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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维吾尔语专业语言实习是新疆加快培养双语人才的重大举措。考察实习实施现状，研究其实施效果，对

进一步完善实习模式、促进维吾尔语专业语言实习顺利实施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维吾尔语专业学

生进行问卷调查和重点访谈等形式掌握了当前维吾尔语专业学生语言实习现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

出了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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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yghur language internship is a major initiative in Xinjiang to accelerate the cultivation of bi-
lingual talents. Examining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internships and studying their ef-
fectiveness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internship mode and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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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language internships in Uyghur language majors. This article grasp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anguage internships among Uyghur language major students through ques-
tionnaire surveys and key interviews, point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oposes improvement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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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维吾尔语专业在新疆属于特色专业，在半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随着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

各行业对少数民族语言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2007 年，自治

区开始实施“少数民族语言高层次人才特培计划”，2011 年，将“少数民族语言高层次人才特培计划”

纳入“民汉双语翻译人才培养计划”，统一人才培养方案，自治区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明确提出“大力加强民汉双语人才队伍建设”。同年，维吾尔语专业获批“自治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专

业”。目前新疆执行该计划的高校已达 13 所，包括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汉语言三个专业，涵盖本科、

硕士研究生等办学层次[1]。尽管维吾尔语专业发展的速度与规模有目共睹，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

学生的专业能力与社会需要的专业发展水平并不相适应。 
目前，关于新疆高校双语教育教学的研究蓬勃发展，对于双语教育教学重要性的认识趋于统一，研

究出的教育教学模式和类型也更加丰富和多元化。尤其是各大高校对于如何提高维吾尔语专业学生的口

语能力的相关研究也有了重大突破，研究成果值得借鉴。大致可以分为 1) 维吾尔语专业学生口语交际能

力不足问题的理论层面的探讨。例如：彭嬿(2007)针对维吾尔语专业学生口语仍停留在“哑巴”维语水平

的现状，提出了教学要增强实践性的观点[2]；安占峰、王新华(2008)分析了制约维吾尔语专业学生专业

素质得以提高的六大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3]。2) 语言实习现状、原因以及改进措施的研究。如吴娱、

夏迪娅·伊布拉音(2018)总结出了支教模式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建议[4]。3) 探索语言实

习有效途径的阐述。徐春兰，杨文革，安占峰，王郁(2011)针对维吾尔语专业学生实习支教的现状，对现

阶段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提出一系列措施[5]。 
综上，学界普遍认为，维吾尔语专业学生通过语言实习可以提高口语交际能力，但实习成效仍有待

改进。但是目前有关语言实习模式的论文，大多是对支教实习模式或企业实习模式的调查研究，有关横

向对比各类语言实习模式及其满意度的文章寥寥无几，而且，探讨该专业实习情况的论文基本都在 10 多年

前，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实习情况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因此，本论文以当下已经完成语言实习的新疆各高

校学生为调查对象，进行调查采样并与部分学生访谈，从而总结出语言实习中出现的问题，并探索对策。 

2. 调查设计 

根据新时期“民汉双语翻译人才培养计划”的相关要求，新疆各高校通过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或相

关单位开展语言实习，从而有效促进教学质量。语言实习多安排在大三进行，为期半年到一年不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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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专业培养的必修环节，一般占 2 个学分。目前，新疆各高校采用的语言实习模式有以下几种：支教实

习、驻村实习、住家实习、校企合作实习和党校带班实习等，所涉及的地区有：喀什地区、和田地区、

阿克苏地区、巴州地区、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伊犁地区、吐鲁番市、昌吉市、乌鲁木齐县、乌苏市、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等。支教实习和驻村实习是最常被采用的模式。伊犁师范大学多采用住家实习模式，

