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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双语教学是民族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课堂互动是影响教学质量

和学生学业成绩的重要因素。国内外很多学者对师生互动进行了不同视角的分

析，但很少在彝汉双语层面对师生互动进行研究。本论文基于对凉山州一类模

式彝汉双语优质课堂教学的观察，对师生互动的情况进行分析，以期为彝汉双

语课堂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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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凉山地区一类模式概述及论文调查背景

彝区的双语教育分为部分双语教育和全部双语教育。部分双语教育的特点

是只在民族语文课上或文科课程中使用民族语授课，其他课程用汉语讲课，使

用全国统编教材。如云南、贵州部分地方和四川实施“二类模式”的彝区就采

用这种方式。全部双语教育，指学校所有课程的教学均使用民族语。如四川实

施“一类模式”的地区就采用了这种教育方式。［1］

“一类模式”指学校的各种教学用语为彝语并采用彝文教材，同时加授一

门汉语文课。“二类模式”指学校的各种教学用语为汉语，并采用全国统编汉

语教材，同时加授一门彝语文课。

双语课堂师生互动与单语课堂师生互动最大的区别在于双语课堂的学生需

要在两种语言逻辑之间进行转换。如果学生无法理解教师的话语，教师就会使

用学生熟悉的语言进行补充解释。因此，想让母语成为促进第二语言学习一种

资源就需要循序渐进地在母语和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引入汉语与汉文化。

课堂观察就是通过观察对课堂的运行状况进行记录、分析和研究，在此基

础上谋求学生课堂学习的改善和促进教师发展的专业活动。它对改善学生课堂

学习、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形成学校合作文化等都有重要作用。［2］

本文所观察的是 2019 年 9 月 16—19 日由凉山州教育局教科所组织的凉山

州 2019 年一类模式彝汉双语优质课堂教学展示，有小学到高中的彝语文和汉语

文的优质课程教学展示，每个学科、每个学校参赛 1 名老师，根据参赛教师所

选篇目、年级，配相应的学生。笔者主要观察的是小学的彝语文学科，学生来

自昭觉县民族重点寄宿制小学。凉山州开设一类模式小学的学校都参加了。参

赛学校有昭觉县民族小学、喜德贺波洛小学、盐源白乌小学、美姑县巴普镇小学、

昭觉县山岔河乡中心校、雷波县咪姑乡中心校、雷波松树乡中心校、甘洛吉米

九年制学校、金阳丙底九年一贯制学校、普格县黎安中心小学、美姑县典补乡

小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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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凉山一类模式小学双语教学师生互动案例分析

2.1  赏识教育应用于低段的双语教学

在小学教学中，学生因为年龄普遍比较小的原因，他们更加渴望得到来自

老师、同学和家长的鼓励、表扬及赞赏。赏识教育关注的是学生的行为结果，

教师对学生表扬称赞要以具体事件作为支撑，要注意避免凭空表扬，强调对事

不对人。教师想借此令学生获得内心力量的充实，从而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课堂

互动，但要防止学生骄傲自满、止步不前［3］。

在给一年级的学生讲彝语课文《 》（笔画和写法）这篇文章时，沙

马教师非常注重字母的发音，从语音学的角度把正确的读音教给学生。教师以

复习导入的形式，进行课堂提问：“人都是有名有姓的，大家回忆一下，彝语

笔画（ ）有多少种？”学生积极踊跃地回答出有 9 种。老师把彝语的 9 种相

关笔画都呈现在 PPT 上，让学生记住 9 种笔画。接着引入新内容——彝语的写

法（ ），阐述彝语的文字写法有 6 种形式，每一种先用彝语文呈现，让学生

读，若学生没有明白，就翻译成汉语，如从左到右的字有哪些？从右到左的字

有哪些？从上到下的字有哪些？先中间后两边的字有哪些？先中间后上下的字

有哪些？先包围，在里边的字有哪些？每一种字形老师先举例，然后让学生举

例，回答对的，奖励一只铅笔，“你真聪明”“你能想到这么难得字，看来学

得很认真”……让学生记住文字的写法。在巩固练习环节，提问学生：“老师

有件很着急的事儿，有些字儿迷路了，你们把他们送回家吧？”列出彝文字后，

让学生分类放到每一种写法的后面。最后让学生在小组讨论中完成本堂课的练

习，课堂气氛活跃，老师与学生的互动也比较到位。

2.2  开展生生互动，进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引导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在实施有效地生生互动时，还应该注意给学生创造学

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找到自己的问题并通过生生互动来找到解决

的策略，并且可以鼓励学生自由的上台去展示自己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分享成

功解决问题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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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熊老师在给四年级的学生讲解彝语课文《 》（令人想念）这篇文章

