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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是个体问题折射在群体社会性行为的问题，涉及生活、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社会问

题。影响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的因素有家庭、学校、社会等，其中留守家庭人伦关系离散的变化造成农村留守儿童的语

境影响最为关键。本文将留守家庭看作特殊的“伦理实体”，围绕此实体建立系统的干预机制，即“明伦”“通理”“持道”的相互

支撑、落实符合道德原则言语行为的“执言”的内部干预系统，同时配合外在干预，即对留守家庭成员话语角色定位的指导，达

到文明乡村语言伦理秩序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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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vention System for Language Ethics Anomi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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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ling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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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guage ethics anomie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is an individual problem reflected in group social behavior，
which is a comprehensive social problem involving life，education，culture and other aspects.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linguistic eth⁃
ics anomie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include family，school and society，among which the change of the discrete relation⁃
ship between the left-behind family and the context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is the most important.This article treats
left-behind family as special“ethics entity”，builds systematic intervention mechanism around the entity，namely“understanding the
ethics”，“knowledge of truth”，and“ holding justice”to support each other; implements the internal intervention system of“speaking”
of speech behavior，which meets the ethical principles;cooperate with external intervention，namely“the guidance of discourse role po⁃
sitioning to left-behind family members”so as to achiev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ethical order of civilized rural language.
Key words: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language ethics anomie; intervention mechanism

收稿日期：2021-10-07；修回日期：2021-11-13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SGH20Y1300）；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21JK0330）

作者简介：王晓翌，女，河北顺平人，西安文理学院学前教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学前儿童语言教育，学前儿童文学研

究；张宣，女，陕西泾阳人，西安文理学院学前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学前教育统计与测量，学前儿童语

言教育评价。

■学前教育管理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2021年12月
第37卷 第12期

December 2021
Vol.37 No.12



秦旭芳，张 洁：情境、情感、符号：幼儿入园焦虑之“源”与“法”总37卷

一、问题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

化进程的发展，农村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

工，多地出现不同程度的“空心化”，带有“留守”

印记的社会问题随之日渐突出。“留守”的突出表

现是农村家庭成员结构的变化，对于农村留守儿

童而言，由于父母外出务工，原本以血缘为纽带

的家庭固定的联系体，“在社会把个人从这种联

系中揪出之后，家庭成员相互之间变得生

疏”［1］143，而留守儿童处于个体在社会化发展中认

知、情感、思维、态度、价值观等方面尚未定型的

成长时期，其对于留守家庭人伦关系变化的主客

观原因、现象或特征缺乏理智理性的认识，即在

“明伦”这个层面缺乏认知，久之，种种心理矛盾

直接反映在语言表达方式上，与人交往沟通出现

问题，严重者影响社会文明、人际和谐，成为个体

社会化进程中的主要障碍。

语言是人们的交际和思维工具，也是社会

文化的缩影和写照，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它反映着历史文化的内涵，显示着大众文明程

