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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城乡儿童言语习惯比较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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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言语发展是儿童发展的重要内容&由于文化环境与教育条件等方面的不同$城乡儿童在言语习惯上表现出显著的差

异$这种差异又促成了城乡儿童言语能力的差别&研究通过对河北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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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儿童的访谈与结果分析$发现城市)县

城)平原农村和山区农村儿童在言语能力与习惯上呈现出显著差异&表达愿望)语言面貌)综合效果等方面的显著差异需要

引起特别重视&儿童语言教育中$家庭)学校和社会需要采取相应的策略改善城乡儿童的言语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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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儿童成长的重要内容$言语发展对于儿童

的社会生活与智力发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儿

童的言语发展$一方面基于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同

时又与其所置身的成长环境与教育条件密不可分&

因此$从儿童言语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外在条件两个方

面促进儿童言语的发展是儿童言语教育的必然选择&

儿童言语活动的外在环境以信息的方式作用于

儿童的感知觉系统$进而在思维与想象层面进行信

息加工与运行$然后诉诸发音器官等表达系统予以

表达&可见$儿童所处的外在语境是儿童言语发展

的重要条件和基础&观察发现$由于经济水平与文

化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城乡儿童的言语发展水平存

在明显差异&这一差异主要是由城乡的环境差异造

成的&作为儿童言语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儿童的言

语习惯一方面联结着儿童的言语成长环境$同时又

作用于儿童的言语能力与水平&因此$儿童言语习

惯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揭示儿童言语发展中的内在

规律$而且能够促进儿童的言语发展实践&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一体化进程正日益推进&特

别是
!"#A

年
&

月$中央确定雄安新区的发展规划

后$毗连北京)天津包括雄安新区的雄县)安新和容

城在内的河北中部农村区域必然要经历一个迅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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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的过程&但是$城市化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

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城市化的过程

必然要给经历城市化的农村区域带来诸多转化$其

中对于儿童的影响尤其深远&我们的调查来源于保

定市区)县城与农村的广阔区域$在雄安新区的起步

阶段$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为雄安新区及周边广阔

的农村区域的儿童言语习惯状况提供一个相对准确

的资料$并通过比较的方式能够纵览本区域儿童言

语习惯和不同区域儿童言语差异的状况$为后续的

儿童言语教育实践提供若干帮助&

一"调查设计与实施

第一$根据不同年龄段儿童的理解程度)兴趣爱

好及生活背景$设计不同的访谈提纲$试图通过访谈

的方式比较全面地了解儿童的言语愿望)言语面貌

"准确性)清晰度)流畅性)词汇丰富性)语法规范

性#$并从综合言语效果角度给出合理评价&在访谈

话题的设计上$结合儿童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娱乐)

读书和亲子关系等方面进行深入了解$以此作为被

试生活学习背景和影响儿童言语发展的重要因素进

行考察与分析&第二$由普通话测试员在当地幼儿

园或小学教师的协助下借助访谈提纲与儿童展开对

话与交流&根据保定区域的城市化率和城市)平原

农村与山区人口的比例确定访谈对象的数量$共对

保定市范围内的市区)县城城区)农村区域和山区农

村四个区域的
&"E

名
%B#!

岁幼儿和小学生进行了

访谈&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保定西部山区不同县

域的经济状况差异和相对复杂的方言现象$在抽样

时$对山区儿童做了较多数量的访谈&在与儿童的

言语交流中$力求做到客观亲和$既需要减少儿童的

心理压力$激发儿童的表达欲望$充分尊重儿童的表

达愿望$又注意尽量少引导$不予干预&第三$录音

采样完成后$由熟悉儿童语言发展状况的专业普通

话测试员对儿童录音进行评分与记录$各项评分采

用十分制$以儿童在该年龄段应该达到的理想标准

为满分$根据各项指标的具体达到程度赋分&每个

录音的听音分别由三人完成$汇总三人各项的评分

综合计算每名儿童各项目得分$对个别存在较大出

入的分数进行深入讨论后再评定出分数&第四$对

于评定的儿童各项目得分$运用
/K//#J@"

