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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非通用语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振兴时代。非通用语作为连接中国与

世界各国的桥梁，发挥着重要作用。更确切地说，云南作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窗口，非通用语教

育在云南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尤其是缅甸语教育。因此，为了探讨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缅甸语学

习经历，本研究以语言能动性为理论指导，重点分析了云南高校缅语专业学生的缅甸语学习经历。本文

关注了缅语专业学生的语言认知、面临的挑战以及克服缅甸学习困难采取的策略，重点探讨缅语专业学

生如何在学习缅语过程中发挥能动性。研究发现，云南高校缅语学习者缅语学习存在着一个动态的过程。

在接触缅甸之后，学习者改变了他们对缅甸学习的认知并在缅语学习资源不足的情境下仍然发挥能动性

来学习缅语。本研究不仅可以为外语学习提供新的案例分析和新的视角，也可以为学生学习外语提供新

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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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development of LOTE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in China comes into a revitalization era. LOTE, as a bridge, play important role in 
linking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More specifically, Yunnan is a window for China to coop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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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the education of LOTE in Yunnan province has an unprece-
dented development, especially Myanmar language. Thus, to explore Myanmar language learning 
experiences in China’s Southwest area,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Myanmar language learning ex-
perience of postgraduates at a university in Yunnan by using language agency theory to guide our 
study. We pay attention to their perceptions, challenges and agentive strategies for overcoming 
difficulties in Myanmar learning and explore how they exercise their agency in learning Myanmar.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re exists a dynamic process in learning Myanmar. Students have changed 
their values of learning Myanmar after their exposure and exercise their agency in the context of 
the under-resourced context. The study can provide new case study and new perspective with for-
eign language study, special LOTE and also prepare students for learning L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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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积极促进与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截至

2023 年 1 月 6 日，中国已经同 151 个国家和 32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200 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1]。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机遇，也为中国非通用语种复兴提供了机遇。近

几十年来，中国的非通用语教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据教育部外指委非通用语分委会主任委员姜景

奎介绍，发展至今，全国非通用语种专业布点已达到 580 多个，涉及高校 197 所，在校生人数上万人，

在编教师超过 2000 人[2]。李佳和李丽生(2021)对目前我国高校南亚东南亚语专业设置进行了调研，发现

我国高校南亚东南亚语专业设置主要集中在华北和西南地区，共 32 所，其中开设高校最多的省份是云南

[3]。云南位于中国西南边境，与缅甸、越南和老挝接壤，在“一带一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和

东南亚国家加强政治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此外，它还拥有周边国家的多语资源，并凭借有

利的地理优势成为连接南亚和东南亚的桥梁。缅甸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中缅山水相连，友好关系一直延

续到今天。由于国家的“走出去”战略需要非通用语人才，缅甸语人才被认为是“一带一路”的关键部

分之一，因此，基于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中国边境地区的缅甸语学习经验具有实际意义。值得注意的是，

早期的外语研究主要集中在英语方面，对非通用语的关注较少，因此，研究云南高校缅语专业学生的缅

语学习经历可以为外语研究提供新的个案研究和新的视角。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特别探讨了非通用语学

生的语言能动性，主要关注云南高校缅语专业学生的缅语学习经历。通过半结构化访谈、观察法和网络

互动等方法多方面了解缅语专业学生在缅甸学习中的认知、面临的挑战以及克服困难采取的策略，探讨

他们在缅语学习过程中如何发挥主体能动性。 

2. 文献综述 

2.1. 国内外外语学习及非通用语研究 

关于外语学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英语学习经验方面。例如，许多学者探讨了影响学生学习英语的因素。

然而影响外语学习的因素并不单单取决于个人，实际上英语学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许多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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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国家语言政策、学校、家庭等和种族背景。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对教育政策有着重要影响。David Nunan 
(2003)对不同国家的英语语言教育政策进行了调查，发现英语作为一种全球通用语对亚太地区一些国家的

