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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态度是人与人在社会密切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且在使用语言过程中表现出来，是人类语言生活

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彝族大学生的语言使用情况及态度调查研究，有助于探索和深入了解彝族

大学生对彝族语言学习与掌握，文化传承的实际情况。研究发现：彝族大学生整体普通话良好，普通话

能力不如彝语能力；彝族大学生在内部语域中彝语的使用率最高，而在外部语域中普通话的使用率最高；

彝族大学生普遍对母语具有正面积极的态度，对母语的热爱和认可度高，同时具有强烈的语言认同感和

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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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guage attitude is formed gradually in the process of close soci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ople, and is manifested in the process of using language,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uman 
language life.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language usage and attitude of Yi n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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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students is helpful to explore and deeply underst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Yi nationality 
college students’ language learning and mastery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Mandarin Chinese of Yi nationality college students is good, but their Mandarin Chinese 
ability is inferior to Yi’s. The use rate of Yi language is the highest in the internal language domain, 
while the use rate of Mandarin Chinese is the highest in the external language domain. Yi nationality 
college students generally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ir mother tongue, a high degree of 
love and recognition for their mother tongue, and a strong sense of language identity and belo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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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言作为社会交际工具、文化载体及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振兴战略的不同领域发挥着

重要作用[1]。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腾飞，越来越多的彝族大学生进入大学校园，在国家大力推广普

通话背景下，他们从小开始接触并学习汉字，讲普通话、彝语或四川话，久而久之，很多彝族大学生对

普通话、彝语、四川话的认知逐渐发生变化。适应语言生活需求也是促进少数民族社会进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条件[2]。为了厘清彝族大学生当下语言使用的相关情况与态度，以 P 大学彝族大

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线上问卷调查和线下一对一访谈的方式，对他们的语言能力、语言使用情况和语

言态度进行了调查研究。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viewees 
表 1. 受访者基本情况 

访谈对象 性别 年级 专业 户籍 日常交流语言 访谈日期 

受访者 1 男 2020 级 汉语言文学 农村 彝语 20220604 

受访者 2 男 2020 级 汉语言文学 农村 彝语 20220604 

受访者 3 女 2021 级 秘书学 城镇 汉语 20220610 

受访者 4 男 2020 级 法学 城镇 普通话 20220615 

受访者 5 女 2019 级 会计学 城镇 普通话 20220615 

受访者 6 女 2019 级 学前教育 城镇 彝语 20220622 

受访者 7 男 2021 级 商务英语 城镇 汉语 20220625 

受访者 8 女 2019 级 雕刻艺术设计 农村 彝语 20220627 

受访者 9 女 2020 级 土木工程 城镇 彝语 20220627 

受访者 10 男 2021 级 旅游管理 城镇 汉语 2022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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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问卷星发放了线上问卷，回收问卷 100 份，有效问卷 95 份。其中，被试者中女性和男性

的占比分别为 51%和 49%，其中四川省内、外人数分别占比为 95%、5%，专业类型文史类和理工类分别

为 71.58%、28.42%，居住地县城和农村的占比分别为 16.84%、83.16%，就当地是否有针对少数民族考

取大学的优惠政策是时 88.42%的彝族学生表示有，6.32%表示不清楚，5.26%表示没有。访谈对象共 10
人，表 1 为受访者基本情况。 

2.2. 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从三个维度出发：第一，彝族大学生的语言能力状况如何？第二，彝族大学生的语言使

用情况如何？第三，彝族大学生对母语的态度如何？ 

2.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线上问卷调查与线下访谈的方式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研究。问卷设计主要包含了四个方

面：一是收集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情况；二是收集研究对象当下普通话、彝语、四川话的语言能力情况；

三是调查研究对象日常生活中语言使用具体情况；四是收集研究对象的语言掌握与使用态度情况。 

3. 研究结果和讨论 

3.1. 彝族大学生的语言能力 

语言赋能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3]。彝语对彝族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

是彝族人民在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智慧结晶，而且是彝族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体现。通过问卷与

访谈法，可将彝族大学生的彝语能力分别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逐一分析，结果如下： 

