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李宇明（2018a）指出，“海外汉语学习者

的低龄化”现象客观存在且尚未得到学界的足

够重视，而“海外华人母语传承的带动”是推

动低龄化趋势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一论断

与我们长期的海外华文教学观察相吻合。海外

华文教学对象正在向低龄化发展，幼儿和中小

学阶段的学习者正迅速增加（郭熙、王文豪，

2018）。华裔儿童在海外低龄汉语学习者中占有

较大比例①，其华语传承的意识和行动在一定程

度上也带动了非华裔儿童学习汉语，从而成为

促进海外汉语学习者低龄化趋势形成的一个主

要因素。因此，重视海外低龄华语学习者研

究，既是当下海外华文教学的现实需求，也对

海外华语的保持、传承及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儿童在语言学习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他们

“易于学得地道，易于建立语感，易于产生语

言感情，甚至产生语言认同。”（李宇明，

2018a） 透过儿童语言学习的普遍规律来看华

裔儿童的华语学习，加强海外华语学习低龄化

现象研究，亦凸显出更为重大的意义，即有助

于海外华语及中华文化保持与传承，有助于中

华情结的培养与建立，有助于华裔身份及中华

文化认同的产生。

契机与挑战并存。在看到低龄化对于华语

学习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通过观察也认识

到，目前华裔儿童的华语学习主要存在以下问

题：（1）学习者把华语学习单纯地理解为一种

“必须”完成的任务；（2）所学内容很少能够

应用于学习者的语言生活；（3）华语资源相对

匮乏，影响华裔儿童的华语习得。

简而言之，兴趣不浓、功用不强、资源不

多。反思问题的形成，原因之一是我们对学习

者“低龄”特征重视不够，缺乏相应的针对性

研究。从问题出发，我们的研究应立足于引发

华裔儿童学习华语的兴趣，并使之持久保持；

拓展华语之于华裔儿童的功用，并使他们从中

获得成就和满足；为华裔儿童开发优质的华语

学习资源，以积极促进他们的成长。这些既是

解决上述问题的路径，也是海外华语得以保持

和传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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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华语研究为华文教学提供了多方

面的理论指导，同时华文教学也对华语研究

提出了多角度的深化需要。作为一种“祖

语”或者说“传承语”教育，华文教育必须

更好地与华语研究衔接起来，而从华语学习

者的实态出发，深化华语研究，是做好衔接工

作的重要基础。（郭熙、王文豪，2018） 为此

在笔者看来，发挥华语学习者的低龄优势、解

决华裔儿童华语学习的实际问题，还需要深化

以下三方面研究：（1）深入调研海外华裔儿童

的华语使用情况，以全面了解他们的华语生

活、华语态度以及华语学习需要；（2）深化海

外华人家庭的语言管理研究，以洞悉家庭语言

政策与华裔儿童华语意识、华语实践的相关

性；（3）深化华语功能研究，多层面建构华裔

儿童的华语学习需求、拓展华语功用，为华语

学习资源的开发奠定基础。

1. 从“语言实践”看华裔儿童的华

语使用

关于全球华语研究的视域及其引发的相关

问题，刁晏斌（2018：87-112）曾从“本体研

究”“社会语言学”“现代汉语史”三个方面进

行了详尽阐述。目前华语使用研究多属于社会

语言学视域的探讨，成果多为宏观的、针对华

人社区所进行的语言调查，其内容涵盖对华

语、方言、英语或当地语言的使用情况、语言

态度的调查，以及基于调查延伸出语言维护与

语言转用、语言传播、双语与多语等方面的研

究（如王晓梅，2017；赵敏，2011；游汝杰，

2015；郭熙等，2016；陈颖，2016；如彭茹，

2016；刘华等，2018）。这些研究，其对象多

选自同一区域的成人，以问卷、访谈为主，结

论具有显著的区域性。这方面成果的不断丰

富，使全球华人社会的语言状况得以日渐

清晰。

较之上述研究的日臻完善，我们对于华裔儿

童 的 华 语 使 用 情 况 了 解 得 还 不 够 。 盛 静

（2012）、李丽等（2013）、康晓娟（2015）、张会

（2015）、王晓梅（2016）、郑军（2016）等，针

对华裔儿童的家庭语言背景、华语能力、华语

使用意愿及学习动机等方面进行了调查或描

述。由于家庭因素对儿童（尤其是低龄儿童）

的华语习得与使用至关重要，这些成果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了我们对华裔儿童华语使用情况的

