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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扶贫是后脱贫时代助力有效脱贫不返贫的重要政策举措。本文首先对语言扶贫的定义与必要性进行

分析说明，其次对语言扶贫的具体措施做出分析。新时期的语言扶贫需要通过坚持将推广普通话当作工

作重点，融合现代科技，重视儿童教育，着力开发民族语言资源，加强语言经济学学科研究与发展等方

式，实现精准有效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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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guage poverty alleviation is an important policy to help effectively lift people out of poverty as 
well as not to return to poverty in the post-poverty era.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defini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necessity of language poverty alleviation. Secondly, specific measures 
of language poverty alleviation were pointed out. In the post-poverty era, to achieve the goal of ac-
curate and effective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promotion of Putonghua should be the focus of work. It 
is also significant to integrate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childr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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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Other measures include developing national language resourc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linguistic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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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贫困是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反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中国作为曾经的贫困大

国，经过 2013 到 2021 这八年的持续努力，达成了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世

界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随着脱贫攻坚工作不断深入，我国如今已进入“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的中

心也逐渐转移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上来，如何提升贫困人口的整体素质与其拓宽其持续发展的机会是一

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语言扶贫作为“扶智”的举措之一，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语言是贫困地区难以脱

贫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语言入手，为扶贫减贫构筑通向知识和机遇的大道，可以助力新时代脱真贫，真

脱贫。 

2. 何为语言扶贫 

2018 年 1 月，由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语委研究共同制定的《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
正式出台，计划提出的“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概念正式将语言扶贫提上议程，语言扶贫也作为一

项政策举措在中国全面推行。学者们对语言扶贫这一概念的定义意见不一，有的学者从微观的个人角度

入手，强调语言扶贫对贫困人口个人发展的作用，例如杜敏与刘志刚从微观角度对语言扶贫内涵做了深

入的解释，认为语言扶贫“具体指对某些因语言因素造成各方面发展障碍的特定群体所进行的帮扶，旨

在通过提升帮扶对象的语言能力，克服语言因素对他们自我提升和全面发展形成的阻碍，进而促使帮扶

对象逐步提高生产、生活的能力，达到自我发展和提升的目的”[1]；有的学者则着眼于语言扶贫的宏观

意义，即对国家与社会的贡献，如苏剑从语言扶贫的主要措施入手，认为语言扶贫主要包括三部分，即

开发利用语言资源，制定优化语言制度，提升国民语言能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人均产出，实现

减贫、脱贫的目标[2]。陈丽湘则是对语言扶贫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定义，认为语言扶贫是指以消除语言交

际障碍、提升交际效能为目的，通过对贫困个体或群体的语言学习提供扶助，从而提高个体语言能力实

现赋能增值，优化区域语言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个体或群体摆脱贫困的措施与行动[3]。 

3. 为何语言扶贫 

3.1. 推行背景 

语言扶贫在当今时代具有重要性与必要性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我国现在已进入后脱贫时代，二是如

今信息社会的大背景。 
进入后脱贫时代，扶贫的重点转移到解决相对贫困上来，扶贫的目的也不再囿于解决温饱问题，语

言发展对脱贫的作用凸显。王春辉指出，在扶贫的整个体系中，语言文字是一个后发因素，其作用与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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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只有在解决绝对贫困后的阶段才逐渐显现，也就是说语言扶贫在后脱贫时代具有适用性[4]。黄少安

认为贫困的根源在于掌握的语言知识技能落后，并且这种落后会代代相传，导致贫困不断代际转移。语

言扶贫则是阻断这种代际转移的有效举措，语言扶贫所带来不仅仅是贫困人口语言能力的提升，更是其

获取与处理信息的能力的提升与职业发展机会的有效拓展[5]。李玉红也提出，精准扶贫背景下的语言扶

贫符合时代发展需求，也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扶贫成果，具有长远意义[6]。除此之外，我国过去几十年的

减贫实践也反复证明了，物质帮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反而容易催生惰性和不劳而获的心理，

不利于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的形成[7]。在相对贫困阶段，通过提升弱势群体的个体能力对长期有效的脱

贫尤为重要，是一种“授之以渔”的帮扶措施。通过对贫困人口扶智与扶志，提高其语言能力，增加其人

力资本，增强其内生发展动力[6]，从而实现永久脱贫。 
在当今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获取和处理各类信息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人的发展，也是融

