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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业语言是一种不同于日常交际语言的语域变体，对儿童的阅读能力发展、学业成就有深远影响，是国际儿童语言发展

与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关注儿童学业语言的内涵与价值、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影响因素及教育提升策略

等方面。展望未来，儿童学业语言研究在对象上应注重代表性与普遍性；在内容上应关注儿童年龄和文化的适宜性；在研究视

野上应注重学科间整合；在实践中应重视对儿童学业语言教育的规划，开展综合性、立体性的学业语言教育，并进行适宜的评

价，以促进儿童学业语言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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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and Educational Enlightenment of Children’s
Academic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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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ademic language is a register variant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language of daily communication. It has a profound im⁃
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reading ability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t is a hot issue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hildren’
s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Studies which are existed mostly have focused on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children's aca⁃
demic language，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methods，influencing factors，and education promotion strategies. Looking to the
future，children’s academic language research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presentativeness and universality of the objects; the con⁃
t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suitability of children’s age and culture;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disciplines; in practice，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educational planning of children’s academic language，to develop comprehen⁃
sive and three-dimensional academic language education，and to get appropriate evaluation，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academic languag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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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语言的研究拓展了儿童语言发展与教

育研究的视野，近二十年来日益受到理论研究和

实践领域的重视。学业语言作为一种儿童学习

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语言能力，是机构教育环境

中高度重视并着力重点培养的语言能力，它与教

学情境和教科书中的语言有许多共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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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学业语言习得过程和机制不同于日常会

话语言，它的获得需要特定的高级语言寄存器及

非母语化的专门的语言教育［1］。儿童的学业语言

与阅读能力、学业成就、可持续发展具有交互存

在性。儿童学业语言缺失是加剧语言作为“隐性

课程”而衍生出的学习困难或学习差距的重要因

素。同时，学业语言能力差异是影响学校班级内

部“再制”教育不公平的内在核心机制［2］。

从达尔文时代，语言学研究者开始以“日志”

