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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理科教育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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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少数民族理科教育一直是民族教育的一块“短板”，所引发的负面效应日益呈现，培养民族地区理

科人才迫在眉睫。通过梳理少数民族理科教育相关文献，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对少数民族理

科教育现状、原因及对策进行梳理，探讨少数民族理科教育研究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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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view of the Ｒesearch on Science Educ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ZHU Jin-ling
( School of Education，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The science education for the minority has always been a " deficiency" of the national edu-
cation，and the negative effect caused is increasingly appearing． Therefore，it is extremely urgent to
train the science talents in the minority areas． This study comb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f minority sci-
ence education，sorts out the minority science education status，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research methods，research content and other aspects，and explores new areas
of minority science educ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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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的发展离不开大量的技术应用型人

才，而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路径主要是通过理科

教育。2015 年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

教育的决定》要求科学稳妥推行双语教育，以提高

教学质量为重点，实施民族地区中小学理科教学质

量提升计划; 积极支持有条件的民族地区设置工科

类、应用型本科院校; 强化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

练，加强理科课程和实验课教学［1］。同年《中国民

族教育》第 4 期以“捍卫理科”为主题的 6 篇文章

探讨了少数民族地区理科教育现状与面临的困境。
近年来，关于少数民族理科教育的研究也成为民族

教育研究工作者们关注的重点。以“民族”“理科”
为主题在 CNKI 中检索出 254 条文献，其中 2006

年开始文献量增加幅度大，2006 年至今相关文献

占 78． 3%。从对 2006—2018 年相关文献的梳理

情况来看，文献资源类型属于期刊文献 155 篇，硕

士论文 32 篇，而博士论文 5 篇，核心期刊文献量

少，深入研究成果仍不多。从研究地域看，西北地

区研究居多，可见，该地区少数民族理科教育问题

较为严峻。

1 少数民族理科教育研究视角

人们看事物的角度是不同的，同一问题从不同

角度透视会有不一样的发现。研究者们主要从少

数民族学生理科基础薄弱、高中分班“文多理少”、
高等院校少数民族理科生学习困难、少数民族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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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高学历人才供不应求等问题出发，运用不同理

论、采取不同视角进行研究分析。
1． 1 心理学视角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学生的思维、语言、认知发

展、态度都会对学习效果造成影响。在这一视角

中，何伟等研究者对民族地区学生［2］和内地班少

数民族学生［3］的理科学习态度做了较为基础性的

研究，有研究者分析了少数民族学生理科学习的特

质［4］，还有研究者做了民族院校文、理科生性格差

异与学业成就影响分析［5］，也有学者从学生思维

角度分析理科困难原因，张积家认为少数民族学生

理科学习困难的重要内因是思维类型。理科的学

习内容需要科学思维，解决少数民族学生的理科学

习困难问题，可以从培养和改造思维方式入手［6］。
1． 2 心理语言学视角

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科学，心理学是研究人类

行为和认知的科学，这两个领域的结合主要关注语

言能力的处理过程和知识表征以及它们如何与人

类认知的其他方面联系。有学者从这一视角，探讨

双语教学模式、双语平衡差异、双语代码转换、语言

态度倾向以及学习策略形成对少数民族理科教学

的影响［7］。少数民族学生需通过语码自动切换或

语码转换的方式去掌握理科知识，在理科学习过程

中语言能力、语言运用程度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调

查少数民族学生语言能力、分析语言运用程度对成

绩的影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8］。
1． 3 文化生态学视角

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资源、
环境、状态及规律的科学。万明钢认为少数民族理

科教育问题仅放在教育系统内部研究是不够的，需

要在学校、家庭、社会、语言、习俗、媒体、网络等构

成的教育文化生态系统中整体看待，从少数民族地

区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中考察现代学校教育文化与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冲突与适应。每一种文化中

