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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家庭教育在儿童发展的许多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全球学者的关注。

就现有文献而言，大多数研究侧重于家庭语言教育的

一个方面或家庭教育与子女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 [1-3]，
或者强调家庭教育对青少年教育抱负、儿童自我调节

能力发展和青少年健康问题的影响。家庭语言教育作

为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儿童语言发展经历具

有重大影响。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 56个民族使用大约
2000种语言或汉语方言。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我
国内部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

我国一直强调普通话和英语的重要性，并在各级学校

倡导这两种语言的教育[4]。通过这种方式，我国的语言
环境以及儿童的语言发展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这

样的背景下，很难通过现有的知识来解释家庭语言教

育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因为地区和民族之间家庭

背景的多样性被掩盖了。因此，在不同的家庭背景下对

家庭语言教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本文旨在强调家

庭语言教育的重要性，以及研究家庭语言教育对儿童

语言发展的重要性。同时，将为未来的家庭语言教育研

究提供一个理论框架，并为家庭语言教育和儿童语言

发展等领域的研究指明可能的方向。

1 家庭语言教育的重要性
近年来，家庭语言教育越来越受到家长和利益相

关者的关注。对于儿童来说，语言教育不仅是口头上的

表达，更是内在思维的对外体现。家长是执行家庭语言

策略的推动者，对儿童的语言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应首先注重儿童的个人语言表

达。比如在需求方面，要引导儿童准确的表达出自己的

需求，同时也使个人需求更具说服力。此外，儿童个人

的情绪表达能力是个人语言能力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也是能够反映儿童内在成长最为明显的部分。当儿童

能够准确通过语言表达来代替混乱的情绪发泄时，其

就能更准确的进行情绪的表达和释放。

前人研究结果指出，家庭语言教育有 3个核心要
素，分别为家庭语言意识形态、家庭语言实践以及家庭

语言管理，应将其添加到家庭语言教育的概念框架中[5]。
家庭语言意识形态指的是父母在家庭所处的社会语境

中形成的语言价值观。家庭语言实践是指家庭成员，通

常是孩子的父母所做出的实际行为。在家庭语言教育

中，通过日常生活对儿童的语言学习造成潜移默化的

影响，引导孩子在学习过程中提高语言表达的频率。语

言管理是父母在语言实践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做出的

语言规划决策，它促进或阻碍儿童的语言发展。这 3个
要素构成了家庭语言教育的一般体系。

2 我国的语言发展规划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多样化的移动阅读平台和

软件通过多种方式向儿童展示，随着此类平台和软件

的发展，语言的呈现方式和认知机制也在不断变化。由

于家长的期望及个性化等主观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

的儿童在语言阅读学习中被加以多元化的要求。当今

社会的发展是多元化的，多元语言文化人民之间的接

触和交流也日益频繁，因此，单一的家庭语言策略可能

已不能适用于社会普遍家庭的要求。家庭语言教育受

特定地区或国家的语言策略和规划的影响很大。我国

有 56个民族，其中 91.5%以上是汉族，这些人在使用他
们的语言时有一种共同的书面形式，但在语言的发展

摘 要：家庭教育对儿童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吸引了众多学者对其相关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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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各民族、各地区形成了约 2000种语言或汉语
方言。自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
因，普通话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广，逐渐取代各地

方言。因此，从某些角度来看，方言教育没有普通话教

育那么重要[6-7]。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与外界接触

交流的越来越多，我国也意识到了英语教育的重要性，

因为在学习西方国家的最新知识和先进技术时，对英

语水平高的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8-9]。随着对英语的重
视和普及，英语已成为中国从小学到高等教育的不同

层次的必修课，尤其是高考孩子的英语学习成绩，决定

了他们能否被名牌大学录取。因此，作为家庭语言教育

中最关键的部分，家长们对孩子的英语教育也给予了

认真而彻底的关注。

3 前人对家庭语言教育的研究
儿童的语言发展水平与父母受教育程度有显著正

相关。在日常交流接触过程中，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能

更多的使用丰富的词汇和复杂句子，而且教育程度的

高低与每天是否陪儿童阅读之间存在正相关。父母自

身的文化素质和修养，不仅会影响他们对儿童进行语

言教育时的方式，还与他们对儿童的教育方式，以及儿

童的行为表现造成影响。在传统的育儿观念中，母亲往

往被看作时孩子的主要照顾者，认为对孩子语言教育

影响最大，但也有研究表明，父亲的参与也会积极的影

响孩子词汇和语言的发展[8]。在儿童的早期成长阶段，
父亲的积极参与会对儿童的语言、文化及认知能力产

生直接的影响，特别表现在沟通与语言能力发展方面[9]。
此外，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也会对儿童家庭语言教育

产生一定的影响，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差，孩子语言

交流的意愿越低[10]。
家庭学习环境也与儿童的语言发展存在相关性。

家庭学习环境，由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两部分组成。硬

件环境受物质条件影响，而软件环境包含文化环境及

心理环境等因素。研究指出，儿童读书的时间与接收到

的词汇量呈显著正相关[11]。良好的家庭学习环境，不仅
能促进儿童语言的健康发展，也能对儿童未来的语言

发展水平起到一定的预测作用。有研究指出，学习活动

的增加能对儿童早期学业有促进作用[12]。儿童的阅读的
形式和内容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父母阅读习惯的影

