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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推普工作日见成效，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上海年轻一代沪语传承问题的担忧。通过文献梳理、查阅

官网、发放问卷和电话采访的方式对上海地区幼儿园开展沪语教育进行调研，研究结果表明：开展上海

化教学体验活动遵循自愿原则，并没有强行要求幼儿园开设沪语教学相关活动，而是鼓励幼儿园儿童参

加相关的沪语童谣大赛；是否开设沪语体验教育与幼儿园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特色最为相关；开设沪语体

验教育的幼儿园中，将沪语教育和沪语童谣融入一日活动中的生活、运动和游戏板块；长期在幼儿园中

坚持开展沪语教育会对学龄前儿童沪语传承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实行沪语教学过程中普遍遇到年轻

老师沪语不标准、缺乏丰富的配套教材和如何融合创新出吸引学生相关活动等问题。最后文章结合调查

结果提出几点建议，有助于日后幼儿园开展沪语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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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ccess of popularizing Mandarin has also aroused the concern of all sectors of society about 
the inheritance of Shanghai dialect among the young generation in Shanghai. The survey has been 
conduct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hanghai dialect education in kindergartens in Shanghai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official website access, questionnaires and telephone interview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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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Shanghai teaching experience activities follows the prin-
ciple of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and kindergartens are not required to set up Shanghai dialect 
teaching-related activities, while the kindergartens have encouraged kindergarten children to 
sign up for the relevant Shanghai nursery rhyme competition; whether to set up Shanghai dialect 
experience education is most related to the school running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kinder-
gartens; in kindergartens with Shanghai dialect experience education, they integrate Shanghai di-
alect education into the life, sports and games of one-day activities; persisting in Shanghai dialect 
education in kindergartens for a long time will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heritance of 
Shanghai dialect for preschool children;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Shanghai dialect teaching, 
young teachers generally encounter problems such as non-standard Shanghai dialect, lack of rich 
supporting teaching materials and how to integrate and innovate relevant activities to attract 
students.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survey result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which will contribute to the teaching experience activities of Shanghai dialect exhibition in kin-
dergarten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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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从 1956 年颁布《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算起，推广普通话已经实施了 65 年，上海乃至

全国在普通话普及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与此同时，沪生低龄市民上海话水平令人堪忧。根据上海

市统计局公布的《2013 年上海市民语言应用能力调查报告》[1]显示：97%的市民会普通话，81.4%的市

民会上海话。在上海出生的市民中，13~20 岁市民上海话“听说”能力均为各年龄段最低。其中，“听”

的能力平均分为 3.9 分，低于上海出生市民平均分 0.4 分；“说”的能力平均分为 3.1 分，低于上海出生

市民平均分 1 分。相关研究同样也证明了这一情况：上海市 3~5 岁儿童上海话习得水平呈现出整体偏低，

上海市 3~5 岁儿童的上海话词汇量平均为 80.04 个[2]。 
为缓解这一现状，《2021 年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要点》提出保护传承地方语言文化。开展“幼儿园

上海方言文化体验活动”，鼓励社会各界举办新童谣传唱等上海地方语言文化活动[3]。上海市自 2013
年起，在 10 个中心城区的 24 家幼儿园试点开展上海话教育体验活动。主要做法是将沪语教育主要融入

游戏、生活和运动三大板块。在这三大板块中，允许、提倡教师适当用上海话与儿童交流，指导儿童学

唱上海话童谣，开展上海话儿童游戏，建立儿童对上海话的语言敏感，使其听得懂、能开口、愿意说。

而在“学习”板块，其主要目标仍是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教师仍应用普通话组织和开展活动。

自试点到如今上海地区幼儿园开展沪语教育现状究竟如何，本研究通过文献梳理、查阅官网、发放问卷

和电话采访的方式进行调研，从而归纳总结出结论。 

2. 研究现状 

目前，学界有诸多涉及到普通话与方言的研究调查，但是针对上海地区幼儿园学段学校域开设沪语

教育的论文却很少。徐晶[4]就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的关系研究展开综述，认为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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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也不是势同水火的，可以说二者是和谐统一的关系。普通话与方言各司其职，共同发展。刘幼玲[5]
探讨了将方言童谣引入学前教育的价值、困境与路径并提出了十分中肯的建议。在调查上海方言使用情