3.1.1. 彝语和普通话听力能力较强 
绝大部分被试者彝语听力能力很好，完全听得懂彝语，对自己彝语听力是比较满意的，只有 10%左

右的被试者不是很满意自己的彝语听力能力。满意度的自我测评也正好是对被试者彝语听力能力强弱的

说明，说明了绝大部分的被试者具有较强的彝语听力能力。在线下一对一的访谈当中，受访者 1 表示：

“我小时候生活的环境，几乎大多数人都说彝语，而且身边很少有汉族居住，特别是在农村地方，因此

从小就受到彝语的学习环境深远持久的影响，已经慢慢地成为了一种语言交际习惯和惯性思维模式”。 
80%的被试者普通话听力能力较强，在日常生活中完全听得懂普通话。根据线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就学习环境而言，从小学到大学老师都是用普通话授课的，即使在小学的时候，有些老师普通话不是特

别的标准，带有口音，但是完全不影响普通话听力。在考取教师资格证的时候也有对应的普通话等级考

试，否则是拿不到教师资格证的，因此，在义务教育阶段，授课教师均具备了普通话二级甲等水平以上

的能力。在高中和大学以后，学校生活时间拉长，老师和同学之间的交流、同学和同学之间的交流就更

加地倾向于普通话。因此，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下，普通话的使用频率和重视程度也在逐渐提高，普通话

听力水平也在潜移默化中稳步提升。 
综上所述，彝族大学生彝语听力和普通话听力能力都比较强。彝语听力能力强是因为先天就有彝语

语言环境，自然习得的，而这种影响是深远且持久的，很难消失。普通话能力强是因为在成长过程中不

断地学习和接受普通话教育，这是经过后天培育与熏陶的。久而久之，促使彝族大学生的彝语、普通话

听力能力提高。 

3.1.2. 彝语口语表达能力良好，普通话表达能力较差 
绝大多数的被试者彝语口语表达能力良好，完全可用彝语交流，对自己彝语口语能力比较满意。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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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有 85%以上的被试者对自己彝语表达的能力是比较满意的，这也恰好证明了，日常

生活中彝族大学生擅长用彝语交流并且彝语交际能力非常强。在线下一对一访谈中，受访者 2 表示：“我

从小生活的环境里面，几乎都是用彝语交流的，因此听得多、记得多，受到的影响就比较大，在和别人

交流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甚至是无意识地使用彝语交流”。 
70%的被试者表示自己的普通话表达能力和汉族同学相比较，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到了

大学以后更加的明显和突出。汉族同学的母语本身就是汉语，即使在说汉语的时候存在着地域的差异，

有些汉字在普通话里面也只是发音上的差异，同时他们学习汉语的时间长，普通话发音相对更加标准。

彝族大学生学习普通话有了更好的语言环境，通过系统化学习，彝族大学生都相信自己在专业知识和普

通话水平方面会有较大提高。 
在回答“上大学后普通话能力变化”一题时，30.53%的同学认为提高很多，50.53%的同学认为有些

提高，只有 18.95%的同学认为自己的普通话在大学期间没有变化或有些下降。但他们彝语能力与普通话

能力相比，变化较大。认为大学期间彝语能力提高很多或有些提高的仅占 28.42%，67.37%的同学认为自

己的彝语能力没有变化或有些下降，甚至 4.21%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彝语能力下降很多。语言能力高低与

学校生活密切相关，在学校中他们 82.11%的比率会使用普通话，其次是使用四川话沟通和交流，占总体

的 14.74%，彝语与英语沟通仅占了 3.16%。受访者 3 针对上述现象给出了三个原因：“首先，很多彝族

大学生参加了全国普通话水平测试并且拿到了较好的成绩和等级，但是没有拿到普通话等级的同学就会

为了拿到等级而不断地去练习普通话，甚至通过报名参加普通话培训班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普通话能力；

其次，在大学这样一个环境下，课堂上老师用普通话授课，同学用普通话回答课堂问题，这促进了普通

话的使用频率，使普通话在彝族大学生中不断使用；最后，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大家都会使用普通话或

者当地的汉语方言来交流”。 

3.1.3. 彝族大学生识彝文能力较差，识汉字能力较好 
据问卷“您对您彝语读的能力”满意度调查分析发现，21.05%认为很满意，18.95%认为满意；23.16%