响。在儿童成长的早期阶段，父母是孩子模仿学习的主

要榜样，父母具有良好的阅读习惯也会提升儿童阅读

的兴趣。此外，有研究显示，父母的学历会对儿童阅读

材料的选择起到关键作用，表明家庭语言教育受到了

父母教育程度的影响[13]。
儿童的语言发展水平也会受到家庭的社会经济地

位高低的影响。在国外，社会经济地位已被看作是改变

儿童语言发展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Melhuish[14]研究表

明，儿童早期的口语词汇量与他们家庭的经济定位正

相关，但会随着时间而逐渐减弱。主要原因在社会经济

地位高的家庭会对儿童正在做的活动给予重视，而且

在与儿童日常交流上花费更多时间。

4 影响家庭语言教育的核心要素
根据斯波尔斯基[5]的理论框架，家庭语言教育的框

架包括 3个核心要素，即家庭语言意识形态、家庭语言
实践和家庭语言管理。也就是说，要对儿童的语言发展

进行研究，可以从家庭语言意识、家庭语言实践和家庭

语言管理 3个方面开展。
家庭语言意识形态是家庭语言教育的核心要素，

它是由国家语言规划以及社会文化背景决定的。家庭

语言意识形态会对家庭语言实践造成直接影响，而家

庭语言实践经验又可以反过来改变家庭语言意识形

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家庭语言意识形态与语言实践

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或不一致的，需要进一步研究分

析。家庭语言管理是指家庭成员在交流过程中对语言

种类的选择，它确实能够促进或阻碍儿童的语言发展。

我国儿童的语言发展情况比较复杂。我国人口众

多，不同地区之间语言有较大差异，因此家庭语言教育

对儿童语言发展非常重要。为了促进不同地区人们语

言、文化和及科技交流，我国各级政府和家庭都意识到

家庭语言教育的重要性，在全国推广普通话，强调英语

教育。然而，过度关注普通话和英语的发展，会导致对

儿童方言发展的忽视。因此，需要对儿童方言的现状和

发展进行更多研究，并调查儿童方言在普通话和英语

发展中的作用，为儿童语言发展提供科学的指导。

根据 Curdt－Christian [15] 收集的数据和对数据的分
析，家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应该意识到语言意识形态

往往是教育紧张的根源。这项研究强调了家庭语言意

识和实践的相互作用，但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它

们的关系并不总是一致的。这项研究提醒研究人员探

索家庭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实践之间的关系，并合理

评估家庭语言意识形态、家庭语言实践和家庭语言管

理之间的关系。这项研究采用了定性的方法，这为研究

中涉及的案例提供了深入的洞察，但它并没有得出一

个一般性的结论。

Curdt－Christian等[15]的研究也强调了家庭语言管理
的重要性。研究人员探索了英国 3种跨国家庭在管理
遗产语言方面的机遇和挑战。这项研究提供了令人信

服的证据，证明父母有意识的决定和规划活动对孩子

的语言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其他社会文化背景

也有助于儿童的语言发展，如 Buehl等[16]提出的学校背
景、地区背景和国家背景。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

研究相比，Curdt－Christian等[15]研究的样本相对较大，这
些参与者来自不同的背景，涉及 28名中国人、28名意
大利人和 10名巴基斯坦人。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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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情境招募相对大量的参与者，以更好地回答研

究问题。

另一项研究揭示了在我国的城市背景下，家庭语

言意识形态如何影响父母在子女语言发展中的语言实

践[4]。该研究收集的数据来源广泛，包括访谈、家庭谈话
录音、家访和日记等，证明了父母的做法对孩子的语言

发展有显著影响。不过该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

该研究缺乏定量数据来回答研究问题。此外，所调查家

庭的社会地位基本是中产阶级，缺少下层家庭和上层

家庭的相关研究结论。除了提到的局限性外，中国人说

的语言和汉语方言大约有 2000种。而且不同民族的家
庭语言意识似乎并不一致，家庭语言意识的差异导致

了不同的家庭语言管理方式，衍生了不同的家庭语言

实践。因此，需要对其他民族进行更多的研究。

5 结语
本文首先对家庭教育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阐述

了家庭语言教育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家庭

语言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我国的语言发展规划。通过查

阅相关文献，总结了家庭语言教育到目前为止所关注

和取得的成果。显然，这些研究提供了许多有意义的研

究方向和有价值的数据收集方法，以及数据分析方法，

为对该领域感兴趣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思路。

本文在已有的关于家庭语言策略和家庭语言教育

的文献基础上，提出了构成家庭语言教育概念框架的 3
个核心要素：家庭语言意识形态、家庭语言实践以及家

庭语言管理。首先，家庭语言意识形态是家庭成员，特别

是父母在家庭所处的社会语境中形成语言价值观。其

次，家庭语言习惯是指父母的行为。最后，语言管理是指

父母如何管理与语言发展相关的活动。未来对家庭语言

教育的研究可以遵循这一框架来探索儿童的语言发展。

此外，在研究家庭语言策略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影

响时，应考虑到国家语言策略及规划以及社会文化背

景。我国的家庭语言教育因其独特的语境而受到更多的

关注，家庭语言教育的重点从儿童方言的发展转向普通

话和英语的发展。国家语言策略鼓励普及普通话和英语

教育，以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国内交流，以及促进与其

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我国语境的特

点是家庭教育强调单语发展，而不是双语或多种语言的

发展（普通话、方言和英语）。这些也属于影响家庭语言

教育的社会文化背景。根据 Buehl等[16]对语境的分类，家
庭语言教育领域的社会文化语境可分为 4个层次：家庭
语境、学校语境、地区语境和国家语境。在探讨家庭语言

教育和儿童的语言发展时，这些都不能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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