的时候，先示范朗读了课文，让学生整体感知课文，了解文章主要内容之后，

提问学生：“您来学校上课了，母亲会在家做什么？”学生的回答有母亲在家

洗衣服、劳作、照顾弟弟等各种各样的答案。老师进而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

说到彝语歌曲《妈妈》里面的经典句“虫儿想妈妈，跳来又跳去；蝴蝶想妈妈，

挥动小翅膀；老师想妈妈，眼睛泪汪汪……”老师的母亲不在了，但当我吃上

好东西、穿上好衣服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母亲，你们的父母还年轻，要听父母

的话，好好学习等。对学生进行价值观的引导，这是很有必要的。深入研读课

文之后，问孩子们，你们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小组讨论，然后回答。学生回答

也是五花八门的，有希望当解放军的，有希望当医生的，有立志当一名彝区老

师的……

熊老师对学生的回答进行鼓励，并说到“我们是吃饭长大的，也是读书长

大的”，生活要有目标，作为一名彝族孩子，要加油，要懂得感恩。通过这种

方法既可以激发他们对学习以及生活的热情、动力，又可以让学生充分地拓展

思维，并且可以和其他学生分享自己的梦想。

2.3  贴近彝区生活，让学生自主探究

艺术创作讲究贴近生活，那样会给人们一种真实感，能够打动人、感染

人。老师教学也是这样，举例、提问要尽量贴近生活，这样学生有生活经历，

容易理解，同时也对问题感兴趣。阿都老师在给六年级的学生讲解彝语课文

《 》（令人想念的卡拉库勒湖）时，新疆离孩子们太远，感受不了。

导入部分让孩子们看周围熟悉的湖泊图，说说自己看到了什么，说说是什么心

情？孩子通过看图，开始向往美丽的卡拉库勒湖。接着让孩子们读课文，整体

感知课文，了解新疆的卡拉库勒湖，提问学生有比喻句的类型。在复习中掌握

新的知识，让学生学会研读课文，边读边讲，让学生们学会感悟。让一名学生

到讲台，老师用书给他扇扇，接着让男同学上去扇扇，问两种扇法的感觉，是

否能感受湖面微风吹拂的感觉。让学生深刻地感觉湖的美丽，由新疆的湖泊联

想到凉山彝区的湖泊，如琼海、泸沽湖等，激发孩子们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美



·189·
基于课堂观察的凉山一类模式小学双语教学课堂师生互动案例探究2020 年 8 月

第 2 卷第 3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es	 https://doi.org/10.35534/es.0203019

好情怀。

2.4  创设教学情境，引入彝族文化

在小学彝语文上课过程中，通过构建教学情境引导学生进行更好地学习。

因为小学生年龄较小，老师可以采取多媒体课件的教学方法，搭建具体形象的

教学情境，加深学生的感觉，促进他们的理解。除了以上这些，小学生都很喜

欢听故事，老师用生动的语气讲解，要比照本宣科讲解课文更有效果。

阿的老师在给六年级的学生讲解彝语课文《 》（地球）这篇课文时，先

从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中的“开天辟地”说起，《勒俄特依》认为，天

地没有形成之前，有过一个宇宙混沌期，“上面没有天，有天不结星；下面没

有地，有地不生草。……起云不成云，散又散步了，……说黑又不黑，说亮又

不亮”。让学生了解彝族文化的博大精深，这样既丰富了学生的知识，又增强

了他们的文化修养。然后让学生带着问题默读：“故事中的地球是怎样的？”“地

球有多大？”“科学和历史中的地球是怎么样的？”。这三个问题的提出，让

学生整体感知了课文，接着老师用彝语提问：“地球是圆的，是谁说的？”让

学生在语文知识的学习中了解历史知识，学生们回答是“毕达哥拉斯”。这让

孩子们了解学科是有交叉的，在学好彝语文学科的同时，还要学好别的学科。

最后在PPT中用图画的形式呈现出地球，倡议孩子们要从小事做起，保护地球。

3  凉山一类模式双语课堂师生互动的促进措施

3.1  教师角度

课堂教学中，双语教师要增强专业素质，改变落后的教学观念，提高实践

教学互动能力，提高课堂互动的自信和积极性。双语教师在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传道授业时应让学生既要学好彝族语言文化，又要学会汉语言文化，还要培养

学生从不同视角发现问题、掌握各类学习方法的能力；要让课堂教学松弛有度。

老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方针，应鼓励学生在课堂中积极用彝汉双语参

与课堂活动，充分锻炼学生的自觉性。积极发表不同见解，随时与教师、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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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交流讨论，此形式有利于学生把“知识的嵌入”转变为“知识的内化”。

学生在讨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教师应及时给予反馈归纳，使学生的知识更加

系统化，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3.2  评价角度

“良言一句三冬暖”，教师通过激励性的语言对学生的行为进行价值判断，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诱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学习彝族语言文化的同

时，能够有一种文化自信、文化自醒和文化自强，让学生在教师的口头评价后，

能清楚地认识自己的行为或学习状况，并产生进一步学习的动机、自信，激发

出他们的潜力，让孩子们渴望下一次的表现机会。

3.3  学生角度

学生们要积极主动参与课堂，拓宽自己的专业知识，扎实学好彝族语言文

化知识，除了老师的基本提问以外，还应该能自己主动设问题，在自主、合作、

探究中去学习。有一定的创新意识。要在合作竞争中，形成一种共同发展。

4  结语

课堂观察不是为了评价教学面向过去，而是为了改进课堂学习追求内在价

值面向未来。小学课堂教学需要激情飞扬，需要师生互动。运用“情感互动”

促成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学习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艺术。各学科教师若能合理

地加以运用，定能让课堂教学更加生动、实用、有效。但目前凉山一类模式双

语课堂所具有的双语教师专业知识还需要提升，需在多元化评价中关注互动等

师生互动策略。教师应优化彝汉双语课堂教学设计，构建融洽的、亦师亦友的

师生关系，拓展师生的彝汉双语课堂互动渠道，增强人文关怀，营造民主和谐

的教学氛围，从而提升凉山一类模式小学彝汉双语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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