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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 
彝文教材思考

——以凉山中学彝语文教材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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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学院彝语言文化学院，西昌

摘  要｜凉山彝文教材的出版与凉山彝汉双语教育的发展休戚相关，凉山民族教育发展，尤其是一类模式教育发展过

程中，彝文教材的编译与出版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但进入“互联网 +”时代后，凉山彝文教材逐渐

出现了内容陈旧、与现实脱节、表现手法单一、忽略教学反馈等编写问题。本文认为只有充分尊重凉山民族

教育的生态环境，充分利用新媒体的力量，融合式发展彝文教材，才能使彝文教材在双语教育的发展过程中

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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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8 月 27 日至 28 日北京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做好新时

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习近平总书

记在 9 月 27 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文明悠久。一部中国史，

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

国的历史。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

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

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要推行国家通用语和传承中华民

族共同的优秀文化，而且还要学习和传承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当然也包含各民族的文字。“学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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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学习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并行不悖，国家鼓励各民族在学习掌握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的基础上，学习使用民族语言文字，让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更加精彩。”

在势不可挡的互联网浪潮中，彝族地区相对封闭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与自然发展平衡机制均被打破，

彝族传统文化模式结构逐步调整、重组和变迁，传统教育方式也面临巨大挑战，这一冲击必然将影响到

彝文教材的发展，而彝文教材的编译与出版与凉山彝汉双语教育的发展休戚相关，作用巨大，正如丁君

瑜从多元文化的视角探讨凉山双语教育发展过程时，指出“中学阶段特别是高中阶段课程难度加大，相

关科目专业术语理解困难，彝语教材的编译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教学难度，使得彝族学生的学习

效果得到了保证。”［1］然而关于彝文教材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以“彝文教材”为关

键词进行知网查询，在凉山彝汉双语教育相关的各类研究成果中，只有 13 篇相关研究成果，其中还包

括了彝文翻译等研究内容：余弘丽通过对凉山彝区二类模式学校彝文教学情况的调查，发现学校存在不

重视彝语文课程的现象，彝文教材适应性不足，缺乏教辅材料；［2］王丽娟也指出彝文教材选择范围窄，

教辅资料缺乏；［3］马锦卫等人认为在凉山彝区双语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彝文教材使用不规范、混用、

缺少双语课外读物的现象。［4］在“互联网 +”时代，彝文教材的建设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更高的要求，只

有高度重视彝文教材的建设，彝汉双语教育才能可持续性稳定发展。

1  凉山彝文教材建设回顾

凉山彝文教材的建设依托于凉山两类模式教育的发展。19 世纪 20 年代，凉山创办现代学校教育，

但即办即停，由于经费、社会等原因始终未能形成规模。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教育给予

了重点扶持政策。1950 年至 1952 年，凉山州重点发展了一批民族小学，到 1953 年，当时所辖的 9 个县

除普雄、布拖、美姑等县外，其他各县城都办起了小学。1966 年至 1976 年的“十年文化革命”，给凉

山彝区的教育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文化革命”初期，学校全面瘫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凉山州总结了 20 多年来凉山教育的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坚持统

一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根据彝区特点，分类指导，大幅度调整发展规模和速度。压缩小学布点，

逐步形成“乡设初小、区设完全小学、县设初、高中”的格局。并举办各种寄宿制彝族班、彝族学校。

政府于 1978 年秋，决定把彝语文作为一门主科正式列入凉山州中小学的教学课程。1984 年，正式确定

改变过去完全用汉文教学的教育形式，根据凉山彝族居住地区不同的语言环境，实施两种不同的双语教

育模式：只有彝语环境的地区用彝语为教学用语进行教学，并开设汉语文课；有一定汉语环境和与汉族

杂居的城镇、农村用汉语为教学语言进行教学，同时开设彝语文课。随即在 11 个彝族聚居县选择了 25

个乡的 64 所小学新招收的一年级 64 个班 2085 名学生，试办了用彝语作为教学语言，并开设汉语文课模式，

其他地区暂实行用汉语为教学语言，同时开设彝语文课模式。

凉山彝文教材编译室伴随彝文课程的开设应运而生，于 1977 年成立，属于四川省教育厅和州

教育局共同管理的一个事业单位。内设 6 个业务科即语文政治科、历史地理科、数学物理科、生

物化学科、音乐体育美术科和行政秘书科。彝编室 1978 年开始自编本土教材，以文科本土教材为

主，包括小学一年级到高三年级的彝文教材和教辅资料。1994 年开始加大彝语文教材自编内容的

比例，到 2002 年，乡土语文教材的编译完全脱离国家统编教材，形成以彝族传统文化、彝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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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为主，以翻译中外名篇名著为辅的编译模式。［5］在教材内容方面重视彝族传统文化的传