进行

处理&

二"调查结果

经过对数据的
/K//

统计处理$我们分别就城

乡儿童的表达愿望)言语面貌)综合表达效果等表达

状况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分析&

#一$表达愿望

表达愿望是表达者愿意向交流对象吐露心声)

表达思想与情感以及追求表达效果的心理状态&它

是表达者在与人交流沟通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心理状

态&中国文化,敏于行而讷于言-的务实风格$在一

定程度上束缚和限制了个体的表达愿望&如果一个

人表达愿望较强$他往往会积极主动地进行表达&

强烈的表达愿望为儿童赢得了许多表达和与人交流

的实践机会$其表达水平自然比一般儿童突出&以

表达愿望为因变量$以区域为因子进行单因素方差

分析与
I6V?I

比较$保定市四个区域儿童具体的

表达愿望主要分析结果如表
#

和图
#

&

表
#

!

保定市城乡四个区域儿童表达愿望比较

区域 人数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均值的

JEe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保定市区
A" $@A"""#@"#!!&"@#!"JJ$@&E$C $@J&#&

县城区域
#EC A@$%%%"@$!ECC"@"CC##A@A"!A A@JC%J

平原农村区域
E$ A@A!&#"@AJ"#&"@#"%AEA@E#C& A@J%#J

山区农村
#!# C@C##C#@""%"J"@"J##JC@&%#" C@AJ!#

总数
&"E A@C"!E#@#C#&A"@"EAA#A@&$J" A@A#EJ

图
#

!

保定市四区域表达愿望均值折线图

从表
#

不难发现$儿童的表达愿望均值从保定市

区到县城到平原农村再到山区农村依次呈现递减趋

势$即保定市区儿童的表达愿望最强$县城与平原农

村次之$而且二者的差别相对较小$山区农村儿童的

表达愿望最弱&同样的结论在方差检验结果中得到验

证$四个区域组间差异显著性小于
"@""#

$差异显著&

图
#

表明从市区到县城和平原农村再到山区儿

童表达愿望呈现出突出的递减关系&

#二$言语面貌

表
!

是对城市市区)县城)平原农村和山区四个

区域儿童语音面貌的差异性描述$其中的各项数据

结果$都呈现从城市市区到县城和平原农村再到山

区依次递减的趋势&

通过表
%

儿童音准)清晰度)流畅度)词语丰富

性和语法规范性等影响方差齐性检验发现$音准显

著性差异
K

值为
"@A#!

$清晰显著性差异
K

值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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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流畅显著性差异
K

值为
"@J%#

$词汇丰富度

显著性差异
K

值为
"@#A#

$语法规范显著性差异
K

值为
"@JJ%

$显著性水平均大于
"@"E

$可见方差相

等$满足方差检验的客观条件&

表
!

!

城乡四区域儿童语音面貌差异性描述

6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均值的

JEe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极小值 极大值

音准

市区
A" $@!""" "@$J&&% "@#"CJ" A@J$CA $@&#%% C@"" #"@""

县城
#EC A@E#J! "@A%#E# "@"E$EA A@&"%E A@C%&J E@"" J@""

农村
E$ A@"$C! "@J"%$$ "@##$CJ C@$&$E A@%!%J E@"" J@""

山区
#!# C@&E&E "@$#CE" "@"A&!% C@%"AC C@C"#E &@"" $@""

总数
&"E A@!EC$ #@"#C%! "@"E"E" A@#EAE A@%EC# &@"" #"@""

清晰

市区
A" $@#""" "@JJ&J# "@##$J! A@$C!$ $@%%A! C@"" #"@""

县城
#EC A@C$EJ "@$"#CE "@"C&#$ A@EEJ# A@$#!A C@"" #"@""