语言政策与实践产生一定的影响，习得英语的不公平方式、英语教师能力不合格和无效的语言教育，这

些都会对英语教学产生影响，同时也影响学习者的英语学习[4]。另外，学校在语言学习中也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Martin Lamb (2007)探讨了学校对英语学习动机的影响，发现课堂上教师能够影响英语学习者的

学习积极性[5]。积极的态度让学习者保持努力，并不断调节自身来面对威胁和挑战。此外，家庭因素在

英语学习过程中也不可忽视。英语学习也与家庭有关。常丽坤，刘玉凤和贯丽丽(2019)认为，如果家庭重

视英语教育，很大程度上可以有效地减少学校教育的不足，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也可以更好地激发孩

子学习英语的信心[6]。根据 David Nunan (2003)的说法，那些父母有能力送他们去私人课后语言学习班的

孩子才有机会学好英语。在考虑各种因素与外语学习的相关性时，需要明确的是影响外语学习效果的因

素不只是与个人有关，而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然而，外语学习不仅包括英语学习，还包括非通用语学

习[4]。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的非通用语发展进入了一个振兴的时代。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

列的非通用语教育政策，以培养合格的人才，旨在加强中国与其他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非通用语受到了大众和学术界的关注。然而，国内现有的研究多集中在

非通用语的宏观层面研究，例如，对非通用语的人才培养模式和非通用语教育面临的挑战较多。其中，

关于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招生制度、教师和课程方面。在招生制度方面，杨晓京和佟加

蒙(2008)认为中国目前还缺乏统一的非通用语招生制度，非通用语教师的水平参差不齐，教师的知识结构

有待改善，课程设置落后，课程体系定位不明确[7]。非通用语教育所面临的挑战是语种开设缺乏规划，

如国家紧缺语种开设不足、部分语种盲目和重复建设，以及高端人才严重不足的问题[8]。此外，关于非

通用语的研究还集中在非通用语学习者的动机方面。Lu & Shen (2021)从语言市场的角度研究非通用语，

更关注非通用语学习者的动机，更加关注非通用语学习者对非通用语和英语的认知和选择[9]。Lu & Shen 
(2021)认为，非通用语学习者将英语学习视为一种必要条件，英语学习似乎是一种默认的选择，而非通用

语学习则被认为是一种补充，一种额外的选择，这突出了英语在非通用语教育中的主导地位[9]。 
然而，外语学习研究更多地关注英语学习经验以及非通用语教育的宏观层面，如制定课程的培养模式等。

具体而言，而少数对于非通用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习动机方面以及强调英语在非通用语教育中占主导地位，

而忽视了学习非通用语可以赋能学习者本身，此外，先前研究中缺乏案例研究，尤其是对非通用语教学的研

究。因此，本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针对云南这样的多语言地区探讨缅甸语专业学生的缅甸学习经历。 

2.2. 语言能动性(agency) 

能动性是近年来国内外的重要议题之一。能动性对于外语教师，外语学习者尤为关键，是影响外语

教师发展、外语学习者语言学习的重要因素。然而，对于能动性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Gao & Tao (2021)
梳理了前人关于能动性研究，总结出教师能动性研究的四大理论视角，能动性可从社会认知理论、社会

文化理论、后结构主义视角、生态视角四大理论视角解释[10]。其中，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能动性是“一种

个体有目的性的行为”[11]；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能动性是“一种受到社会文化环境中介作用的能力”[12]；
后结构主义视角把能动性视为“一种话语行为”[13]；生态视角提出教师能动性是“一种与教师所处环境

密切相关的现象或动作”[14]，能动性在一定时间和情境下才能实现[15]。外语学习者作为语言实践微观

层面的执行者，在外语学习中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将语言学习转换成语言资本(language capital)、文化资

本(cultural capital)、教育资本(educational capital)，可以为语言规划与实践提供可行性方案。因此，本文

以能动性为理论指导，探析缅语专业学生在缅语学习过程中如何发挥其能动性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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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地点 