安排在大二结束后的暑假进行，为期 35 天[6]。昌吉学院采用校企合作实习模式。新疆师范大学采用党校

带班实习模式，为期半年。现在的实习形式相较以前，从在个别县乡镇机关实习扩大到在更多县乡镇机

关及各类相关单位实习，扩大了维吾尔语专业语言实习范围、开创了多样的语言实习形式。这既能够贯

彻落实“民汉双语翻译人才培养计划”的培养高层次翻译人才的要求，同时也能够加强民族团结，巩固

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增强各民族之间的血脉联系。 

2.1. 调查目的 

本文研究维吾尔语专业学生语言实习现状，试图弄清： 
1) 现阶段维吾尔语专业学生语言实习中存在的问题。 
2) 通过语言实习有效提高维吾尔语专业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途径。 

2.2.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所选择的对象为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喀什大学、新疆农业大学、伊犁师范大学、昌

吉学院大三至研三部分学生。本次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 258 份，其中大三年级学生占 13.18%，大四

年级学生占 19.77%，研一年级学生占 23.64%，研二年级学生占 19.77%，研三年级学生占 23.64%。为进

一步了解问卷调查中无法深入的细节问题，笔者还重点访谈了已完成语言实习的专业学生 24 人。 

2.3. 调查思路和调查方法 

本文区分实习前、中、后三个不同时期，调查了解语言实习前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自我评价及对语

言实习的认知情况；语言实习期间学院对实习的具体安排、学生的专业及口语学习情况；语言实习后学

生口语交际能力的自我评价及对语言实习的满意程度及看法等。 
本文主要使用了问卷调查法，同时辅以个人访谈法和观察法，综合考察维吾尔语专业学生语言实习

现状及语言实习有效模式。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3.1. 语言实习前学生口语交际能力自我评价及对实习的认知情况 

3.1.1. 实习前学生口语交际能力自我评价 
调查显示，实习前绝大多数学生并不能毫无障碍地运用维吾尔语进行交流。参与调查的 258 名维吾

尔语专业学生中，仅有 25 位同学(占比 9.69%)能够完全做到使用维吾尔语进行无障碍语言交际。这表明，

口语交际能力是维吾尔语专业学生的薄弱点。当问及“最影响维吾尔语交际表达的原因”时，75.19%的

学生认为最大的障碍是词汇量不足。见表 1。专业知识特别是词汇量的多少也直接制约着实习中的维吾

尔语交际的成效。 

3.1.2. 维吾尔语专业学生对语言实习的认知情况 
调查显示，53.1%的学生认为专业实习是提高维吾尔语口语交际能力的最主要途径。但仅有 15.89%

的学生在实习前对学校所开展的语言实习的目的、方式、内容非常了解。这说明学院对实习的宣传力度

还远远不够，实习前学生缺乏更多、更详细的了解，对实习的相关准备显得不足。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21540


左嘉欣，李圃 
 

 

DOI: 10.12677/ae.2023.13121540 9966 教育进展 
 

Table 1. Causes affecting Uyghur communicative expression 
表 1. 影响维吾尔语交际表达的原因 

选项 小计 比例 

词汇量不足 194 75.19% 

听不懂他人的维吾尔语表达 182 70.54% 

害怕犯错，不敢交流 137 53.1% 

发音不标准 111 43.02% 

学习时间太少，练习不足 107 41.47% 

对使用维吾尔语进行交际没有兴趣 45 17.44% 

其他： 1 0.3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258  

3.2. 语言实习的具体安排及学生实习情况 

3.2.1. 学院对语言实习的安排 
教学的连续性对学生来说极为重要，关系到知识的衔接与结合。但 60.47%的学生表示语言实习过程

中学校没有开设专业课程。此外，带队老师全程跟踪管理学生的实习工作，为学生提供有效的指导，重

要性可想而知。然而调查发现，61.24%的学生没有配备带队教师。可见，学生的专业学习和口语实习基

本处于无序管理中。这种相当严重的重“实习”轻“指导”和“管理”的思想，对维吾尔语专业学生专

业实践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口语能力的提高极为不利。 

3.2.2. 维吾尔语专业学生的口语及专业学习情况 
调查数据显示，学生在实习所在地学习维吾尔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仅有 16.28%的学生经常与