播与传承，把彝族古代经典与现当代优秀诗歌、散文、小说选编到教材中，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

在编译彝语文教材时采用彝族传统的“尔比尔吉”“克智”“波帕”、诗歌、民间故事等形式，

形成了凉山彝语文教材与众不同的编写特色。随着两类模式的彝汉双语教育模式的推广，彝文教

材在凉山彝区中学被广泛使用。

2  凉山彝文教材建设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凉山彝语文自编的本土教材符合凉山传统文化传播和发展的需求，将传统性与学科性紧密结合，具

有极其鲜明的特点。

2.1  教材编写注重阶段性和衔接性

如汉语拼音一样，小学彝语文教材也是从 819 个彝文字开始，然后逐渐过渡到民间故事、诗歌、散

文等内容，不同阶段学习的难度和内容不一样，到了彝语文高中教材，则侧重彝文小说、诗歌、散文等

文学作品赏析，注重学生的分析和写作能力培养，加上彝族传统文化的一些科普文章。

2.2  教材编写设立专门的评审和审核机制

四川省彝文教材编译室每年组织寒暑两次中小学彝文教材审查会，并成立了专门的审查委员会，聘

请彝学专家、彝族教育家、彝族学者等对中小学彝文教材进行审定，及时更新教材内容。但由于凉山彝

区对于彝文教育的重视不足，彝语文教材建设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2.3  一类模式彝语文教材编写内容以文学作品为主，类型单一

由表 1 可见，凉山高中彝语文教材每一册除了占比 23.5% 的 4 篇中外译文外，其余均为彝族民间文

学与当代作家文学作品。而彝族传统文化中的科技文化、节日文化、人生礼仪、制度文化等内容涉猎极少，

教材内容类型单一，收录范围狭窄。

表 1  凉山彝文教材编写内容统计（高中）

Table 1 Statistics of teaching material content of Liangshan Yi language (senior high school)

阶段 内容 篇数 百分比（%）

第一册

当代彝文诗歌 4 23.5
彝族民间文学（民间故事） 4 23.5

译文（说明文） 4 23.5
彝族传统文化（尔比、克哲） 4 23.5

彝族古典文学作品（《玛牧特依》） 1 6

第二册

当代彝文诗歌 4 23.5
彝族民间文学（神话故事、生活故事） 4 23.5

译文 4 23.5
彝族传统文化 4 23.5

彝族古典文学作品（《玛牧特依》）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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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内容 篇数 百分比（%）

第三册

当代彝文小说 4 23.5
当代彝文散文 4 23.5

译文（议论文） 4 23.5
彝族传统文化 4 23.5

彝族古典文学（《玛牧特依》） 1 6

第四册

当代彝文小说 4 23.5
当代彝文散文 4 23.5

译文（议论文） 4 23.5
彝族传统文化（尔比、博帕） 4 23.5

彝族古典文学（《勒俄特依》） 1 6

第五册

当代彝文小说 4 23.5
当代彝文散文 4 23.5

译文（科技文） 4 23.5
彝族传统文化（尔比、博帕） 4 23.5

彝族古典文学（《勒俄特依》） 1 6

第六册

当代彝文文学评论 4 23.5
当代彝文散文 4 23.5

译文（科技文） 4 23.5
彝族传统文化 4 23.5

彝族古典文学（《勒俄特依》） 1 6

2.4  二类模式彝语文教材内容是汉文版的彝文译本

在对凉山昭觉和美姑部分中学的彝文教学情况调研发现，很多彝文教师都提到了彝文教材与地方发

展需求不契合，特别是中学彝文教材是汉文教材的翻译本，没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事实上，具有地

方特色和民族文化特色的彝文教材，一方面可以传承传播优秀彝族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可以宣传党和国

家新的治国理念和措施，而不是简单的汉文教材的彝文翻译版。因此，契合地方发展需求和彝族文化传

承的彝文教材的编写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建议凉山州教材编译局、四川省彝文教材审定委员会等相关