和“传记”的方式对个体语言进行记录；CHILDES

语料库的产生将儿童语言研究引入了新阶段；多

媒体及Talkbank的同步记录分析为儿童语言研究

提供了新机遇［3］；心理学、语言学、生物学等多学

科的交叉拓宽了研究领域并丰富了研究内容。

故系统梳理儿童学业语言的起源、涵义和价值、

发展特征、影响因素、研究视角和方法、教育促进

等方面的研究，对提高儿童学业语言教育质量、

更好的实施因材施教、推动儿童全面发展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

一、学业语言的涵义、研究的视角及方法

（一）学业语言的涵义

Hymes、Cazden 等是首批提出学业语言（aca-

demic language）概念的研究者。20世纪70年代

末，Halliday等人以教育语言、功能语法及学习语

言等作为学业语言的最初命名形式，以界定这种

特殊的、不能通过自然的日常生活获得的语言能

力，以厘清语言与教育、语言与学习之间的关系，

以及语言对教育和学习的影响［4］。1980年 Jim

Cummins首次使用“学业语言”命名，将其定义为

一种“去情景化”（decontextualization）语言，主要

是基于区分基本人际交流技能和语言认知能力

的构想，并提出学业语言是以口头和书面方式理

解和表达与学校成功相关概念和思想的一种语

言形式［5］。但是，MacSwan、Rolstad等人认为“去

语境化”语言是一种误导，且具有不足论（a deficit

perspective）倾向［6］。

在我国较早关注儿童学业语言研究的学者

主要来自于华东师范大学。自2015年以来，周兢

等研究者相继对儿童学业语言的概念框架、影响

儿童学业语言发展的因素、儿童学业语言发展与

教育的途径进行一系列探究。2019年周兢和蒋

忠心将学业语言界定为一种不同于日常会话的

“语言语域”，是儿童语言发展过程中学习所运用

的一种特殊语言能力，可以通过口头语言进行交

流，但是具有书面语言特征的语言［7］。

由于研究者的专业背景、研究主题等方面的

不同，学界对儿童学业语言的界定存在着一定差

异。但是，相关研究在以下方面达成共识：首先，

学业语言不同于日常会话，日常语言是学业语言

发展的基础，也是系统性学业语言学习的必要条

件；其次，学业语言比日常语言更加抽象与概括，

具有总体性和规范化的特点，需要通过显性、系

统性教学来获得；最后，学业语言是个体提高认

知能力、发展抽象思维的重要手段。总之，学业

语言是指在具体的学校学习、非生活化的语言情

境下使用的具有语言规范的词或者句子，以口头

或书面的方式用于理解、表达某一思想或解决具

体问题，是一种不同于日常会话的语言。

（二）学业语言的价值

学业语言是辨识儿童语言认知发展的重要

标志，也是预测儿童未来学业成就的重要指标。

儿童学业语言学习与发展不仅是语言学习与发

展层面的问题，更是一项关乎儿童全面发展的深

层次问题。

首先，学业语言对儿童前阅读能力、青少年

时期的写作能力、学业思考和认知思维的发展，

以及学习质量的提高具有不可替代性。Einars-

dottir Johanna等（2016）人的一项有267位被试参

与、长达15年的追踪研究显示，儿童期的语音意

识与他们的学业成绩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且对

以后学业成绩具有预测性［8］；其次，学业语言学习

有利于儿童语言的进步与发展，特别是儿童对学

业语言相关词汇的理解、表述以及句法的运用；

最后，学业语言是儿童可持续发展的必备要素和

进行深度学习的内在需求，并对儿童第二语言的

学习、学习质量及学业成绩具有正迁移的作用。

Monica Axelsson（2017）分析了学生六次、长达117

分钟小组讨论录像，发现在学校日常学习中使用

学术语言，有助于学生构建学术文本，并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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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业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价值和意义［9］。此

外，Barr等（2019）以美国7152位4-8年级英语单

语和双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测验法探讨核心

学术语言技能（CALS）与儿童阅读理解能力之间

的关系，结果显示：学术语言技能水平与科学理

解句子、句法结构等水平成正相关［10］。

（三）研究视角与方法

学业语言对儿童学习与发展起支撑性作

用。儿童能利用学业语域的资源以话语展示他

们的知识，提高学术能力和创新能力。

1.研究视角

多学科整合的研究视角是揭示儿童学业语

言客观性、多样性和普遍性的内在需求。系统梳

理相关研究发现，当前以生态学、语言学及心理

学为视角的研究显著多于基于教育学视角的研

究。其中，以人类发展生态学和认知主义为视角

的研究最为普遍。

首先，以人类发展生态学为视角的研究，将

学业语言置于系统性的环境背景中进行探讨与

分析。布郎芬·布伦纳将生态环境视为一种重叠

的系统，包括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部系统、宏

观系统与历史系统［11］，其中微观系统是指与儿童

接触最为紧密的一个系统，较为典型的是家庭和

学校，家长和教师在儿童学业语言发展过程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以教师为例，相关研究表明，教

