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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通过变语配对实验，以S县400多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南疆地区少数民族中小学生对国家通

用语言(普)和带维吾尔语口音的国家通用语言(维普)的语言态度。实验采用双语者录制的不同变语录音，

结合语义差异量表，评估学生对两种变语在地位价值和亲和力方面的评价。结果显示，标准国家通用语

言在地位价值上获得更高评价，而带口音的国家通用语言则评价较低。尽管在亲和力的评价上两者持平，

学生对标准国家通用语言的偏好依然明显。访谈结果进一步验证了量表数据，揭示了不同变语在社会认

同中的作用，为语言态度研究提供了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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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language attitudes of minority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Southern 
Xinjiang towards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Putonghua) and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with 
a Uyghur accent (Weipu) through a matched-guise technique. The subjects included approximately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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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from grades 5 to 12 in S County. The experiment utilized recordings of different language var-
iants made by bilingual speakers, combined with a semantic differential scale to assess students’ eval-
uations of the two variants in terms of status value and affinit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standard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received higher evaluations in terms of status value, while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with a Uyghur accent was rated lower. Although both variants were rated similarly 
in terms of affinity, students still showed a clear preference for the standard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Interview results further validated the scale data, revealing the role of different language variants in 
social identity and providing empirical evidence for language attitud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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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语言态度与变语配对实验 

W. E. Lambert 曾指出，如果一个学生想要成功学习另一个社群的语言，他需要愿意并能够接受该语

言文化的行为方式，包括言语方式；关键因素包括学习者对民族主义的倾向以及对其他社群态度的好坏，

这被认为是学习新语言成功与否的关键[1]。语言态度(Language Attitude)指个人或社会在社会认同、感情

等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对某种语言或方言(包括使用价值、地位、功能以及发展前途等方面)的认知、评价

以及与该语言或方言相关的行为倾向[2]。 
W. E. Lambert 将学习第二语言的动机划分为实用动机和归附动机。实用动机是出于功利目的，而归

附动机是对另一语言和文化集团产生好感的动机。研究发现具有归附动机的学生在学习法语方面表现更

好。Lambert 强调了发音和听力方面的学习效果与学习者的归附动机强弱相关，而语言学习能力不是关键

因素，这里的归附动机本质上正是语言态度的体现。 
要了解某个体或群体的语言态度，则需要对其进行调查，调查方法可分为直接法、间接法与文本分析

法[3]。直接法即通过调查问卷或访谈的方式直接询问被调查者，但这种方法往往是不可靠的，因为对方可

能出于各种顾虑隐瞒真实的语言态度。而间接法主要就是采用变语配对实验(Matched-Guise Technique)。变

语配对语言态度实验方法[4]是通过一位双语者录制不同变语的录音，然后让受试者根据声音分别对不同

说话人(必须让受试误以为该双语者的录音来自不同的说话人)进行评价，本质是利用语言或方言的转换

诱导出某个语言集团成员对另一集团及其成员所持的偏见或是带倾向性的看法[5]。这一社会心理调查方

法自创设后被广泛应用和完善[6]，它巧妙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同一性，使语言态度成为能左右受试者判断

的唯一变量。 

2. 研究设计 

本研究以新疆南疆地区 S 县抽取的少数民族学生样本为调查对象，通过变语配对实验，辅之以访谈，

考察中小学被试学生对国家通用语言(简称“普”)和带维吾尔语口音的国家通用语言(简称“维普”)二者

的语言态度。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南疆和田地区 S 县 5~12 年级(即第三、四学段和广义上的第五学段，此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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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具备被试的认知基础)共约 400 名的少数民族中小学生。和田地区 S 县地处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

沙漠南缘，属艰苦边远地区五类区，经济相对落后，能体现新疆南疆地区的一般特点。 

2.2. 制作变语录音 

变语录音的说话人为两名汉维双语者，一名男性，一名女性，朗读同一段文本，每段录音时长为 30~40
秒。为排除语气起伏等对实验的干扰，录音文本选用一段电热器的使用注意事项，文字内容相对平淡、

