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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期內蒙古漢語教材抗爭事件觀察 
政治大學民族系副教授藍美華主稿 

 

 長期以來蒙語使用人口逐步下降，許多蒙語學校關閉或轉型；改用

統編教材的目的為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內蒙古政治菁英透過進入體制，曾數次成功抵制限縮蒙古語教育的

政策，後續情形取決於蒙族回應。 

 

（一）前言 

  本（2020）年 8月 26日內蒙古教育廳發佈了「全區民族語言授課

學校小學一年級和初中一年級使用國家統編語文教材實施方案」。文

件規定從今年秋天開學起，內蒙古民族語言授課的小學一年級開始使

用全國通用的語言教材，今後兩年，小學一年級的政治課和歷史課也

逐步改用漢語授課。方案發布後，8 月 28 日開始，內蒙古通遼市、

鄂爾多斯市、呼和浩特市等多地爆發示威；期間有不少蒙古族人聯署

抗議信，有些家長以拒絶送孩子入學表達抗議。本文就將就此課題探

討推出這個政策的原因、蒙古族人的回應以及可能的影響。 

 

（二）內蒙古蒙語使用概況 

  在中國大陸，內蒙古自治區雖然是以蒙古為名的自治區，但是自

治區裡面只有 17%人口是蒙古族，有將近八成的人是漢族。此外，在

中國大陸並不是所有蒙古族都會講蒙古語，在 1980 年代初期，有些

以前登記為漢族的人可以聲稱祖父母為蒙古族，而將他們的註冊更改

為蒙古族，但他們大多數不屬於蒙古社會圈子，幾乎沒有人會講蒙古

語。而本來就登記為蒙古族的人也不是全部都會說蒙古語。1988 年

為止，據估計有近 80％的蒙古族以蒙古語為母語。目前這一比例下

降到大約 60％。隨著蒙古族與漢族通婚的增加，如今在新婚蒙古人

中有 40%的婚姻是與漢族伴侶締結的，在這類家庭中也較難使用蒙古

語。不過，在大部分蒙古族社區多為同族婚姻，和異族通婚的很少，

蒙漢通婚的大部份是在城市或非蒙古族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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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共建政以來內蒙古語言教育概況 

  內蒙古自治區在 1947 年建立，早於中共建政，最具象徵意義。

中共建政之後，採取民族自治政策，對於蒙古族以及其他少數民族的

語言文字加以鼓勵推廣。中國大陸設有民族學校，它們是以民族語言

作為主要教學語言，但是也會教授漢語。因此，蒙古語的識字、教學

在內蒙古各級民族學校中並未被禁止，在公共場所或課外學校中也沒

有採取任何措施禁止使用蒙古語。內蒙古本就有蒙古語廣播與電視，

鑑於他們在向獨立的蒙古國展現中國良好形象方面的重要性，不太可

能將其削減。然而，如果蒙古語減少作為教學語言的話，未來可能就

只是一門課程，蒙古民族學校可能會從蒙語為主、漢語為輔，轉為漢

語為主、蒙語為輔，這對蒙古語文的學習與推廣當然是不利的。 

  從 1980年至 1995年的 15年間，內蒙古民族學校小學減少 1409

所，中學減少 142所；用蒙古語授課的學生占少數民族學生的比例，

小學和中學分別下降為 23.7％和 20.2％。單單 1997 年就有 232 所蒙

古語授課學校關門或轉為其他類型學校，主要轉為漢語授課學校。由

於社會轉型和文化變遷所致，這種「避蒙趨漢」現象日趨加深和嚴重，

具體表現在蒙古族中學師生的語言價值觀的變化上，他們越來越傾向

於學習和認同漢語和外語。儘管蒙古族學生對民族語言比較有感情，

但由於升學和就業的壓力，他們不願意學習民族語言，甚至放棄學習。

城鎮長大的蒙古族，幾乎不再選擇蒙古語授課學校學習民族語言。生

源的減少，最終導致了蒙古語教育的衰退趨勢。 

 

（四）漢語教材政策推動情形 

  內蒙古教育廳的政策文件提到，語文、政治與歷史這三個學科的

統一國家課程於 2017年 9月首次推出；該課程於 2017年在新疆首次

實施，然後於 2018年在西藏實施。資料顯示，在 2018年曾嘗試在錫

林戈勒盟實施該政策，但面對安靜的抵抗而被放棄。官方文件說，今

年新課程將擴展到內蒙古，甘肅，吉林，遼寧，青海和四川的學校，

重點似乎是放在蒙古語學校，因為除了四川有說藏語的少數民族外，

所有這些地區都有蒙古族學生接受蒙古語學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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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項政策似乎最早是在 2020 年 6 月初在通遼市（內蒙古東南部一