农村
E$ A@&#%$ "@JEEAA "@#!EE" A@#C!E A@CCE# E@"" J@""

山区
#!# C@$"JJ "@$CJ"& "@"AJ"" C@CE%E C@JCC% &@"" J@""

总数
&"E A@&EC$ "@JJ%#C "@"&J%E A@%EJ$ A@EE%$ &@"" #"@""

流畅

市区
A" A@J#&% "@$$"&% "@#"E!% A@A"&& $@#!&! C@"" #"@""

县城
#EC A@%!"E "@AJE"& "@"C%CE A@#J&$ A@&&C% E@"" #"@""

农村
E$ A@!&#& "@$!%#& "@#"$"$ A@"!&J A@&EA$ E@"" J@""

山区
#!# C@C#J$ "@$&J"$ "@"AA#J C@&CA" C@AA!A &@"" $@""

总数
&"E A@!"!E "@J%AJ! "@"&CC# A@##"$ A@!J&# &@"" #"@""

词汇

丰富

市区
A" A@J!$C "@J!#J" "@##"#J A@A"$$ $@#&$& C@"" #"@""

县城
#EC A@%"AA "@$""#! "@"C&"C A@#$## A@&%&! E@"" J@""

农村
E$ A@#!"A "@A"!$! "@"J!!$ C@J%EJ A@%"EE C@"" $@""

山区
#!# C@&$AC "@$!A$# "@"AE!C C@%%$C C@C%CC &@"" $@""

总数
&"E A@#&%! "@JE&"# "@"&A&# A@"E"" A@!%C& &@"" #"@""

语法

规范

市区
A" $@"A#& "@$$JJ" "@#"C%C A@$EJ! $@!$%C C@"" #"@""

县城
#EC A@C#E& "@A!!EE "@"EA$E A@E"## A@A!JA E@"" J@""

农村
E$ A@!J%# "@A"#"J "@"J!"C A@#"$$ A@&AA& C@"" J@""

山区
#!# C@AC$C "@AJ%%# "@"A!#! C@C!E$ C@J##& E@"" J@""

总数
&"E A@%JE# "@$JJ%$ "@"&&CJ A@%"A! A@&$!J E@"" #"@""

表
%

!

方差齐性检验

_494+4

统计量
O.# O.!

显著性

音准
"@&E$ % &"# "@A#!

清晰
#@&J% % &"# "@!#C

流畅
"@#&$ % &"# "@J%#

词汇丰富
#@CAA % &"# "@#A#

语法规范
"@"%# % &"# "@JJ%

通过对表
&

城乡四区域儿童语音面貌差异性多

重比较的分析$可以发现%

音准方面%市区)县城)农村平原和山区四个区

域之间生活和学习的儿童音准的差异均为
"@"#

$小

于
"@"E

$可见四个区域之间儿童的音准均存在显著

差异&鉴于不同区域方言环境对于儿童语音准确性

的影响已经成为共识$本文不多讨论&但是四个区

域之间均呈现显著性差异$落差明显$似乎应该分析

其背后深刻的经济)文化与教育等原因&

清晰度方面%清晰是言语表达的重要标准&除县

城和平原农村区域儿童的言语清晰度差异显著性为

"@"&E

$小于
"@"E

$其他区域之间的差异均在
"Z"#

$可

见四个区域间的儿童的清晰度存在显著差异&

流畅度方面%县城和平原农村儿童的言语流畅

度差异显著性为
"@E%C

$差异不明显$其他区域之间

儿童的言语流畅度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词汇丰富性方面%县城和平原农村儿童的言语

流畅度差异显著性为
"@#%$

$差异不明显$其他区域

之间儿童的言语流畅度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语法规范性方面%县城和平原农村儿童的言语

流畅度差异显著性为
"@""A

$差异略小但依然显著$

四个区域之间儿童的言语流畅度均为
"@""#

$差异

更加显著&

#三$区域与性别对于综合表达效果的影响分析

以区域综合表达效果为因变量$以区域和性别

为固定因子对保定市四区域儿童的综合表达效果及

其主要可能影响因素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根据

表
E

$误差方差等同性的
_494+4

检验$

K

值为

"Z%#$

$大于
"@"E

$可以认为各组总体方差是相等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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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满足方差检验的前提条件&

表
&

!