部门组成的编写和审定队伍增加一线授课教师比例，紧跟时代和地方发展需求，编写出既有政治高度，

又有专业知识；既有新政策新制度解读，又有彝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既有科学性，又有趣味性；既有开

阔视野，又有扎根本土的务实性的彝文教材。因此，彝文教材的改革任重而道远。

2.5  彝语文教材缺乏融媒体资源，缺少创意教辅产品

在出版产业融合发展和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凉山彝语文教材并没有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极其缺

乏融媒体资源和立体化增值服务的支撑，一方面无法更加深入、全面、立体地展现彝族传统文化的丰富

内涵，另一方面因缺少配套的创意教辅产品，不能有效辅助学生彝语学习，对课堂授课的依赖性严重，

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  凉山彝语文教材建设中存在诸多困难的归因分析

3.1  彝语文教材编写资金短缺

尽管每年彝文教材编译室都投入了大量经费进行教材编写与审定，但与互联网时代出版行业的发展，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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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凉山教育教学改革的快速发展相比，编写经费的投入仍然跟不上实际需求，也导致了配套教辅材料

和课外读物短缺，即便有编写人员收集了大量资料也无法如期出版，更别说具有创意性的音、视频教辅

资料的制作与出版。

3.2  彝语文教材编写人员严重不足

在现行的彝文教材扉页中均有编写该册教材的人员名单，总数均不超过 5 人，而事实上彝语文教材

的大量材料的选择、翻译，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时间。编写人员严重不足不仅会导致编写队伍的不稳定，

而且工作压力大也会导致编写人员编写热情下降，没有足够的精力认真筛选多样化的文章入选教材。

3.3  彝语文教材编写过程中忽略了一线教师和学生的反馈意见

在调查中，绝大部分一线彝语文授课教师认为课本难度较深，尤其是高中彝语文教材，即便是一类

模式生使用也普遍存在理解困难的现象。教师 A 认为，大量文学作品的选用给学生造成了理解困难，尤

其是这些作品往往与现实生活脱节，学生不感兴趣，但为了高考又不得不学，抵触情绪比较大。教师 B

认为，入选的部分文章都是从《凉山文学》（彝文版）和《凉山日报》（彝文版）节选的文章，编写质

量也有待提高。而学生则普遍抱怨彝语文教材缺乏新意，内容枯燥，理解困难。尽管彝文教材编译室每

年都聘请彝学专家对教材进行审定，但这些彝学专家都是远离一线教学岗位的高校教授或教育家，不能

如实反映一线教师和使用学生的真实想法，从而出现了老师难教、学生难学，教材与实际教学工作相脱

离的现象。

4  凉山彝语文教材编写的可行性建议

在《四川省中小学彝文教材审查委员会工作章程》中明确指出各学科彝文教材及其教学资料的审查

原则：“一是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二是体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贯

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三是符合中小学教育培养目标的要求，为培养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及积累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而努力；四是符合

教育行政部门颁布的教学计划；五是从我省彝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从可能达到的办

学条件和师资条件出发，把握好难易度；六是符合彝族儿童和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规律，符合教育的规律，

教学内容总量适当。”［6］

根据此审查意见，笔者认为凉山彝语文教材的编写一方面要符合彝族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发展规律，

符合教育循序渐进的规律；另一方面要紧密联系凉山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实际，从培养目标着手，

关注彝族学生的未来发展需求，因此，彝文教材的建设既要注重彝族传统文化传承传播的传统性，同时

又要注重教育与时俱进的现代性，还要注重学生未来发展的长远性。

4.1  各级高度重视，加大教材建设投入

凉山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应高度重视彝文教材的建设，多渠道保障建设经费的投入。通

过政府出资为主，吸纳社会各界资金投入为辅的方式，不断加大对彝语文教材和教学辅助材料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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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的投入。

4.2  培养一支专业过硬、稳定的教材编写队伍

一方面鼓励编写人员通过进修、培训等手段提升专业水平，另一方面要求编写人员深入中小学调研，

了解一线教师和学生的实际需求，教材编写切实为彝语文课程的教学工作服务。

4.3  彝文教材编写应遵循兼顾内容多样化与民族特色化的原则

首先，彝语文教材的编写应遵循“最近发展区”理论原则，切实了解各阶段彝族学生的彝语文水

平和对彝族传统文化的了解程度，根据彝族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从语言到内容都应该遵循各阶段学

