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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化进程、中外交流的日益密切以及国内高考政策的改革，我国许多大中城市顺应发展需要，设

立多语种教学试点。而社会对小语种人才的大需求与培养此类人才的小比重所形成的供不应求局面使得

多语普及进程屡屡受碍，多语言教育深入基层难上加难。因此，多语教育课程设置有限、地域发展不平

衡、教学资源与师资力量短缺、课程开设种类单一化等开展现状急需缓解。本文将考察正处于乡村振兴

进程中典型地区的外语学习现状并立足于乡村多语教学研究现状，探索多语言教育走向基层的多样化路

径，以期突破当下多语教育受阻的瓶颈。经研究得出：通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

大教育资金补给等方式有利于优化乡村多语教育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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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the increasing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abroad and the 
reform of domestic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 policies, many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in China have responded to the need for development by setting up pilot multilingual education 
programme. However, the large demand of society for small language talents and the small pro-
portion of training such talents have resulted in a situation of oversupply, which has repeatedly 
hindered the process of multilingual popularization and made it more difficult for multilingual 
education to reach the grass-roots level. Theref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ultilingual educa-
tion, such as the limited curriculum, un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shortage of teaching re-
sources and teachers, and the uniformity of courses, needs to be alleviated urgently.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ypical area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various ways in which multilingual education can reach the grassroot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ultilingual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with a view to breaking 
through the bottleneck that is currently preventing multilingual education. Through research, it is 
concluded that it is beneficial to optimi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rural multilingual education by 
innovating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and increasing the 
supply of education f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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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人才国际化、教育多元化的浪潮不断加剧，各国间的交流往来

日益密切，仅掌握一门英语早已不是人们的目标，熟练使用多门外语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甚至是必需。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国，自古以来便与其他国家友好相处，互助互利。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我国致力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打造国际交流互助平台。在此过程中，语言文字必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语言文字不仅是交流沟通的桥梁，更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工具。因此，我国多语教育迎来了前所未

有的新一轮发展机遇。各大高校乃至中小学纷纷紧跟时代步伐，开展多语教育。以日、俄、德为代表的

语言也被纳入高考的范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考生也越发青睐小语种学习、参与小语种高考。此类

高考生一方面是对小语种学习有着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是他们的英语成绩竞争力较弱，多语教育为他

们的外语考试另辟蹊径。对于英语学习而言，小语种学习时间短，见效快且考试人数少，竞争压力小。

在命题时，小语种试题的难度也比英语试题低了五到十个百分点。此类高考生可通过小语种学习提升他

们的高考、升学竞争力。但目前看来，多语教育的普及度并不高，只在一些较发达城市有所试行，生活

在发达城市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受小语种教育，提升高考成绩。相比而言，乡村地区的学生选择机会

受限。尽管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乡村多语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同时研究表明，农村多语教学还

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困难。这些问题对教学质量有一定的影响，这需要进一步立足于新课程改革的大方

向，不断深化乡村多语教育教学工作，以此保证和提升教学质量。因此，本研究在乡村多语教育的大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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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立足“新课标”的知识结构要求，考察正处于乡村振兴进程中典型地区的外语学习现状，力图了

解当前乡村外语学习的有利举措，并提出有利于推进城乡外语学习缩小差距的举措。 

2. 现阶段我国多语教育的开展现状 

2.1. 多语教育的课程设置现状 

从课程设置方式来看，以上海市中学多语课程设置为例，多数学校采用选修必修课兼有或选修课，

分别占 48%和 44%，而以必修课形式开设的仅占 8%，均为外国语中学。 
从课程开设时间来看，以多语课程开设时间来划分，2000 年之前开设的占 36%，2000 年及之后开设

的占 64%。 
从教材的来源，多数学校选择了国产的教科书或读物，第二种是由学校自行编写的校本教材。目前，

日俄语教材由国家教委规定的外语教学课程，具有课程大纲，教学体系相对完善，其他语种教材国家并

未制定相关教学大纲，教材呈现不统一性[1]。 
从课时来看，初中多语种课程设置的年级以小学预科、一年级为主，高中则以高一、高二为主。根

据上海市多语教学调查，初中阶段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的平均课时数为 4-5 之间，而日语、韩

语、阿拉伯语的平均课时为 1~2 之间[1]。 

2.2. 多语教育的教学现状 

相关数据和研究文献表明，“一带一路”建设助推我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及“一带一路”沿