城乡四区域儿童语音面貌差异性多重比较

因

变量

"

W

#

区域

"

'

#

区域

均值差

"

WB'

#

标准误 显著性
JEe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音准

市区

县城

农村

山区

县城
"@C$"AA

$

"@##C$$ "@""" "@&E#" "@J#"C

农村
#@##%AJ

$

"@#&&!C "@""" "@$%"! #@%JA&

山区
#@A&E&E

$

"@#!!"# "@""" #@E"EC #@J$E%

市区
B"@C$"AA

$

"@##C$$ "@""" B"@J#"C B"@&E#"

农村
"@&%%"!

$

"@#!&JE "@""# "@#$A& "@CA$A

山区
#@"C&CJ

$

"@"J$&! "@""" "@$A#! #@!E$!

市区
B#@##%AJ

$

"@#&&!C "@""" B#@%JA& B"@$%"!

县城
B"@&%%"!

$

"@#!&JE "@""# B"@CA$A B"@#$A&

山区
"@C%#CC

$

"@#!JAC "@""" "@%ACC "@$$C$

市区
B#@A&E&E

$

"@#!!"# "@""" B#@J$E% B#@E"EC

县城
B#@"C&CJ

$

"@"J$&! "@""" B#@!E$! B"@$A#!

农村
B"@C%#CC

$

"@#!JAC "@""" B"@$$C$ B"@%ACC

清晰

市区

县城

农村

山区

县城
"@&#&#"

$

"@#!CC# "@""# "@#CE! "@CC%"

农村
"@C$C!#

$

"@#EC!A "@""" "@%AJ" "@JJ%&

山区
#@!J""$

$

"@#%!#C "@""" #@"%"% #@E&JJ

市区
B"@&#&#"

$

"@#!CC# "@""# B"@CC%" B"@#CE!

农村
"@!A!#"

$

"@#%E%E "@"&E "@""C" "@E%$!

山区
"@$AEJ$

$

"@#"CC# "@""" "@CCC& #@"$EC

市区
B"@C$C!#

$

"@#EC!A "@""" B"@JJ%& B"@%AJ"

县城
B"@!A!#"

$

"@#%E%E "@"&E B"@E%$! B"@""C"

山区
"@C"%$$

$

"@#&"EC "@""" "@%!AC "@$$"!

市区
B#@!J""$

$

"@#%!#C "@""" B#@E&JJ B#@"%"%

县城
B"@$AEJ$

$

"@#"CC# "@""" B#@"$EC B"@CCC&

农村
B"@C"%$$

$

"@#&"EC "@""" B"@$$"! B"@%!AC

流畅

市区

县城

农村

山区

县城
"@EJ%AA

$

"@##J&$ "@""" "@%E$J "@$!$A

农村
"@CA!J#

$

"@#&A&A "@""" "@%$%" "@JC!$

山区
#@!J&&E

$

"@#!&A! "@""" #@"&J% #@E%JC

市区
B"@EJ%AA

$

"@##J&$ "@""" B"@$!$A B"@%E$J

农村
"@"AJ#% "@#!AA% "@E%C B"@#A!" "@%%"!

山区
"@A""C$

$

"@#""C# "@""" "@E"!J "@$J$E

市区
B"@CA!J#

$

"@#&A&A "@""" B"@JC!$ B"@%$%"

县城
B"@"AJ#%"@#!AA% "@E%C B"@%%"! "@#A!"

