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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国家各项经济事业的快速发展与国民素质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企业文化的传承，尤其是

少数民族的文化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藏语文作为中国藏族人民的交流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传承藏族文化的作用，学

习使用并研究藏语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藏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论文结合当前语文教学的实际情况，针对其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了深入性的研究探讨，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藏语文教学事业的发展进步。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s economic undertakings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quality level, more and more people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nheritance of corporate culture, especially the culture of ethnic 

minorities by more people’s attention. As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mong the Tibetan people in China, Tibetan language plays a 

role in inheriting Tibetan culture to a large extent. Learning, using and studying Tibetan language can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culture to a certain extent. In this paper, combining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Deng’s Chinese teach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are deeply studied and discussed, hoping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Tibetan language teaching to 

a certain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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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语言与文化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它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传承文化的重

要作用。尤其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在一

定程度上承担着精神支柱的作用，重视自身语言文化的发展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少数民族的和谐稳定。藏族地区自然

环境相对恶劣，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他们始终在与大自

然做斗争，从而获得相对幸福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

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文化语言。另外相对来说西藏地区的社会

形势比较动荡，所以我们更需要充分重视起藏文化的传承发

展，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维护西藏的稳定性。本文通过大量

调查对当前藏语文的教学现状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并根据

其中存在的问题制定了相对应的解决措施。

2 西藏藏语文教学的现状

2.1 有关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相关规定

我们国家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藏族文化的教学与传承发

展，高度强调了藏语文在维护社会稳定当中所发挥的作用。

也正因此，自从西藏地区得以和平解放，中国政府并在逐步

地加大对西藏地区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力求从各个方

面来改善西藏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准，让他们有关方面的文化

得以更好的传承。除此之外，各项法律法规在制定颁布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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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藏语文的传承发展这一话题，这在

无形中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于藏族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视。尤其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藏语文的教学更是受到了前所

未有的重视。不仅党中央进一步加大了对藏语文教学工作的

关注力度，专门颁布了各项条规，要求藏族自治区围绕这一

工作制定相对应的措施，而且有关的教师和学校也在积极的

完善相关的教学体系，力求提升藏语文教学的规范化，使学

生们能够接受到更加成熟化的教育。多年的探索研究在一定

程度上提升了我们藏语文教学的自信心，另外在法律法规的

明确支持下，藏语文的学习使用也趋于规范化、制度化。虽

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国家党中央以及地区政府对于藏

语文的教学规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它们的核心基准都

是围绕着藏族地区的发展进步。这些教育活动的开展不仅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党中央政府对于西藏人民的关怀，而