村民或同事使用维吾尔语进行交流，36.43%只是偶尔会用维吾尔语聊天。由于在实习过程中专业学习的

目的性和计划性不是很强，又缺乏一定的监督与指导，口语交际能力的训练也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每天练习维吾尔语口语交际的时间不到 30 分钟的占到了 53.1%，每天专门练习说维吾尔语的时间在 60
分钟以上的仅占 5.04%，还有 12.4%的学生从来不练习维吾尔语口语。见图 1。 

3.3. 学生对语言实习的评价 

3.3.1. 实习后学生口语交际能力自我评价 
语言实习后学生对自身口语交际能力的评价并不乐观。与同专业未参加语言实习的学生相比，仅有

12.02%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口语交际能力提升非常多，22.48%认为口语交际能力提升比较多。这不得不引

起我们对实习成效的高度重视。在访谈中，通过语言实习口语交际能力取得较大提升的同学也给出了自

己的建议：“我认为在实习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多和别人用维语交流，只有多开口才能进步。”(杨某)“我

们作为语言专业的学生去实习，最重要的是提升口语交际能力，在实习过程中一定要抓住机会，积极主

动地和别人多交流。”(刘某)由此可见，实习成效还取决于个人努力和学习态度。如果实习生能够积极主

动与当地村民或同事沟通交流，不断学习和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那么专业水平会得到更加显著的提高。 

3.3.2. 维吾尔语专业学生对不同实习模式的满意度及看法 
调查数据显示，在实习模式中，学生的认可度从高到低排序为：驻村、校企合作、支教、住家、党

校带班。即驻村实习的满意度较高，非常满意与比较满意分别达到了 11.67%和 34.17%，其次为校企合作

实习，44.44%的学生对其非常满意，支教实习排第三，非常满意与比较满意分别达到了 5.36%和 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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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家实习排第四，25%的学生对其非常满意，党校带班实习则排到了最后，仅 20%的学生对其比较满意。

见图 2。对语言实习的满意度会影响维吾尔语专业学生参与语言实习的积极性，从而影响实习效果。 
 

 
Figure 1. Time spent on practicing oral Uyghur communication every day during the internship 
图 1. 在实习期间每天练习维吾尔语口语交际的时间 

 

 
Figure 2. Satisfaction with different internship modes 
图 2. 不同实习模式的满意度 

 
通过访谈了解到，学生认为驻村实习提供了与当地村民交流的机会，但驻村工作量大且学习时间有

限，学生可自我支配的学习时间少；校企合作实习模式使用维吾尔语进行交流的机会较少，对维吾尔语

口语提升有限；支教实习学校为学生所配备的口语老师有助提高维吾尔语专业水平，但实习课程安排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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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且所教科目与维吾尔语联系较少；住家实习能增进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了解并提升口语表达能力，

但较为考验学生适应当地生活和人际关系的能力；党校带班实习模式有助于提升与政策相关的维吾尔语

词汇量，但实习内容较为单一。 

4. 目前实习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学生对实习的满意度是评价实习质量和效果的重要指标。综合以上调研和访谈数据，目前学生对实

习的满意度有待提升，这是由以下三个层面的原因造成的。 

4.1. 学校和学院层面 

4.1.1. 语言实习宣传度不够 
语言实习不仅可以提高维吾尔语专业学生语言水平，而且有助于促进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推动民族团结的发展。然而，目前某些学院在实习宣传方面存在不足，导致学生对实习目的、方式、内

容和意义了解不够，从而影响学生的主动参与度和学习目标的确立。 

4.1.2. 未根据学生个人情况采取最优实习模式 
在实习模式的选择上，各个学校每年普遍采取一种通用的实习模式。这样的实习安排不利于学生的

专业水平提高，也不利于学生多向发展，选择就业。每个学生都有独特的个性、能力以及毕业后的发展

规划，因此需要根据学生个人情况针对性地安排实习内容。 

4.1.3. 实习指导不足，教学缺乏连续性 
目前的实习近六成学生在实习期间没有配备带队老师，以至于缺少及时的专业指导和监督。此外，

大部分学生的实习期为一学年，而多数学生实习期间未进行专业课程的学习。一年没有接受系统的专业

学习，这使得部分学生因缺乏知识的衔接，出现了返校后适应时间较长、影响日常学习的情况。 

4.2. 个人层面 

4.2.1. 学生专业学习态度被动，专业学习松懈，专业实习也延续了此种状态 
在访谈中了解到许多学生高考志愿选择维吾尔语专业并非其本人所愿，有部分学生是“奉父母之命”，

