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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双语学习的国际经验和 

对新疆双语教学的启示 

内容摘要：在我国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语言

在本地社会中不可或缺，而汉语作为国家的通用语言，是人们进

行社会活动的基本工具。因而掌握“双语”是本地儿童、尤其是

少数民族儿童的基本技能。国际研究及经验表明，儿童若从三岁

开始接受双语教育，语言能力和文化理解力效果将惠及其一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双语”幼儿园(学前班)教育指导

纲要》规定在新疆农村乡镇设立“双语幼儿园”，为 5 至 6 岁农

村儿童提供学前教育。但因客观条件限制，3 至 4 岁儿童的早期

教育仍然没有纳入到政策框架中。为在西部地区普及儿童早期教

育，并适应当地的双语需求，2012 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以

下称“基金会”）与地方政府合作，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

30 个村庄设立“山村幼儿园”试点，为当地 3 至 5 岁的儿童开

设双语幼教课程。双语教育对于儿童的成长和民族文化的传承是

否为新的挑战？应该如何推进双语教育，使之更适应本地文化发

展和社会融合的需要？准确把握这些问题，不仅利于项目工作的

开展和推进，而且对于回应各界关于双语教育的争论具有重要意

义。 

 

关键词：儿童早期发展；双语学习；国际经验 



 1 

儿童双语学习的国际经验和 

对新疆双语教学的启示 
 

在我国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语言作为民族群众的

母语和本地通用语言，在本地社会中不可或缺；而汉语作为国家的通

用语言，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尤其是跨区域和跨民族社会交往的基

本工具。因而掌握“双语”是本地儿童、尤其是少数民族儿童的基本

技能。 

国际研究及经验表明，儿童若从三岁开始接受双语教育，语言能

力和文化理解力会明显提高，效果将惠及其一生。为在西部地区普及

儿童早期教育，并适应当地的双语需求，2012 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

会（以下称“基金会”）与地方政府合作，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吉木乃

县 30 个村庄设立“山村幼儿园”试点，为当地 3 至 5 岁的儿童开设

双语幼教课程，目前项目进展顺利。 

一、 儿童双语学习的国际研究 

3 岁学习双语，是否会影响儿童对母语的掌握？ 

上世纪八十年代，单语教学是美国正统的语言教育，而由移民潮

造成的双语环境和双语教学被视为社会污点和社会负债。但是，随着

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和对双语学习的深入研究，目前欧美已普遍认识到

儿童从小学习多种语言的优越性。 

1997 年，美国神经学专家乔伊˙赫希（Joy Hirsch）的团队发现，

儿童和成人学习第二语言，使用的是大脑中的不同区域：11 岁之前开

始学习双语的人，成年后用两种语言思考时，大脑布罗卡区中的同一

块区域活跃工作；而 11 岁之后再学习第二语言的人，以第二语言思

考时，大脑中工作的区域与母语的活跃区并不重合。本世纪初期，佛

瑞德˙杰纳西（Fred Genesee）教授等学者进一步对婴儿期(0-3 岁)双

语学习者进行观测，发现他们大脑中的两个语言体系交织在一起发

展，称为“统一的语言系统”（the Unitary Language System）。和大多数

已知的语言翻译系统不同，这些双语儿童的大脑混合了两种语言代码

（Code Mix），直接形成了两个交织且能独立工作的语言系统，使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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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儿童能在各种复杂语境下准确地交替使用两种语言。该语言系统在

一定年龄后便搭建完毕，此后再开始学第二门语言，大脑内只能另搭

建出一套线路，第二语言的掌握程度受到限制。因此，从小学习双语

的人，显然比长大后再学习第二语言的人更能自如的掌握两种语言。

研究还发现，两种语言是否能形成统一的语言系统，与开始学习的年

龄有关，而与语言文字的种类无关。 

二、 儿童双语教学的国际实践 

著名语言学家雷纳伯格（Eric Lenneberg）曾提出影响颇大的语言

习得“关键期假说”（The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认为儿童的语

言学习能力到一定年龄后将受到限制。而全面评价语言学习的效果，

需考虑语音、听力、语法、习得速度等多方面因素，因而儿童双语学

习的最佳起始年龄至今仍在讨论中。但近期多位脑科学家和语言学家

的研究已表明，从婴儿出生便开始接触学习双语，有利于双语的掌握

和大脑发育，特别有助于语音意识的培养。多国实践经验也已证明，

从三岁左右开始双语学习不仅不会有负作用，而且会令孩子受益终

生。 

在多国脑科学家和语言学家研究基础上，欧盟率先为儿童多语教

学提供了政策保障。2002 年巴塞罗那召开的欧洲理事会强调，要加强

儿童对于基本技能的掌握，特别是要从小学习至少两门外语。2009

年制定的“欧洲教育和培训战略计划 2020”（简称“ET2020”）中，欧盟

内 28 个国家的 30 个教育系统确定合作，共同实践并探讨早期语言教

育（Early Language Learning， 简称 ELL）。 

2011 年，欧盟支持的“早期语言和跨文化习得研究”项目(Early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Acquisition Studies)对儿童双语学习的重要