师能否开展丰富有趣的语言游戏活动、能否创设

刺激儿童自觉练习的学业语言环境、是否提供具

有儿童学业语言特征的读物、能否有效引导和支

持儿童学习语言是影响儿童学业语言发展的重

要因素［12］。

其次，以认知主义为视角的研究，将学业语

言视作是一种“去语境化”的抽象化语言，强调研

究者应在特定的认知要求与情境支持中研究学

业语言。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研究坚持语

言研究的“语域”（register）观，将学业语言视为“学

校语言”（the language of schooling），认为是在学业

语境中为实现特定功能意义、而借助特定词汇、

句法、话语资源做出的语言选择。在语言运用的

视角下，学业语言则被视作是儿童交往过程中存

在的表达信息与自我表达的挑战；儿童学业语言

能否持续发展与其词汇水平、句法水平及语用水

平紧密相关。

最后，以教育学为视角的研究，则将学业语

言视作是学校教育的一种“隐性课程”，并将其作

为儿童学业能力发展的重要基础。相关研究围

绕教育活动中学业语言的语域类型及其特点、学

业语言是否与儿童学业成功有关、说明性讲述活

动和学习故事是否影响儿童学业语言发展等问

题展开。

2.研究方法

当前有关儿童学业语言的研究，主要采用两

种方法：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简称：SFL）与语料库语言学。

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语言置于社会背景下，强

调语言的社会价值、社会关系或现实意义。例

如，蒋忠心，周兢等人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儿童学

业发展的特定性和差异性问题；Kurvers 则将学业

语言研究置于单语教育与双语教育的背景下，以

探讨学业语言形成背景及意义等。

语料库语言学是采用录音机与照相机记录

儿童语言，以特定格式输入存储不同国家儿童的

语言，将数据转录成计算机文件，并建立儿童语

言数据交换系统（CHILDES）。研究者在文件集

合中进行单词组合的全局搜索，也可以输入基本

文本进行新编码，并根据自己的独特需要对语料

进行编码和计算。史瑾等（2018）为调查儿童入

学语言准备的情况，采用刘焱等人研发的《幼儿

入学语言准备测查工具》对儿童整体语言水平进

行测试，通过编码的方式进行统计性描述，以评

估儿童入学语言的准备情况［13］。语料库语言学

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者能根据适当的语言环境和

背景，准确有效分析儿童的话语功能，这有助于

儿童学业语言研究地深入发展。

二、学前儿童学业语言的年龄特征及影

响因素

（一）学前儿童学业语言的年龄特征

1.儿童学业语言发展的一般特点

周兢，陈思认为学前儿童能够感知学业语言

使用的不同语境或场景，可以根据不同语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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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选择适合当前语言场景的词、句型、句法结构

