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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对方言习得影响的调查研究
韦炳旭  南京审计大学会计学院会计系  汤银卉  南京审计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系

摘要：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是我

国在世界文化上站稳根基的首要任务。方言作为我国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方言势在必行。方言是一种交

流方式，更是一种情怀，恰当处理方言问题可以有效推动

情感交流和社会发展。家庭教育对方言的传承和发展将会

发挥重大作用，潜移默化中激发孩子对亲人依恋感和对故

乡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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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言发展现状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以及城镇化、普通话的普及，方

言的使用范围正在逐渐缩小，年轻一辈听不懂父辈的方

言、甚至不会说方言已经成为常态，所以方言保护迫在眉

睫。而家庭环境是最适合方言成长的土壤和保护伞。

然而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于家庭教育中使用方言的态

度并不相同，根据统计，大约有 60% 父母对于教育孩子

使用方言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40% 的父母会有意识的

教孩子方言，旨在让孩子不忘乡音。在南京地区，我们通

过调研发现，祖父辈们与孙子辈交流一般都采用方言，经

常使用方言的交流的占据 70%，每天使用普通交流的只

用 18% 左右，偶尔以及有 11.27% 的父辈不会使用方言与

孩子们沟通。父母们对于父辈用方言教育孩子的态度也不

同，45.56% 的人能够接受父辈用方言与孩子沟通，甚至

有 16.07% 的人认为父辈使用方言与孩子沟通非常的欣喜。

然而，部分家长则担心父辈用方言跟孩子交流会影响孩子

普通话发音，让孩子在以后的学习中会被同龄人嘲笑。这

种情况对于方言传承来说不可谓不严峻。

曾经在全国两会和地方两会上有代表呼吁社会关注

方言甚至提出在幼儿园和中小学开设方言课，显然这是值

得商榷的。且不说开设方言课与我国“推广普通话”的精

神相违背，农村及城乡结合部地区根本没必要专门开设课

程，家庭就是他们学习方言最好的课堂，而城市的小孩课

堂学习也只是流于形式，即使学会了也没有使用的必要，

而且学会的很有可能不是他们的本土乡音，这样的学习没

有任何意义，只会徒添学生的压力。所以，就方言课堂学

习来说“农村不用学，城市学不会”。

二、家庭是方言成长的土壤

父母是孩子成长路上的第一位老师，孩子的语言、生

活、情感都带有父母的影子，所以方言学习最适宜的环境

就是家庭，所以作为家长应该鼓励孩子在家说方言，在学

校说普通话。这首先就需要家长具有一定的文化保护意

识，家长需要认识到方言在文化传承与保护中的重要性。

方言是一种联系家庭与故乡情感的纽带，现在很多情况是

父母外出务工在大城市中安身立命，他们的孩子也因此成

为城里孩子，对故乡并没有多少情感，对方言更是知之甚

少，这就造成了逢年过节回乡时老人与小孩沟通困难的尴

尬场面，所以让小孩学习故乡的方言在情理之中。父母亲

朋之间所说的乡音饱含着真真切切、原汁原味的情感，只

有饱含情感的方言才能真正的传承给下一代，才能激起孩

子对故乡的情感。

在美国，有很多家庭不仅讲英语，还讲其它语言，如

果家庭中同时讲 2 种语言，宝宝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

触这 2 种语言 ( 甚至更多 )，他们可以同时学会 2 种语言。

家长的反馈和很多研究都表明，宝宝是具有这种强大的学

习语言能力的。在宝宝正常的语言发育阶段，他可能更熟

悉其中的一种语言，但过一段时间后，他就可以把 2 种语

言区分开，可以用 2 种语言很好的交流，只不过宝宝更擅

长用其中的一种。所以教孩子家乡方言，并没有什么不对

的，反而有利于孩子更好的进行智力开发。

同时，家庭中方言的学习已不仅仅是语言的传承，更

是一种文化的延续，这样更容易使孩子对方言学习产生兴

趣。孩子在自然环境中的学习效果要远远高于课堂学习，

家长如果在孩子幼儿园和小学阶段进行方言与普通话的合

理教育，就能使孩子语言教育取得很好的效果，潜移默化

中将家乡方言与地方文化传承下去。

三、温馨的语言引导是方言传承的法宝

方言传承一般从婴幼儿开始。牙牙学语的孩子最为单

纯，在他们的世界观中，通常都是非好即坏，所以很有必

要在成长初期向孩子灌输语言平等的思想。即使你自己都

不相信，也还是应该先向孩子们灌输这些理想主义观念，

这就跟童话故事一个道理，如果父母没有在我们小时候植

下这些梦，我们长大后又怎有勇气面对这现实的世界。所以

在教育方式上要有所侧重。教育小孩方言，要激发他学习的

兴趣，将他置身于方言环境中，感受方言的美好，感同身

受才是最有效率的学习方式，而不是教科书般的死记硬背，

硬生生剥夺了学习的乐趣，从而使孩子对方言感到厌恶。

综上所述，通过调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方言

正在逐渐地走向衰亡，所以教育部及我国政府必须高度重

视这一种文化，不要当它彻底消亡才流下悔恨的眼泪。家

庭教育中要开始重视方言教育，让孩子从小感受家乡文

化，对家乡还有方言产生浓厚的情感，让家乡不再只是一

个地名的存在。

当下之急，就是让一代代传承各地的方言，不能让他

们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让我国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子孙

后代能够有根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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