况这一领域方面，焦成名[6]抽样调查了上海本地土著学生的语言行为，得出上海土著学生的普通话精准

率高于上海话，普通话成为他们的优势语言。土著学生家庭生活中使用比率最高的仍是上海话；在公共

场合普通话取代了上海话作为主要交际工具的职能，成为土著学生公共交际的首选用语。黄立鹤、黄浩

[7]对上海高校学生沪语使用情况进行了调研，发现沪语使用的环境正在急剧收缩，除家庭交流外日常用

语更倾向普通话。在家庭域方面，朱晔、焦卓菁[8]研究了推普环境下的上海方言家庭代际传承，发现研

究调查的个案家庭普遍认可普通话的主流地位，同时，因认识到上海方言的社会文化价值及其对构建身

份认同的重要性，从而鼓励子女学习并使用上海方言。费筱菁[9]从家庭代际传承角度，研究上海方言童

谣式微成因。 
由此可见，学界对上海方言研究调查更多地集中在小、初和高校中，对幼儿园阶段涉及较少。在家

庭域中关注方言地代际传承，但是针对校本域的论文较少，有待进一步研究。 

3. 调查设计 

3.1. 调查的目的、对象及内容 

此次调查的目的为了解上海地区幼儿园沪语教育体验活动的开展情况。鉴于幼儿园儿童的认知能力

和表达能力，此次调查的对象为幼儿园家长和幼儿园老师。调查的内容包括：幼儿园儿童或教师的基本

信息，是否开展相关沪语教育体验活动，成效及遇到的问题。 

3.2. 调查方式 

3.2.1. 问卷 
通过亲友熟采用线上问卷的方式，对幼儿园家长进行了调查。截止到 2021 年 8 月 27 日，一共发放

问卷 50 份，返回有效问卷为 38 份，有效率为 76%。相关信息详见表 1。 
 
Table 1. School age information of kindergarten children 
表 1. 调查对象(幼儿园儿童)学龄段信息表 

学龄段 小班 中班 大班 总数 

人数(人) 9 13 16 38 

比率(%) 23.7 34.2 42.1 100 

3.2.2. 访谈 
截止到 2021 年 8 月 27 日，通过手机通话的形式对 7 位不同城区的老师进行了访谈，每位访谈时长

在 20 至 25 分钟，还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回访了部分幼儿园家长，为更加详细了解幼儿园儿童沪语习

得情况。教师所在幼儿园均为一类幼儿园，除其中两所是民办幼儿园，其余都为公办幼儿园。任职幼儿

园位于中心城区的 4 所，位于郊区的 3 所。 

4. 调查结果及分析 

4.1. 上海地区幼儿园儿童沪语习得情况调查 

4.1.1. 抽样问卷分析结果 
抽样调查中的 38 户家庭中，是上海户籍(包括父母一方或者双方是上海户籍)的有 31 位，其余 7 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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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户籍。其中 34 位就读的为公办幼儿园，4 位就读民办幼儿园。 
根据 38 户幼儿园家庭问卷调查，子女上海话较为流利和十分流利的情况只占百分之十；八成以上的

家庭觉得子女上海话讲得较为生疏，还有百分之十八左右的家长表示完全不会上海话，只用普通话交流。

“会说一点”，“洋泾浜”，“只会听不会说”，“用上海话问她，她用普通话回我。”在和家长私下

交谈中经常会得到这样的回复，家长普遍为子女的上海话水平感到担忧。而且很多家长反应，上了幼儿

园上海话能力更加退化。 
但并非所有的非沪籍儿童都不会说上海话，笔者咨询了其中一位非沪籍儿童家长，她表示子女所上

的幼儿园有开展相关的沪语体验活动，所以小孩会说一些简单的上海话。“班上老师会教沪语儿歌，沪

语月的话还有相关的活动，要上台表演。平时私下的时候老师也会鼓励小朋友们说上海话。”收集来的

问卷也证明了这一点，有 4 位儿童所上的幼儿园开设了相关的沪语教学体验活动，但绝大多数幼儿园都

没有开设此类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幼儿园老师会教一些简单的沪语童谣，虽然沪语童谣有所涉及