等［7］。学前儿童逐渐开始理解并尝试使用不同类

型的关系词，如并列、因果、转折、递进等。同时，

学前儿童学业语言的关键采择能力逐步提高，逐

渐摒弃主观随意性，学会站在客观立场理解或表

达问题。Schleppegrell等（2001）研究表明学前儿

童开始关注并理解词汇、语法、句式的多用性，并

选择具有针对性的词汇进行表达，强调成人使用

简单、准确、科学及符合主题的内容对儿童学业

语言习得有着重要影响［14］。

学前儿童学业语言的特征是：第一，学业语

言主要以口头语言理解和表达为主要方式，句法

结构简单明了；第二，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其语

言理解与运用的主观随意性下降，学业语言能力

逐步提高，逐渐开始理解并尝试使用并列、因果、

转折、递进等类型的关系词；第三，儿童逐渐能辨

别学业语言使用的语境或场景，并根据场景所需

选择适宜的语言，掌握的学业语言词汇、语法、句

型的量持续增加。

2.学前儿童学业语言发展的年龄差异

儿童的学业语言发展具有规律性，并存在年

龄差异性。为探究不同年龄阶段儿童学业语言

发展水平，陈雪芸以“连词”为例，对 36名3—6岁

儿童进行看图讲述《好饿好饿的毛毛虫》的情况

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

（1）随着年龄的增长，连词的使用率与多样

性逐渐提高。3岁儿童可以使用连词，但使用频

率较低、类型单一；4岁儿童使用连词的频率增

多、类型逐渐多样化；5—6岁儿童使用连词的频

率、语法、句式增多，难度变大，且都能使用并列

词。

（2）难度系数逐渐增大。3岁儿童会初步使

用并列、转折和少数的因果关系词；4岁儿童掌握

了承接性和转折性的词；5-6岁儿童能使用转折、

因果、递进、并列等关系词［15］。蒋忠心，周兢以

115名4—6岁的维吾尔族和汉族儿童为研究对

象，探究儿童学业语言发展的差异性。结果显

示：随着年龄增长，不同族群儿童学业语言的词

汇多样性、句法结构复杂性及话语抽象性水平都

呈现逐渐提升的发展趋势［16］。

（二）学业语言发展的影响因素

文化、语言登记、家庭影响着儿童学业语言

的发展，“场域”即语言社群（language community）

分为“家庭语言社群”与“非家庭语言社群”，也是

影响学业语言习得的重要因素，其中前者强调学

业语言学习的自然性，而后者认为学业语言学习

具有刻意性；其次，“语言本体”不仅影响着学业

语言学习的情意（sentimental）层面，也影响着学

习的工具（instrumental）层面。此外，有研究认为

“在场效应”影响学前儿童学业语言学习。“在场

效应”指儿童与儿童或教师间并无实质性的互

动，但他们之间的互动及互动时产生的氛围也会

影响在场的其他儿童［17］，这也肯定了语言环境对

儿童学业语言习得的重要性。

总体看，儿童学业语言发展是主客体共同

作用的结果。从主观因素来看，认知水平、日常

语言（民族语言、地方方言、普通话）、语言兴趣、

年龄等是影响儿童学业语言发展的主要因素。

从客体因素来看，语言社群（家庭语言社群和非

家庭语言社群）、社会文化（地方语言、语言融

合、民族语言、语言交流等）、教师的学业语言观

念（对学业语言内涵与外延、结构与性质、功能

等的认识）及语言本体是影响儿童语言发展的

重要因素。

三、儿童学业语言的教育及促进研究

儿童必须通过外显的、专门的、系统的语言

教育活动才能获得学业语言。儿童对复杂句式

的推理能力、核心观点的采择能力、逻辑思维及

抽象概括的能力等是衡量其学业语言发展水平

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在儿童语言教育及促进的

相关研究日益增多。

第一，儿童学业语言学习和发展特点及教育

特征的研究。Michael Luna（2017）认为教师的扫

盲活动、有意识的书籍选择、连接单词和世界、建

模和脚手架、非语言暗示影响着儿童学业语言习

得特点和学业语言质量的提升［18］。

第二，儿童学业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的关

系、成人的学业语言教育观念及认识的研究。例

如，蒋忠心等人的研究发现：日常语言中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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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理解性、表达性语义、平均语句长度、句法与

学业语言发展之间呈正向相关性；儿童的学业语

言与他们的认知水平、教师的学业语言观念、实

践状况等紧密相关；基于上述，他提出了树立学

业语言目标意识、形成科学而全面的学业语言观

与发展观，强调儿童学业语言习得的主体性因素

等教育建议［16］。蒋忠心（2019）肯定了阅读、说明

性讲述活动及围绕某一内容的拓展性讨论对儿

童的学业语言学习具有重要的意义，提出了树立

儿童学业语言发展的目标意识，全面而科学的语

言发展观，提供精准的教育支持［19］。

第三，儿童学业语言教育方法与策略的研

究。赵辉等（2019）提出教师应该积极引导和组

织儿童使用学术语言，在幼儿园开展丰富的语言

游戏，选择具有语言规范的儿童书籍、精心创设

良好的学业语言环境来促进儿童学业语言的发

展［12］。在学业语言习得中明确目标与制定计划

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应强调教育者的榜样作用，

积极引导与支持儿童学业语言发展。

研究显示，家庭、教师或社会环境是儿童学

业语言发展与教育重要因素。文献梳理发现，当

前对教师的语言教育观念，儿童学业语言的测评

等方面的相关研究较少。

四、研究展望及教育启示

已有研究证实了学业语言对儿童未来学业

成就和全面发展的价值，界定了学业语言的内涵

与外延，探讨其特点和提升机制，取得了许多意

义深远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儿童学业语言研究

的成果，在理论上能增进对学前儿童学业语言内

涵、价值和发展规律的认知，在实践上能为成人

更好地指导儿童学业语言学习提供参考。然而，

在儿童学业语言研究领域仍存在需要持续深入

研究的问题。

（一）研究展望

第一，重视研究对象的代表性与普遍性。通

过中国知网数据库，以“学前儿童学业语言”、“学

前儿童学术语言”或“学前儿童书面语言”进行检

索，对符合主题的45篇文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当前研究在研究对象上以少数民族地区儿童为

