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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新课程背景下对浙江金华地区中学小语种教学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金华地区的高中已突破

“外语 = 英语”的传统观念，小语种教育已逐渐发展起来，但小语种教育尚未与金华作为“一带一路”

重要枢纽的时代背景相结合，缺少实用类教学活动。因此，我们建议教育局以及学校要加大在课程设置、

教师配备、教学研究等方面的改革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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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the teaching current status of minority language in middle schoo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curriculum and find out that senior middle schools in Jinhua have br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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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foreign language = English” and minority language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However, minority language education has not yet been integrated with 
the background of Jinhua acting as an important hub of the Belt and Road and lacks practical 
teaching activities. We therefore request that the Education Bureau and schools should strengthen 
the reform in curriculum, teacher resource allocation, teaching research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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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6 月 3 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的通知。新课程方案明确指出，课程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其表现形式之一则为调整外语规划

语种，在英语、日语、俄语基础上，增加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这一调整不仅为不同发展方向的学生

提供了更多的语种选择，而且还为“一带一路”经济发展、中华文化“走出去”等国家战略的推动提供

了人才储备。而浙江金华近年来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以金华中欧(中亚)班列运营为

代表，金华已成为“一带一路”浙江枢纽当中的重要节点。在此时代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金华这一典

型地区的中学小语种教学现状进行调查，以便做好与大学小语种教学的衔接工作，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优

秀小语种人才。 

2. 研究现状梳理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小语种教学的研究呈上升趋势，现将相关文献按研究重点进行梳理，予以

分类，呈现如下： 

2.1. 小语种教学的需求研究 

有关小语种教学的需求研究主要集中在讨论小语种教学的必要性上。这部分的研究一般从当前的时

代背景谈起，分析在此背景下为什么需要小语种教学？从而又引出其他相关研究，如小语种语言保护问

题。相关研究有章文君(2008)、吴虹(2011)、张海水(2017) [1] [2] [3]等。 

2.2. 小语种教学的问题研究 

有关小语种教育的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及教学环境上。从教学方法来看，研究

涉及师资、教学手段、具体的教学方法与实践结合的研究等。如张丽娜(2018)、钱绎菲(2020) [4] [5]等；

从教学内容来看，研究涉及到专业设置、课程建设、教材开发、教学内容等。如田琰(2009)、李永村(2015) 
[6] [7]等。在教学环境方面，Stern (1975) [8]认为在课堂教育环境中，我们需要仔细观察课堂上发生的一

切，并分析这些事件，不要被细节所淹没，这对于第二语言学习有直接的意义；Harley (1987) [9]认为，

关于人们如何在教育环境中学习语言的话题，根据统计数据，未来应关注学习者在课堂上做什么，而不

是老师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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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小语种教学的对策研究 

针对小语种教学存在的种种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在教学方法上，面对传统教学

方法刻板老套，形式单一，使学生失去学习兴趣的问题，罗曼荣(2012) [10]将传统的课堂教学与多媒体网

络教学相结合，改变单一的教学形式。此外还有许帅(2014)、刘东霞(2017) [11] [12]等。在教学内容上，

为了适应社会对应用技术型人才以及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薄红昕(2016) [13]认为高校应合理调整专业设置，

制定专业性较强的、多元化的课程体系，培养一专多能的多元化、应用型、复合型人才，满足经济发展

的需要。在教学环境上，建构主义认为创设情景式教学环境有利于学生完成自身知识的建构，在情景练

习中实现协作、会话和语言的实践应用。相关研究如辛子昱(2017) [14]认为高校要开展情境语言习得，在

研究当地国际交流活动具体项目的基础上，设计具有针对性的教学内容。 

2.4. 已有研究的不足 

虽然我国小语种教学起步较晚，但在学者们的研究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综合小语种教学已

有研究发现，其研究深度、层次和范围等都还存在不足。如在研究深度上，有关小语种教学的论文研究

还不够深入，且缺乏理论和实证的支持，在实证调查的研究中也只进行了表层分析，略显浅薄和简单。

在层次和范围上，在涉及更为广泛的小语种种类研究的同时，还应加强基础教育阶段的小语种教学研究。 
由此，本文以浙江金华地区的中学为调查对象，主要调查分析了这一地区开设小语种的情况；小语