云南位于中国西南边陲，与缅甸、越南、老挝接壤，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让云南成为连接中国与东

南亚国家的重要“窗口”，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其中，缅甸是我国重要的邻国之一，云

南与缅甸边境线长达 1997 公里，彼此山水相依。数千年历史中，中缅两国交往密切，形成源远流长的胞

波情谊。过去几十年中，云南不断加强与缅甸合作。据商务部贸易数据显示，2019~2020 财年，中缅通

过边境和海运贸易总额达到 120 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缅甸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基于这样的背景下，

研究云南缅语人才的语言学习经历对于“一带一路”实施具有实际意义。本研究选取了云南一所高校作

为研究地点。该校缅甸语专业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一度停办，2013 年，缅甸语专业恢复重建，并

于 2014 年开始招收恢复重建后的第一届缅甸语专业本科生，同年招收亚非语言文学(缅甸语方向)硕士研

究生。2012 年，该校成为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和“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程”实

施院校，“小语种专业及外国语言学科”被列为重点建设项目之一。2017 年，该校成为中国首批 42 所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之一，“小语种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项目”首批获准立项为该校的“一流大

学建设项目”。2019 年，该校缅甸语专业获批教育部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迎来了全新的发

展机遇。该校缅甸语专业每年约有 20 名本科毕业生，毕业后可从事外交、经贸、文化交流、新闻出版、

教育、科研、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优秀毕业生可免试推荐到国内一流高校或本校攻读硕士学位，近三年

本科毕业生就业率均为 100%。这所高校是培育大量具备扎实的缅甸语基本功、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及知识

面较为宽广和专业能力较强的复合型缅甸语专业一流人才的重要摇篮。 

3.2. 数据收集与数据分析 

为充分研究缅甸语学习经历，本研究以云南某高校缅语专业学生(包括研究生和本科生，其中研究生

5 名，本科生 12 名)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半结构访谈方法包括非正式谈话(每人平均半小时)、录音(同意

情况下)方式，以及参与课堂观察、微信互动及其他相关文件和资料收集等方法收集数据。研究对象详细

信息见表 1、表 2、表 3。对研究对象的采访问题如下所示： 
1) 你本科的时候是自己选择缅语这个专业还是被学校调剂过来的？ 
2) 你为什么选择缅语这个专业？ 
3) 你如何看待缅语？你对缅语的认知是什么样的？ 
4) 你对缅语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是否有过转变？ 
5) 你觉得目前学习缅语的困难是什么？ 
6) 你都采用过哪些方法去克服这些困难？ 
数据分析是基于访谈所得数据中的主题来进行分析。在数据分析的第一阶段，我们反复阅读了相关的

文献和资料以及访谈数据，并对采访所得数据进行分类。所得数据可分为三个部分，对缅语学习的认知、

缅甸专业学生面临的挑战及克服困难的策略。在数据分析阶段，我们注意到这三个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 
 

Table 1. 5 participants’ profile (postgraduates) 
表 1. 五名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表(研究生) 

序号 年龄 性别 民族 家乡 教育背景(本科毕业院校) 缅语专业水平 英语水平 

1 23 女 汉 云南 云南大学 缅语专四、专八 六级 

2 24 女 汉 四川 广西民族大学 缅语专四、专八 六级 

3 23 女 汉 重庆 云南大学 缅语专四、专八 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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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4 24 女 汉 云南 云南师范大学 缅语专四、专八 六级 

5 24 男 汉 江西 云南师范大学 缅语专四、专八 专八 
 
Table 2. Language background of participant 4 
表 2. 研究对象 4 的语言背景 

中文水平 缅语水平 英语水平 保山方言水平 傣语水平 景颇方言水平 

普通话二级乙等 专四、专八 六级 能听说读写 能说，能听懂，但不会写 能听懂 
 
Table 3. 12 participants’ profile (undergraduates) 
表 3. 十二名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表(本科生) 