都包含着算术或自然科学知识，但它们对如何使知

识抽象化、系统化，转换为学科体系或课程的方式

存在很大差别。因此，导致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理科

课程困难的最大障碍是对表述知识的语言以及包

含在语言中的文化信息的理解困难［9］。

2 少数民族理科教育研究方法

通过对少数民族理科教育相关研究成果的归

纳发现，在研究方法上，大部分研究者以某一个案

为例做了相关实证研究，以调查研究法为主，还有

一些相关实验探索，而在结果分析方法的选择上多

数运用定量分析，个别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2． 1 一般文献研究

研究者选择某个研究视角，对少数民族理科教

育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梳理与分析，并探寻解决策

略，如，伊利贵对民族院校理科教学的思考［10］; 吕

世 虎 等 对 民 族 地 区 中 小 学 理 科 教 师 培 训 的 探

讨［11］; 贾旭杰等对民族地 区 理 科 教 材 问 题 的 阐

述［12］; 万明钢、蒋玲结合学者的相关研究对我国少

数民族教育中的“理工科问题”进行了论述［13］。
还有研究者对相关文献归类、统计分析，归纳和总

结现状及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如，拉毛草、范忠

雄对藏汉双语数学教育研究的文献分析［14］。
2． 2 调查研究法

与一般文献法不同，大多数研究者选取有代表

性的区域对少数民族理科教育问题进行调查分析，

即在教育理论指导下，通过问卷调查、个案研究以

及测验等方式，搜集反映少数民族理科教育存在的

现实问题的资料，对此进行分析并寻找解决方案。
从调查的地域上看，郑新蓉等基于课题对西藏、青
海、甘肃和云南等多地区进行了调查，单一地区研

究中，西北地区研究占很大比例，如，刘淑芳［15］、苏
光正［16］、王大胄等［17］、李倩［18］对甘肃省藏族理科

教育情况进行了研究; 才让卓玛［19］、郑敏与多杰才

让［20］、范忠雄等［21］做了青海省藏族理科教育相关

研究; 马合木提·木沙等［22］、晓晓［23］、徐敏［24］对

新疆地区理科双语教师、理科教学情况做了调查。
从调查民族来看，除了藏族、维吾尔族占多数，受关

注的还有蒙古族［25］和朝鲜族［8，26 － 27］的理科教育问

题，相比较而言，其他少数民族的研究就显得十分

缺乏。
2． 3 实验研究法

为探索理科教育规律，验证和检验基本原理和

研究假设，有一些研究者做了相关实验研究。李香

兰《少数 民 族 高 中 数 学 课 教 学 双 语 兼 并 实 验 研

究》，以实验操作对比分析研究为主，通过三年实

验班与普通班的成绩分析，认为民族高中数学课，

甚至可推广到其他理科科目，都应实行双语兼并

教学［28］。

3 少数民族理科教育研究内容

对少数民族理科教育的研究，主要涉及现状与

问题、问题成因及解决路径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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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现状与问题

学者们提供大量调查数据显示少数民族学生

理科教育薄弱，理综平均分低下，及格率低。通过

学者访谈得知，甘南州夏河县的一所藏族中学，一

个班级 45 人，300 分满分的理综测试中只有 2 人

成绩在 100 分以上，班级平均分仅 78． 3 分［16］。朴

昌虎等通过对比 2014 年、2015 年朝鲜族学校与汉

族学校高考、中考和小学毕业检测中的理科成绩，

发 现 朝 鲜 族 学 生 理 科 平 均 分 普 遍 低 于 汉 族 学

生［29］。而高等院校少数民族理工科学生情况也受

到学者们重视，罗文以中央民族大学为例，通过多

年实验课程教学发现，来自西部农牧区的少数民族

理工科类本科生学习困难较多，主要表现在自身基

础薄弱、动手能力差、学习手段单一且语言交流和

沟通存在障碍［30］。少数民族理科生进入大学后诸

多的问题，同时也反映了少数民族理科基础教育问

题严重。
3． 2 成因分析

少数民族理科教育发展之所以存在那么多的

问题，其原因复杂。
3． 2． 1 双语教学模式不适宜

随着社会发展，交通和通讯的发达，传统的两

种双语教学模式各自的弊端日益凸显。全部使用

母语授课加授国家通用语言的一类双语教育模式，

很难实现熟练掌握国家通用语言的目标以及所学

课程从小学到大学课程体系的融会贯通，而全部使

用国家通用语言授课加授母语的二类双语教育模

式，不能使少数民族学生熟练掌握本民族语言并传

承本民族文化。转型时期的双语教育，呈现的“一

校多模式”“不同学段不同模式”“不同学科不同模

式”等，一方面引发师资、教材等一系列配套问题;