宏观认识，但从华语研究的意义和任务来看，

海外华裔儿童的华语使用研究仍有待深化。

海外华裔儿童是华语教学的主要对象，是

华语保持研究的重要群体，其华语使用情况是

观察族群认同、华语活力、华语语言规划的一

个重要视角，在某种程度上预见、影响着海外

华语的未来。然而，与成人不同，儿童很难准

确地描述自己的语言能力和言语行为，很难抽

象地表达自己的语言意识及语言管理策略。为

此，对华裔儿童的华语使用进行调研，应把重

点放在其语言实践的考察上。

关 于 语 言 实 践 ， 博 纳 德 · 斯 波 斯 基

（2011：7）将其定义为“对语言库中各种语言

变体所做的习惯性的选择模式”。所谓“语言

库”，既可以指某一社会中所使用的各种语言

及其变体的总和，即“社会语言库”；也可以

指个人所掌握的各种语言及其变体的总和，即

“个人语言库”。显然，我们这里所要进行的属

于后者，即对华裔儿童个体所掌握的各种语言

及其变体习惯性的选择模式进行调查。具体研

究思路及内容如图 1所示。

语言的选择

模式

语域视角 语码视角

角色关系 场景 话题 语码转换 语码混用

图 1：华裔儿童语言实践深化研究的思路与内容

盛继艳：从海外华语学习者的低龄化看华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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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实践是可观察的语言行为和语言选

择，它反映了人们选择的语言特点和人们使用

的语言变体，体现语言政策，具有经常性和可

预测性的特点。（博纳德·斯波斯基，2016：
5）关于华裔儿童语言实践，可从“语域”和

“语码”两个视角展开。“语域理论”认为，语

域首先指一个社会空间，例如家庭、学校、小

区、教堂等，具体可通过参与者、地点、话题

三个特点或成分来划分语域。（博纳德·斯波

斯基，2016：4） 也就是说，角色关系、场

景、话题影响语言选择，对这些方面的研究将

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华裔儿童的语言特点和语

言意识。与“语域视角”相比，“语码视角”

更侧重语言选择模式的具体形式。基于儿童语

言能力发展特点的考虑，我们认为，对广义语

码转换作句间语码转换和句内语码混用区分，

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华裔儿童的语言特点和语

言能力。

此外，鉴于研究对象的低龄特点，研究方

法应以观察法为主，视年龄层次辅以访谈等

方式。

2. 深化家庭语言管理者行为研究

“家庭语言规划研究”应该视为华语研究

跟华文教育对接的重要课题之一（郭熙、王文

豪，2018）。海外华人的家庭语言生态多为包

括华语在内的双语或多语环境，大多华裔家长

对于华语的代际传承较为重视，在家庭成员之

间的语言使用以及子女的语言能力发展等方

面进行着或显性或隐性的规划活动。这些规划

活动，与家庭成员的语言意识、语言实践共同

勾勒出了一个家庭的语言政策概貌。

近年来，家庭语言政策研究从理论到实证

成果丰硕，为华人家庭语言规划研究提供了理

论基础，拓宽了研究视野。如 King & Fogle在
《家庭语言政策》中，通过对 24个双语家庭的

调查发现，影响父母语言选择的主要因素包括

“通过阅读文献了解到的双语认知上的优势”

和“家长自身语言学习的经历”两个方面①；

Riches & Curdt-Christiansen《儿童语言发展和

知识能力培养：来自蒙特利尔社区父母的研

究》一文发现，父母的期望和教育背景在他们

对孩子的语言教育决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②；康晓娟 （2015） 考察了华裔家长的语言

使用、对孩子语言学习的期望与投入等对孩子

华语学习的影响；王玲（2016）基于调查分析

了父母语言意识与家庭语言规划以及儿童最终

语言使用状况的关系；王晓梅（2016）以马来

西亚槟城浮罗山背的客家人家庭为研究对象，

探讨了家庭语言意识形态对家庭语言实践的影

响③；李国芳、孙茁 （2017） 则基于 4个家庭

的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管理及实践的案例分

析，归纳出了加拿大华人家庭语言政策的类型

及成因。

我们知道，家庭语言政策由家庭成员的语

言意识形态、语言管理及语言实践三个方面构

成，三者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关系。关于“语言

管理”，博纳德·斯波斯基（2011：6-7）将之

定义为通过各语言干预、规划或管理的方法来

改变或影响语言实践的具体行为，是某些拥有

或声称拥有特权的人或团体所付出的显性的或

可见的努力，其目的是为了改变语言域中人们

的语言实践或语言信仰。语言管理对于家庭语

言政策的构建、家庭语言生态的改变都十分关

键。就华语保持而言，海外华人家庭语言生态

所面临的困境是，家长在华语代际传承上所做

出的努力很难被孩子“欣然接受”，并且随着

孩子社会化程度的加深，其华语能力甚至会呈

现明显的弱化趋势。“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家庭语言管理所存在的问题：（1）家长的