且还可以充分保障藏族人民使用藏语言的自主权利。

2.2 西藏藏语文教学的基本情况

结合实践经验，我们可以知道西藏地区的学校在多年教

学发展的过程当中主要采用藏语言进行授课，并且逐步的形

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办学模式，能够很好的传承其传统文

化。以中职院校为例，虽然学校内部的核心教学目标是为了

提升学生们的职业技能，但是学校要求学生们在学习自身专

业知识之余，还要学习相对应的藏语言公共课程。如果学生

自身无法通过藏语文的等级考试，那么部分中职院校是不会

承认学生的学位证明的。这种强硬的措施能够有效提升学生

们对于藏语文的认知程度，使得西藏地区藏语文的整体水平

得到提升。尤其针对不同职业发展方向的学生，我们对于其

藏语文的掌握水平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基于此，不同层次

不同程度的学生所拿到的藏语文教材是存在很大不同的。在

实际进行教学活动的过程中，任课教师可以根据相对应的教

材来进行教学，从而有效提升当前层次的学生们的藏语文水

平。这种教学方法与当前十分流行的分层教学存在着一定的

相似性，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学生们的藏语文学习兴趣，而且

还利于藏语文教学活动的高效展开。

3 西藏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1 藏语文规范标准滞后

就目前而言，中国针对藏语文的学习使用发展相关话题

已经制定了非常多的法律规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这一

教学工作的开展进步。但是结合实践经验，我们可以知道整

体藏语文教学工作的开展仍然是比较滞后的，藏语文教学的

规范性仍然不是很高。尤其在当前中国信息技术水平正在不

断的提升，各项信息在网络上能够迅速传播，丰富多样的新

型词汇逐步涌现。然而藏语文的发展速度相对较慢，有很多

新型词汇是无法用藏语言表达出来的。除此之外，不仅当前

藏语文的普及程度较低，而且藏语文的教学也缺乏足够的规

范性和体系化，种种因素都在提示着我们藏语文的规范标准

存在着很严重的滞后问题。

3.2 西藏自然地理环境带来的差异

西藏地区普遍生态环境较为恶劣，很多基础性的设施，

如公路交通尚未建设完全，人民出行并不是非常的便利。再

加上西藏地区面积较大，人口数量较少，存在着极为突出的

人口分布问题，不同地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经济方面存

在着很大的差异。当前西藏地区的教育普及率得到了很大程

度的提升，但是西藏地区整体的受教育水平比及中国中部地

区、东部地区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的。很多藏族人民一辈

子都无法走出藏区，也正因此他们根本没有接受高水平教育

的机会。

3.3 藏语文文字信息化水平低

结合实际调查，我们可以知道，当前中国专门针对藏语

文进行研究的团队数量是非常少的，甚至很多研究人员的文

化水平并不是很高。专业人才的高度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延后

的藏语文的研发速度，他们很难获得极为突出的研究成果。

虽然近几年来藏语文信息化程度的水平正在不断的提升信

息化，发展速度也在不断地加快，但是相较于韩文英文等信

息化发展速度来说，仍然是滞后的。

3.4 有关藏语文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

从客观角度来看，中国目前专门从事藏语文方面研究任

务的人才数量相对较少，研究经验不足和研究人才不够，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成果的发现。另外中国整体的研究环

境对于藏语文来说也不是非常的友好，很多必要的硬件条件

都没有配备完全。

4 对藏语文教学发展的建议

4.1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规范教学管理工作

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藏语文一直以来无法得到很大程

度的普及，教学效率也比较的低下。虽然党中央以及地区政

府正在积极地采取各项措施来提升藏语文的教学队伍，但是

有关方面的辅导机构数量相对较少。就目前而言，西藏地区

教育部门已经在尝试着培养双语师资力量，通过提升师资队

伍的水平来促进藏语文的教学发展。

4.2 扩展藏语文的使用面，促进藏语文教学事业的

全面发展

结合实践经验，我们可以知道藏语文本身存在着非常广

阔的发展空间，它可以渗透到各个领域当中。如果能够有效

扩充藏语文的使用范围，提升其学习的必要性，那么就能在

无形中推动藏语文设置课程的发展，提升学生们的主观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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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尤其要将藏语文渗透到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行业领域

当中，让更多的学生认识到学习藏语文的必要性，那么藏语

文教学事业的发展就会更加的顺利。

4.3 进一步规范藏语文，为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做

出新的努力

最近这几年来，中国各项经济事业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

展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藏族文化的美妙之处，并

且去积极的探索和了解藏族文化。藏语言作为文化传播的重

要途径就显得尤为重要，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藏语文

教学的规范性，从而有效提升其翻译的准确性，让更多的人

了解到藏族文化，从而为西藏发展注入更多的生机与活力。

除此之外，国家层面可以从经济、人力以及制度等方面来给

予西藏地区相对应的扶持，从而有效促进藏语文翻译事业的

发展。

5 结语
总的来说，藏语文在西藏解放之后就备受关注，党中央

及地区政府都在积极的采取措施促进它的发展进步。但受多

方面因素的影响，藏语文的教学工作存在了很多的问题需要

作出及时的调整。在新时期，藏语文的应用必然会更加广泛，

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更加

努力的投入到藏语文的学习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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