认为一般，而不满意与很不满意分别为 13.68%与 23.16%。根据访谈调查，只有 40%左右的被试者对自

己识彝文的能力满意，这说明两点结果：一方面，线上线下调查结果较为一致；另一方面，大部分被试

者对彝文并不熟悉和了解。因为只有认识才能读得出来。尽管日常生活中，他们能够使用彝语流利地交

际，但他们只重视了“语”，忽略了“文”，只是停留在了听力和表达能力两个方面，往往忽视了读和

写这两方面的能力。因为缺乏专门的彝语课程，小学、初中和高中也并没有开设专业的彝语课程，只有

极少数地区设置了彝语课程，但也只是局限于应对高考。所以，在考完高考以后，很少会有人去认真、

系统地学习和复习彝语，除了大学专业就是少数民族语言的学生会去学。因此，这导致了很多被试者的

识彝文的能力很一般，甚至出现不会读的现象。 
与之相反的是 80%的彝族大学生识汉字能力比较好，从小学到大学几乎都是学习汉字、考试也是汉

字，所以认识的汉字很多。受访者 3 表示：“我所在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并没有专门的彝文课程，同时

家里面的长辈也不认识彝文，所以并不具备学习彝文的条件和环境。还有身边所遇到的文字几乎都是汉

字，例如：广告、电视、课本等等。现在的语言环境是多种多样的，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但

是认识彝文的人并不多，如果有的话，那也是知识层面比较广，层次较高的人，而彝族聚居的地方又是

比较落后、偏远的山区，接受的知识较少”。因此，形成了彝族大学生识彝文能力较差，识汉字能力较

好的现象。 

3.1.4. 彝族大学生写彝文能力较弱，写汉字能力较强 
大部分被试者彝文书写能力比较弱，会写的彝文并不多。他们对自己的书写能力从很满意、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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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所占比例分别为 13.68%、13.68%、22.11%、16.84%、33.68%。彝族大学生表示，

虽然自己第一次听和说的语言是彝语，但是自己手写的第一种文字却是汉字。 
据此可知，大部分彝族大学生具备了较强的彝语听力能力和表达能力，甚至可以将自己听到的彝语

流利地表达出来，但同时也有大部分彝族大学生并不完全具备写的能力。根据线下一对一访谈的情况来

看，之所以大部分被试者不具备写彝文的能力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很多

年长的一代能接受到的教育知识很有限，因此缺乏教育和传授下一代写彝语的能力；其次，年轻一代人

在学校接受的几乎都是汉语授课模式，很少开设彝语课程，因此缺少专门学习彝语的语言课程和语言环

境；最后，在素质教育环境下，面对的考试都是使用汉字，而很少用彝语考试。 
综上所述，彝族大学生的语言能力呈现出彝语和普通话听力能力较强，彝语表达能力良好，但普通

话表达能力较差、识彝文能力较差但识汉字能力较好、写彝文能力较弱但写汉字能力较强、以及上大学

以后彝语能力下降和普通话能力普遍提升并且发展良好，能够熟练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书写和阅读的

态势。首先，这与国家全面推广普通话的政策紧密相关；其次，因为彝族大学生在大学校园里接受的几

乎都是普通话教育，只有在家里才会跟着父母、亲戚学习一些彝语口语，所以彝族学生的普通话能力好

于彝语能力，尤其是在读和写两方面。因此，语言能力的强弱和使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时间、

地点、人物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彝族大学生的语言能力。 

3.2. 彝族大学生语言使用情况 

语言使用环境可分为内部语言环境和外部语言环境：内部语言环境是在家里面，外部语言环境是学

校、课堂和陌生的社会环境；通过调查发现，语言使用情况存在着主体表达流畅度的差异；同时语言使

用情况存在着阶段性的差异。 

3.2.1. 彝族大学生语言使用情况存在着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差异 
从被试者语言环境使用情况来看，在内部环境下大部分人会使用彝语交流，而在外部环境下绝大部

分被试者使用普通话交流。据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在内部环境家里面，62.11%的被试者使用彝语和家人

进行交流和沟通，12.63%使用四川话，6.23%使用普通话，18.95%的被试者会在家中串用彝语、四川话、

普通话与家人沟通和交流。这说明彝语在家庭交流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外部环境分为学校和课

堂、陌生环境两个部分。在学校和课堂上，被试者使用普通话的频率高达 82.11%，这充分说明了普通话

的使用情况非常乐观和常见。同样，在陌生环境下被试者使用普通话的频率仍然占绝大多数。由此看来

被试者在内部环境下使用彝语的频率非常高，而在外部环境下使用普通话的情况更为普遍。因此，彝族

大学生的语言使用情况是存在环境差异的。 

3.2.2. 彝族大学生语言使用情况存在着主体表达流畅度的差异 
不同的被试者对于用哪种语言表达更为流畅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据问卷调查数据显示，用彝语表达

