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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世界的双语家庭数量不断增多，不同的语种在共存和竞争中逐步成为全球数百万儿童的常用语种。双

语家庭中的儿童可能采用父亲或母亲的常用语种；但也可能采用儿童所在学校的常用语种，或者儿童所

居住国家的常用语种。当为孩子选择常用语种时，双语家庭的父母往往会感到焦虑。本研究旨在通过调

查六组生活在中国的双语家庭，得出影响双语家庭儿童常用语种选择的因素。本研究的结论可以为深入

研究儿童语言习得提供帮助，并有助于减少双语家庭父母在儿童常用语种选择中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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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bilingual familie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different first languages co-
exist or vie to become the primary language for millions of children worldwide. Children may 
adopt the language of their mother or father, the predominant language at their school, or the 
country where they live, if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ir parents. Parental anxiety often occurs 
when choosing a primary language for their children. This study aims to reveal what factors in-
fluence children’s choice of language in bilingual families. Six bilingual families liv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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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surveyed.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should benefit further research in children’s lan-
guage acquisition and reduce parental apprehension in determining the language of choice in 
bilingual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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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全世界大约有 33 亿双语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的 43% [1]。美国的跨种族婚姻占比已经从 1967
年的 3%上升到 2019 年的 19% [2]。多语种共存已经成为世界诸多地区不可忽视的现象，这也导致很多儿

童在多语种环境中出生和成长[3]。大量证据表明，多语种的环境有助于儿童形成社会认知和语言习得优

势[4] [5]。同时，儿童的早期教育以及语言习得在儿童各方面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6]。所以，关

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母语对具备移民背景的家庭[7]以及尊重每个孩子的身份多样性[8]都很重要。此外，

家庭语言有助于儿童的语言习得和发展[9]。尽管双语或多语种父母可被视为其母语文化背景方面的专家，

[10]但研究表明，许多非母语家庭对子女的多语种教育方式缺乏自信[11]。 
在双语种或多语种家庭中，相互矛盾的意识形态[12]很容易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误解，甚至会严重影

响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相处[13]。保持多语种同步发展会给双语种或多语种家庭带来很大压力，以至于家

庭成员可能会从主观上停止学习和使用其中一种语言[14] [15]。本文通过对六个双语家庭的访谈及分析，

总结出影响双语家庭中儿童语言习得的因素。 

2. 方法 

2.1. 调查对象 

受制于疫情，本文主要以生活在中国的六组双语家庭为调查对象。在六组双语家庭中，有三组为中

英(中文和英语)双语，两组为中韩(中文和韩语)双语，最后一组为中俄(中文和俄语)双语。中英双语的家

庭构成为跨国婚姻，中韩和中俄双语的家庭构成则是汉族与少数名族(朝鲜族和俄罗斯族)的婚姻。调查对

象中包含了跨国婚姻和跨民族婚姻，但由于疫情反复、普通话在中国普及程度高以及跨国或跨民族婚姻

在中国不普遍等客观条件限制，本次调查对象的选择上未能达到足够的全面性和代表性。 

2.2.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和内容分析法，提前设计访谈问题和情境，完成六组家庭的访谈之后，

对于访谈内容进行分析。将父母及孩子的答案中出现的影响因素按照频次进行排序，去除因为语言习惯

(如受访者习惯在语言表达中出现不受控制的内容重复等)导致的异常频次变化，逐一对高频次的影响因素

进行结果分析。同时对孩子的回答和父母的回答进行交叉分析，进而得出父母在儿童常用语种选择的过

程中产生的影响。访谈的主要对象是双语家庭中的父亲、母亲和正在读小学的孩子，访谈问题及受访者

的基本信息详见下面的图表(表 1~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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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Interview questions 
表 1. 访谈问题 