入与适应社会的必要条件，而获取信息的首要条件就是可以读懂信息，即可以读和听文字的能力。倘若

缺乏这种语言文字能力，则会与各类信息与机会擦肩而过，最终难以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信息社会中立足。

根据 2023 年最新发表的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底，中国的网站

数量达到 398 万个，这些网站涉及各个领域的有效信息，然而如今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才刚刚过半，

与城镇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而 2020 年发布的第 4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已指出，非网

民不上网原因包括语言能力(不懂拼音占 19.5%)及与语言密切相关的语言技术(不懂如何上网占 51.6%)。
这些数据意味着，由于不懂我国目前的通用语，许多贫困人口失去了获取信息的机会。 

3.2. 语言具有经济特性 

对通用语言的掌握程度是影响收入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早在 1965 年，Marschak 就创造性地提出语

言具有经济和价值属性，即语言具有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这四方面的经济属性[8]。王春辉也指出，

使得一个家庭的经济水平由贫穷转为温饱甚至富裕状态的关键一步是语言能力的提升[4]。李宇明则进一

步阐释了背后的原因，他认为，语言与扶贫之所以具有相关性是因为语言与教育、信息、人和互联网、

人的能力和机会之间具有密切联系[9]。 
语言的经济特性在众多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了有力证明。Tang 等的一份研究就指出，中外学者普遍认

为教育水平落后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水平受制的最主要原因，但是通过对《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中大

量的第一手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者们发现普通话能力不足才是真正影响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发展机会的最

重要原因[10]。王海兰等曾对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波密县劳动者普通话听说读写技能与劳动收入的关系进

行实证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劳动者的普通话水平对劳动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劳动者的普通话听、

说和写的能力提升后，其劳动收入也将提高[11]。此种正向关系也在谢治菊、李强对西部多民族内陆省份

的贫困户的实地调研中得到验证，研究结果显示语言是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一个人拥有的语言技能与

经济地位和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普通话技能的提升不仅带来语言能力的进步，

甚至能够转变贫困户的思维与认知，从而助力脱贫[12]。卞成林等则是更进一步地将语言与经济的关系精

确到了数字，他们在广西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普通话普及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二次曲线关系。普

通话普及率存在最低有效规模，在广西这一特定环境中，只有当普通话普及率大于 60%时，普通话推广

才真正意义上对经济发展产生正面效应[13]。 

4. 如何语言扶贫 

关于语言扶贫的具体措施，无论是各类专家还是语言政策研究学者都给出了众多建议，结合学者们

的观点与我个人对语言扶贫的理解，我总结出了以下 5 个我国语言扶贫的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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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坚持推普工作 

无论语言政策如何变革，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语言扶贫的重点仍然将放在推普工作上。在进行推普

工作前，首先要明确推普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即达到什么目标后，推普工作才算是圆满完成。对于大部

分青壮年贫困人口来说，推普工作并不仅限于达到可以读或说多少汉字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要培养其

终身学习语言与熟练运用语言的习惯。 
就具体的推普措施而言，我认为有四个需要注意的方面。首先是加强对语言扶贫相关的法律法规的

宣传，这一点在过去的研究中较少被提到，但却对扶贫工作的顺利开展有很大的必要性。虽然我国早已

出台了多项有关语言扶贫的政策和法规，但是大部分贫困人口对相关的法律法规了解不足，守法意识较

为淡薄[6]。相较于其他经济方面的扶贫政策，语言扶贫的相关措施耗时较长，大部分贫困人口也早已错

过了学习语言的关键期，从头学习普通话是件难度和挑战度很大的事，他们也对完成耗时耗力的汉语学

习任务配合度不高，阻碍了基层干部扶贫工作的开展。因此要想语言扶贫工作顺利开展，首先要让贫困

人口意识到学习普通话的重要性，政策与法规的科普介绍是体现推普工作必要性的最有力方法之一。 
其次是因地制策与因群体制策，即制定语言扶贫方案时，要考虑扶贫对象的种族，年龄、文化程度

等条件，根据这些因素确定针对性与有效性更强的语言扶贫措施。例如针对少数民族贫困区，包括贫困

人口占比较高的云南边疆民族等，不仅要注意推广汉语，还要注意其原有民族语言的保护传承，双语教

育必不可少；针对青壮年贫困群体，应将其作为推普工作的重点对象之一，注重培养其国家通用语能力

及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提高他们外出务工、创业的成功率[14]；同时将其普通话学习掌握情况记入贫