语言管理没能引发孩子学习华语的兴趣和能动

性；（2）家长的语言管理没有充分地转化为所

期待的语言实践。

鉴于上述观察和思考，我们认为可通过

对语言管理者行为的深化研究来洞悉家庭语

言政策与华裔儿童华语意识形态、华语实践

的相关性，以实现引发华裔儿童华语学习的

能动性，并最终改善“困境”；研究重点应放

在“家庭语言管理者语言管理行为的能效研

究”上。

①转引自张晓兰《家庭政策研究之过去、现在与未来》，刊于《语言战略研究》 2017年第 6期。

②同上。

③转引自王晓梅《全球华语国外研究综述》，刊于《语言战略研究》 2017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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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语域中，语言管理者通常是家长，

而语言管理对象指的是家庭成员个体或群体的

语言生活，具体包括语言行为、语言习惯、语

言能力发展及相应的语言意识等。从构成语言

政策三方面的关系来看，语言管理通常是语言

意识形态的具化和执行，并对语言实践进行尝

试性干预；但事实上，在家庭语域中语言管理

者的语言意识形态并未完全且充分地具化为语

言管理行为，同时语言管理也并非完全在语言

实践中有所体现 （李国芳、孙茁，2017），造

成三者对接“偏差”或“不充分”的诸多因

素，应该成为语言管理者行为深化研究的立

足点。

总之，相关研究可从如下几方面展开：

（1）家长语言管理行为对其语言意识形态的具

化研究；（2） 家长语言管理行为向孩子语言

实践的转化研究；（3） 家长语言管理行为与

孩子华语学习的兴趣及能动性的相关性研究；

（4）家长语言管理的目标层次性及行为策略研

究等。此外，研究过程中还应注意这样几对关

系：简单管理与组织性管理、主观意愿与客观

局限、家长的语言意识形态与孩子的语言意识

形态、语言能力目标与认知发展目标、个案的

差异性研究与整体的类型化研究。

3. 多角度深化华语功能研究

语言是什么，语言具有哪些功能，不同时

代、不同流派的语言学家都有着不同的阐释。

李宇明 （2018b） 认为语言是人类用于交际和

思维的最为重要的符号系统，是文化最为重要

的组成部分，是文化最为重要的负载者、阐释

者和建构者，且常常具有民族“图腾”的作

用。李宇明、王春辉（2018）在此定义的基础

上，提出了语言具有交际功能、思维功能、文

化功能和象征功能的观点。从语言功能的角度

看，华语功能之于海外华裔儿童的发生原理和

运作机理如何，华语功能具有怎样的意义；从

海外华裔儿童需要的角度看，如何通过深化华

语功能的研究来建构华裔儿童的华语学习需

求，以引发学习兴趣、拓展学习功用、开发学

习资源。这些问题是做好华文教学与华语研究

衔接的重要课题，值得深入思考。结合语言的

多元功能及华裔儿童传承语学习的特点，我们

认为应该做好如下工作：

第一，基于海外华裔儿童语言生活的观

察，深化华语的交际功能研究。

家庭域、学校域、社区域是观察海外华裔

儿童语言生活的重要语言域。在不同的语言域

中，因言语交际活动参与者的不同、发生地点

的不同、谈论话题的不同，观察对象在语言的

运用和需求上也会有所不同。通过对这些方面

的考察，我们既可以了解华语在海外华裔儿童

语言生活中的地位，也能够多层面把握华语在

海外华裔儿童言语交际活动中所发挥的现实功

能。从教学来看，机械地向儿童灌输语言的规

则肯定是一种不合理的教学方法，因为儿童学

习语言是出于对语言使用的需要。因此，基于

海外华裔儿童语言生活观察所展开的华语交际

功能研究，是实现华语教学针对性、实用性的

理论基础和保障，是合理开发高质量教学资源

的前提和基础性工作。

第二，结合汉语特点，深化华语的思维功

能研究。

关于儿童语言功能，Halliday（1970：7-
25） 认为包括工具功能、规约功能、互动功

能、个人功能、启发功能、想象功能和信息功

能。儿童是通过语言的学习和运用来认识世界

并实现社会性发展的，其间每项语言功能的实

现都离不开思维活动，也正因如此，关于华语

思维功能的研究是一个极为广泛且复杂的

课题。

我们认为，深化华语的思维功能，可以结

合汉语特点和教学需求展开，例如：（1）如何

结合汉语语音具有音乐性强的特点，开发适合

儿童咏诵的歌谣、诗词以及节奏汉语等华语课

本、读物、音像制品，借助多种感官刺激促进

儿童的感知能力、想象力和记忆力等；（2）如

何结合汉语构词广泛运用词根复合法的特点，

设计词汇教学，进而促进儿童的观察能力以及

归纳、类推等抽象思维能力；（3）如何结合汉

语多用语序和虚词来表示语法意义的特点，适

时采用变化语序、增删虚词的对比法进行教

学，以促进儿童的对比分析和逻辑分析能力；

（4）如何结合汉字的结构特征促进儿童的空间

思维，汉字的象形特征促进儿童的形象思维，

结合汉字的表意属性促进儿童的认知、理解和

思辨能力，结合形声字特点促进儿童归纳总结

和演绎推理的思维能力。

盛继艳：从海外华语学习者的低龄化看华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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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遵循儿童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特征

与认知发展特点，深化华语的文化功能研究。

少年儿童的语言学习与成人不同，他们的

学习动力主要是兴趣。正如郭熙（2017）所指

出的，汉语学习者学龄化、低龄化已是大势所

趋，吸引这些学习者的是兴趣，只有抓住他们

的心智特点，设身处地地讲好中国故事、讲懂

中国故事，才能够保持他们兴趣的持久，把他

们的中文学习引向深入。这就对华语研究提出

了“遵循儿童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特征与认知

发展特点，深化华语的文化功能研究”的需

求。具体研究视角如：（1）对应儿童不同年龄阶

段的心理特征与认知发展特点，深化华语文化

功能的层次性研究；（2）遵循儿童的心理和认知

发展规律，通过对华语特质文化功能的深化研

究，为华文教学及华语资源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4. 余论

对于海外华语学习者的“低龄”现象，我

们除了要做好上述研究外，还应在华语教学研

究、华语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下功夫。就华语

教学而言，华文教师的培养与培训显得尤为重

要。对此，郭熙（2017）、李宇明（2018a）基