上海方言，但只是作为儿歌教学类型中的一种，是根据课程安排自行授予，并非沪语课程，在此过程中

幼儿只是能在短时间内学会零星几首沪语儿歌。 

4.1.2. 造成原因及意向 
根据规定，幼儿园教学必须用普通话。进入幼儿园之后，教师教学用语和同学之间沟通都用普通话，

对儿童的沪语能力有所影响。“上幼儿园之前还说上海话，上完之后回来都跟我们说普通话。”随着城

市的发展进程，上海也涌现了很多不同籍贯之间的通婚，沪籍与非沪籍结合的情况越来越多，在这些家

庭中，夫妻双方用普通话交流，也用普通话和子女交流 
在针对家长是否支持幼儿园开展沪语教学活动调查中发现，85%的家长都是支持开展沪语教学的。

“如果能教，那肯定是支持的。现在小孩子上海话都说得洋泾浜，以后上了小学就更加没有这个语言氛

围了。”还有 10%的家长表示“顺其自然”，“有的话小孩子去学学也无所谓，没有的话也不强求。”

还有 5%的家长表示不支持开展上海话教学，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非沪籍家庭没有语言环境，担心学习上

海话会影响学习普通话。 

4.2. 上海地区幼儿园儿童沪语习得情况调查 

4.2.1. 访谈调研幼儿园开设沪语教学情况分析 
通过与 7 位老师进行访谈来了解她们所在幼儿园沪语教学开展情况。此次访谈教师供职于 7 所不同

区域的幼儿园，其中民办 2 所，公办 5 所，郊区 3 所，市区 4 所，均为一类幼儿园。除明确只教授中英

双语的幼儿园之外，开设有沪语教学的幼儿园偏少，调研中只有 2 所开展了沪语教学。在开设沪语教学

的幼儿园当中，其中一所开设时间较短，从去年才开始开设相关课程活动，且只有沪语儿歌教学，无其

他配套游戏运动。另一所开设的幼儿园在试点沪语教学之前已经开展相关课程研究，至今已经取得了不

错的成效。具体调研情况详见表 2。 
 
Table 2. Information of Shanghai dialect teaching in investigated kindergartens 
表 2. 调研幼儿园开设沪语教学情况信息表 

教师 园所级别 学生沪籍比例 教师沪籍比例 园所特色 沪语教学 

Y 教师 市区公办一类 100% 100% 艺术教育 无 

Z 教师 市区公办一类 80% 90% 体育 无 

Z 教师 郊区民办一类 60% 50% 海派文化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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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C 教师 民办双语国际 10% 不限户籍 双语 无 

S 教师 市区公办一类 75% 80% 民族特色 无 

W 教师 郊区公办一类 50% 50% 创新活动 无 

X 教师 郊区公办一类 67% 70% 民族文化 有 

 
根据表 2 所示，两所开展沪语教学的幼儿园均为一类幼儿园，均在郊区，一所是公办，另一所是民

办，且沪籍学生和沪籍老师比例均比市区幼儿园低。4 所中心城区的幼儿园沪籍学生与沪籍教师比例比

较高的幼儿园均无开设沪语教学内容。所以无法根据园所的级别、所在地与学生教师户籍比例来判断幼

儿园是否有能力开展沪语教学活动。而上海市自试点到开展上海话教学体验活动采取自愿参与开设的原

则，不设数量限制，所以从理论上说除只教授双语的幼儿园，其余的幼儿园都能开设相应的沪语教学活

动。而是否开设沪语体验教育与幼儿园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特色最为相关，调研中的两所幼儿园一所以“海