度的提高，反映了人们语言伦理观念的变化。

农村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语言交流出现问题，

诸如同伴之间出现语言暴力；家庭成员之间、学

生与教师之间的语言冷暴力；与社会人员发生

矛盾时出现语言的非道德与非理性事件及言语

道德失范现象。这种语言的表现超出社会伦理

规范，并深刻影响农村留守儿童成长发展的健

全性，在多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农村留守儿

童因口角发生群体伤害的案例较多，引起学界

关注到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问题，并思

考其产生的内在原因。

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问题是指由于留守

儿童身份及生长环境的特殊性，形成其性格及行

为习惯的不良反应，在与人相处及语言交流的过

程中，丧失言语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严重阻

碍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人际合作，对乡村文化氛围

和言语道德秩序产生不良的影响。

作为未来农村的主要建设者，农村儿童的

价值取向与素质水平不仅关系个人学习与发

展，还关系国民整体素质，对经济社会发展有

着重要影响。“十四五”规划中，国家将农业农

村工作要点指向推进农村现代化、实施乡村建

设行动、积极探索乡村文明建设新方式，将加

快实现乡村振兴作为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其

中乡村文明建设、提高农村儿童成长素质、为

农村儿童营造文明健康的成长环境，成为加快

建设农村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工作［2］。农村儿童

的发展，包括精神风貌、思想道德和知识结构

的培养，与国家形象息息相关，与下一代农民

的素质息息相关。“语言的健康与规范程度充

分体现整个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是社会和谐

发展最直接的外在表现形式。”［3］

如何解决留守儿童话语实践中出现的道德

失范问题？是否可以从言语行为和交际对象之

间的伦理关系入手，研究留守儿童的语言伦理失

范问题？“语言伦理”是从语言学和伦理学角度来

阐释言语行为中的道德伦理现象，探究言语交际

中的道德伦理原则等问题［4］。以此为研究抓手，

希望建立干预机制帮助农村留守儿童改善语言

环境，保障其健康成长。

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问题，如果从

语言学和伦理学的理论角度出发，借用黑格尔

的“伦理实体”的概念［5］，可以理解为留守家庭

既是伦理实体又是特殊的社会实体，这种特殊

家庭伦理实体在人伦关系离散的语境变化下

是否对农村留守儿童语言要素产生影响？这

种影响是否是多方面、多因素？留守儿童言语

行为的伦理失范问题，是否可以通过言语的主

体，即留守儿童自身，对“伦理”的体认进行内

部干预指引，在“明伦”“通理”“持道”的相互支

撑和促进的通道中，落实符合道德原则言语行

为的“执言”，再配合外部机制的干预，即留守

家庭成员话语角色定位指导，达到语言伦理秩

序的重新建立。

二、语言伦理理论对分析农村留守儿童

语言伦理失范问题的理论支持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能脱离社会意

识而独自存在、发展，因此它必然与社会伦理

道德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语言伦理问题实际

上是指道德和语言问题在相交融的情况下而

产生的问题，它实际体现的是语言应用过程中

所产生的道德问题，也是语言交际过程中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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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规律问题。