序号 性别 民族 家乡 年级 缅语专业水平 英语水平 

6 女 汉 四川宜宾 大四 缅语专四 六级 

7 女 汉 云南红河 大四 缅语专四 四级 

8 女 壮 广西桂林 大三 缅语专四 四级 

9 女 汉 云南曲靖 大三 缅语专四 四级 

10 女 汉 云南昆明 大三 缅语专四 四级 

11 女 汉 云南玉溪 大三 缅语专四 四级 

12 男 汉 贵州六盘水 大三 缅语专四 六级 

13 男 汉 云南保山 大三 缅语专四 四级 

14 女 傣 云南瑞丽 大二 缅语专四 四级 

15 女 汉 云南腾冲 大二 缅语专四 四级 

16 男 汉 云南腾冲 大一 无 无 

17 男 壮 广西 大一 无 无 

注：由于缅语专业男女比例失衡，男生极少，这一客观实事导致研究对象男女比例不均衡。 

4. 结果分析 

4.1. 对缅语学习的认知 

4.1.1. 学习缅语之前期待值低 
在没接触缅语之前，缅语学习者认为学习缅甸意味没有一个好的未来，甚至缺乏对缅语学习的期望

和兴趣，因为他们认为缅甸就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学习缅语之前，他们认为缅甸语是一种鲜为

人知的语言，学习缅甸是奇怪的，它不像学习英语那样高大上。由此可见，学习缅语的价值与缅甸的经

济实力密切相关。他们中的一些人学习缅语只是为了能达到转专业要求，转入另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

研究对象在采访中表示他们在被录取到缅语专业时都表现出消极的观念。以下分别是缅语学习者 1，2，
3 采访时说的话语： 

“我刚开始学缅语是被调剂的，我记得大一刚拿到通知书的时候就想着之后要转专业，因为那时候

在我的认知中，学缅甸语是没什么前途的。而且缅甸这个国家比较落后，所以对它也没有什么期待的。”

(缅语学习者 1) 
“我第一次学缅语是自愿学这个专业的，但是出于好奇就报了这个专业。因为缅甸语这个小语种比

较偏，之前也没有接触过，而且对缅甸也没有很多了解，对它的认知就只知道它是一个东南亚国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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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落后。”(缅语学习者 2) 
“我刚开始学缅语是被调剂的，最开始的时候比较抗拒这个专业。缅语不像英语听起来高大上，而

且它的发音啊、文字啊比较奇怪。”(缅语学习者 3) 

4.1.2. 学习缅语之后期待值变高 
在学习缅甸之后，缅语学习者对学习缅甸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从微观层面上看，他们学习缅语因为

他们的审美观念(aesthetic value)。例如，缅语学习者 1 喜欢缅甸语，因为她觉得缅语听起来很温柔，文字

也很好看，缅语学习者 8 也觉得缅文很美(见图 1，图 2)。其次，他们学习缅语因为缅语与方言有共通之

处，因为缅语与一些方言(如傣语和景颇语)相似。缅语学习者 4 从小与说傣语和景颇语的小伙伴一起长大，

因此，缅语学习者 4 也会说傣语且能听懂景颇语，这让她学起缅语更加容易且更加自信。当他们被缅甸

人夸赞缅语说得好时，他们会有更多的信心继续学习缅甸。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习缅甸克服了刻板印象。

学习缅语，深入了解缅甸后，他们被不同的缅甸文化所吸引，而不像以前一样认为缅甸是一个贫穷落后

的国家。此外，他们学习缅甸语为了更好地做学术，缅语对于跨学科研究具有价值，它可以成为获得一

手资料的媒介语言(见图 3)。学习缅甸还与自我规划有关，缅语学习者认为精通意味着有“光明的未来”

并成为“顶尖人才”。从宏观层面看，学习缅甸的价值取其实决于中国的实力，而不是缅甸本身。随着

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综合国力越来越强，学习缅甸有未来的潜力。学习缅甸不光为了好的前景，还可

以为国家做贡献，这体现了缅语学习者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Figure 1. Beautiful Myanmar writing  
图 1. 缅文很美 