线发展地区普通中学多语种外语教学的开展，但就全国范围来看，我国普通中学外语教育结构并未发生

明显变化，多语教学的发展步伐缓慢，呈现东部学校发展先于西部学校、农村学校落后于城市学校、私

立学校领先于公立学校的发展态势，而且普遍存在着多语种资源短缺、小语种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2]。 

2.2.1. 教学资源与师资队伍发展现状 
从教学资源来看，在多语内部教育资源中，部分语种的教学多使用海外出版的教材，缺少适合中国

多语教育现实的教材，而短时间内编写高质量的多语教材困难重重[3]。其次，截至目前，外部教学资源

主要集中于区、市一级教研机构指导学校、大使馆、高校、国际交流基金会等[1]。例如，人民教育出版

社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合作在北京对全国日语教师进行培训[1]。此外，不少具有外语特色的中学与国

外大学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北京海淀区多语教学资源主要来源于高校语言教学资源及与国外教育部门

合作联办的高级别语言教育项目，多语课程模式将小班教学、中外教共同授课及择优选拔学生赴国外深

造相结合，促使学生感受多语的魅力[4]。 
从开设多语课程的师资队伍来看，师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第一，进行多语教学的教师主要是

学校内部英语教师兼任[1]，多语种外语教师队伍发展失衡。根据教育部 2020 年 6 月公布的统计数据，截

至2019年，我国普通高中学校共有13,964所，全部开设以英语为主的外语课程，拥有外语专任教师274,176
名，其中英语专任教师 271,548 名，占外语专任教师总量的 99%，小语种专任教师 2628 名，占外语专任

教师总量的 1%。小语种专任教师包括日语教师 1379 名，俄语教师 743 名，其他语种教师 506 名。目前

只有外国语中学有多语种教师职务晋级机制，而对于无外语特色的普通中学来说[2]，未设置多语种教师

的职称评定渠道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学校发展多语种课程[1]。第二，即使是毕业于外国语言类大学或专

业的非英语语种学生，他们大都尚未接受过师范技能方面的训练，具备语言专业素质但缺乏师范技能素

养[3]。 
在我国，多语教育培训尚未广泛开展，多语教师鲜有实践教学交流的机会，缺少实际的教学经验和

专门的教学科研指导，因此，很难进行更深层次的教学科研和教学交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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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小语种课程设置现状 
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行，不仅高等教育阶段外语类高校积极增设外语语种，由教育部印发的最新

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同样明确指出，外语科目包括英语、俄语、日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在课程

设置上学校自主选择第一外语语种，鼓励学校创造条件开设第二外语。尽管国家层面多举措地推进普通

中学多语种外语教学，我国在基础教育阶段多语教育普及度不高，多语资源严重不足，主要体现在“语

种的单一化”现象，外语教育涵盖的语种无法满足国家战略需求[5]。吴玉琦在《上海市中学多语种课程

教学调研报告》指出，由于我国缺少系统化的多语教育顶层设计及宏观规划，大部分普通中学(非语言特

色学校)通常依据自身外语师资力量和资源决定开设语种类别以及相关课程计划。到目前为止，英语仍然

是全国高中普遍的首选外语课程，日语是开设最多的小语种外语课程，其次是俄语，其它语种的外语课

程开设数量极为有限[2]。 

2.3. 我国学者对于多语教育政策的研究 

2.3.1. 多语教育政策的时趋性 
根据关注的角度不同，“多语教育”包括两层涵义：一是多元文化国家旨在协助少数民族掌握两种

或多种语言的文化而制定的语言政策；二为以多语种作为主要的教学语言，促进学生的全球化意识和对

多元文化的认识。近年来，随着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多语教育”的内涵由前者逐渐过渡

到后者。 
我国从建立之初，就将“双语教育”作为重点，国内学者在研究少数民族的多语教育方面取得一定

成果，如腾星、戴庆夏等的《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概论》等等，此类研究致力于构建一个良好的少数

民族多语教育模式，在此阶段，多语教育几乎等同于汉语、民族语的双语教育。从政策角度来说，20 世

纪 50 年代以俄语为主角[1]，到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的外语教育逐渐受到重视，不仅英语成为义

务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它语种亦逐步发展起来。 
我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会长束定芳指出，“多语种人才培养对中国参与国际治理，加强国际文化交

流，推进教育改革，发展学校特色教育以及促进个人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3]。新时代

