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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英语作为教育课程的三大主课程之一，一直以来都在中

国的教育界占据着重要地位，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产生了很大

影响。随着义务教育的推进，英语也逐渐走入了少数民族的

教学课程中。临夏回族自治州位于中国甘肃省中部西南面，

黄河上游。总面积 ����NP�。总人口 ���万人（����年）。

辖 �个县级市、�个县、�个自治县。全州有回、汉、东乡、

保安、撒拉、土、藏等 ��个民族成分，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

口的 �����；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由

于地势原因，当地的教育事业发展缓慢，在义务教育普及到

临夏时，临夏已经深受伊斯兰教等宗教的影响。而随着英语

课程的推进，两个不同文明之间就产生了碰撞，对当地的教

育事业推进产生了很大影响。

2�英语课程在临夏回民中学的推进

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具有很大的影响

力。中国早在教育实行之初就将英语作为三大主流学科之一。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的教育制度已经普及到了少数民

族中，为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作出了重大贡献。英语也

在此过程中在少数民族中得以推进 >��。在临夏回民中学，英

语推进却受到了阻碍。临夏回民中学由于当地的师资力量较

为薄弱，导致在高中之前还有部分同学没有接受过英语教学，

学生的英语基础十分薄弱。在高中英语课程进入回民教学后，

立即对学生的学习习惯产生了巨大影响，学生不得不花费大

量时间进行英语学习。但是由于基础较差，导致许多学生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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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义务教育的不断普及，中国的教育工程已经推进到了少数民族中，对提升少数民族文化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推进过
程中，由于少数民族和教育内容之间的文化差异，造成了少数民族在教育中的焦虑，中国临夏回民中学就受此影响。英语的
学习因思想观念和文化差异之间的冲击已经影响了当地教学活动的开展，也让当地教师和同学产生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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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教学进度，甚至产生了厌学心理，回民中学的英语水平

一直得不到提高。但是英语又是高考的重要科目，对孩子的

未来影响巨大。不只是临夏回民中学一所学校，临夏大多数

学校都存在这种现象，在强大的压力和薄弱的基础双层压迫

下，对英语的焦虑已经蔓延到了整个地区。

3�宗教信仰对回族群众的影响

宗教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对于少数民族和汉族不同，汉族

具有强大的接受能力，能接受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先进文化。

而且由于宗教改革的影响，中国虽然宗教信仰自由，但大多

数接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是不信宗教的，这就导致汉族和教育

程度较高的地区受到的宗教影响很小，对先进知识的接受能

力也很强。但在临夏回族自治区中，将近有六成的居民信仰

伊斯兰教，宗教对临夏的影响非常严重。临夏全州人均受教

育年限仅为 ����年，与全国相差高达 ����年，农村人口中高

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不足 ��，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高达 ���。

这就导致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信仰程度非常深，已经深

入骨髓。

4�民族地区高中生英语学习焦虑的原因

4.1�基础薄弱和高考的压力

大多数少数民族，受到当地经济实力的影响，在初中甚

至是高中之前都没有接触过英语教学。这就导致部分少数民

族英语基础薄弱，水平不高。当教育事业推广到少数民族时，

英语教育的出现就对学生产生了很大影响，部分学生对于英

语是零基础，但有部分经济水平较高的学生在此之前就接受

过英语教学，学生学习程度不一样，就对教师的教学提出了

难题 >��。如果从头开始教学。对已经学习过的学生不太公平，

按照教材进行教学，又会导致部分零基础的学生跟不上教学进

度。而且高考的压力就在眼前，无论是选择哪一种，都会对另

一部分学生的英语学习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学生的高考成绩。

4.2�宗教的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临夏回族自治区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数高

达六成，这六成人里面自然也包括高中学子。这些学生每天

都会进行教义活动，宗教教义和行为准则已经深入他们的心

中。英语教学却给他们带来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和思想，在

两种文化的冲击下，很多学生为了维护自身的信仰，对英语

产生厌恶心理。但是英语又是高考的重要科目之一，对后续

的人生都会有影响，成绩不好的话就会导致高考成绩下降，

影响未来。在这两种念头的对抗中，学生就对英语产生了焦

虑心理。

5�民族地区高中生英语学习焦虑的治理措施

5.1�提升英语基础

要想让高校学生摆脱焦虑，提高他们的英语基础是重要

手段。在义务教育的推进过程中，尤其要注意英语教育的推

进，由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在义务教育的课程安

排上难以聘请英语教师，学校缺乏英语课程，导致学校义务

教育产生缺陷，阻碍了少数民族的英语教育。相关教育部门

应该加大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教育支持力度，增加教育的

资金投入，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招聘英语教师。也可以

通过支教的方式，让高等知识分子到少数民族进行英语教学，

提升少数民族的英语基础，帮助他们摆脱焦虑。

5.2�删除相关内容，缓解文化冲突

在英语教学过程中，英语教材携带了其他国家的文化观

念和风俗习惯。在少数民族的英语教学中，由于临夏当地将

近六成居民都信仰伊斯兰教，学生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信教

者，这就导致两者之间造成了冲突。回族英语学习者受汉文

化、民族文化、西方文化的三重影响。一方面，在学校生活中，

宗教对学生产生的影响较小，学习占据了学生的生活，英语

就对学生的影响更大。加上高考英语所占的分数比重比较大，

英语对于高中生升学显得越来越重要 >��。高中生在高中的学

习生活中，英语文化就占据了主体地位。在家庭生活中，宗

教又取得了对学生影响的主导权，导致文化冲突。在实际操

作中，可以改变教材内容，删除携带风俗习惯和文化观念的

内容，让英语仅仅成为传授知识的学科，减弱宗教和英语两

者的冲突，缓解学生的焦虑情况。

5.3�增强学生的包容能力

学习不应该是生活的附带，而应该是生活的过程 �通过

对学生进行知识的教育，就可以让学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知

识水平，进而产生思想上的质变，即让他们了解到各个民族

和国家都有自身的风俗习惯和文化观念，进行学习并不代表

要改变自身的文化内容。对待英语教育中夹带的风俗和文化，

要理智看待，将其看作是对外国文化的一种介绍，这样就能

在英语学习和宗教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减轻焦虑。

6�结语

民族地区高中生英语学习焦虑主要是因为基础薄弱，成

绩较差，心生烦躁产生的焦虑；还有民族宗教文化和英语携

带文化观念之间冲突产生的焦虑，要理智地看待这一现象，

通过提升基础教育、删除文化内容和增强包容能力入手，缓

解高中生在英语学习中产生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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