客观，不具有明显的感情色彩。根据录音文本，女性双语者录制国家通用语言(简称“女普”)、带维吾尔

语口音的国家通用语言(简称“女维普”)两种变语的录音。相应地，男性双语者录制国家通用语言(简称

“男普”)、带维吾尔语口音的国家通用语言(简称“男维普”)两种变语的录音。男性的录音穿插在女性

的录音之间，按照“女普–男维普–男普–女维普”的顺序播放，使受试难以察觉有录音来自同一个说

话人。测试前告知受试测试任务是听声音判断说话人特征的测试，每段录音播放结束后，受试需要根据

对说话人的印象在量表每个评价项勾选相应的分值。并强调“答案没有正确或错误之分，完全取决于你

听录音时的感受”。 

2.3. 制作评价量表 

参照高一虹等(1998)的 12 对评价项，从中选取易于中学生理解的“热情–冷漠、学历高–学历低、值

得信赖–不值得信赖、开放–封闭、平等待人–势利、薪水高–薪水低、聪明–憨厚、受尊敬–不受尊敬、

礼貌–粗鲁、生活富裕–生活贫困”10 对[6]。再参照王铭宇和刘鸿勇(2017：106)的 10 对评价项[7]，选

取“不自信–自信、不勤奋–勤奋、不上进–上进、不诚实–诚实、不友善–友善”5 对作为补充。共得

15 对评价项，设置成七级语义差异量表如下： 
1. 热情 ○ ○ ○ ○ ○ ○ ○ 冷漠 
2. 学历高 ○ ○ ○ ○ ○ ○ ○ 学历低 
3. 值得信赖 ○ ○ ○ ○ ○ ○ ○ 不值得信赖 
4. 开放 ○ ○ ○ ○ ○ ○ ○ 封闭 
5. 平等待人 ○ ○ ○ ○ ○ ○ ○ 势利 
6. 薪水高 ○ ○ ○ ○ ○ ○ ○ 薪水低 
7. 聪明 ○ ○ ○ ○ ○ ○ ○ 憨厚 
8. 受尊敬 ○ ○ ○ ○ ○ ○ ○ 不受尊敬 
9. 礼貌 ○ ○ ○ ○ ○ ○ ○ 粗鲁 
10. 生活富裕 ○ ○ ○ ○ ○ ○ ○ 生活贫困 
11. 自信 ○ ○ ○ ○ ○ ○ ○ 不自信 
12. 勤奋 ○ ○ ○ ○ ○ ○ ○ 不勤奋 
13. 上进 ○ ○ ○ ○ ○ ○ ○ 不上进 
14. 诚实 ○ ○ ○ ○ ○ ○ ○ 不诚实 
15. 友善 ○ ○ ○ ○ ○ ○ ○ 不友善 

2.4. 数据采集 

录音在课堂播放，测试时间约为 15 分钟。测试开始后则让受试依次听两种变语录音，根据对录音人

的印象通过语义差异量表在各评价项进行评价。每段录音播放两遍。最后回收相应的试卷。采取“集中

填写，当场完成，当场回收，当场检查，不记名”[8]的方式。被试的学校和班级在采集数据时统一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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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讨论 

3.1. 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通过计算量表的克隆巴赫 α系数(Cronbach’s Alpha)考察本次变语配对实验中所用语义差异量

表的总体与各变语量表内部一致性。 
 
Table 1. Reliability test results 
表 1. 信度检验结果 

维度 Cronbach’s Alpha 项数 

总体 0.966 90 

量表 1：女普 0.889 15 

量表 2：男维普 0.891 15 

量表 3：男普 0.911 15 

量表 4：女维普 0.926 15 

 
如表 1 所示，量表总体的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966 > 0.9，各分量表的克隆巴赫 α系数也均在 0.9 左

右，说明量表的信度较好。 
而效度分析中，通过 KMO 和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所有量表均显示出良好的因子分析适宜性。具

体而言，“女普”量表的 KMO 值为 0.908，巴特利特检验显著性为 0.000，提取的两个因子解释了 49.246%
的方差；“男维普”量表 KMO 值为 0.899，显著性同样为 0.000，两个因子的解释率为 51.462%；“男

