节约、

友善、文明等，正是当今教育中所倡导并且实行的，将文学

作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融入课程当中，在继承优秀传

统的基础上不断践行着教育目的，与汉教育在中华教育的框

架之下是相同的。

节日

彝族重要的节日有彝族年、火把节、跳公节、补年节

等多个节日，陶行知曾经说过：“我们深信生活是教育的中

心”[6]，文化节日在教育中起到学生主动参与文化的传承，

亲身经历，感同身受，进而融合历史课程的进程，将历史与

课堂结合，领略节日文化来源，“一个民族的节日蕴含着这

个民族生活中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和道德伦理等文化因

素，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长期积淀”[7]，是培养学生民族

团结的重要资源。

美术

彝族地区就本民族的美术史介绍较少，学生对于民族

美术起源发展的认识不全面，加之学校的教育条件，课程安

排，美术课常常得不到重视，在这一情况下，学生美术教育

得不到有效的发展。在多元化发展的今天，民族文化传承始

终被一体化所困扰，这也是当前一个重大的问题，在美术

课程的设置上要求有区别有层次的教育就显得格外的关键。

“如何让彝族美术文化走进校园”[8]，是培养彝族学生美术

教育重要的一步。挖掘地区美术教育资源，开设彝文化美术

课程和美术活动，与美育的重要体现。

3 开发多样地方教材必要性

“乡土史教材是乡土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9]。地方教

材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向上是中华民族教育与各民族教育

的文化链接，向下历史文化以教材的形式出现，对于学生了

解地方文化传承民族文化有着极大意义。当前彝族地区教育

与汉区融合发展，国家必修教材占据主导地位，在符合国家

教育发展情况下发展属于本民族本地区教材对于地区教育

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凉山彝族地区存在的文学、艺术、音

乐、文字等都可作为乡土教材的资源，在进行收集整理佐证

后，以地方史编排或校本课程展现出来。对于发展彝族民族

文化在范围上和系统上有具体效果。

4 结语

从继承、保护、发扬的基础上地方教材能起到对学生

文化传承与文化自信的培养，优秀的地方教材在育人方面能

胜过老师的千言万语，以实际的鲜明的民族历史人物来作为

学生的榜样，从多个方面不断提升学生的德育发展，以此来

培养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体现出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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