于对海外汉语学习者低龄化趋势的认识，曾分

别强调要改变现有的师资培养模式。在笔者看

来，改变师资培养模式的同时，教师的教学行

为研究也不可或缺。以课堂教学为例，从海外

华文教师的课堂教学观察来看，教学行为的科

学性、有效性以及教学行为与教学意识、教学

能力、教学态度、教学质量的相关性等课题研

究，对师资培养模式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至

于适用于海外华裔儿童的华语资源的开发与利

用，则要以华语、华语学习者以及与二者相关

的多方面研究为基础，需要各相关领域的持续

关注与投入。

总之，以华裔为主体的海外汉语学习者的

“低龄化”现象，对多领域的相关研究提出了

深化的需要。本文仅从海外华裔儿童华语学习

显著问题切入，浅谈几点对华语研究的认识，

期冀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化，我们能够更为

准确地把握海外华裔儿童的华语使用情况与学

习需求，明晰怎样的家庭语言管理才能更好地

引发孩子华语学习的能动性，更大程度地发掘

华语功能，以促进海外华语的保持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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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cidental vocabulary learning occurring in reading benefits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However，
there is no consensus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as an L2 as regards the processand effectiveness of
incidental learning.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strategies used in processing new words by intermediate Korean learners of
Chinese purporting thereby to shed light on the process underlying the incidental learning of Chinese vocabulary and to
provide an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strategies. Through 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cued word-recall tasks including
a delayed test，we tracked and evaluated the L2 learners  performances and retention rat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ur
learners frequently used inference and dictionaries when faced with a new word. Their performance in retention tests revealed
that these strategies are effective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Our findings provide some insights to L2 Chinese lexical acquisition
and offer some implications for the teaching of vocabulary in TCS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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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is a younger-age trend among the overseas Chinese learners. Although the younger-age learners enjoy some
advantages in Chinese learning，it has been revealed that their learning is affected by their lack of interest in Chinese，the
absence of strong practicality of the language and inadequate learning resource.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is is that the

‘younger-age’characteristic of the group has not received due attention.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has contributed a variety
of theoretical guidance to Chinese teaching，and Chinese teaching has also called for a deepening of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This paper discusses possibl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 from the aspects of“researching the situation of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use of Chinese children”“family language management of Chinese families”and“the functions of Chines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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