从语言学和伦理学的双重视角来阐释言语

交际行为中的道德伦理现象，探析话语建构和话

语理解的道德准则，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角色话

语主体进行评价和研究，通过培养公众的言语道

德素质，使之知晓言语交际中的道德原则，构建

良好的言语道德规范系统，从而有效提高公众的

言语道德素养。这些理论对研究如何提高农村

留守儿童们整体道德素养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指

导作用，对于解决留守儿童交际领域出现的新问

题和新情况有很好的理论支持。

在黑格尔的“伦理实体”思想中，将伦理关系

与伦理秩序的内涵作为“伦理实体”的重要的支

撑。伦理就是人伦道理，就是人之为人之理，也

是人与人、人与自己、人与家庭社群“在一起”之

理。作为家庭的伦理关系本身是家庭结构体系

中的纽结，各个纽结协调稳定，表现在宏观上就

是社会伦理生活的秩序，微观上就是家庭和谐稳

定，彼此契合有体，社会家庭伦理关系就呈现出

有秩序。

农村留守家庭当前正处在伦理关系、伦理

秩序变化时期，从留守家庭人伦关系变化角度

上观察，则会发现现实存在的伦理关系体系存

在着内在秩序、外在秩序、规范要求彼此错位的

现象。当农村留守儿童面临常年不能与父母在

一起，其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发生根本变化时，

本有的伦理秩序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根据，

留守儿童被迫接受新的伦理秩序，在这种新旧

伦理关系的更替过程中，不仅会产生矛盾，也会

伴随着某种暂时的秩序紊乱，这种紊乱是发展

过程中的暂时失范，留守儿童的语言伦理失范

就是一种反映，其失范失德的语言如果被激化，

便会引发社会的冲突。

三、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的表现

——以秦岭南部陕西境内农村为例

以川、陕、鄂、豫的交界地带的秦岭南部地区

汉中、安康、商洛三地为例，作为陕西省劳务输出

的重地，一些县成为留守家庭数量最多的县，留

守儿童数量占到当地义务教育人数总量的

38.4%。我们对当地中小学教师和家庭看护者、

留守儿童共838人进行访谈及问卷调查。

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农村留守儿童在与家人

（照看者）沟通、或与同伴交往中，言语表现都出

现过激或冷漠的现象。

（一）语言的冷暴力伤害

留守儿童的语言冷暴力常常被认为是留守

儿童性格所致。在与留守儿童家中照看者、邻

居、学校老师的访谈中，有 48.45%的被调查者

（家长看护者、学校老师、邻居）认为留守儿童在

语言交流上表现出冷漠、无话语交流、疏离、漠

不关心、故意躲避，沉默寡言，表现出与家庭成

员人伦关系的疏离。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留

守儿童健康成长会受到很大程度影响，尤其对

于3-12岁的儿童，其语言、心理、性格正处在未

稳定的发展期，缺乏语言的沟通，形成语言的闭

塞，对成长中的儿童造成极大的危害，问题会在

其成年后愈发显现。

（二）农村留守儿童语言的暴力伤害

与语言冷暴力相反的现象是语言暴力，调查

中有36.04%看护者认为农村留守儿童在日常学

习生活中语言交流容易冲动、任性、用词粗鲁、习

惯用出言谩骂来解决问题。与祖辈一起生活的

留守儿童，明显表现出缺乏教养，不听教导，我行

我素，顶撞祖辈的言语行为成为习惯。有54.77%

的教师认为，留守儿童与同伴产生矛盾时习惯使

用方言大声争吵，校园里频频发生矛盾摩擦，严

重者有打架斗殴事件发生等。

纵观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的各种表

现，我们会发现，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背

景和产生的原因。一方面留守儿童自身对留守

家庭人伦关系变化的认知不足；另一方面，社会

对留守家庭伦理教育断层；第三，农村社会的语

言文明伦理规范的缺失程度被忽视；第四，政府

部门干预机制不够健全等多方因素。

四、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原因形

成的逻辑推理

（一）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的主体

根源

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的主体根源是

指留守儿童自身体认的问题，它涉及到对“明伦”

“通理”“持道”的认知，体现出留守儿童语言伦理

方面的言语觉悟、言语自主、言语自律等诸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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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探究。

1.自我角色认知——对于“明伦”的缺乏认知

对“伦”的定义，传统概念上指封建社会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特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