还有学生是“服从专业调剂”。学习者被动接受维吾尔语专业，就会有抵触心理。他们学习维吾尔语的

兴趣和积极性不高，内驱力不足，求知欲缺乏，总是处于被动的学习状态，完全是一个被动接受知识的

“容器”。这种消极情感因素是制约维吾尔语专业学生语言实习成效的重要因素。 

4.2.2. 学生专业基础薄弱，词汇量匮乏 
专业知识特别是词汇量的多少也直接制约着实习成效。一方面，学生在课堂上没有充分掌握专业知

识，导致词汇量和专业名词掌握不够。另一方面，学生也存在主动学习能力不足的问题，他们对于扩大

自己的词汇量的积极性不高，没有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和积累。而学院在实习前或实习期间缺少对学生

民俗文化知识的扩充、相关词汇的补充及日常生活用语的系统规范的教学。 

4.3. 社会层面 

4.3.1. 实习工作过多挤占学习时间 
多数学生表示实习地的工作量较大，有时甚至需要加班并且加班时间较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

学生的维吾尔语专业学习特别是口语的学习时间。实习地大多仅在工作方面对学生进行严格管理，却很

少在专业学习方面督促学生，对于学生忙于工作而忽视专业学习的行为，未能积极引导，这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实习效果。而学院作为语言实习的监管者，在语言实习期间与学生缺少双向沟通，对实习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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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安排了解不深入，没有充分发挥沟通“桥梁”的作用。 

4.3.2. 缺乏良好语言实习环境 
国家通用语言的推广与普及形势固然可喜，但对维吾尔语专业学生的语言实习环境带来了一定的挑

战。随着南疆地区村民及基层工作人员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维吾尔语专

业学生在实习时可能会面临缺乏充分的维吾尔语语言环境的问题。 

5. 维吾尔语专业学生语言实习有效途径 

5.1. 学校和学院层面 

5.1.1. 激发学生专业兴趣，引导学生积极参与 
首先要形成全院重视专业、关心学生的氛围，努力做好情感教育。具体做法为：一是大力宣讲学好

维吾尔语专业的意义。学院自己可以宣讲，也可以请政府部门来做以此加强学生拥有“双语”人的使命

感；二是请用人单位介绍本单位对维吾尔语专业人才的需求情况，以此提高学生的价值感和自豪感，明

确学生的学习目标，进而激发学生学习维吾尔语的热情；三是请历届维吾尔语专业中功成名就之士介绍

其对维吾尔语专业的看法及学习方法，以此增强学生学好维吾尔语的信心。其次，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实

习，最大限度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支持学生在实习中同当地村民密切交往交流，鼓励学生大胆使用维

吾尔语，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兴趣。同时，设立奖励机制，实习成绩同

奖助学金、评奖评优等挂钩，激励学生自觉学习。 

5.1.2. 做好总结，加强实习教育培训 
实习后的经验总结是提高学生维吾尔语专业素质和完善教学改革的重要举措。学院应做好实习总结

工作，促进各学校之间的交流。利用多种渠道向学生介绍实习目的、方式、内容和意义，并宣传实习成

功案例，增加学生对实习的关注度和积极性。可以通过发放宣传册、观看宣传短片、组织专家讲座、召

开经验分享会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使学生做好包括口语实习、专业学习、生活、安全教育等多方面的充