困人口档案卡，定期回访并制定后续的语言帮扶措施[4]；针对中老年人，可以着重培养其国家通用语的

听、说能力，而对读、写能力放松要求。 
还有就是重视功能性的语言扶贫，根据贫困人口的职业规划有的放矢地制定相应的语言扶贫措施，

这也是在时间和精力有限的条件下最为高效的选择。对外出打工的劳动力提供语言能力培训时，“职业

技能 + 普通话”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可行性路径[3]。例如某贫困人口有外出务工从事理发行业的需求，那

么对其的语言扶贫则可以从理发行业常用的国家通用语言入手，先帮助其具备从事该行业所需的基本词

汇与表达，其他表达则可以在后续的实际工作中逐渐积累而得。这种将语言学习与技能培训需求结合起

来的措施也有助于促进贫困人口学习内生动力的形成。 
最后则是老生常谈的一点：将推普工作纳入基层干部的考核任务，促使其更积极负责地参与到语言

扶贫工作中来。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将语言扶贫纳入考核任务固然有其有效性，但同时也会出现因为与

绩效挂钩而造成的功利化现象，即“假脱贫”现象或语言脱贫后很快又返贫，这些都与语言扶贫的初衷

背道而驰，无法真正达到脱贫目标。因此需要加强监督与考察基层干部的扶贫工作，定期对脱贫群体进

行回访等，避免由于功利化现象而产生的短期效应。 

4.2. 科技融入语言扶贫 

利用现代科技成果进行语言扶贫是一个较为省时省力且高效的方式。一方面，在使用这些电子软件、

电子语言产品的过程中，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可以得到提升；另一方面，通过教授贫困人口如何操作与使

用这些电子产品，也提高了其对语言技术的掌控能力，正如在 3.1 中提到的，贫困人口不上网的最主要原

因是他们不懂如何上网，即缺乏与语言密切相关的语言技术。教会贫困人口使用语言学习产品的过程也

是一个教会其使用网络与电子产品的过程。 
首先要积极开发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学习者群体的电子语言产品，包括各类语言学习软件、实时翻

译器、电子书等，内容设计也考虑到贫困人口的群体特征，将语言培训和日常生活相结合，从而增强语

言学习的实用性与功能性，提高使用者的学习意愿与效率。对于与国家通用语言差别较大的少数民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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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相关的电子语言产品则可以将双语设为软件使用语言。目前已有的语言扶贫 APP，Superfish 智能普

通话互动学习系统迈出了语言扶贫科技化的重要一步，也证明了将科技融入语言扶贫是可行且有效的。 
此外，应积极借助发达的互联网开展与推广各类网络课程，形成“互联网 + 语言”的教学模式，减

少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的资源差距，增加贫困地区群众参加语言培训的机会与提高其语言教育的水平，

有助于取得更好的语言扶贫成效[6]。发挥学校在推普中的基础性作用，将语言扶贫嵌入教育扶贫[11]，这

与 4.1 中提到的“职业技能 + 普通话”语言扶贫模式可以配合使用，因为该学习模式个性化程度较高，

在基层工作中进行实地教学将需要大量的人力与物力资源，通过线上 APP 学习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一方面，可以用一个课程满足全国各地的对该领域感兴趣的贫困人口的需求，极大地节省了人力与物力；

另一方面，网上课程与指导可以反复观看与复习，符合语言学习的长期性的特征。除此之外，由于该课

程与贫困人口的职业发展紧密相关，其自发学习的积极性较高。 

4.3. 重视儿童教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在《世界儿童状况》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想真正打破贫困的代际传播，必须要

重视儿童，因为儿童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由此可见将儿童作为除青壮年群体以外的语言扶贫重点对象

具有必要性。二语习得的知识也告诉我们人们越年轻，越容易二语习得。Newport 认为幼儿是语言发展的

关键时期，语言学习能力和效果都处在其他年龄阶段无可比拟的阶段[15]。同时，张洁也指出，贫困之所

以代际传递，很大程度在于儿童早期发展不足所造成的能力缺失[16]。冯智文、原一川也认为，帮助民族

地区真正摆脱代际贫困，脱贫后不返贫的根本途径是办好基础教育，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要抓好中小学

阶段的民、汉、外多语教育[17]。然而事实却是，对于广大贫困地区的儿童，学前教育缺失，中小学语言

教育质量较低，缺乏体系。冯智文、原一川对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小学英语教育情况进行调查时发现，