山区
"@C!#E&

$

"@#%!C& "@""" "@%C"$ "@$$!%

市区
B#@!J&&E

$

"@#!&A! "@""" B#@E%JC B#@"&J%

县城
B"@A""C$

$

"@#""C# "@""" B"@$J$E B"@E"!J

农村
B"@C!#E&

$

"@#%!C& "@""" B"@$$!% B"@%C"$

词汇

丰富

市区

县城

农村

山区

县城
"@C!"$$

$

"@##ACA "@""" "@%$JC "@$E!!

农村
"@$"A$$

$

"@#&E!% "@""" "@E!!& #@"J%&

山区
#@&&"JA

$

"@#!!$! "@""" #@#JJE #@C$!&

市区
B"@C!"$$

$

"@##ACA "@""" B"@$E!! B"@%$JC

农村
"@#$A"" "@#!EAJ "@#%$ B"@"C"% "@&%&%

山区
"@$!""J

$

"@"JJ"$ "@""" "@C!E% #@"#&J

市区
B"@$"A$$

$

"@#&E!% "@""" B#@"J%& B"@E!!&

县城
B"@#$A"""@#!EAJ "@#%$ B"@&%&% "@"C"%

山区
"@C%%"J

$

"@#%"C! "@""" "@%AC% "@$$JJ

市区
B#@&&"JA

$

"@#!!$! "@""" B#@C$!& B#@#JJE

县城
B"@$!""J

$

"@"JJ"$ "@""" B#@"#&J B"@C!E%

农村
B"@C%%"J

$

"@#%"C! "@""" B"@$$JJ B"@%AC%

语法

规范

市区

县城

农村

山区

县城
"@&EC"&

$

"@###"J "@""" "@!%AA "@CA&&

农村
"@AA$%%

$

"@#%A## "@""" "@E"$$ #@"&AJ

山区
#@%"!$%

$

"@##EJC "@""" #@"A&J #@E%"$

市区
B"@&EC"&

$

"@###"J "@""" B"@CA&& B"@!%AA

农村
"@%!!!$

$

"@##$AE "@""A "@"$$$ "@EEEA

山区
"@$&CAJ

$

"@"J%E& "@""" "@CC!J #@"%"A

市区
B"@AA$%%

$

"@#%A## "@""" B#@"&AJ B"@E"$$

县城
B"@%!!!$

$

"@##$AE "@""A B"@EEEA B"@"$$$

山区
"@E!&E#

$

"@#!%%! "@""" "@!$!# "@ACCJ

市区
B#@%"!$%

$

"@##EJC "@""" B#@E%"$ B#@"A&J

县城
B"@$&CAJ

$

"@"J%E& "@""" B#@"%"A B"@CC!J

农村
B"@E!&E#

$

"@#!%%! "@""" B"@ACCJ B"@!$!#

!!

$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
"@"E

&

根据表
C

中的数据$区域的贡献离差平方和为

#!#@JA#

$均方为
&"@CEA

$不同性别的贡献离差平方

和为
&@"&%

$均方为
&@"&%

$说明区域的影响远远大

于性别的影响&从
=

检验的
K

值来看$区域
K

值为

"@""#

$小于
"@"E

$说明区域不同对于综合表达效果

影响显著$性别
K

值为
"@"#&

$小于
"@"E

$区域
$

性

别
K

值为
"@AE$

$说明性别对于表达效果有影响$但

并不显著$性别与区域的交叉作用对于综合表达效

果影响并不显著&

表
E

!

误差方差等同性的
_494+4

检验,

因变量%综合效果

= O.# O.! /2

D

@

#@#A! A %JA "@%#$

!!

检验零假设$即在所有组中因变量的误差方差均相等&

,@

设计 %截距
h

区域
h

性别
h

区域
$

性别

表
C

!

主体间效应的检验

因变量%综合效果

源
WWW

型平方和
O.