分准备。 

5.1.3. 因材施教，合理安排实习模式 
学院应在开展实习前通过个体辅导、问卷调查等方式收集信息，了解学生未来发展方向和实际情况。

考虑到维吾尔语专业学生毕业后主要是考研、保研和就业，对于有考研意向的学生，可以安排他们在校

内或城市周边企业或党校实习，以提供一定的便利来进行复习备考。对于有保研和就业意向的学生，可

以安排专业基础较好且具有良好沟通能力的学生驻村实习或支教实习，以帮助他们巩固专业基础并提高

综合能力。可以针对专业基础薄弱但性格开朗、人际交往能力强的学生住家实习，从而提高口语交际能

力。此外，各高校应根据社会就业需求积极探索构建多样化的实习基地和指导运行模式，加大在翻译公

司、媒体单位、出版行业、司法机构、基层乡镇建立实习基地的数量。多样化的实习基地，既是专业教

学工作的保障，也是技能型、复合型人才培养所需。通过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学院可以为每个学生制定

个性化的实习计划，从而提高实习的成效。 

5.1.4. 加强实习指导，确保专业实习效果 
带队教师在实习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需要选派责任心强、了解实习地情况、具有卓越的人际沟通

和协调能力且在教学及管理方面经验丰富的专业教师来担任带队教师。带队教师应每周对学生进行检查，

包括背诵生词的考核、新闻听写的检查、口语练习的记录检查、翻译作业的检查以及随机即兴翻译的考

核，同时还要检查学生的日记或周记等。此外，带队教师每 1~2 周应深入实习生所在地，对实习工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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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具体的指导与管理，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以保证维吾尔语专业学生的学习连贯性。 

5.1.5. 收集学生意见，及时调整实习计划 
语言实习对学生专业水平的提高以及促进各民族的友好交流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学院应加强对学

生的教育，引导学生对语言实习深层次意义的理解，以此提高学生对语言实习的认可。同时，学院可以

定期收集学生对实习的反馈和评估，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期望，及时调整和改进实习计划。还可以对已完

成语言实习的学生进行调查，收集学生意见。学院可根据学生所反映的情况，进行查漏补缺，从而保障

并提高语言实习的效果。 

5.2. 个人层面 

5.2.1. 积极主动参与实习，提高专业水平 
学生个人应该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语言实习，严格要求自己，并合理规划时间，明确语言实习的目标，

主动积极地投入其中，并及时寻求反馈和指导。化被动为主动，为提高自身维吾尔语专业水平而努力。 

5.2.2. 注重语言知识积累，提升词汇量 
作为学生，应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自觉主动扩大自己的词汇量。可以在与维吾尔族人交流的过程中

倾听他们在家庭、社交、工作等情境下的表达，注意他们使用的特定词汇和惯用语，积极记录并学习。

同时，加大对党的惠民政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法律法规等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词汇量的扩

充力度，为更好开展语言实习奠定基础。 

5.3. 社会层面 

5.3.1. 调整学生工作，保障学习时间 
实习地可以尽量提供灵活的工作安排。可根据学生的学习计划，安排他们在某些时间段专注于学习，

而在其他时间段进行实习工作，避免过多的加班或超负荷的工作，以便学生能够有时间进行学习和复习。

同时学院要充分发挥监督作用，要求实习地保障学生学习和休息的时间。 

5.3.2. 创造良好语言实习环境 
为了进一步提高维吾尔语专业学生的实习成效，实习地应创造一个积极、友好的语言环境，鼓励当

地居民和工作人员使用维吾尔语与实习学生沟通。这有助于学生逐渐适应和掌握维吾尔语的语音和语调，

提高口语表达能力。兴趣是学习的动力。只有保持积极稳定的学习兴趣，才能在学习中乐此不疲。可以

安排学生体验当地的民俗风情、了解当地的特色文化、观赏当地的自然景观，丰富学生的实践活动。通

过文化体验和实践活动，理解维吾尔文化，学会与维吾尔族同胞进行交流。学院也要多了解学生的实习

进程，在实习过程中及时给予学生经济或物质上的帮助。还要与实习地的相关部门做好沟通，在医疗、

交通、饮食等生活方面做好充分的保障。 

6. 结语 

维吾尔语专业学生语言实习是一项系统工程。这不仅需要高校加强实习组织管理，也需要企业、政

府和社会等多方协同合作，大力支持维吾尔语专业学生语言实习工作，还要求专业学生积极参与。只有

各个部门统筹协调、共同发力，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语言实习的作用，使学生的专业技能得到强化和提

升，为社会培养更多有真才实学的“双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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