更为流利的约占 47.37%、普通话占 30.53%、方言占 21.05%，而认为用英语表达流利的人仅为 1 人，占

1.05%。因此可以看出，被试者用彝语和普通话表达更为流利，但彝语仍占了第一的位置。与此同时，在

线下的访谈当中，访问受访者关于何时会使用本民族语言的问题，受访者 4 表示：“在家基本都是使用

彝语，在大学课间里会说彝语，有时课堂上与老师交流偶尔也使用方言，但是大多数时候都是使用普通

话”。一方面，有一些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可能涉及到以后考教师资格证，对普通话的要求就比

较高；另一方面，课堂是比较严肃和神圣的地方，使用普通话可能是对老师、同学和课堂的尊重。在宿

舍里因为有彝族室友，所以也会使用彝语交流。遇见彝族朋友也是使用彝语交流。受访者 5 表示：“小

学初中高中使用普通话比较多，因为学校规定讲普通话”。受访者 6 表示：“我所在的学校，是有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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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的彝语课程的，并且高考所有的科目都是用彝文来翻译的，也要用彝文作答，除了英语以外”。他

们所开设的彝语课程一般是大学期间就读少数民族语言专业的老师来授课的，在听、说、读、写能力方

面是比较强的，但是他们也反映到彝语的学习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彝语还会分类，发音也会不同，

就像是我们汉语在不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发音，也就是所谓的方言。同时，受访者 6 还表示：“在学习

彝语以后，如果长时间不去复习，就会很容易忘记，学得很快，忘得也很快”。受访者 7：“我从小就

在市里面长大的，因此小学、初中和高中都是在市级的学校就读，从小爸爸妈妈们就教我说汉语、写汉

语、读汉语，甚至在家里面和家人交流时就说当地的汉语方言，在学校就说普通话，所以对彝语的使用

几乎没有”。 

3.2.3. 彝族大学生语言使用情况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差异 
根据被试者的情况来看，彝族大学生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存在着阶段性的特征：可分为小学以前

和初中以后两个阶段。小学以前 70%的彝族同学用彝语交流，初中以后 80%的彝族同学用汉语交流，这

种交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家里面，另一个是在学校。一方面是在小学以前，就受到母语潜移默

化和深远持久的影响，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下，家里的长辈和身边的彝族朋友都用彝语交流，所以用汉语

交流的频率低和时间少；另一方面是家里的长辈并没有认识到汉语的重要性并且他们对本民族语言的重

视程度和肯定值非常高，所以在平时的交流当中几乎都是用彝语进行的。与之相反，到了初中以后大多

数彝族同学选择了用汉语交流。一方面是因为初中同学有很多都是汉族，大家都在渐渐地用汉语交流，

并且学校开设了专门的汉语班，对汉语进行了系统化、理论化地学习，还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初中以

后的考试对认识汉字、写汉字和说汉语的要求更高，而这种现象到了高中和大学以后更为明显，所以用

汉语交流的频率就很高。 
综上所述，彝族大学生语言使用情况也是复杂多样的，有内外部环境差异、主体差异和社会历史差

异等。因此，语言使用情况要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和环境的变化来具体分析，这是一个多角度

且动态的分析过程。 

3.3. 彝族大学生的语言态度 

语言态度是人们对某种语言文字社会价值的认识和评价[4]。语言态度的不可观察性增加了研究的难

度，如何通过科学的途径使语言态度外显，对语言态度的深入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5]。对彝族大学生语

言态度的调查，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认为哪种语言更为重要；对于彝族人只会说汉语的态度；个人是

否重视本民族语言；是否希望学校开设彝语课程来提高个人彝语水平。 

3.3.1. 大部分彝族大学生认为彝语、汉语和英语三者都重要 
彝族大学生在大学期间也要学习英语，在问及到语言态度时，他们 61.05%的学生认为彝语、汉语和

英语三者都很重要，主要是因为彝语是自己的母语；汉语是日常生活中除了与本民族人交流以外使用频

率最高的语言；而英语在高中时期是高考的必考科目，到了大学以后可能是涉及到四六级英语考试，多

数时候是不会用在日常交际当中，只是英语课堂可能会使用。 

3.3.2. 仅少部分彝族大学生对彝族人只会说汉语表示支持态度 
47.37%的被试者是不支持彝族人只会说汉语这一现象的。42.11%表示可以理解，只有 10.53%的被试

