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服务 教育
2020年1月7日 星期二
主编：苏伶俐 编辑：沈静 美编：况中银
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om 11

日常生活中，很多年轻家长担心
方言影响孩子学习普通话，对方言有
抵触情绪。其实，保护方言越来越得
到大众的认可，厘清方言与孩子成长
的关系，是家庭教育的重要课题。

婴幼儿接触方言
不会影响学普通话

《宝宝学说话，该不该跟他说方
言》一文认为宝宝学说话时应严格避
免接触方言，否则不仅会导致孩子语
言发展迟缓，混淆语言，严重者甚至会
出现思维混乱的情况。这篇文章描述
的“严重后果”，引发了众多家长担忧。

事实上，大量研究表明，双语环境
以及普通话和方言混用并不会导致上
述后果。

首先，宝宝有能力辨别普通话和
方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蒂埃里·
纳齐博士发现，5个月大的婴儿就已经
有能力区分不同语言（荷兰语和英
语），或是不同方言体系（美式英语和
英式英语）。实验证明，双语环境不会
让婴儿感到困惑，若在接触方言的同
时也能接触到发音标准的普通话，孩
子说普通话的纯正度就不会受影响。

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研究也发现，
在一周岁前，婴儿有能力听到、区分和

储存无限多的音素。也就是说，让孩
子从小接触方言和普通话，可以学会
更多的发音，这些音素的储备，可以让
孩子有能力将普通话和方言都说好、
说正宗，甚至能帮助孩子更好地学习
外语。

其次，接触方言不会出现所谓“由
于家里语言不统一，宝宝学习语言的
过程会被拉长，最后一套完整的语言
也说不清”的情况。来自美国得克萨
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双语研究专家艾
伦斯·塔博博士指出，尽管一开始孩子
可能会无法说清一套完整语言，但双
语环境并不会造成孩子语言习得或说
话的发展迟缓。因此，随着孩子普通
话和方言词汇量的扩大，孩子完全有
能力说好两套语言。

拒绝方言
或影响孩子身份认同感

人们往往首先是通过语言去了解
陌生的文化，正如美国人类学家、语言
学家爱德华·萨丕尔所指出，语言并不
只是声音的系统或是表意的工具，语
言有其文化属性，是文化的表现形式
之一。

来自美国布朗大学的伊莉丝·特鲁
姆贝尔博士认为，由于语言与文化的紧

密联系，语言直接影响个人的身份认
同。因此，家长对方言所持的否定态
度，容易让在方言环境中成长的孩子自
觉“土气”，对自己的文化背景产生自卑
感。同理，家长的态度也会使说纯正普
通话的孩子产生优越感，甚至瞧不起普
通话说得不标准的孩子。

而且，刻意限制长辈用方言和孩
子对话，还会拉大家庭成员间的隔
阂。中国是一个拥有多民族及多元文
化的国家，文化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家长有责任帮助孩子理解语言及文化
间的平等关系。

对比分析
让孩子在使用中提升语言能力

法国社会学家皮耶·布迪厄指出，
语言是“文化资本”的一部分，语言的运
用反映了一个人的文化水平，直接影响
着其工作发展的空间和社会待遇，并由
此转化为个人的“经济资本”。在中国，
很多企业对求职者的普通话有着严格
要求。童年是语言学习的黄金期，有方
言环境的家庭如何让孩子说好普通话，
是一个有挑战性的课题。

西班牙大脑与认知中心的阿尔伯
特·科斯塔表示，影响双语家庭孩子语
言发展的一大因素，是语言输入的缺

乏。在儿童习得语言的过程中，需要
通过大量的听力积累形成语言储备，
而很多双语家庭并没有增加和儿童的
沟通时间，儿童对每种语言的接触都
相对有限，无法形成大量语言储备。
因此，家长首先要增加和孩子的对话
时间，给孩子大量接触语言的机会。

若想让孩子同时熟练掌握普通话
和方言，家长和学校还需要提供有效
的指导，帮助孩子区分语言的差异。
伊莉丝·特鲁姆贝尔博士建议，当年龄
较大的孩子出现语言混用的情况时，
可以引导孩子使用对比分析方法，多
角度比较两种语言或语音体系之间的
差异，从而了解不同语言的结构和特
点。对比分析，可以让孩子对两种语
言都能形成深刻、全面的认知。

据有关研究表明，通过系统的学
习和对两种发音体系间的充分理解，
学生可以具备在不同语境间转换口音
的能力，即在家庭或社区类较为随意、
生活化的环境中，使用方言；在学习或
工作等较为正式的环境中，使用普通
话。这意味着，培养对不同语音体系
的意识，比消除一种语音更为有效。