以来，国内外市场对于外语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日趋上升，社会对于语言教育政策的定义亦从汉语、民族

语双管齐下的双语教育政策转变为注重国际视野的多语教育政策。 

2.3.2. 多语教育政策面向的地区及对象研究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的指示：“促进”沿线国家语言互通……

推进基础教育多语种师资队伍建设和外语教育教学工作，各地需科学构建基础教育阶段多语种体系[6]。
从中国总体情况来看，多语种课程开设情况与区域发展水平、地理位置密切相关。除经济发达、资源高

度集中的北京、上海等地有提供多语教学外，中国大部分地区中学阶段的多语教育并未普及，甚至大多

数乡村地区仍未起步。 
在结构主义语言及教育视角下，乡村学生需面对标准语言的衡量。他们与城市学生间的语言能力差

距凸显，乡村学生沦为语言的弱势群体。这限制了他们的认知及社会能力的发展，也促成了其学业成就

的低下。因此，乡村地区成为“语言扶贫”的重点地区，大力改善基层语言教育，发展多语教育政策，

提升基层学生语言能力是我国基层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改革者和研究者们期望以此缩小城乡学生的能

力差距，帮助乡村学生走出教育困境，为其全面发展奠定基础[7]。 
2018 年起，高考的外语考试科目增加到六种选择。相对于英语学习而言，小语种学习周期短，见效

快且考试人数少，竞争力小。相较于平台更为丰富、眼界更为开阔的城市学生，教育资源相对紧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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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竞争力较弱的乡村高考生，多语教育为他们的外语考试另辟蹊径，将小语种作为高考英语的替换备选，

在最大程度上避开自身劣势学科，进而提升考入理想高校的概率[8]。 

3. 农村多语教育实施的可行性 

3.1. 国家战略背景下的政策支持 

自 2018 年起，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提高农村教育质量的相关政策，如《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

意见》《关于实现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

队伍建设的意见》等。随着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不断健全，办学条件的不断完善，我国乡村教育质量

得到了较大提升[9]。 
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在世界声誉的提升，国际交流在对外合作、经贸往来的重要作用日益凸

显，发展“农业 + 外语”的复合型教育格局逐渐成为我国目前农村地区面向国际市场的重要指向标[10]，
而因此我国必须从国家发展战略的宏观高度审视并系统地思考和规划农村多语教育。国家积极实施多语

教育，有助于实现多语教育在城乡之间的均衡发展，并为农村教育发展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目前，我

国乡村教育脱贫攻坚已逐渐深入，成果显著。因此，从国际眼光和战略的角度制定语言政策，出台相关

的规划，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多学科人才培养，营造多语人才发展环境[11]，符合时代发展需求，具有

一定的可行性。 

3.2. 多语复合型人才培养需要 

我国多语教育虽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首先，国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等建设需要外语人才作为战略资源。尽管英语教育在我国普及已有多年，但仅英语一门语

言无法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多语种语言人才的需求，尤其相关非通用语种人才的缺乏将直接影

响“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因此，我国急需具有较高外语交流能力的高级复合型人才。其次，我国开

展多语教育的学校或机构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普及度较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

多语教育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再次，国家不断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多语教育，对小语种学生进行政策保

护。2020 年，教育部发文鼓励培养“小语种+”复合型人才，增加“不得在国家政策规定外作其他限制”

的规定，大学的新生录取规则也不能以其它理由将小语种考生拒之门外。随着小语种高考政策的不断完

善，小语种考生录取保障再增强。各大高校也以“多语种+”作为新时代办学战略，深化综合改革，积极

培养多语种复合型人才。 
但我国一直奉行“人才强国”战略，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三农”问题也逐渐被

重视。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不能只看城市地区，乡村教育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乡村长久以来

以小康社会作为目标，而乡村教育质量作为小康建设中不可缺少的指标体系，潜移默化乡村小康的进程。

由于城乡差异、语言区隔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多语教育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推进农村教育及小康建设，打

破语言区隔、改变农村学生的语言弱势成为提高农村教育质量的关键[7]。 

3.3. 农村多语教育的硬件与软件环境 

在硬件投入方面，针对农村多语教育中的薄弱环节，政府加大硬件的投资力度，为农村学校提供可

供多语种学习的教材、录音设备等。例如为农村购置多语教学资料，修建数字化语言实验室等。 
新农村建设时期，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出并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强化