派文化”为办学特色，另一所以“民族文化启蒙”为办学理念，他们的办学特色与理念与沪语及其文化

息息相关，所以才得以开展相关课程。 

4.2.2. 开设形式及开设频率 
在实行沪语教学的幼儿园中，每周会固定开展沪语儿歌教学，贯穿小班、中班和大大班。每周一节

作为特色课程，占总体课程的 20%，除此之外的其余课程均为普通话教学。在沪语课上老师用上海话教

授小朋友学唱沪语童谣，如有听不懂得地方，老师会停下来用普通话来解释。每学期不设必须要学会几

首沪语童谣的限制，而是根据小朋友学习情况进行调整。 
沪语的习得不是将沪语作为一门课教授给儿童，而是渗透在一日生活中。正如《指南》中所言：“为

幼儿创造说话的机会并体验语言交往的魅力。”将上海话教学体验活动融入游戏、生活和运动三大板块。

在游戏板块，儿童玩弄堂游戏的过程中，播放沪语童谣串烧，既能巩固所学过的童谣，又能在律动的节

奏中体验到海派文化的魅力。在运动板块中，一些沪语童谣本身就能配合动作进行，例如《炒黄豆》就

可以练习双人背靠背翻转。在生活板块中，老师会有意识地用沪语和幼儿打招呼问好，用沪语点名，在

自由活动中用沪语和幼儿简单地聊天沟通。具体沪语教学板块及内容详见表 3。 
 
Table 3. The experience activity modes and contents of Shanghai dialect teaching in kindergartens 
表 3. 沪语教学体验活动板块及内容 

板块 内容 

游戏 
弄堂游戏：跳房子、滚铁圈、跳皮筋 

角色扮演 

运动 木头人、炒黄豆、丢沙包 

生活 打招呼、点名、喝水、上厕所、吃饭、午睡、自由活动 

4.2.3. 教材及选取依据 
沪语童谣选取上，市面上的教材比较少，除了参考出版读物和园内自编教材，幼儿园教师们还借助

新媒体平台，例如：抖音、喜马拉雅和滴滴学堂 app，挖掘吸引儿童的新式童谣。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沪

语童谣的选取上也有所讲究，要符合儿童的认知能力和天性。在小班教授的沪语童谣要选择字数简短，

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例如：《炒黄豆》、《金锁银锁》和《外婆桥》(详见表 4)。此外可以选取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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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息息相关话题，比如幼儿日常所见所闻，编写菜谱串烧沪语童谣。还可以选择与学习主题或则活动相

关的童谣，比如以大班的《我们的城市》主题，就可以导入《上海小吃》这首沪语童谣。除了现成的童

谣，还可以根据时事改编，这样既学会了相关沪语表达，又在朗朗上口的童谣中提高了安全防范意识。 
 
Table 4. Selection basis and examples of Shanghai nursery rhyme used in kindergartens 
表 4. 幼儿园采用的沪语童谣的选取依据及举例 

沪语童谣选取依据 举例 

字数长短，是否拗口，有韵律感 《炒黄豆》、《卖糖粥》、《外婆桥》 

趣味性，生活性 说菜谱、上海小吃 

与学习主题活动相关 数字、称呼、城市、动物、季节、节日 

与时事话题相呼应 防疫、垃圾分类 

4.2.4. 教师招聘及培训 
上海市公办幼儿园教师招聘要求为：“对应届毕业生：本市户籍的应届毕业生，须具备全日制大学

本科及以上学历；外省市户籍应届毕业生，须具备全日列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对于在职老师：具有本市

