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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3辑·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应用研究：在学校教育和扫盲教育中使
用情况的调查》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壮族新创文字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及存在的问题；苗族新创文字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及存在的问题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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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揭示了新创文字在扫盲和学校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思想认识不统一　　是否应该
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
是否有必要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新创文字？
是否有必要将新创文字用于成人扫盲和学校教育？
如果有必要推行和使用，推行和使用的范围应该多大？
力度应该如何？
应该采取怎样的形式？
　　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从新文字的创制到后来的推行工作，相关民族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
普通群众的认识一直有分歧；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职能部门的认识和做法也存在较大差异。
就大部分地区的调查情况看，教育部门、民族工作部门、文化部门在推行新创文字及开展双语教育等
问题上意见认识不统一，往往存在分歧。
致使政策无法落实，措施难以协调，容易导致新创文字在成人扫盲和学校教育中应用的盲目性和无序
性。
这是当前新创文字教学活动开展不利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其他一系列相关问题的重要根源。
　　当前，在市场经济的巨大影响下，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使用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新创文字的社
会文化功能呈现不同程度的弱化趋势。
面对这种情况，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领导干部对新形势下民族语文的地位和作用缺乏清醒的认识。
一方面，忽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状况和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过多地从语言文字的工具性和实用
性出发，希望少数民族群众尽快实现向汉语文的过渡，忽视甚至否认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不通汉语的群
众和儿童语言使用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对复杂的情况缺乏分类指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理念，不
切实际地过分强调新创文字的作用，采用“一刀切”的双语文教学模式。
另外，还存在一种普遍的现象，一些少数民族干部群众虽然在情感和认知上高度认同本民族的新创文
字，支持使用新创文字，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不愿意付诸实际行动，即情感态度、认知评价与行为倾向
、实际选择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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