乡村教师培养补充、改革实施国培计划、统一城乡教职工编制标准、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等一系列加

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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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社会支持 

3.4.1. 地方高校的支持 
地方师范院校及外语学校的发展与当地农村多语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农村中小学校是地方师范院

校及外语学校教育见习实习的“实践地”，为学校人才的培养及科学研究提供生动实例。作为农村中小

学教师最主要的“孵化地”，各大高校积极实施了定向师范生政策[12]。 

3.4.2. 社会专门支持机构的支持 
随着乡村教育发展以及乡村学生和教师的需求发生改变，越来越多关注乡村教育的社会组织重新定

位其工作方向和功能[9]。 
例如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等 10 家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教育发展，积极探索

关注学生综合素养发展、综合发展项目模式等各个方向。 

4. 我国乡村多语教育存在问题 

4.1. 相关政策落实不到位 

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乡村振兴、多语教育等相关政策。但实践调查显示，政策落实仍有不到位。

政策施行过程中，一些问题也随之浮现。首先，政策施行缺乏必要资源，例如经费资源、人力资源、信

息资源及权威资源等。其次，政策对象群体对政策的认可度与接受度不高，这将导致政策执行进度落后、

施行效果不理想等后果。 

4.2. 缺乏人才培养的相关条件 

2017 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了国际化人才培养高峰论坛暨生源基地校工作会议。在论坛上，北京

师范大学副教授林洪简述日、俄、德、法、西五个非通用语种在中学开课的情况。他指出，我国多语教

育大多在一些东南沿海地区大、中城市试点，一些小城市及乡村地区甚至没有机会开展相关活动，我国

多语教育试点分布严重不均。 
此外，具备多语教学资格的学校基本上以中学为主，在学生培养语言能力的基础教育阶段覆盖面较

小。由此可见，我国乡村多语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经验仍然不足，教育水平仍有待提升。其次，对学

校教育而言，师资水平是衡量其综合实力的主要指标之一，也是学校教育质量的内在保障。一支专业结

构合理、业务水平高的师资队伍是保障其人才培养的首要前提，也是将多语复合型人才培养从理念落实

为实践的主要依靠[13]。而乡村地区语言人才匮乏、师资力量薄弱，无疑为人才培养增添了困难。 

4.3. 农村多语教育硬、软件条件匮乏 

由于地域、环境等不可抗力因素，乡村地区各种自然条件、人文条件与城市地区相比较为落后。这

也导致了乡村地区教育基础设施缺乏，例如多媒体设备、听力设备、语音训练设备等。乡村地区学生难

以听到清晰流利的外语朗诵，难以进行语音面貌的训练，这也为乡村多语教育的实施与发展造成了麻烦。 
此外，相对城市较艰苦的环境、较低的收入使得乡村地区师资力量薄弱。雄厚的师资力量是乡村多

语教育水平提升的基础，是乡村地区学生小语种学习能力提升的前提，专业师资队伍的缺乏势必影响乡

村多语教育的组织与发展。 

4.4. 缺乏社会、个人支持 

现如今，社会教育投资倾向于自然科学。相较于自然科学，人文社科显得就业前景受限、发展空间

狭窄。因此，社会各界对属于人文社科的多语教育投资较少，多语教育发展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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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教育辐射对象主要为学生、家长及老师。对于学生而言，绝大多数是乐意尝试这一对他们来说

较为新颖的教育模式。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乡村学生对新事物充满了好奇与期待，从小缺乏教育资源的

他们往往更向往接受多语教育，拓宽眼界与见识。在发展语言背后的文化意识与思维品质的价值上，他

们与城市学生并无区别。 
但对于家长而言，以西南乡村地区为例，大部分家长无法理解为什么要花时间在学法语、德语这些

小语种，孩子可以到大学里学，可以出国留学，而中学就应该全心全意准备考清华北大。甚至部分家长

缺乏国际视野，语言学习意识较弱，不支持学生的外语学习。 
对于老师而言，老师具备专业知识与技能，文化素养高，目光长远，经过培训与种种学习，深知语

言学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他们基本是支持乡村多语教育的，但他们面对的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改

变家长思维，促进家校合作，推进乡村多语教育。 

5. 对于乡村多语教育存在问题的优化思路 

目前，乡村多语教育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人才队伍建设欠佳、支持系统缺位等瓶颈，极大限制了