個蒙古族人口眾多的地區）披露的，有上級代表團前來訪視，期間強調

了加強使用「通用國家語言」的必要性。到 6月下旬，有報導稱通遼

市的教師必須在 9月份開始採用語文的統編教材。到 7月 6日，針對

這一政策的第一批請願開始在微信上流傳，當時僅限於通遼市。8月

17 日，內蒙古教育廳在非公開會議上首次宣布將這項政策擴展到整

個內蒙古，並命令所有下級行政單位從 8 月 18 日開始計劃實施。內

蒙古自治區也在制定實施細節。自治區主席布小林指出，推進統編教

材使用有利築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各級幹部與教師要主動向學生、

家長以及群眾宣講政策，保證學生正常上學。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

意識，應該就是此政策的主要目的。 

 

（五）「第二代民族政策」與內蒙古民眾的反彈 

  從長遠來看，蒙語學校學生數量一直在下降，自 1990 年以來，

蒙古學齡兒童的比例下降了大約一半；「生態移民」和其他政策加速

了城市化進程，減少了居民隔離；而且不斷變化的勞動力市場使蒙古

中學校畢業生更加難以找到工作。同時，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維吾

爾族和藏族民族主義運動威脅到中國的地緣政治利益，有學者提出新

的「第二代民族政策」。這些因素使該政策的實施更加可行。但是，

執行文件中也預見了現有漢語培訓教師的不足，可能需要大量的新任

和臨時教師來彌補。 

  許多反對派成員認為，新政策和「第二代民族政策」應該有所關

聯。「第二代民族政策」是中國研究中心的胡鞍鋼、北京大學馬戎等

教授為首發出的。這些學者認為，建立在中國憲法體制中的基於蘇聯

作法發展出來的第一代民族自治是一個錯誤，應該由以美國為原型的

「去政治化」的民族政策代替，宣導淡化民族意識和 56 個民族的觀

念，強化中華民族的身份意識和身份認同，推進中華民族一體化和國

家認同的政策。今年 5 月 21 日推遲舉行的「兩會」期間，合法的非

共產黨政黨「中國民主促進會」的代表根據「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觀

點提交提案，尋求一項關於「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新法律，認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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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律「無法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發展的需要」。 

  此政策施行前，在今年 6月已經引發內蒙民眾不滿，發起連署抗

議，正式宣布後，反彈聲浪更大。許多蒙古族學者、教師和學生家長

擔憂，新措施會進一步弱化蒙古族的語言文化和身份認同。他們也指

出，中國大陸的憲法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一律平等……各

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此政策違反了憲法的

精神。內蒙古大學齊木德道爾吉教授闡述了民族教育和民族團結的關

係，強調內蒙古迄今為止的民族語言教育是成功的，並且委婉地指出，

對現有的民族語言教育做不當修改將不利於民族團結。「國家課程」

比例調升，「地方和學校課程」相應調降，勢必會壓縮蒙語授課時數。

更激烈的反抗者認為，這是中共違反了自己對少數民族的承諾，逐步

開始了對少數民族的文化滅絶。這些看法說明，當局對蒙古語言文字

沒有給與應有的尊重，也低估了蒙古語當中包含的民族感情。 

  為了安撫蒙古族的不滿，內蒙古教育廳於 9月初澄清，提出了「五

個不變」，也就是，除了小學語文、小學道德與法治科、初中歷史科

這三個科目，其他科目、教材不變、授課時的語言文字不變、蒙語文

及其他母語課時不變、現有雙語教育體系不變。但這些保證應該無法

消除反對者的不滿。 

 

（六）結語 

  從 1990 年代開始，中國大陸就曾零星地嘗試限制蒙古語教育。

這項提議曾在 1993 年提出，但由於動員了幹部，特別是來自內蒙古

東部的幹部而失敗，那裡的蒙古語教育傳統特別濃厚，也是許多內蒙

古族裔幹部的發源地。2018 年進行了另一次嘗試，似乎又因動員內

蒙古幹部而失敗。這些事件建立了在系統內工作以捍衛蒙古語的模式。

在這一戰略中，蒙古族幹部的支持至關重要，因為蒙古族雖在內蒙古

的人口中只占 17%，但占自治區幹部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包括主席

與副主席。內蒙古的蒙語教育本來是成功的，不需要改變，面臨蒙古

語言文字的弱化，反而更應保留對其尊重與推廣。至於這個新政策究

竟會如何發展，就看當地蒙古族如何面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