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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语言期望对儿童语言生活的影响
 

作者：□王立 来源：《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4期    时间：2009-05-08

  家长语言期望的形成是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同时牵引的结果，也是家长语言选择的结果。语言期望将使一些

家庭的语言环境发生变化，成为孩子语言成长的外在支撑，客观上有助于普通话在城市中的普及，但同时也给城

市方言的保持和传承带来一定压力。这种压力有一定的界限，如果超出将会引起城市语言生活失衡；这种压力应

当可以调节，使城市语言生活处于平衡。 

  家长的语言期望促使他们尽量为孩子营造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语言环境，这便使传统家庭语言环境的自然传

承性受到了挑战。尽管家长要求孩子说普通话的出发点有所差异，但客观上为孩子的语言成长和全社会的普通话

推广创造了条件。家长期望的结果将使孩子打好普通话的基础，提高语言适应能力。因此家长的语言期望也将成

为提升语言实用价值的强有力的支撑。 

  由此看来，今天的孩子明天都会说普通话，但他们决不仅仅只会说普通话，同时也会说方言和外语。我国的

语言教育政策正尝试将受教育者培养成双言、双语人，家长的语言期望便是助推力。 

  家庭原本是儿童语言习得的自然场所，因而也是母语（方言）传承的摇篮，上代人的语言习惯潜移默化地给

下一代留下深刻的烙印。家长的语言期望无疑正在撼动这个摇篮，因而带给方言保持与传承一定的压力。据统

计，目前这种压力尚不太大。 

  通过对生长地为武汉的家长与孩子交流时使用普通话和武汉话的情况比较可知，生长地为武汉的家长与孩子

说普通话的比率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逐渐降低，高中以后，80%左右的家长和孩子使用武汉话交流。 

  通过对家长与孩子交流时使用普通话的情况调查显示，家长的语言期望与家长受教育程度有关，受教育程度

高的家长对孩子的语言期望相应地要高一些。从我国目前教育发展水平来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还不高，

因而家长语言期望的社会分布还不十分广泛。调查还显示，不论受教育程度高低，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家长与

孩子说普通话的比率都在下降。 

  就此而言，目前家长的语言期望只是带给城市方言保持与传承一定的压力，尚未对城市语言生活构成根本性

的冲击。 

  语言的实用价值催生了家长的语言期望，家长的语言期望又将提升语言的实用价值。社会的发展使人们认识

到语言能力同个体的其他能力一样重要，语言素质同其他素质一起构成人的综合素质。人的其他能力需要从小培

养，语言能力更应该从小培养。况且语言习得有一个最佳年龄段。一个人的母语常常是自然习得的，让孩子从小

在说普通话的环境中自然习得普通话，将会使孩子受益一生。这样一个朴素的认识，促使众多家长在孩子幼儿园

和小学阶段特别在意和孩子说普通话，而当孩子的语言习惯基本形成，语言能力发展到一定时期，家长也就放松

了对孩子的要求。 

  当然，家长和孩子坚持说普通话还有其他一些主客观原因，如有的家长本身就只说普通话；有的家长只是出

于对孩子的迁就；有的家长则认为能说标准的普通话可以显示个体的良好素质；有的家长甚至强硬地规定孩子只



能说普通话，以此作为进入主流社会的阶梯……但就越来越多的家长注意孩子的语言培养这一倾向看，最强有力

的动因来自社会开放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对语言使用能力的潜在需求。 

  本研究显示：随着孩子年龄的逐渐增长，家长的语言期望逐渐降低。有关这一现象的剖析将对我们认识代际

之间的语言传承和转移有重要的意义。 

                             （宋晖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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