另一方面对学生语言适应也提出挑战［31］。
3． 2． 2 缺乏高素质的双语师资

一是教师的科学素养低且学科专业能力不

高［1］; 二是教师的语言转换水平低，双语教学能力

不足［32］。其背后隐含外部原因是双语师资队伍管

理体制尚未健全，教师的入口、出口、培养培训、资
源配置缺乏一体化发展的管理机制［33］。单就少数

民族理科双语师资培训状况而言，也存在: 培训资

金投入不足; 培训机构质量不均衡; 培训指导思想

不够明确，针对性不强; 培训教材不适应教学; 培训

方法单一，模式缺乏创新性; 培训管理制度不健全，

缺乏奖惩机制; 培训时间安排不合理，整体效果欠

佳等问题［32 － 33］。

3． 2． 3 国家课程标准高，双语教材难度大

有学者认为不考虑不同民族、经济、文化和生

态环境差异，实施统一的国家课程标准、学习内容

与评价体系是导致少数民族理科教育困难的原

因［13］。教材是教师教学的依据，尤其在民族地区，

教材成为师生教学重要资源，地位十分突出，有学

者认为教材语言切换的难度、与学生认知水平差异

的难度、对新内容陌生造成的难度、教材过于“城

市化”造成的难度以及衔接不当造成的难度已成

为影响理科成绩低的首要因素［33］。
3． 2． 4 理科教学资源不足

民族学校理科教学设备，如理化仪器、实验药

品、生物标本模型等十分短缺，设备陈旧、损坏严

重［25］。还有的学校设备基本达标，但配套设备不

足，导致实际教学中无法使用，设备维护与更新不

及时，缺乏后续资金投入与制度保障。另外，现代

远程教育资源搁置，没有发挥实际作用［30］。
3． 3 解决策略

针对少数民族理科教育中困难与问题，研究者

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解决对策。
变革传统的双语教育模式，依据不同地区和学

生个人的需求调整双语教育课程的比例; 对有能力

的地区使用国家通用语作为理科课程的主要教学

语言，实现中小学和大学理工科课程的贯通［30］。
有学者提议，为避免传统的两种双语教育模式在理

科教育中的不足，可施行“混合式双语教育模式”，

在理科课程中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而文化相关文科

类课程使用本民族语言授课［13］。有专家认同此观

点，认为 用 国 家 通 用 语 言 讲 理 科 课 程，一 举 多

得［25］。还有研究者建议使用“分层递进式教学模

式”，通过问卷调查，掌握学生语言、知识、能力等

情况，根据学生自身情况，分层次、分阶段，由浅入

深、从简 到 繁，调 动 学 生 积 极 性，鼓 励 学 生 自 主

选择。
创新理科双语师资培养体制。第一，高水平师

范院校和民族院校要承担起理科双语师资的培养

重任，有计划地增加“民考民”学生的招生名额和

专项指标，扩大和建设更多适合“民考民”学生的

专业［13］，培养注重学生科学素养、兴趣和态度，适

应当地语言和文化，兼备双语能力和学科知识的少

数民族理科教师。第二，通过放宽编制、创造优惠

条件吸引优秀人才等方式，改建双语师资招聘和管

理政策，优化理科双语师资配置［30］。加强理科双

语教师在职培训。第一，要增加理科双语师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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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的投入; 第二，加强培训机构专业能力; 第三，

了解理科双语教师需求，开设“语言和文化适宜的

教学法”等课程，有针对性进行培训; 第四，系统规

划，连续、有计划性的促进双语教师发展; 第五，创

新培训模式，考虑教师自主性; 第六，建立可持续发

展的培训评价机制，强化培训效果［30，34 － 35］。通过

培训改进教师教学方法，提升教师科学素养，使教

师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学生个性和人格，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提升少数民族理科教育质量。
加大教材编译的资金投入和人才投入，降低课