普”量表 KMO 值为 0.930，显著性为 0.000，两个因子的解释率为 54.432%；“女维普”量表 KMO 值为

0.937，显著性为 0.000，两个因子解释了 57.881%的方差。可见，各量表的因子分析结果均表明其具有良

好的效度，适合进行后续的研究分析。 

3.2. “女–地位价值”组的变语评价差异 

关于语言态度的维度划分，以往国内的研究主要分为“二元论”和“三元论”两种：“二元论”如王

铭宇，刘鸿勇(2017)得出“亲和力”“地位价值”这两个基本因子[8]，张璟玮(2020)同样析出两个因子，

命名为“社会经济地位与意识”“优良人格特征”[9]；“三元论”如高一虹等(2019)析出三个因子，因此

将语言态度划分为“地位”“活力”“亲和力”三个维度[10]。可见，维度的划分取决于析出因子的数量，

析出两个因子的情况下往往将其命名为“亲和力”“地位价值”。本研究沿用了这一习惯，4 个量表有 3
个在自然状态下析出了两个因子，剩下的一个虽然析出了三个因子，但是通过一些条件的限制仍能析出

两个因子。那么，我们将 4 个量表的每个量表划分为两个维度，共得 8 个维度。8 个维度首先根据性别划

分出男、女两组。男、女两组再根据地位价值和亲和力两大因子匹配各自的 2 种变语，得出 1~4 组，如

表 2： 
 
Table 2. Language variant evaluation groups 
表 2. 变语评价分组 

女 
第 1 组：女–地位价值 女普地位价值；女维普地位价值 

第 2 组：女–亲和力 女普亲和力；女维普亲和力 

男 
第 3 组：男–地位价值 男普地位价值；男维普地位价值 

第 4 组：男–亲和力 男普亲和力；男维普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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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对第 1 组进行多个配对样本的 Friedman 检验，结果如表 3： 
 
Table 3. Friedman test for “Female-Status Value” 
表 3. “女–地位价值”多相关样本检验(Friedman) 

 秩平均值 卡方 P 值 

女普地位价值 1.82 
212.149 0.000 

女维普地位价值 2.57 

 
根据 Friedman 检验结果，“女–地位价值”组中两种变语(女普、女维普)在地位价值评价上存在显

著差异(x2 = 212.149, p < 0.001)。女普的评价明显高于女维普(中位数：女国 2.7307 < 女维国 3.5000。数值

越高，评价越低；下同)。因此，女性发音下两种变语在地位价值维度下的综合评价为：“女普”优于“女

维普”。 

3.3. “女–亲和力”组的变语评价差异 

我们对第 2 组进行多个配对样本的 Friedman 检验，结果如表 4： 
 
Table 4. Friedman test for “Female-Affinity” 
表 4. “女–亲和力”多相关样本检验(Friedman) 

 秩平均值 卡方 P 值 

女普亲和力 2.32 
153.539 0.101 

女维普亲和力 2.17 

 
根据 Friedman 检验结果，“女–亲和力”组中两种变语(女普、女维普)在亲和力评价上不存在显著

差异(x2 = 153.539, p ＝ 0.101 > 0.05)。因此，女性发音下两种变语在亲和力维度下的综合评价为：“女

普”持平于“女维普”。 

3.4. “男–地位价值”组的变语评价差异 

我们对第 3 组进行多个配对样本的 Friedman 检验，结果如表 5： 
 
Table 5. Friedman test for “Male-Status Value” 
表 5. “男–地位价值”多相关样本检验(Friedman) 

 秩平均值 卡方 P 值 

男普地位价值 1.49 
331.544 .000 

男维普地位价值 2.70 

 
根据 Friedman 检验结果，“男–地位价值”组中两种变语在地位价值评价上存在显著差异(x2 = 

331.544, p < 0.001)。男普的评价明显高于男维普(中位数：男国 3.3042 < 男维国 4.5714)。因此，男性发

音下两种变语在地位价值维度下的综合评价为：“男普”优于“男维普”。 

3.5. “男–亲和力”组的变语评价差异 

我们对第 4 组进行多个配对样本的 Friedman 检验，结果如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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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Friedman test for “Male-Affinity” 
表 6. “男–亲和力”多相关样本检验(Friedman) 

 秩平均值 卡方 P 值 

男普亲和力 2.29 
145.177 0.402 

男维普亲和力 2.18 

 
根据 Friedman 检验结果，男维普和男普的亲和力评价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 = 0.402 > 0.05)。因此，男

性发音下两种变语在亲和力维度下的综合评价为：“男维普”持平于“男普”。 
综上，不同变语的总体评价差异可归纳如表 7： 

 
Table 7. Overall evaluation differences of language variants 
表 7. 变语总体评价差异表 

女 
地位价值 “女普”优于“女维普” 

亲和力 “女普”持平于“女维普” 

男 
地位价值 “男普”优于“男维普” 