均方
= /2

D

@

校正模型
#!&@J$%

,

A #A@$EE !C@$&E "@"""

截距
#$E$C@E$! # #$E$C@E$!!AJ&E@EE" "@"""

区域
#!#@JA# % &"@CEA C#@#!J "@"""

性别
&@"&% # &@"&% C@"A$ "@"#&

区域
$

性别
"@A$E % "@!C! "@%J% "@AE$

误差
!C&@"&E %JA "@CCE

总计
!#$%%@""" &"E

校正的总计
%$J@"!A &"&

下面的图
!

区域和性别对综合表达效果影响边

际均值交互作用折线图则形象地反映了区域和性别

对于综合表达效果的交互作用$从图中可以看出两

个因素并不相交$说明没有交互作用的影响$与表
C

的分析一致&

图
!

!

区域和性别对综合表达效果

影响边际均值交互作用折线图

综上分析$保定市城乡四个区域儿童的言语习

惯与言语能力存在显著差异&这与
!"#!

年刘焱等

学前一年幼儿入学语言准备的城乡比较研究结论一

致&他们的研究指出%按幼儿的测验总分和各维度

CA



!

总
%&

卷 李志行$刘建如%保定城乡儿童言语习惯比较调查与分析

上的得分高低进行排序$城市)县城)乡镇和农村幼

儿的得分依次降低&其中$城市幼儿语言总分均值

几乎比农村幼儿高出一半&同时$这种随城市)县

城)乡镇和农村依次呈递减的趋势存在于每个测查

维度上*

#

+

&我们的研究在更纵深的城乡儿童言语比

较中证明了这种显著的差异起源更早$而且持久到

随后更长的小学阶段依然未曾消失&

三"讨论与对策

通过对保定市四区域
&"E

名儿童的访谈录音资

料的分析$可以发现%从表达愿望)语言面貌到综合

表达效果$各区域儿童都存在显著性差异$从变化规

律看$依次呈现从市区向外依次递减的状态$即距离

城市中心越远的地方$儿童的言语状况越不理想&

除了县城与平原农村区域之间的儿童言语能力差异

略小但依然显著外$其他层次之间的差异都异常突

出&语言学上关于社会个体言语机制形成的理论认

为$绝大多数社会个体获取语言和言语的能力不存

在显著差异$形成他们言语能力显著差异的原因主

要在于社会环境)文化生活环境和部分自然环境的

差异&因此$儿童言语习惯调查研究的现实意义应

该客观呈现不同个体言语发展差异的程度$深入分

析其影响与成因$寻找对策以促进城乡儿童的平等

发展$促进社会公平&

#一$城乡不同区域儿童言语差异深度分析

关于城乡儿童言语的差异原因$在访谈设计中

已经假设了一些影响因素$比如家庭经济状况)父母

受教育程度)当地的教育水平)父母对孩子的陪同情

况)当地的语言环境等&由于许多因素难以在访谈

中向儿童了解$所以只能通过儿童生活)学习中一些

他们能够把握的问题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与言语状

况&虽然生活本身的丰富多彩和儿童感受及其语言

表达的个体差异$不宜采用简单机械的归类与判断$

但是$凭借访谈者身临其境的感受和深入细致的分

析$还是有很多令人惊喜的发现&首先$城乡儿童表

达愿望的差异&将表达愿望作为关注重点$是因为

言语交际活动需要一定的内在动力&动力充足$则

对交际充满着热情与期待$投入的精力自然也因之

丰富&可以套用一个简单的公式%交际效果
[

交际

动力
j

交际能力&交际动力作为一种交际与表达的

原动力$持续作用自然会促进以表达能力为核心的

交际水平$而交际水平的提高又成为一种力量促进

交际动力的提升&可见$表达愿望对于儿童的言语

能力影响深刻而久远&如前分析$城乡儿童的表达

愿望差异显著&如何激发文化与经济相对落后区域

儿童的表达愿望应该成为研究儿童言语发展的一个

重要课题&其次$城乡儿童语表状况的差异&从根