种教育的问题；小语种教育的前景这三方面的内容。本次实证调查的成果不仅能为中学小语种教师和学

生提供教学和学习建议，提高中学小语种教学质量，为高校小语种教学打下铺垫，而且还有利于学校制

定相关的培养方案，为浙中地区开展小语种教育的中学提供经验借鉴，推动金华地区基础教育国际化进

程。除了实践意义以外，在理论意义上，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广大外语研究者更深入地探索外语教学，

丰富和完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 

3. 金华地区中学开设小语种的情况 

金华地区共有 9 个县市区，据金华市教育局统计，2019 年金华市共有普通中学 251 所(民办 60 所)，
其中高中 71 所(民办 29 所)，初中 180 所(民办 31 所)。本文以金华市区教育局直属的 13 所高中(民办 5
所)为调查对象，对其小语种教育情况进行了调查，并从中选取了两所学校作为案例分析，公办和民办各

1 所，其中公办称为“金华市公办 X 中学”，民办称为“金华市民办 Y 中学”。 
 

Table 1. Survey data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minority language in senior middle schools in Jinhua City 
表 1. 金华市区高中开设小语种情况调查数据 

语种 学校数 占比 学校性质 

日语 12 100% 公办/民办 

俄语 0 0%  

德语 1 8% 公办 

法语 1 8% 公办 

西班牙语 1 8% 公办 

3.1. 金华市区高中小语种教育情况 

据笔者调查，在金华市区 13 所普通高中当中，有 12 所(民办 5 所)开设了小语种课程。其中开设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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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学校最多，为 12 所(民办 5 所)，占比 100%；开设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的学校各 1 所，占比均

为 8%，且学校性质均为公办；开设俄语课程的学校为 0 (见表 1)。此外，我们还得知，最早开设小语种

课程的学校为金华市外国语学校，开设语种为德语。 
在师资方面，我们发现各学校的小语种教师主要来源于校外培训机构。据笔者统计，小语种师资完

全依靠培训机构派遣的学校有 9 所(民办 3 所)，占比 75%；完全为学校自聘的学校有 2 所(民办 1 所)，占

比 17%；两种情况兼有的学校有 1 所，占比 8% (见图 1)。 
 

 
Figure 1. Survey results of the nature of minority lan-
guage teachers in senior middle schools in Jinhua City 
图 1. 金华市区高中小语种教师性质调查结果 

 
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第一是金华市区高中的小语种教育已发展起来，表现

在开设学校多和涉及语种广两个方面，但开设日语的学校数量占压倒性优势；第二是金华市区高中的小

语种师资性质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但向培训机构派遣型一边倒。 

3.2. 金华市公办 X 中学小语种教育情况 

金华市公办 X 中学创办于 1986 年，现为浙江省二级特色高中。截至 2021 年，开设的小语种课程有

日语和法语，其中日语课程开始于 2016 年，法语课程开始于 2019 年。师资性质完全为培训机构派遣型。

在师资配备方面，日语共配备 4 名教师，法语共配备 1 名教师。其中 4 名日语教师当中，拥有本科学历

的教师为 2 名，拥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为 2 名，有留学背景的教师为 3 名，80 后教师为 1 名，90 后教师

为 3 名；仅有的 1 名法语教师拥有研究生学历，且有留学背景，为 90 后教师。 
关于学生情况，我们对近三年的毕业生数进行了统计。由于法语截至 2021 年还未有毕业生，在此仅

列出日语的情况，见表 2。 
据笔者调查，X 中学会在高一第一学期进行一次日语试听课，学生可自愿参加，若有意向将日语作

为高考外语，可报名参与日语班学习。但即使报名学习日语，也不会重新组成新的班级，只有在上日语

课时，学生才会聚集在一起，即所谓的“走班制”。 
关于教学情况，X 中学开设的小语种科目名为《高考日语》和《高考法语》，一周为 8 个课时，日

语使用的教材为《标准日本语》和《新编日语教程》，法语使用的教材为《走遍法国》。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主要还是以高考为指挥棒，采取应试教育的教学方式，以注入语法知识为主，对新课标提出的“语