程标准，推动课堂教学方式的改革。在组织编译教

材的过程中要多一些各学科专家和本民族双语语

言专家参与，保证双语教材的准确性和学生与教师

对教材理解的正确性［36］。我国课程标准可执行最

低标准，既能体现政府对课程的宏观控制，又能增

加课程弹性，充分调动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37］，拓

展启发式教学和探究式教学的空间，增加理科教学

方式的丰富性，提升学生课堂参与性［1］。
增加民族学校公共教育的经费投入，建立标准

化实验室，及时购置并更新实验器材和药品，设置

充足、多样、可操作、可观摩的实验课，确保理科实

验正常进行［25］。对于设备暂时补充不上的学校，

可采用“仿真”的方式模拟实验，让学生多听、多

看［38］。重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吸取优秀的教学

素材、翻译讲解网络课件和教学资源，利用光盘教

学、远程辅助教学、网络直播等形式实现课外辅导、
答疑和讨论［15］。

4 结论与建议

目前的理科教育状况会引发更多不利民族教

育发展的影响，首先，少数民族文科生面临巨大的

升学压力。“民考民”学生本就在学习及升学方面

困难较多，少数民族学生“文多理少”，加之高校

“文转理”招生面的逐渐扩大，文科生竞争者多，大

学容纳量小，大量少数民族文科生难以升入本科只

能进入专科学校就读。其次，少数民族文科生就业

困难。少数民族文科毕业生一般回家乡就业优势

较大，但由于这类人数多，岗位竞争激烈，就业不

易，而外出就业，与汉族学生竞争，语言、文化等存

在诸多需适应的因素，缺少竞争力，更加难以就业。
最后，民族学校少数民族学生生源流失。民族学校

理科教育质量很难使孩子升入大学，尤其是名牌大

学，而在民族学校学习文科又会使孩子面临升学、
就业压力，因此，有条件的父母直接选择从小将孩

子送入汉族学校就读，导致民族学校生源不稳定，

流失率高。以上种种都反映出需要加强对少数民

族理科教育研究，解决困境。
少数民族理科教育的研究从 2006 年至今，已

取得一定的成果，研究对象多样化，研究主题逐步

扩展与深化，研究方法规范，研究内容也越来越丰

富，既有对我国少数民族理科教育整体的宏观研

究，也有对某一地区、某一县市、某一中学的少数民

族学生理科课程的微观研究，由浅表的现状研究到

原因探索。尽管目前关于少数民族理科教育的研

究成果颇丰，但还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首先，少数民族理科教育的研究是一个跨学

科、跨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文献

看，研究者大多从单一视角出发对少数民族理科教

育薄弱的原因进行探索，而有些文章甚至缺少鲜明

的研究视角，仅以“问题”看“问题”的形式进行描

述性研究，不利于透析其影响因素的方方面面。建

议结合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多个学

科，进行立体式的交叉研究，有助于丰富不同民族

地区、不同民族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成果。
其次，少数民族理科教育质量的影响因素包括

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课程与教材、师资力量、硬件

设施以及学生自身因素等多个方面，学者们大多提

出与这些因素相关，但对于各因素的深入研究不

足，缺乏根本性原因的科学分析，未能提出实质性

指导意见。建议运用比较研究法、实验研究法、文
本分析法等研究方法，选择样本，通过研究设计进

行深入且细致的研究。如，可进行与国外原住民的

理科教育进行比较分析; 对民、汉学生或者不同双

语教学模式下的学生对理科学习成绩、态度、动机

等进行比较分析; 对民、汉教师或者不同双语教学

模式的理科教师教学方法、教学态度等进行比较分

析; 对不同教学策略的实效性进行分班实验设计;

对理科双语教材进行教材文本分析等研究课题，提

出更为有针对性的提升意见。
最后，加强少数民族理科教育理论研究。当前

对少数民族理科教育的研究多集中在现状与问题

的探讨，大部分文章属于文献分析与现状调查分

析，内容聚焦现状调查，虽在一定程度丰富了实证

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但随着民族教育改革与实践

的不断深化，没有理论支撑的调查研究难以掌握根

本性规律，提出指导性的意见，促进双语教育的发

展。少数民族理科教育提升离不开教育公平、多元

文化教育、双语与认知发展以及系统学习理论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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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支撑，不仅要深入民族地区，通过实地考察掌握

现状，也要重视基础理论的发展，用科学的理论指

导实践，提高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同时，要加

强元研究，厘清双语教育、民族教育、少数民族理科

教育的概念，收集有关少数民族理科教育成功案

例，把握实践性，研究出有实践意义的解决策略与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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