本上讲$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这一差异对儿童自身生

活状况与未来生活的影响&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儿

童语音的准确性与语法的规范性是其中最不重要的

因素&因为我们所谈的准确性是以普通话的规范发

音作为标准$语法的规范性也是以普通话的语法规

则作为语法尺度&虽然二者以现代化和城市化的特

点反映着汉语发展的文明成果$如果儿童在这样两

个方面存在不足$自然会给他们将来进入城市生活

带来一些困难&但是$这些因素很难深入到儿童生

命的内部作用于儿童的生活&因而$这种差异是浅

层次的$甚至可以多少做些忽略&最后$发音的清

晰)流畅与词汇的丰富性&对言语发展的这些方面

需要给予较多重视&因为清晰是语言表达的基本要

求$是实现良好沟通与交流的前提条件&影响发音

清晰的因素主要有发音器官的生理状况)发音习惯

和言语学习环境等因素&流畅性不仅反映在表面的

语流中$更是潜层思维的顺畅性和思想情感转化为

语言信息的顺通度的重要表现&词汇的丰富程度决

定于儿童对世界的认知和对客观生活的反映的丰富

性&同时$词汇的丰富与否也在一定意义上反作用

于其内心世界的质量与色彩&词汇丰富的人往往对

外在世界的观察更全面更深刻$其感受更丰裕$也更

细腻&因此$丰富的词汇能够培养个人对世界更积

极美好的情绪情感$坚定对生活的热爱$而世界在他

面前展现的也将更加绚烂多姿&

保定市四个区域城乡儿童言语习惯的差异既然

存在显著性的落差$势必影响到社会个体人生长远

的发展$这一点应该引起社会尤其是教育界的高度

重视&

#二$城乡儿童言语差异显著的原因分析

对于城乡儿童的言语差异$专家和学者已经做

过大量分析&乡村儿童言语能力的落后体现在方方

面面$而其原因也是多种多样$这些因素又长时间地

作用于儿童的学习与生活&有研究者从教育生态学

视角针对保山市城乡
EBC

岁的幼儿进行了语言发

展差异的研究$认为从家庭到幼儿园$无论是对于幼

儿语言发展的重视程度还是实际教育能力$城乡都

存在明显的差距&最明显的表现是城市
EBC

岁儿

童的家长对幼儿语言发展的期望值比较高$希望语

言课程中儿歌和故事的内容增多$而农村家长对
E

BC

岁儿童的语言发展观念淡薄&幼儿园教师语言

课程组织能力的城乡差别同样非常明显*

!

+

&而从亲

子阅读的角度切入分析城乡儿童语言差异的原因$

发现农村家长往往年龄小学历低$亲子阅读开始晚

而且方法上不如城市父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儿童的语言发展*

%

+

&

我们的研究通过城乡儿童访谈表达中的生活背

景信息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试图较为全面地通过

城乡的亲子关系)饮食倾向)游戏兴趣)娱乐方式)阅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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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状况)未来职业及居住愿望等因素更为深入地了

解儿童的生活习惯$并希望藉此发现形成城乡儿童

言语能力差异的生活习惯原因&与以往研究不同的

是$我们希望首先从儿童本身的行为与生活习惯入

手$进而分析作为客体的成长环境因素&儿童成长

的自主性)主动选择与适应能力也在其成长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而且也表现出一定的个体差异&借助