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学习能力”四个核心素养的培养关注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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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urvey results of the number of graduates learning Japanese from Jinhua public X middle school 
表 2. 金华市公办 X 中学日语毕业生数量调查结果 

毕业年份 普通类考生人数 艺术类考生人数 合计人数 

2021 26 7 33 

2020 18 1 19 

2019 21 3 24 

3.3. 金华市民办 Y 中学小语种教育情况 

金华市民办 Y 中学创办于 2015 年，是金华市教育局直属的全日制寄宿制民办普通高中。2019 年开

始开设日语课程。师资性质为培训机构派遣和学校自聘兼有型，其中培训机构派遣教师为 2 名，学校自

聘教师为 1 名。3 名日语教师当中，拥有本科学历的教师为 2 名，拥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为 1 名，有留

学背景的教师为 2 名，此外，3 名教师均为 90 后。 
关于学生情况，我们对近两年(截至 2021 年仅有两届毕业生)的毕业生数进行了统计，详见表 3。 
 

Table 3. Survey results of the number of graduates learning Japanese from Jinhua private Y middle school 
表 3. 金华市民办 Y 中学日语毕业生数量调查结果 

毕业年份 普通类考生人数 艺术类考生人数 合计人数 

2021 22 11 33 

2020 15 7 22 

 
据笔者调查，Y 中学 2019 年开设日语课程时，先从 2018 届学生开始，也就是说学生在高一课程结

束时才开始学习日语。当然，从下一届 2019 届开始，同 X 中学一样，在高一第一学期进行一次日语试

听课，让学生自由选择是否要从英语换到日语，授课方式同样也是实行“走班制”。 
关于教学情况，Y 中学开设的小语种科目名为《日语》，一周为 6 个课时，2020 届和 2021 届毕业

生使用的教材为人教版《日语》。但 2020 级使用的教材为《新编日语教程》，而 2021 级使用的则为《标

准日本语》，可见该校在教材选择上还处在摸索阶段。在课堂教学中，由于学生都是零基础学习，且学

习周期短，为了提高升学率，教师采取的是速成式教学方式，让学生死记硬背单词和语法，对发音不太

重视，文化方面的知识教学也是停留在应付高考的层面上。 

4. 金华地区中学小语种教育的问题 

从以上调查结果可知，金华地区中学小语种教育在高中阶段已逐渐发展起来，但仍然处在“摸着石

头过河”的阶段，以下聚焦于课程设置、师资配备、教学研究三个方面，分析目前金华地区小语种教育

出现的相关问题。 

4.1. 课程设置问题 

基于本次抽样调查结果可知，金华地区中学小语种的课程设置单一，缺乏多样性。此外，从公办 X
中学的课程名《高考日语》、《高考法语》也可看出，为高考而设置课程的色彩浓厚。这些现象都与新

课程标准提出的理念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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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标准明确提出要关注不同需求，保证学生的多样化选择。也就是说要以关注学生不同需求为

前提，开设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等多样化类型的课程。必修课程为学生达到高中毕业水平开设，选

择性必修和选修课程为满足学生兴趣爱好、学业发展、职业倾向等不同需求开设。以高中日语课程为例，

新课标提出的课程结构如图 21所示。 
 

 
Figure 2. Diagram of Japanese course structure 
图 2. 日语课程结构示意图 

 
从上图可知，目前金华地区高中的小语种课程结构与新课标的要求相去甚远，无必修、选择性必修、

选修的划分，在兴趣类、实用类、第二外语等方面还未涉及。 

4.2. 师资配备问题 

在师资配备方面，从图 1 我们已经得知，依赖培训机构派遣师资的学校占大多数。这样会导致小语

种科目更加滑向边缘化，学校不自主招聘小语种教师这一现象本身就是学校不重视小语种学科的一种表

现。此外，学校把小语种教育完全外包给培训机构也会导致学校难以进行教学的整体规划与学科建设。 
除以上问题以外，青年教师偏多也是一大问题，由于金华地区的中学小语种教学近几年刚兴起，招