亲和力 “男维普”持平于“男普” 

 
学生的访谈情况与上述数据也基本吻合，学生访谈情况虽未体现不同性别的说话人之间的评价差异，

但体现了一定的变语间差异。学生对国通语说话人的印象大致是：比较温柔(7 年级 3)，挺热情的(8 年级

1)，可能是大学生或者老师(7 年级 2)，可能在乌鲁木齐(7 年级 1)，给人一种很正经的感觉(8 年级 2)，想

把国通语讲得像她这样好(6 年级 2)，比较严肃(6 年级 1)，有点冷漠，但是应该是个很认真，很有礼貌，

尊重别人的人(6 年级 3)，应该在同学中很有威信(7 年级 2)。 
学生对带维吾尔语口音国通语的印象大致是：不是很自信，但是比较温柔(8 年级 1)，应该是个比较憨厚

的人(8 年级 2)，学历有点低(6 年级 5)，有点内向，可能学历不高(8 年级 3)，比较亲切，比较温和(8 年级)。 
总的来说，国通语在地位价值方面评价较高，尤其是男性发音者。带口音的国通语整体评价较低，

尤其是在地位价值维度。性别方面，男女说维吾尔语都被认为最具亲和力。这背后的原因也不难解释，

标准语能力的强弱会彰显使用者的阶层、收入、教育水平高低等社会意义[11]，因此国通语容易在地位价

值维度得到双语者或多语者的青睐，自然在评价方面优于带口音的变语。 

4. 结语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变语配对实验，揭示了不同变语在地位价值和亲和力上的差异。标准国家通

用语言(女普和男普)在地位价值上得到更高的评价，而带口音的国家通用语言(女维普和男维普)在地位价

值上的评价则不如前者。尽管在亲和力的评价上两者持平，但这并未改变中小学生对标准国家通用语言

的偏好。学生访谈的反馈进一步印证了量表结果，显示出相关群体对不同变语的认知和评价差异。这些

发现为理解语言变体在社会认同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研

究方法较为单一，主要依赖变语配对实验，缺乏对其他前沿语言态度间接研究方法的应用。近些年以来，

内隐联想范式已被引入语言态度调查中，适用于测量双语者的二语态度。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进

一步引入内隐联想测验，以便与变语配对法相互验证，从而得出更为可靠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Lambert, W.E. (1967) A Social Psychology of Bilingualism.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3, 91-109.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5.132036


邓清中 
 

 

DOI: 10.12677/cnc.2025.132036 244 国学 
 

[2] 戴庆厦. 社会语言学教程[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3: 144. 

[3] 赵燕. 近二十年来国内语言态度研究考证[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09, 7(0): 73-79.  
[4] Lambert, W.E., Hodgson, R.C., Gardner, R.C. and Fillenbaum, S. (1960) Evaluational Reactions to Spoken Languages.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 44-51. https://doi.org/10.1037/h0044430 
[5] 沙平. “变语配对”实验方法的应用[J]. 语文建设, 1988(3): 25-28.  

[6] 高一虹, 苏新春, 周雷. 回归前香港、北京、广州的语言态度[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8(2): 23-30.  

[7] 王铭宇, 刘鸿勇. 澳门的中学授课语言对大学生语言态度的影响[J]. 南开语言学刊, 2017(1): 104-113.  

[8] 刘莉芳. 语言环境对青少年语言态度的影响[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31(1): 135-138.  

[9] 张璟玮. 澳门青年语言态度调查[J]. 语言战略研究, 2020, 5(1): 59-70.  

[10] 高一虹, 吴东英, 马喆. 回归 20 年后香港与广州、北京的语言态度比较[J]. 语言文字应用, 2019(2): 39-50. 
[11] Labov, W. (200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18208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5.132036
https://doi.org/10.1037/h0044430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18208

	南疆少数民族中小学生语言态度研究
	——以S县为例
	摘  要
	关键词
	Language Attitudes of Minority Students in Southern Xinjiang
	—A Case Study of County 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语言态度与变语配对实验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2.2. 制作变语录音
	2.3. 制作评价量表
	2.4. 数据采集

	3. 结果与讨论
	3.1. 信效度检验
	3.2. “女–地位价值”组的变语评价差异
	3.3. “女–亲和力”组的变语评价差异
	3.4. “男–地位价值”组的变语评价差异
	3.5. “男–亲和力”组的变语评价差异

	4.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