针对孩子的访谈问题 

1 平时跟家人的对话主要用什么语种？ 

2 在学校里面主要使用什么语种？ 

3 周围的同学或朋友有没有爸爸和妈妈说不同语言的家庭？ 

4 是否有过不知道该使用哪一种语言的情况？如果有，请简单描述。 

5 你认为会说两种语言对你而言是一种优势还是一种负担？为什么？ 

针对父母的访谈问题 

1 跟孩子在一起时是否刻意选择使用某一特定语种？如果是，为什么？ 

2 是否干预过孩子的常用语种选择？如果是，为什么？如何干预？ 

3 是否有过孩子语种选择焦虑？如果有，请简单描述什么情况下出现了

语种选择焦虑。 

4 你认为孩子可以说两种语言对孩子而言是一种优势还是一种负担？

为什么？ 

 
Table 2. Family A 
表 2. 家庭 A 

家庭 A 父亲 母亲 孩子 
年龄 50 39 9 
性别 男 女 男 
职业 商人 全职太太 学生 
母语 英语 中文 英语 

第二语言 西班牙语 英语 中文/西班牙语 
当前常用语种 英语 英语 英语 

 
Table 3. Family B 
表 3. 家庭 B 

家庭 B 父亲 母亲 孩子 
年龄 30 30 7 
性别 男 女 男 
职业 外企 外企 学生 

母语 中文 英语 中文 

第二语言 英语 中文 英语 

当前常用语种 中文 中文 中文 

 
Table 4. Family C 
表 4. 家庭 C 

家庭 C 父亲 母亲 孩子 

年龄 35 36 9 

性别 男 女 男 

职业 教师 教师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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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母语 英语 中文 英语 
第二语言 法语 英语 中文 

当前常用语种 英语 英语 英语 

 
Table 5. Family D 
表 5. 家庭 D 

家庭 C 父亲 母亲 孩子 
年龄 32 28 7 
性别 男 女 男 
职业 职员 职员 学生 
母语 中文 韩语 中文 

第二语言 英语 中文 英语 
当前常用语种 中文 中文 中文 

 
Table 6. Family E 
表 6. 家庭 E 

家庭 C 父亲 母亲 孩子 
年龄 40 31 10 
性别 男 女 女 
职业 教授 外企 学生 
母语 韩语 中文 中文 

第二语言 中文 英语 英语 
当前常用语种 中文 中文 中文 

 
Table 7. Family F 
表 7. 家庭 F 

家庭 C 父亲 母亲 孩子 
年龄 36 36 11 
性别 男 女 男 
职业 教师 全职太太 学生 
母语 中文 俄语 中文 

第二语言 俄语 中文 俄语 
当前常用语种 中文 中文 中文 

3. 结果 

3.1. 频次结果分析 Frequency Results (表 8) 

Table 8. Frequency results 
表 8. 频次结果 

因素 定义 
出现频次(父母回答和孩子回答加总) 

频次汇总 
家庭 A 家庭 B 家庭 C 家庭 D 家庭 E 家庭 F 

学校 同学/老师/学习 16 20 15 16 22 19 108 
游戏 网游/手游 11 10 12 15 16 9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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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家庭 父母/亲戚 10 15 10 11 10 12 68 
朋友 社交媒体/聚会 7 9 10 15 9 8 58 
娱乐 电影/音乐/综艺 10 11 6 11 9 6 53 
兴趣 主观喜欢某语种 3 0 5 8 0 7 23 

 
1) 学校 
儿童时期的学校教育具有普及性和强制性，所以儿童在学校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儿童本身对于老师

有潜意识中的信任优先感觉，所以老师教的课程也会对儿童产生很大的影响，儿童的常用语种基本跟学

校的常用语种保持一致。 
同学之间有非常多需要合作完成的作业和课外活动，合作过程中的通用语跟儿童的常用语种选择保

持一致。因为样本选择局限在中国，所以中文依然是多种语言中占据压倒性优势的通用语，所以当多个

同学都说不同语言时，同时使用中文的概率就变大了，这也是此次调查的一个限制因素。 
父母谈论学校时涉及到两大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当前孩子主要以学校教育为主，学校选择什么语种

孩子就跟着选择什么语种，父母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干涉的机会不多且也不会主动去干涉学校的语种选择。

第二方面涉及到未来的教育，五组父母有意愿让孩子能够保持两个语种齐头并进，这样能够在未来的教

育中形成语言优势，只有一组父母把选择权留给孩子，并没有思考过孩子未来教育与现在常用语种选择

之间的关系。 
2) 游戏 
孩子对游戏的热情远高于家庭活动和其他娱乐活动，喜欢同一款网络游戏或者手机游戏的伙伴常用

语种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孩子的常用语种选择，这是一种群体影响的结果。 
父母也在访谈中多次提到游戏，但是相比较于孩子对于游戏的热情，四组父母表达了对于孩子沉迷

游戏的担忧，但在常用语种选择上并没有思考过游戏对孩子的影响。 
3) 家庭 
所有参与访谈的父母都表示出了与孩子交流时间和频率少的问题，一方面是父母本身工作忙或者与

孩子没有共同话题，另一方面是现在家庭中的面对面聚会比较少，孩子参与家庭的机会已经变得很少。

在双语家庭中，除了父母之外的家人基本都保持了自己本身的常用语种，当其他家人的常用语种与孩子

的常用语种不一致时，孩子也失去了与其他家人交流的兴趣。 
4) 朋友 
朋友在影响因素中的频次排名并不高，主要是因为儿童们的朋友并不多，仅有的朋友也局限在了跟

学校相关的同学中。其次，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孩子们与朋友之间的交流场景大多发生在网络上，在