当地人普遍对小学英语教育的重视不足。偏远地区的农村小学基础外语教育规划缺失，开设英语课的学

校寥寥无几，并未认识到学习英语的重要性。城市小学和乡镇中心完小近几年虽然开设了英语课，但并

没有像其他科目一样受到重视，英语由数学和语文老师代上的情况并不少见。 
这种对儿童语言学习忽视的现象并非个例，首要解决措施是提高儿童早期保育和教育经费的有效投

入[16]，吸引更多的优秀语言人才扎根贫困地区，提供合格优质的语言教学。同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学

校可以聘请省内外优秀英语教师进行线上授课，为学生提供一流的线上课程，让贫困地区的中小学生与

其他学生一样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17]。除此之外，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儿童，不仅要重视普通话教育，

还要利用其学习语言的关键期适时进行英语教育或者邻近国家的语言教育。在当前“一带一路”政策推

行的背景下，开展“一带一路”相关非通用语种和跨境语言教育有益于推动边境边疆贫困乡村稳定发展

[18]。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也需要根据学生实际能力水平采取分阶段教学的方式，在语言学习初期可以将

少数民族母语或方言作为教学使用语言，随着教学的深入，逐渐过渡到母语或方言与普通话混合的双语

教学，当学生可以基本掌握普通话时，则转为单一的普通话教学，要避免过度追求目的语学习而产生的

“一刀切”策略。针对学前教育缺失的情况，需要广泛推进“山村幼儿园”“童语同音计划”“学前学会

普通话计划”等针对学龄前儿童的语言学习计划，把握好学生 7 岁前学习语言的关键时期，提升其语言

能力，阻断贫困的代际传承。 

4.4. 开发民族语言资源 

强调统一语言的重要性与语言多样性并不相悖，统一语言也并不等同于抑制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19]。
语言扶贫仅仅停留在普通话的推广阶段并不能达到理想效果，对少数民族语言与方言的保护必不可少。

从“推普脱贫”到“语言扶贫”的转变体现的思想是：除了推广普通话是脱贫举措以外，开发贫困地区自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10916


汪钦宇 
 

 

DOI: 10.12677/ml.2024.1210916 487 现代语言学 
 

身的语言资源也必不可少。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我国语言资源的重要组成

部分。但是目前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的保护和开发工作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精准扶贫时期，如何保

护和开发少数民族语言与方言，实现语言资源到经济资源的转化，从而提升贫困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是

语言扶贫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6]。我认为贫困地区语言资源开发的思路应该是让其他地区的

人认识到该方言的美丽之处，让方言成为景点一样的具有吸引力的标志物。政府可组织多方力量开展相

关语言资源研究和开发，如设计不同程度的语言学习软件、建设语言资源数据库、利用短视频软件制作

语言音视频等，促进当地语言产业和经济文化发展，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14]。语言资源的开

发很难独立起作用，一般需要与旅游资源相结合，因此需要在贫困地区的文旅开发时，可以编排一些民

族语或汉语方言节目等；还可以利用当地语言文字元素设计特产包装、文创产品、导引系统，甚至进行

文学创作[18]。 

4.5. 加强语言经济学学科研究与发展 

传统意义上的语言政策研究主要着眼于语言政策的法律性、文化性与教育性，而对经济学因素的研

究较少[20]。在我国的语言扶贫实践中，要想使语言扶贫发挥理想作用，首先应认识到语言、语言政策与

经济之间的联系与运作规律，从而以科学的理论指导语言扶贫实践。目前我国的语言经济学仍然是一门

新兴的边缘学科，还未构筑成一个系统的体系。对于少数民族的语言政策推行，近些年来的研究和政策

逃不出“需要推行普通话，但是也要保留民族语言多样性”这样看似面面俱到，实际上遗漏了一些关键

点的窠臼。对哪些群体首先进行语言扶贫具有最为经济、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家通用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各

占何种比例能最大程度地减少语言冲突、贫困地区儿童从哪一年级开始进行二语教学最为合适等问题都

是与语言经济学有关，但似乎并未得到解决的问题，因此加强语言经济学学科的研究与发展具有必要性。 

5. 结语 

语言的力量从来不容小觑，语言扶贫事业作为人类扶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助力新时代减贫与

永久脱贫的重要有效力量。通过由语言构筑的脱贫大道完成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过渡在后脱贫时代

显得尤为合适，可以说，语言扶贫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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