的关系［6］896，而普遍“家庭”的定义是指生活在一

起带有直系亲属关系的组合，家庭便成为这种

“人伦”关系的“实体”。“人伦”是人自我肯定即

“肯定自己是一个人”的根本，但由于横向文化的

多样性以及纵向家庭结构类型的变迁，构成“家

庭”概念的层面应该有现实和意识两个方面，“现

实”表现为家庭的实体形式，而“意识”则是凝聚

家庭形式与内容的核心［7］4。农村留守儿童家庭

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实体”由于父母长期的外出

而显得支离破碎，家庭成员话语角色定位也发生

了变化，例如，原本是父亲、母亲的话语角色变成

了祖父或祖母或其他亲属。

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而言，标准家庭结构被解

构，人伦关系实体表现为离散状态，但由于距离

和时间不一定能阻断留守儿童对家庭自我意识

的紧密相连，家庭的凝聚力、向心力依然很强。

例如，大部分农村留守儿童想念自己的父母，希

望父母回家陪伴，渴望与父母经常联系，这就使

留守儿童的家庭自我认同意识与传统上视为家

庭“实体”的东西之间出现了偏离［8］46。

由于缺少父母陪伴，人伦关系角色缺失，导

致留守儿童人伦道德认知上产生断层，即人伦道

德的体认渐渐淡薄。断层致使留守儿童对人伦

秩序的认知混乱，不认同、不接受或被动接受的

心理长期存在，表现在人伦交际中，言语沟通能

力丧失，人伦道理在言语交际应用中缺失。从调

查的结果看，一部分留守儿童沉默寡言，不善交

流，有强烈的自卑感，保守封闭自我，无法很好地

与人交流，即形成内向性的非社会性行为表

现［8］102。另一方面，一部分使用方言争吵成为普

遍现象，访谈中58.35%成人认为留守儿童存在文

明礼貌用语问题，缺失理解和沟通，没有正确的

释放途径，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交流表现为外向性

非社会行为非常突出。

2.对“通理”的偏差，言语行为理性缺失

留守儿童因之对“明伦”的模糊，产生不理

性的措施和行为，即导致言语行为违背道德规

则的“理”。正常关系的家庭，儿童与父母的亲

子关系是要靠道德本分因子维持家庭的伦理

情感，同样在对待他人时，也会将之作为对待

他人的一种自觉伦理要求，这是使整个家庭和

社会良序运转的必然要求，这种要求在正常家

庭中是潜移默化的培养，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

成为其固定的意识。道德本分就像康德所说

的“为道德而道德”，不仅合乎道德律，而且要

本乎道德律，并且是首先要本乎道德律［9］76。康

德强调的是这种道德本分只能是伦理主体自

己的一种自觉要求，是自己对自己提出的要

求，是一种道德自律，而不能演变为或理解为

外界、他人对自己提出的一种伦理要求，只有

道德规范由外在的他律上升到自律阶段，才能

真正体现出道德不同于法律的特殊性。也就

是说，要求个体以道德本分来对待他人，这只

是从个人自己的角度讲的，而非从他人或社会

的角度讲的。而这种道德本分在留守家庭儿

童成长的过程中认知缺失。

如果农村留守儿童没有将变化后的家庭成

员关系视为融为一体的、并吸收伦理情感因子，

没有把留守家庭结构视为一种共同体，而只是把

它看作被动的孤立集合，那么就不能自律规范，

甚至出现违背道德规则“理”的言语行为。

3.持道的缺失——缺乏坚持道义的判断力和

坚定的信仰

从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的表现上看，

对明辨是非、判断真假善恶的能力薄弱，大部分

言语的表述内容及言语行为反映出农村留守儿

童思想中的“人伦”道义是空白、模糊、不稳定，所

持有的“德”规范缺失，所谓“立德树人”，“德”的

培养在于一个人从小树立培养的“持道”信念，究

竟坚持什么？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而言是不确定

不清晰。

“人伦”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历史起点与逻

辑始点，中国哲学将“伦理”与“道德”相接相

联，“伦理道德”是从“伦”开始的。所以，如果

借用孔子的话语，“伦”或者说“人伦”就是中国

传统伦理与伦理传统的“一以贯之”之“道”。

农村家庭本该有的传统的人伦道义的教育在

“空心化”的家庭结构变化之后，也随之弱化，

“道义”“信仰”在留守儿童的生活中模糊起来，

通俗地讲，就是在留守儿童心中没有清晰和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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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所要坚持和遵守的东西，那么表现的言语