家庭教育中对方言的尊重与接
纳，对培养孩子的多元文化观、提升孩
子的语言能力、保护全社会的语言资
源，均有益处。

本报讯（通讯员 周蓉）2019年 12
月30日，由中国少年科学院举办的第
十五届中国少年科学院课题研究成果
答辩活动在北京闭幕。天台岗小学南
湖校区派出两名学生参赛，他们分别
荣获1个“小院士”、1个“预备小院士”
称号。另外，天台岗小学南湖校区还
荣获“优秀组织单位”。

这两位小选手虽然年仅10岁，但
已在学校李丹、周巧玲等老师的指导
下储备了丰富的课题研究经验。在比
赛现场，他们自信大方地向专家们展
示研究成果，用严谨与创新赢得了评
委的肯定与赞赏。

天台岗小学五（3）班的范君泽向
专家展示了课题小组围绕重庆地名故
事进行的系列调查：他们在查阅大量
资料的基础上，把重庆地名归为3类；
在调查的基础上，开创性地设计了地

名故事小程序和原创新童谣。他们扎
实、开创的调查工作得到评委的好评，
最终获得“小院士”的称号。

天台岗小学四（2）班的柯皓天围
绕南岸区“南书房”——24小时公益
借书房，展开了历时9个月的调研，分
别做了走访社区、访谈工作人员、
SWOT分析、写建议书、录宣传片、二次
回访等工作，他们的努力已经凸显成
效。最终，也获得了“预备小院士”的
荣誉称号。

据悉，中国少年科学院“小院士”是
面向全国青少年在科学探究、创新发
明、社会调查等方面设立的崇高荣誉。
中国少年科学院是共青团中央、全国少
工委于1999年初成立的，以6~17岁少
年儿童为培养对象，旨在早期发现科技
苗子并加以重点培养，在科学家和青少
年中间架起一道沟通的桥梁。

本报讯（记者 黄仕明 通讯员
郑发平 秦顺渝）2019年，重庆市奉节
职教中心立足当下，着眼未来，推进
教育科研实践，向教育科研要质量，
成效显著。

该校教科室积极营造“教学即研
究”的科研氛围，遵循教育科研“关注
学生、亲近教师、走进课堂、成长师
生”的原则，把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
题作为研究重点，把促进教师专业成
长作为归宿，共组织教师上合格课、
公开课62节次，组织教师及行政听评

课4215节，举办了“教师教学基本功
硬笔字书法培训”和“中青年教师说
课竞赛”。

此外，职教中心还组织教师撰写
市级、县级常规论文80余篇，其中市
级获奖16 篇，县级教育教学论文获奖
28篇，完成德育讲座、职业教育新理
念讲座两个立项校本培训，遴选13名
教师参加2019重庆市中职教师教学
能力比赛，有5名教师进入决赛，有效
提升教师综合素质，促进教师专业成
长，推动了教育科研上水平。

孩子从小使用方言大有益处
■ 野 草

奉节职教中心

向教育科研要质量

天台岗小学参加第十五届中国少年科学院课题研究成果答辩活动

10岁学生获“小院士”称号

柯皓天柯皓天（（左左）、）、范君泽在获奖现场合影范君泽在获奖现场合影。。 周蓉周蓉 摄摄

本报讯（记者 吕培林 通讯员
蒋新）2014年以来，丰都县委、县政府
以创建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为
抓手，举全县之力大办教育、办大教
育，实现了以“创均”促发展的目标，
2017年底首次通过国家验收。

据丰都县教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近两年来，丰都县教育按照“保投入
增总量、抓整改补短板、优教学提质
量”的思路，把发力点转向“全面均
衡”“高位均衡”，在均衡发展巩固和
提升上下功夫。把教育作为重大战
略和民生工程，建立党的领导、优先
发展、定期研究、投入保障、考核督查
五大机制，形成高位推动、部门联动、
上下齐心、合力共为工作局面。

目前，丰都县办学基本条件、政
府推进、校际均衡、公众满意度四大
指标全面达标，其中生师比、学历提
高、岗位结构达标率均为100%；生均
校地、校舍、体育场馆达标率小学

92.3%、98.5%、92.3%，初中 94.3%、
94.3%、94.3%；实验室、六大功能室、
图书室及仪器器材、图书配齐率均达
100%；生均设备值及校园网、多媒体
设备、计算机配齐率均达100%；义务
教育适龄正常儿童少年入学率、进城
务工人员子女、留守儿童、贫困家庭
子女入学率均达100%，“三残”儿童少
年入学率达95.6%；校额标准比例达
92.1％，超大班额全部消除，小学、初
中大班额比例同比2017年下降1.8％、
6.6％；教育经费逐年增长，实现了“两
个只增不减”；全县九年义务教育巩
固率97.3%，小学、初中校际均衡综合
差异系数0.363、0.245，教育公众满意
度为97.6%。丰都教育迎来了集中投
入最多、学校面貌变化最大、人民满
意程度最高、师生精神提振最好的时
期。全县义务教育均衡水平持续巩
固提升，逐步进入了公平而有质量的
新阶段。

丰都县全力巩固提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