 

 
Figure 2. Unique Myanmar letters and writing 
图 2. 缅文字母和书写很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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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Interdisciplinary academic conference 
图 3. 跨学科学术会议 

4.2. 学习缅语面临的困难 

从微观层面来看，第一个挑战是缅语的发音与口语。例如，来自四川的缅语学习者 2 在发音和口语

方面有困难。由于方言中的“n”和“l”发音分不清楚，就像“know”和“low”一样，所以缅语也存在

同样的发音问题。在口语方面，表达也不够地道。从中观层面上看，他们面临着学习缅语学习资源有限

的困难。例如，线下缅语学习资料少于英语、日语等语种学习资料。尽管他们能通过互联网获取相关缅

语学习资料，但是获取缅语优质资源的渠道有限，相关的缅语讲座也很少。从宏观层面上看，缅甸学习

受到“重视英语”意识形态的挑战。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人们经常把英语看作权威语言，认为它是“最

有用的语言”，优于其他语言(如学习缅语有时被认为是“怪异的”)其次，缅语学习面临的困难是缅语学

习还与家庭期望挂钩，例如，家人会关心缅语学习者将来就业的地点。此外，他们还面临着就业市场的

压力。更具体地说，缅语专业学生面临着就业市场的一系列限制。例如，缅语专业学生在就业方面会受

到性别的挑战。部分工作要求优先考虑男性(见图 4)。同时，就业地理位置分布不平衡的，例如，缅语就

业招聘单位大多在云南，广西等省份，外省同学会考虑到回家乡就业，因而这给了他们无形的压力。 
 

 
Figure 4. Jobs’ priority to man 
图 4. 工作要求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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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缅语学习策略 

这群缅语学习者们在缅语学习过程中发挥能动性，将语言学习转换成语言资本、文化资本、教育资

本等资本形态。他们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发挥能动性克服面临的挑战。在面临不同困难时，会采取相

应的策略。例如，为了纠正发音和口语问题，他们会花大量的时间不断加强练习，同时也会通过唱缅语

歌曲的形式感受语音语调养成语感，再通过与缅甸人交流提高口语水平。通过缅语与中文或方言的共通

性来记忆单词。在面对缅语学习资源受限的情况下，他们会通过互联网下载缅甸语电影电视剧以及阅读

一些缅语报纸以此提高跨文化知识。在去缅甸交换期间，努力融入当地文化，学习当地文化，做好两国

文化传播者。除了个体发挥能动性，集体能动性(collective agency)也发挥重要的作用。学校以及老师的帮

助使得缅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资源。 
缅语的认知，学习缅语面临的困难，采取的策略以上三部分有着密切的联系。对缅语的认知会影响

缅语学习者的态度，从而他们面临的挑战也不同，采取的策略也不同。同样，在缅语学习过程中遇到的

困难也会改变对缅语的认知，认知不同采用的策略不同。 

5. 结论 

当前来看，对于外语学习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英语学习方面，对于非通用语的研究大多关注人才培养

等宏观层面。而微观层面的缅语学习者个体学习经历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为非通用语的研究提供了新

的个案研究。 
本文以语言能动性为理论指导，探析缅语学习者的缅语学习经历。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缅语学习过程

呈动态性发展。这种动态性具体表现为由接触缅语前的低期待值变成学习缅语之后的高期待值，对缅语

的认知呈动态性的趋势。在面临多方面的困难挑战下，缅语学习者发挥语言能动性，采用多种策略克服

困难。他们将语言学习转换成语言资本、文化资本、教育资本等资本形态，从而实现赋能，这实质上是

一种打破英语霸权的行为。在英语资源相对落后的边疆地区，他们通过学习小语种，发挥语言能动性来

实现自身价值。这为小语种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同时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对象仅限于一

所云南高校缅语专业学生，样本数量不多，无法全面概括边境缅语学生学习状况，未来可以结合多所高

校进行多方面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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