行为就是无规范可言。

（二）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的社会影

响

1.家庭成员人伦关系的五个断层是家庭环境

对留守儿童语言直接的影响

访谈中，通过对不同类型留守家庭的调查，

深度了解造成留守家庭成员话语角色定位变化

的原因，即五个方面的断层问题：人伦关系的断

层、人伦道德的断层、人伦情感的断层、人伦秩序

的断层、人伦交际的断层。

人伦关系的断层是指在留守儿童家庭中人

伦角色的缺失。隔代抚养的家庭，父母角色完全

缺位；假性单亲家庭，大多父亲角色缺失；寄养家

庭一般亲戚代为照看，父母、祖辈角色缺失，这类

留守家庭的儿童问题最突出。

人伦道德的断层是指留守家庭环境对人伦

道德的体认淡薄，家庭成员对儿童的人伦道德教

育是空白，无论看护者还是远在外地务工的父

母，少有意识到在家庭人员结构变化下如何引导

和教育儿童面对家庭的变化，如何健康地适应家

庭成长环境。

人伦情感的断层指留守儿童与异地父母人

伦情感的长期疏离。

人伦秩序的断层指人伦秩序的认知混乱，

越是年龄幼小的留守儿童对家庭人伦秩序的

变化越是认知不清，比如会把祖辈完全认同为

父母，这样的认知不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人伦交际的断层是指人伦道理在言语交际

应用中缺失，主要表现在成人的言语交际习惯

对儿童的言语交流产生至深影响，部分留守儿

童在与同伴产生矛盾时，言语的不理性与不道

德完全出自留守家庭看护者的言语影响。

2. 家庭成员对留守儿童语言发展关键期的

忽视

日本心理学家诧摩武俊提出：当我们考虑性

格形成的问题时，不可忽视的是，有时仅仅是一

次偶发事件，就会给一个人留下强烈影响［10］。面

对留守家庭现状，我们思考的是留守儿童是否适

应留守生活、是否存在较多的负面感受？在本次

调查中58.6%的儿童第一次被留守的年龄在6岁

以下，说明一半以上的儿童是在学龄前就被留

守，而这个年龄段正是儿童语言、心理、智力发展

的关键时期，而留守家庭外出打工的父母及在家

看护的祖辈都没有考虑或者无法顾及错过这个

关键期会给儿童带来的不利影响。

学前阶段的儿童正需要父母陪伴、关注吃饭

穿衣，在父母面前撒娇，但农村留守儿童却远离

父母，正常的血源亲情隔得较远，寄人篱下的感

觉从小根深蒂固，说话做事小心翼翼，有的留守

儿童常常望着远方发呆，说不出话，语言能力错

失了更好的发展关键期［11］65。

另一方面，隔代抚养使家庭原有父母的话语

角色转变为祖父母，调查显示祖辈的娇惯、缺乏

监督和管教的能力，致使留守儿童自律道德水平

偏低，道德意志薄弱，在语言伦理问题上表现为

在家中不听祖辈教导，或以粗暴语言顶撞，或保

持沉默，或我行我素，说谎、吵架、谩骂甚至在学

校欺负同伴，做出违背道德的事件。

3. 社会对留守儿童语言伦理问题的忽视及

“语言伦理”教育的缺失

首先，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问题长期

以来被社会、学校认为是留守家庭个体问题，社

会可管可不管；教育则是主要学习，管理者在学

校；作为留守儿童监护者的父母、祖父母、亲戚则

对课程学习、道德教育、身心健康教育普遍实行

能管则管、有空则管、无空不管的办法，尤其对语

言发展过程中的语言态度和语言选择更是极其

忽视。调查显示，88.3%的留守儿童在日常生活

中运用方言交流，而学校、家庭、村镇政府对这一

现象并未有指导和纠正。

其次，由于乡村文化习惯中，一些陋习仍然

存在，致使家庭、乡镇社区的语言群体未能形成

良好的语言交际环境，未能给留守儿童树立良好

的语言榜样，语言伦理教育不仅对农村留守儿童

缺失，对留守家庭成员、乡村社区成人、学校老师

等也长期的缺失，这是乡村未能形成语言文明氛

围的关键因素。

五、留守儿童语言伦理问题干预机制的

建立

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问题不是个体的问

题，通过个体能够折射出群体存在的问题，它是

一个包括生活、教育、心理、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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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单一部门不能彻底解决，需要较为完