访谈$我们从城乡儿童丰富多彩的思想世界触摸到

了他们成长的烦恼&从城乡儿童的生活习惯进行比

较$我们发现%

在亲子关系方面$无论城乡$亲子的共同相处时

间都比较少$城乡儿童都希望自己的父母更多地和

自己在一起$但稍大一些的孩子往往又对父母与自

己相处时间较少表示理解&在研究假设中$我们原

以为城市父母会比农村父母有更多的时间和孩子相

处$而且这也很可能是影响城乡儿童言语能力差异

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访谈结果显现二者的差异并不

明显&可见$无论城乡$亲子教育的时间相对较少都

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饮食习惯和游戏倾向是儿童比较感兴趣的话

题&对于这两个话题$儿童往往表现踊跃&一个明

显的特征是相对于城市儿童更喜欢面条)米饭和一

般的菜肴$农村儿童更倾向于零食等出现于电视等

传媒上的广告食品$其中一个原因也许是农村儿童

相较于城市儿童有着更多的电视时间&电视等媒体

对于儿童言语的塑造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种影响

的差异有待进一步研究&关于游戏$许多幼小的孩

子已经对电子游戏很感兴趣$对伙伴之间的游戏则

兴趣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儿童之间的交际

时间从而影响儿童言语能力的发展&

关于读书兴趣$从整体看$乡村儿童明显弱于城市

儿童&这是影响乡村儿童言语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综合访谈内容和结果发现%城市儿童较乡村儿

童有着更多的自主意识$在表达中也更加积极和踊

跃&这作为深层原因也影响着儿童的语言发展&所

以$如何从生活习惯上下工夫培养乡村儿童的自主

意识与信心$是促进他们言语发展的重要节点&

乡村儿童言语发展的环境显著落后于城市$这

是城乡儿童言语能力存在显著差异的根本原因&正

是语言环境全方位的落后$使得乡村儿童没有机会

倾听和学习准确而丰富的语言材料$相对于城市儿

童$他们对于社会和自然事物的认识也比较贫乏$这

些外在的条件也成为限制性因素束缚着乡村儿童的

言语表达能力&

#三$乡村儿童言语习惯和能力的提升策略

对于乡村儿童言语习惯的改善和言语能力的提

升$从长远来看$最根本的途径显然在于彻底改善农

村的经济基础和文化环境$使乡村人真正富起来$从

物质条件到思想观念都走出贫困$走向现代化&而

这恰恰是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扶贫工程的目标&具

体来说$提出了如下提升策略%

一是改善乡村家庭的文化环境$增加乡村家庭

亲子时间$提高乡村家长的教育水平&乡村家长的

文化水平往往不高$对于孩子成长规律缺少科学认

识$许多时间又忙于挣钱养家&因而$首当其冲的是

引导家长充分认识亲子活动对儿童成长的深刻意

义$使他们认识到教育不只是学校教师的事$更是家

长的重要责任&家长应自觉拿出一定时间$与孩子

进行多方面的互动&同时$政府应该发挥应有的功

能支持家园合作*

&

+

$提高家长对孩子语言发展和全

面成长的主动参与意识和教育水平&

二是切实提高乡村幼儿园与学校的教育教学水

平&与乡村家庭教育的促进难度相比$乡村学校和

幼儿园教育条件的改善要容易&目前$国家有了一

定的财力之后$大力向乡村教育倾斜$切实改善乡村

教育条件$提高乡村教师水平$提高教师和儿童之间

的言语互动*

E

+

$从而为乡村儿童营造优越的语言学

习环境$以此发展乡村儿童的言语能力&

三是遵循言语能力养成的规律&儿童的言语发

展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例如$把握好最佳发展期

就可能实现语言发展的突飞猛进&但目前乡村家庭

与教师对此认识不足$没有能够依据儿童言语发展

的规律进行教育$没有为儿童提供丰富的语言材料$

更不用说开展丰富的言语实践活动&这种不足在一

定程度上也蒙蔽了儿童的心理启蒙&

四是切实改善乡村的语言文化环境&随着信息

技术的日新月异$乡村的信息化与现代化有了更充

分的技术条件$如果能够利用这些条件$迅速推进乡

村的信息化水平$就可以改善乡村的语言文化环境&

在一个语言学习资源丰富$自然环境相对优越的地

方$乡村儿童也可以在自己的言语学习实践中得到

应有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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