性做出了进一步证实。该项目组对比观察了德国、比利时、瑞典、英

国等多个国家的 266 名学龄前儿童（3-5 岁），发现接受系统化双语教

育的儿童在第二语言的词汇、语法等多个方面都表现得很好，母语学

习也没有受到影响。 

参与项目的儿童定期接受多样化的语言测试。多项参数都表明,

儿童三岁便能很好地掌握第二语言,而掌握程度取决于儿童接触该语

言的时间，以及老师教授该语言的水平与方法（项目中教授第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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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师都是该种语言的母语使用者）。同时，儿童的母语发展没有因

第二语言的学习受到不良影响；而在一些案例中，母语水平更是随第

二语言的学习而提高，因为第二语言能激发儿童使用母语交流的意

识，儿童会将两种语言中的概念和措辞互相转换，从而促进认知能力

的发展。可见，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儿童 3 岁开始双语学习既

有益于第二语言的掌握，又不影响母语的发展，甚至对母语有更大的

促进作用，形成了效果显著的双语优势。 

欧盟的项目还特别关注了 3 至 5 岁少数族裔儿童和移民儿童的双

语学习，这些儿童需要同时学习本民族语言和官方语言。虽然在项目

开始前有人有各种顾虑，但结果表明，这些儿童学习第二语言甚至更

轻松，因为多文化背景下成长的儿童比单语学校儿童的语言意识更发

达，对语言的接受能力更高。但是，欧洲少数族裔儿童接受早期教育

（特别是语言教育）的比例还相对较低，儿童长大后融入社会的难度

仍较高。因此“ET2020”中明确提出，“应该大力鼓励少数族裔儿童尽

早学习官方语言，以便促进他们融入社会的速度，改善长大后接受教

育的情况。” 

项目同时证实，3 至 5 岁的儿童已成功学习并掌握不同的跨文化

交际策略。从 3 岁开始学习多种语言，能帮助儿童增进对文化多样性

和差异性的理解与尊重，从而提高沟通能力和同情心，更好地认知自

我，同时有效推动多种社会文化的互通与融合。另外，3 至 5 岁也是

培养儿童理解力、表达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注意力、自信心等多项

能力的关键时期，研究证实，双语学习对此也有很大帮助。 

很多欧洲国家都有一种以上的官方语言，根据《欧盟地区和少数

民族语言宪章》的定义，欧盟内有超过 60 种小语种或地方性语言。

在双语和多语地区，儿童在学龄前需熟练掌握多种语言。语言问题上，

欧洲的情况与我国多个少数民族地区类似，具有借鉴意义。 

三、 对新疆儿童双语学习的建议 

1. 欧盟的经验已证明，少数民族儿童的双语教育宜早不宜迟。《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双语”幼儿园(学前班)教育指导纲要》规定，新

疆农村乡镇设立“双语幼儿园”，为 5 至 6 岁农村儿童提供学前教育。

但因客观条件限制，离乡镇距离较远、低收入家庭的儿童还难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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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的机会，3 至 4 岁儿童的早期教育仍然没有纳入到政策框架

中。 一旦在儿童早期错过双语教育的学习时机，往往很难在其他年

龄阶段完全得到弥补。基金会在吉木乃县推广 3岁儿童接受双语教育，

是有益尝试，将同时促进儿童汉语水平和民族语言水平的发展。对此，

基金会将进一步跟踪评估。 

2. 提倡浸入式（Immersion）教学法，聘用当地汉语水平优秀的

教师。 “浸入式”是将第二语言作为日常教学语言的方法，在加拿

大北部法语区已普及四十余年，效果显著。正如家庭的语言环境决定

了幼儿的母语水平，在“浸入式”教学法营造的充分的汉语环境中，

幼儿园教师的语言习惯会被儿童模仿，并在互动中直接影响儿童对汉

语的掌握。因此，应尽量聘请汉语水平较好的当地教师，加强教师的

汉语技能培训,并鼓励教师多使用规范汉语与儿童进行日常交流。 

3. 为儿童创造持续的双语环境。语言学习是一个动态过程，要在

不断使用中巩固。多位欧美学者研究证明，6 岁以下的儿童虽然能很

快掌握第二门语言，但如果无法在生活中经常使用该种语言，退化的

速度也很快。佛瑞德˙杰纳西教授提出，除了学习时间外，儿童至少

有 30%的时间能接触到第二门语言，才能真正掌握该语言，成为双语

儿童。因此，少数民族家庭和地方政府应积极配合，为儿童创造练习

汉语的语言环境，鼓励儿童多用双语交流，确保儿童的民族语言和汉

语水平都稳步提高，既不丢民族遗产，也能为长大后的学习和文化交

流打下语言基础。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王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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