户籍;非本市户籍的，具备有效期内《上海市居住证》一年以上。”[10]。由此可见，上海地区公办幼儿

园对沪籍老师有一定的招聘倾向，但满足要求的外地户籍老师也能应征引进聘用。各个区域幼儿园沪籍

教师比例不一，但总体趋势是市区幼儿园沪籍教师比例高于郊区幼儿园，且郊区幼儿园沪籍教师中很大

一部分是郊区本地人，其郊区方言与市区方言有较大出入。针对幼儿园教师语言层面的要求：有普通话

等级规定，要求二级甲等及以上，但无上海话流利程度要求。且在实习教师培训环节中无统一的沪语培

训内容。 
在开展上海话体验活动中的幼儿园，教师沪语培训一般采取四种途径：园方教研组培训、选派参与

市级共享课程、邀请沪语专家进园开设专题讲座以及利用家长资源。因为一门语言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

会的，虽然非沪籍老师也会一起参与培训听讲，但主要的沪语童谣教学及生活用语沟通还是由沪籍老师

承担。将所调研的教师培训情况和内容绘制成表 5。 
 
Table 5. Training methods and contents of Shanghai dialect for teachers 
表 5. 教师沪语培训方式及其内容 

培训形式 内容 

园方教研组 有经验的教研组长编写教案，培训指导教师教学 

参与市级共享课程 了解上海话语音、上海话会话、海派文化 

邀请沪语专家开设讲座 了解上海话的起源、由来、组成和转变 

利用家长资源 邀请家长进园教授沪语文化、演唱沪剧、表演海派清口 

4.2.5. 开展过程中取得的成果及遇到的问题 
长期坚持开展沪语教学体验活动对学龄前儿童沪语习得产生积极的影响。经过幼儿园三年沪语教学

体验活动，幼儿在沪语童谣中感受沪语的魅力，在运动和游戏中体验海派文化。受访幼儿园教师表示，

幼儿说上海话的积极性明显提高，且听读沪语能力均有所提升。“小朋友们现在更愿意说，开口说。”

沪籍幼儿因为有家庭语言环境，沪语习得水平优于非沪籍幼儿，但非户籍幼儿也能做到用简单的沪语进

行日常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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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及沪语教学体验开展过程中，青年教师普遍遇到三个共通的问题：一、年轻教师沪语流利程度

不及老教师，对全沪语教学信心不足。二、除去经典的老式沪语童谣，还缺乏丰富的配套教材。三、如

何融合创新出相关的沪语教学体验活动来吸引学生。 
造成上述问题的可能成因分析：一、年轻九零后教师自身成长于推普环境之下，日常生活中和教学

活动中的普通话交流情况增多，导致沪语使用频率降低，沪语不流利。二、教材的推出和采用需要经过

相关专家的调研和评定，非一朝一夕之事。三、开展沪语教学体验活动的幼儿园总体较少，缺乏相关经

验。 

5. 结论和建议 

经过抽验调研及电话访问相关幼儿园教师，结果表明：上海地区幼儿园并未全面展开沪语教学体验

活动，开展沪语教学的幼儿园占比不高。开展上海话教学体验活动遵循自愿原则，并没有强行要求幼儿

园开设沪语教学相关活动；是否开设沪语体验教育与幼儿园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特色最为相关；开设沪语

体验教育的幼儿园中，将沪语教育和沪语童谣融入一日活动中的生活、运动和游戏板块；长期在幼儿园

中坚持开展沪语教育会对学龄前儿童沪语传承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实行沪语教学过程中普遍遇到年

轻老师沪语不标准、缺乏丰富的配套教材和如何融合创新出吸引学生相关活动等问题。 
为有助于日后幼儿园开沪语展教学体验活动，在此提出几点建议：一、将沪语及海派文化课程纳入

上海市统一的幼儿园教师培训体系当中，帮助青年教师更好地了解沪语文化。二、鼓励青年教师私下多

看沪语新闻，沪语情景喜剧，多与资深老教师用沪语沟通，锻炼自身的沪语流利度。三、开展校际交流

沟通观摩活动，学习分享沪语教学经验。四、丰富沪语童谣教材，纳入新式新编童谣，并配备 mp3 录音

以供学习模仿。五、利用家长和高校资源，融合创新出更吸引沪语教学体验活动。六、出台相关规定措

施，呼吁在沪籍比例高的园所率先开展沪语教学体验活动，以点带面带动周边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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