者表示支持。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线下一对一的访谈时，受访者 8 表示：“我来自农村，从小就受到

彝语的熏陶，家庭也非常重视彝语，这毕竟是自己的母语。举一个例子：就像是汉语是汉族人的母语，

没有人一生下来就要去学其他民族的语言，可以说是带着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来到世界的”。因此她表示

不支持彝族人只会说汉语这一现象的存在，至少她的家里面不是这样的。受访者 9 表示：“我来自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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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从小就学习了汉语，家里面人都在事业单位工作，也很少用彝语交流，在家庭的影响下，我逐渐

只说汉语”。他也表示有时候跟着爸爸妈妈回老家的时候，他们会用彝语和爷爷奶奶交流，因为爷爷奶

奶一直都生活在农村，接受的知识教育也很有限，几乎没有读过书。但是回去了自己不说彝语的话，爷

爷奶奶他们会批评自己爸爸妈妈怎么不教育后代使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同时他表示只是偶尔听得懂一

两句简单的话。因此他是支持彝语人只会说汉语的。 

3.3.3. 彝族大学生重视本民族的语言，且有着强烈的民族语言自豪感 
绝大部分的被试者是重视本民族的语言。71.58%的被试者是非常重视本民族语言的，25.26%是比较

重视，只有 3.16%左右的人是不重视的。也就是说，年轻一代的彝族大学生总体上是非常重视自己民族

语言的，这也体现了他们对自己的民族语言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线下的访谈当中，受访者 10
表示：“自己高中就读于彝语班，对彝语的听、说、读、写可以说是非常的熟练，因为高考就是用彝语

考试”。在谈及到彝语未来的发展前景时，他强烈地表示自己以后想从事彝语工作，说的具体点就是当

一名彝语老师，将自己本民族的语言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他还谈到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学习彝语的联盟

的，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彝族大学生，有的来自 985、211 学校，就读的专业也是彝语专业，他们会用

在学校学到有关彝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分享给其他彝族同学，并不局限于彝语。 
综上所述，P 大学彝族大学生是非常重视本民族的语言，并且有强烈的民族语言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认为要尽自己的一份力将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化传承下去。同时，93.68%的彝族大学生认为学好彝语有必

要，是对文化的传承。 

4. 结语 

首先，从对 P 大学彝族大学生的语言能力调查结果来看，彝族大学生整体彝语听说能力良好，但彝

语能力与普通话能力相比总体较弱。这与他们从小在学校接受普通话单语教育的现实情况相关。彝族学

生在学校接受普通话教育，奠定了他们良好的普通话基础，而对彝语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学习，他们只有

在日常生活中才会用到彝语，加上彝语文字本身的复杂性和学得快也忘得快，使得彝族学生只会彝语口

语，而不会写和读彝语文字。有的被试者甚至在大学以后，很少使用彝语，导致彝语能力没有变化甚至

下降。加之国家对普通话的推行，年轻一代人说普通话的越来越多。 
其次，从彝族大学生的语言使用情况来看，他们在家庭内部环境中彝语的使用率最高，与家人、亲

戚等交流时通常说彝语。在外部环境中，他们使用普通话的频率往往很高，即使彝语对于他们来说表达

是非常流利的，但是为了与他人顺利沟通，潜意识中会自己选择普通话。 
再者，从彝族大学生的语言态度调查结果来看，彝族大学生非常重视自己民族语言，对母语普遍持

正面和积极乐观的态度，对母语的喜爱度、忠诚度、认可度和参与度是比较高。大部分人认同彝语是彝

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母语具有保存价值、传播传承价值、历史文化价值，认为会说彝语非常重要；

同时，愿意学习、维护本民族的语言文化，积极地参加本民族的民俗活动和相关高校积极组织的有关彝

语的活动等，这充分地体现了彝族大学生对自己民族语言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最后，通过这次彝族大学生的语言能力、语言使用情况和语言态度，发现目前民族语言保护工作还

有待进一步地推进和推广，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系统地展开工作。例如：很多少数民族

地区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应加快推进民汉双语教育，让少数民族学生既能学习汉语普通话，又能系统

地学习本民族语言，树立良好的语言价值观，以此更好地保护我国少数民族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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