聘的教师基本上是国内应届毕业生或者从海外回国发展的年轻人才，就目前而言大部分教师还未成长为

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在教学方面还处于摸索阶段，容易出现学生听课吃力、课堂效果不理想的情况。 
另外，调查还发现，金华市区配备小语种外教的高中尚未出现。外教在写作、会话等语言技能教学

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目前金华市区的培训机构以及学校在引进外教资源方面并未关注，由此会

造成原本应注重应用的小语种教学演变成“哑巴式”的应试教学。 

 

 

1《普通高中日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第 9 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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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教学研究问题 

据调查发现，截至 2021 年金华市教育局还未设立小语种教研室和教研员，造成中学小语种教学缺少

专业指导的局面。此外，小语种教师的校际交流也远远不够，由于培训机构之间处于竞争关系，这一因

素也给校际课堂教学观摩、教研交流活动造成了很多不便。 
除了市内校际交流不够以外，小语种教师走出去参加专家讲座、走访小语种教育发达地区等学习的

热情也不高，原因有多方面，其中之一为学校以及培训机构给予的资金支持不够充分。此外，由于大部

分教师为机构派遣型，无评职称的压力，撰写教学研究相关论文的意识也不够高。 

5. 金华地区中学小语种教育的建议 

根据以上发现的问题，我们可以得知金华地区中学小语种教育还未成熟，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以

下我们就课程设置、师资配备、教学研究三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以期金华地区中学小语种教育发展

能“更上一层楼”。 

5.1. 增加兴趣类活动，实行学分制管理 

由于金华地区大部分中学的小语种教学尚未形成规模，完全按照新课标提出的必修、选择性必修、

选修去进行课程结构设置是不切合实际的，但可以每周安排一个课时进行兴趣类、实用类的教学活动，

这样不仅可以让学生暂时从平时繁重的词汇语法学习中脱离，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还可以激发学生学

习小语种的兴趣和潜能。 
等到选择小语种的学生数量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可以实行学分制管理，开设二外和选修课，这样可

以让将英语作为高考外语的学生也能接触到小语种的学习，拓宽学生们的视野，同时还可以让英语班的

学生和小语种班的学生有机会同在一个课堂学习小语种，能够起到一种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作用。 

5.2. 引进自聘型师资，加强与高校合作 

学校过度依赖培训机构派遣小语种教师这一现象是制约金华地区中学小语种教育发展的最大掣肘。

因此，学校应重视小语种教育，将其与国家的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具体而言，首先要加大学校自主招聘

小语种教师的力度，引进一些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其次，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引进外籍教师，这样

可以给小语种教育注入新的活力。最后，可以与金华市的高校合作，聘请高等小语种教育的专家作为客

座讲师，定期邀请来进行指导。 

5.3. 设立市级教研室，鼓励走出去学习 

作为教师，不能只做知识的“搬用工”，还要做知识的“创造者”。要想当一名会创造知识的教师，

教学研究是教学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为了提高小语种教师的教学研究意识，首先市教育局要

设立小语种教研室和教研员，并定期对各学校的小语种教学开展培训和督导工作。同时，各学校要鼓励

小语种教师走出去学习先进经验，加大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力度。 

6. 结语 

本文在 2020 年教育部颁布的新课标的背景下，对金华地区中学小语种教学现状进行了调查，主要结

论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金华地区的中学已突破“外语 = 英语”的传统观念，小语种教育已逐渐

发展起来；二是小语种教育尚未与金华作为“一带一路”重要枢纽的时代背景相结合，缺少实用类教学

活动；三是教育局以及学校要积极主动地主导小语种教学活动，而不是外包给民间机构，加大在课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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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教师配备、教学研究等方面的改革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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