多语教育在乡村的发展空间，不利于多语教育的辐射范围扩展，也无法促使多语教育成为乡村振兴的助

燃剂。因此，提出乡村多语教育的优化思路(图 1)极为必要。 
 

 
Figure 1. Optimization idea diagram of the problems of rural multilingual education 
图 1. 关于乡村多语教育存在问题的优化思路图 

5.1.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我国需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快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促进教育公平。目前，我国多语教育的普及度尚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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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多语教育的教育平台仅集中于一、二线城市。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多语教育有着

较大的发展空间。乡村地区多语教育也应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国家可增加多语教育在乡村地区的试点，

打破由于城乡差距、语言区隔制造农村教育质量不公平的社会机制[7]。此外，我国所奉行的“乡村振兴

战略”、“人才强国战略”都要求我们大力支持乡村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也时刻增强语言教

育的必要性。国家应出台更多政策，转变人才培养理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凝练专业集群，重构课程

体系，大幅度提升语言在其学习中的比重，创设人才培养需要的文化环境[13]，以便学生更快适应多语教

育模式。 

5.2.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队伍建设是助力乡村多语教育的重要一环，提升教师素养刻不容缓。因多语教育普及率低、开

展时间较短，相关专业语言教师缺乏教学经验，如何教好语言课程是一大问题。学校可通过职业技能培

训和校本教研等方式，使教师的知识更加深入，使他们的知识结构不断趋向于完善和深化[13]。教师间也

应相互交流，共同总结教学经验。在教学模式的选择上，可采用英语带小语种的教学模式。小语种教师

积极参加英语教学研讨会，熟悉中国的外语教育体系，参考英语教师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尽快构建属于

小语种的教育理论体系结构并使之不断优化。同时，推普工作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展仍然非常有必

要，因而多语教学在这些地区应与推普工作并行，促进二者协调发展。 

5.3. 加大教育资金补给 

因各种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乡村地区教育环境较为落后。基础设施落后、教育设备缺乏、语言师

资力量薄弱等不利因素始终制约着乡村多语教育的发展。政府应适时、适度拨款，兴办学校，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引进先进教育设备，尤其是多媒体教具、语音训练设备等。对于乡村教师的工作待遇也应给

予同样关注，乡村教师是推动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强化该类教师群体待遇保障可以使教师在工

作岗位上更加有奔头。 

6. 总结与展望 

当今社会对人才多元化，培养融合化日益重视，多个领域需要熟悉经济、管理、法律并拥有较高外

语交流能力的高级复合型人才。拓宽国际视野需要教育尤其是多语教育的参与，基层多语教育政策的落

实不善，将不利于基层地区引进新型外语复合人才、创新人才，从而成为乡村振兴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的阻碍因素。近年来，湖南师范大学、玉林师范学院等院校与多地农村中小学开展合作，创建乡村外语

教育实践基地，试点运行得到了较好的反馈。多语教育有助于提高我们的交际能力，思维方式向多元化

方向发展，在基层开展多语教育，顺应了高考对于外语考试的新趋势，尤其是在教育资源相对贫乏的乡

村选择非英语的考试科目可以有效降低考生的外语考试竞争压力。足见多语教育在基层开展具有其可行

性。 
然而由于现阶段多语教学主要在一二线城市的特色外国语学校及国际班进行，大多数乡村地区忽略

了对于多语教育的落实，因此在基层开展多语教育仍是阻碍重重。例如，英语长期占据外语榜首这一现

状使得部分家长与学生产生了“唯英语论”，对于其它语种的了解少之又少甚至排斥学习非英语的外语，

在思维上出现了固化。又如，经济状况在各地域之间的差异导致了教育的种类与质量的参差不齐，在硬

件设施、师资力量等方面存在困难。 
本文基于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力求构建两种切实可行的平行教育模式。一为“英语带小语种”模

式，以此助力于乡村多语教育。英语教学相对比较成熟，经过近几十年的教育模式的发展，我国已总结

出适合于中国的教育理论体系。而小语种尚未构成稳定的教育理论体系结构，因为多语种老师可以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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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老师学习相应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多语种教师的“国外语言教学环境”，致力于以学生为上课主体，

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等，两种教育模式形成一种互补状态。二为“外语与推普并行”模式，

虽然目前多语教育政策已不再集中于民族地区的双语政策，但我国仍致力于促进少数民族教育与汉族教

育的协调发展，因此推普工作仍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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