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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疆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研究》是我从事第二语言汉语教学二十多年来的一个小结。
新疆地处我国西部，地域辽阔，居住着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锡伯族等
少数民族。
自治区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培养民汉兼通的双语人才，多年来采取了一系列培养双语人才的重要措施，
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随着国家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新疆各少数民族希望学好汉语的愿望比
过去更为迫切，学习热情也十分高涨。
少数民族从自身的发展变化及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中深刻地认识到：如能尽快学好汉语，借助汉语更好
地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就会大大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建设，就能不断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素
质。
这在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和进步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此，科学地分析研究第二语言汉语教学，将有助于搞好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学。
近年来许多语言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和研究新疆少数民族习得第二语言汉语的规律，各种研究成
果不断问世，研究领域日益拓宽，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方法和手段日益科学化和多样化，所有这
些都显示了这门新兴学科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新疆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研究》这本书是在国家改革开放和民族地区经济日益发展的背景下，在
总结自己多年从事第二语言汉语教学经验和相关研究成果、在日常教学中积累大量的语料及结合数次
前往新疆做调查和收集新语料的基础上撰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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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苗东霞，汉族，新疆伊宁市人。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院汉语教学部副教授、语言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突厥语族语言比较研究、双语对比研究和第二语言教学研究。
已出版著作、教材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语语法难点释疑》（合著）、《哈萨克族汉语补语习得
研究》（合著）、《第二语言（汉语）教学概论》（合著）、《汉语高级写作》、《MHK强化教程》
（主编）、《HSK考前强化&mdash;&mdash;语法》（高等）、《HSK考前强化－语法》（中等）、
《HSK考前强化&mdash;&mdash;写作》（高等）、《HSK考前强化&mdash;&mdash;口试》高等）等，
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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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致相同的基本点，进而化作维系社会、民族生生不息的巨大力量。
　  文化的凝聚作用是民族团结和社会有序的基础。
一个社会，只有通过文化的整合才不会四分五裂；一个民族，共享一种文化，那么，无论他们居住在
哪里，是否生活在同样的社会制度之中，都会有民族的认同感。
的确是这样，凡有柯尔克孜族聚居的地方，就会流传着《玛纳斯》。
它成为民族凝聚力的纽带。
《玛纳斯》史诗既在中国新疆的柯尔克孜族之间传唱，也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
坦和阿富汗等国传唱。
柯尔克孜族在传唱《玛纳斯》的时候，就感觉到自己在做一件很神圣的事情。
尽管很多人不可能完整地唱完，但是他们多多少少都会唱一些。
不论是春夏秋冬，劳动之余；不论是三五人的家庭聚会，还是千百人的大型集会；也不论是订婚嫁娶
、祭祀典礼，还是喜庆节假，柯尔克孜人常常聚到一起，弹唱英雄史诗《玛纳斯》。
他们认为，柯尔克孜族就是《玛纳斯》，《玛纳斯》就是柯尔克孜族。
正因为有了《玛纳斯》，柯尔克孜族才能称其为一个民族，才能存在这么多年。
因此《玛纳斯》在柯尔克孜人心目中具有非常崇高和神圣的地位。
　  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在传承、弘扬中不断得到繁荣发展。
流传了上千年的《玛纳斯》既是一定社会、一定时代的产物，是一份社会文化遗产，又是一个连续不
断发展的文化精品。
为了传承《玛纳斯》文化，为了向世人宣传《玛纳斯》文化，也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玛纳斯》文化
，需要把它译成汉语。
这就需要我们培养许多既懂柯尔克孜语，又兼通汉语的&ldquo;民汉兼通&rdquo;的双语人才。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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