善的体系干预指导，不仅有政府的指导和监督，

更要充分发挥家庭的重要作用、学校的基础作用

以及社会的补充作用。

构建科学、客观、合理的留守儿童语言伦理

失范问题的干预机制，实现机制的有效性，集合

社会各方力量与政府相关部门的长期有效沟通，

明确社会力量介入的正确方式、方法及渠道，只

有政府、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更好

解决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问题。

（一）建立“明伦—通理—持道—执言”的系

统性的干预机制

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问题干预机制

由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构成，内部机制是指从言

语主体——留守儿童自身对“伦理”的体认进行

干预指引，在“明伦”“通理”“持道”的相互支撑和

促进的通道中，落实符合道德原则言语行为的

“执言”。在配合外在机制的留守家庭成员话语

角色定位指导，达到语言伦理秩序的重建。如图

1所示。

图1 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问题干预机制

1. 内部干预机制——言语道德规范的自身

体认系统的建立

“明伦”即明白人伦关系、人伦情感、人伦道

德、人伦秩序。留守儿童语言伦理问题首先要解

决儿童的心理问题，对留守家庭结构的理解、家

庭成员角色话语的接受、自身角色在家庭、社会

中的认同等，这是留守儿童自身体认的一个过

程，也是心理成长的必经之路。

加强角色话语的认同感，有助于留守儿童对

社会形成积极、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在其成长的

过程中能够正确理解个人角色、家庭结构与社会

的关系，从而形成积极、健康的人生态度，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念［12］125。

“通理”即通晓道理、理性等语言所体现的信

息。要达到留守儿童“明伦”的目的，就必须采取

“通理”的措施，进行优秀的传统文化中“长幼有

序、礼义廉耻”等教育，加强对人伦道德层面知识

的知晓度，懂得语言信息的表达需要通过道德伦

理来规范。

“持道”即坚持道义、规范、道德、文明。用正

确的“明伦”之心，通晓“理”的素质积淀，指引留

守儿童具备真假善恶的判断能力，自觉遵守语言

规范，符合社会道德的要求，坚持文明用语的好

习惯。

“执言”即依照心中所想用语言表达，语言伦

理秩序的建立。在“明伦”“知理”“持道”的培养

和教育，最终落实到言语行为的“执言”上，言语

道德、言语觉悟、言语自律、言语理性、言语自信、

言语自主、言语意志、言语文明、言语和谐的语言

伦理秩序才能建立。如图2所示。
（儿童自身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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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人伦关系、

人伦情感、人伦

道德、人伦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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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内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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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部干预机制——通过留守家庭成员的

话语角色定位指导的，能够为农村留守儿童建立

起和谐语言生活环境。

外部干预机制通过政府、村镇社区的介入，

对留守家庭成员的话语角色的定位指导，如政

策扶持、教育宣传、专家指导等，对目前无法改

变的家庭结构，进行社会角色称谓的认知和职

能的认可指导，对家庭成员人伦关系的重新认

知，每个语言体系中的话语角色定位的确立 ，

都是同其伦理道德密切相连的，任何言语交际

行为都不可能超越社会道德的约束，因此使家

庭成员人伦关系断层衔接、家庭成员语用行为

的相互认可，是政府应该采取措施进行干预指

导的必经之路。

外部机制干预的结果，使言说者言语行为的

实施负有一定的社会道义责任，并受公众道德规

范制约，最终帮助留守家庭、村镇社区营造良好

的语言环境。

（二）结语——语言和谐与农村留守儿童的

社会融合

和谐的语言社会应该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即：文明和善的语言人，规范纯洁的语言体系，平

等互惠的语言关系，井然有序的语言发展和恰当

有效的语言运用［13］。乡村振兴，文化教育不能缺

位，对于农村的留守儿童，尤其做文明和善的语

言人其意义更加重要。不仅要教育留守儿童，提

高他们的素质和语言能力，同时也要通过恰当的

手段引导、宣传、教育，只有各个层面的不同社群

的人都成为有素养的文明人，真正的语言和谐才

能实现［12］125。

因此，倡导农村乡镇环境下的家庭、社区、村

镇、学校的不同语言社群和谐共进步、互相促进、

建立文明的语言关系，正确的语言伦理教育能够

推动农村留守儿童的语言健康发展和乡村文化

的文明进程繁荣，增进社会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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