网络交流中孩子们会高频率地使用模糊了语种概念的网络语言，比如中文和英文的合成词(无可 phone 告、

Tony 带水、sun 心病狂、more 名奇妙等)，朋友们使用的语言也决定了孩子们社交的常用语种选择。 
5) 娱乐 
娱乐因素的影响不大，主要原因是孩子们现在接触到的娱乐资源比较局限，同时，接触到的娱乐资

源也是多语种模式，不会出现强烈的特定语种倾向性，所以娱乐资源对于孩子常用语种的影响不显著。 
6) 兴趣 
语言也是一门学科，两组家庭的孩子表示喜欢目前接触到的两种语言，愿意去钻研这两种语言的书

写和发音；四组家庭的父母提到希望孩子可以把这两种语言作为兴趣爱好去看待，并不强制必须使用一

种语言而放弃另外一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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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交叉对比分析 

只有家庭 B 的父母表示会在家庭中强制使用中文，原因是在孩子幼儿园时期出现了语种混乱的情况，

为了能够适应孩子的学校教育，父母选择在家庭中统一使用中文。但家庭 B 的孩子并不记得自己曾出现

过不知道使用哪一种语言的经历，这一点也说明环境因素对孩子常用语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在访谈中，父母希望双语可以成为孩子未来的优势，但孩子对于双语是否是优势还是负担没有太明

确的态度。一半的父母曾经有过孩子的常用语种选择焦虑，主要原因是担心孩子两个语种可能都无法做

到流利应用，或者担心孩子失去双语的优势，孩子则没有体现出来任何的语种选择焦虑。父母的态度并

没有对孩子在常用语种选择上产生太大的影响，父母的语种环境选择(家庭 B)则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孩子的

常用语种形成。 

4. 讨论 

本次调查研究从某种程度上可以体现出双语家庭对于孩子常用语种选择的态度，在双语家庭中，父

母对待孩子常用语种的选择态度与孩子自身的态度并不一致。孩子的思考角度主要集中在常用语种选择

场景上，周围客观环境的影响较大；父母则主要纠结是否可以让孩子建立起双语家庭本可以具备的语言

优势，这种纠结对孩子的影响存在但不能决定孩子的常用语种选择，孩子的常用语种选择主要受到学校

的影响。 
伴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推进，跨国婚姻和跨种族婚姻会越来越普遍，这对于语言的发展有利有弊，作

为时代发展的生力军，双语家庭中儿童常用语种选择也会受到更多的关注，这背后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语

种本身，也是与语种相关的文化竞争。 
本次调查研究的限制因素比较多，空间上没有收集多个国家和社会的双语家庭样本，在时间维度上，

本次调查研究主要集中在当前的基础教育阶段，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大样本选择范围，同时跟盯儿童的长

期发展，把研究的时间维度扩大到孩子的整个语言发展阶段。 

5. 结论 

儿童时期确实是语言习得的关键时期，在儿童时期的孩子并没有强烈的接受和反抗意识，特别是在

语言选择上，基本处于被动选择的状态。所以，客观环境因素比如学校、游戏、家庭等会潜移默化地影

响孩子常用语种的选择，久而久之，儿童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自己的常用语种。 
此外，当父母在儿童成长过程中逐步确定了孩子未来的发展方向后，父母会根据孩子未来的规划有

意识地创造语言环境，最常见的语言环境创造方法就是选择学校，这时候的儿童大部分都还处于被动选

择语言的阶段，所以不会出现强烈的反抗意识，但会意识到母语之外的语言用起来不如母语流利。从这

一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双语家庭需要尽可能早地确定孩子未来的语言倾向，换言之，双语种家庭不要

轻易地去强迫孩子转换常用语种。 
相比较于环境因素，儿童的主观影响并不明显，只有个别的儿童会体现出对于语言的强烈兴趣，而

且儿童并没有语言优势或者语言负担的区分能力，所以不会主动选择某一个语种或放弃某一个语种。 
最后，儿童成长环境中影响其常用语种选择的因素还有很多，本次调查涉及到的因素并不全面，样

本选择受到了非常多因素的限制，全面性和代表性不够强。但希望本次调查可以达成研究双语家庭儿童

语言习得的启发性，使得未来能够有更多的研究可以开展，以便于形成更完善的双语家庭儿童语言习得

的机制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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