生的认知水平，难度适中，由易到难；其次，彝文教材不应该是汉文教材的彝文译本，而应该让更多

的彝族学生学习和传承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后，选择教材内容时，可适

当突出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内容，兼顾彝族传统文化中的文学、科技、艺术、哲学等部分的比例，

同时兼顾汉文化、他国文化的介绍性文章的比例，注重教材内容的多样性，并紧跟时代发展需求，介

绍当前科技文化的发展前沿，让彝族学生在传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了解认识主流文化的发展，不

仅要学习课本知识，还要了解当前形势政治、科技发展、文化诉求等，真正理解各种文化之间的求同

存异与和谐发展。

4.4  充分利用融媒体资源，打造新形态彝语文教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把握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建立融合传

播矩阵，打造融合产品。［7］在语文教材出版领域，全媒体的普及和学生多层次的体验需求已经使教材

内容的呈现方式和教材的实际应用效果发生了改变，因此只有打造融合产品形态的彝语文教材，才能实

现彝语文教材的全方位、立体式开发，从而适应全媒体时代的出版变革。

所谓新形态教材，是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通过二维码或增值服务码等形式，将纸质

教材、在线课程网站和教学资源库等线下线上教学资源有机衔接形成的一种立体化新型教材。新

形态教材在整体上呈现一体化设计，对纸质教材的内容进行深化、拓展，利用数字平台内容丰富、

更新快捷的优点，塑造新的教材形式，为学习者逾越场地、时间等障碍，进行随时随地的个性化

学习创造条件。所以说，新形态教材是在“互联网 +”的背景和条件下出现的，或者说是“互联网 +” 

催生的产品形态。［8］

本着“课堂有教室、无边界，教材有起点、无止境”的初衷，新形态教材建设要体现“互联网 +”

教育新思维，统筹线上、线下两种教育形式，课上、课下两种教育时空，自学、导学两种教学模式，

使教学适应线上、线下同时发展的趋势。因此“互联网 +”背景下教材的融合发展与运用，一方面需

要听取教学一线的师生用户的意见，对是否进行融合、怎样进行融合、哪方面可以融合等提出宝贵的

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进行新形态教材建设，还需要建立一支高水平的专业化团队，提供技术支持，

保证教材建设的有效性和高效性。这就要求不同方面的力量相互协调，加强编写者、技术和营销人员

之间的协同工作，以保证质量。新形态教材的设计包括构建和更新多种媒体资源，如动画、音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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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和动态图片等，这些多媒体资源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处理和加工，以便与教学内容衔接。在立体化的

新形态教材设计方面，页面版式、教材布局的边白设计、资源标注、教材内容与多媒体资源的关联等，

都需要编辑、版式设计、排版、技术等人员，在各环节进行充分沟通与相互配合。在此基础上，通过

加强内容、版面、平台实现方式等方面的研究，进行组织创新、技术创新、机制创新，建立可持续的

运作机制。

5  结语

在“互联网 +”时代，彝语文教材出版不仅要深耕传统文化教材的内容资源，打好内容质量的基础，

还要将传统文化教材这一优质内容资源进行多重开发，实现一个内容多种创意、一个创意多次开发、一

次开发多种产品的研发方式［9］，推动彝语文教材内容资源的立体化开发。帮助彝族学生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让当今彝族学生在传承传播彝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了解、认识并掌握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

和发展趋势，真正融入现代生活，融入求同存异的中华大文化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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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Yi Language Textboo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rmly 
Building The Strong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 Case of Liangshan Yi language Textbooks of Middle School

Xiao Xue

School of Yi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Xichang University, Xichang

Abstract: The publication of Liangshan Yi textbook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Yi-Chinese 
bilingual education in Liangshan.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Yi textbooks have played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education in Liangshan,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model. But after entering the era of Internet plus, Yi language 
textbooks in Liangshan gradually appeared some problems such as outdated contents, disjointed from 
reality, single expression techniques, ignoring teaching feedback and so on. This paper holds that only 
by fully respect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ethnic education in Liangshan, making full use of the 
power of new media and developing Yi teaching materials in an integrated way, can Yi teaching materials 
play their du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bilingual education.
Key words: Yi language textbooks; Building The Strong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New 
media; Integrated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