主，有关汉族儿童学业语言发展的相关研究较

少；在研究地域上，以城镇地区为主，乡村地区较

少，而城乡儿童学业语言的比较研究更少。儿童

学业语言发展受所处环境、民族、地区等多种综

合性因素影响，少数民族儿童与汉族儿童、城镇

儿童与乡村儿童所处的环境不同，学业语言发展

水平及教育的方法策略必然存在着差异。故，未

来需拓宽研究范围，选取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研

究对象，更深入地揭示儿童学业语言发展与教育

地区、文化特征所显示的不同。

第二，关注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野下的研究。

系统功能语言学既探讨语言的本质、研究语言的

共同特点和一般规律，同时，也解释各种与语言、

语言使用及语义有关的问题［20］。系统功能语言

学认为语言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将其作为一种社

会符号语言而存在，强调其社会意义与价值，因

而在研究上体现出实用性、功能性与整体性的特

征。基于此，相关研究需注重文化背景，转变单

一的静态化语言描述，关注语言结构本身的复杂

性与内容的抽象性，探究儿童学业语言的文化适

宜性特征，进一步揭示“家庭内语言环境”、“儿童

自我语言登记”、“语言元认知能力”及“母语迁

移”等对儿童学业语言的影响。同时，研究者需

关注儿童学业语言发展的测评工作与“活动理

论”的重要价值。“活动理论”强调儿童学业语言

学习过程中特殊的形式——“活动”，认为活动中

的历史宏观结构会影响儿童学业语言习得的积

极性与主动性，进而有益于提高学业语言学习效

率［21］。

第三，采用学科整合的研究视角，关注本体

性研究。当前儿童学业语言研究主要分布在语

言学、教育学、生物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领域，

体现出两个鲜明特征。首先，各学科的研究各

自为营。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间具有

一定的交叉性，针对特定主题的研究具有相通

性和一致性。但对已有研究的分析显示，在儿

童学业语言的研究上学科界限分明，学科间整

合不够，难以形成合力推动儿童学业语言研究

的纵深发展；其次，各学科研究分布不均衡。从

已有研究来看，儿童学业语言的研究主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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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语言学和心理学两个学科，居于研究的中心

位置，研究成果的影响度较高，而教育学、生物

学等其它学科的研究较少；同时，儿童学业语言

的心理学或语言学的相关研究，针对本体性的

研究较少，诸如概念、特征，以及其中的词汇与

句法等［22］。

（二）教育启示

首先，需重视对儿童学业语言发展与教育的

规划。学业语言是儿童全面发展及未来学业成

功的重要基础，合理的规划是确保发展的前提条

件。第一，重视对儿童早期学业语言的登记。学

业语言登记强调承认和尊重儿童从家庭和社区

带来的语言资源的必要性，把他们已经掌握的日

常生活语言视为开发额外语言资源的基础。针

对儿童的学业语言教育需要理解并联系他们已

拥有的语言资源，以更好支持儿童开发新的构建

资源。学业语言教育既需要保持对儿童语言使

用的差异敏感性，也要对不同的语言使用方式保

持开放态度；第二，做好儿童学业语言发展登

记。学业语言登记册以多种方式表征儿童学业

语言发展，既尊重发展差异性，也帮助教育者更

好理解认识来自不同背景的儿童，以确保实施有

效的语言教育活动；第三，教师需要把学业语言

教育的理念逐渐渗透于游戏活动、教学活动、生

活活动中，并对每一具体活动制定适宜的语言教

育计划。儿童语言登记册的准备、语言发展登

记，具体语言教育活动实施不仅是教师学业语言

教育规划意识外显的表现，更是引导儿童学业语

言发展的航线。

其次，对儿童学业语言发展状况测评。近

年来，随着对儿童语言发展水平的重视程度不

断提高，有关儿童语言发展能力的测评逐渐受

到重视，但针对学前儿童学业语言能力的测评

较少。儿童学业语言教育实践需加强测评，尤

其是增加对幼儿教师、幼儿园园长及研究者的

支持力度，提升测评的积极性。同时，规范学业

语言测评，明确儿童学业语言测评的目的、内

容、测评方式，特别要选择访谈儿童、填空测试、

口述、依据儿童语料库测试等多样化的测评方

法［23］。适宜有效的测评是准确把握儿童学业语

言发展水平基础，在此基础上成人才能实施符

合儿童学习特点的、适宜于儿童学习与发展的

学业语言教育。

教育活动全面渗透学业语言教育。幼儿园

可根据实际情况设计专门性的学业语言教育活

动，如“说明性讲述活动”，引导儿童准确使用词

汇、语句，规范他们语言表达的逻辑性或条理

性；其次，设计专门的语言游戏活动，增进儿童

对学业语言的感知，激发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的

语言学习习惯。儿童认知能力与他们词汇多样

性、句法复杂性、话语抽象性之间呈正相关［19］。

家庭作为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接触最为紧密的环

境，对于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深远，家长的语言

习惯、语言逻辑及语言认知等会潜移默化地影

响孩子。因此，家长应重视培养儿童学业语言

的学习兴趣，提供支持性环境，来激发儿童学业

语言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例如，家长要选

择适宜于学前儿童的绘本、儿歌或其他读物，在

为儿童讲故事或亲子阅读时要有意识的避免用

词不当、句法结构错误，培养儿童对学业语言的

敏感性。

当前，学业语言已成为教育界与语言界备受

关注的热点话题，学业语言对儿童未来学业发展

及终身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故研究学业

语言亦是提升语言教育质量的内在要求。未来

如何确立儿童学业语言发展的目标意识、建立正

确的儿童学业语言发展观、如何充分发挥儿童学

业语言学习的主体性？如何获取更多的教育支

持？如何确保儿童学业语言教育的适宜性和有

效性等问题都值得未来研究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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