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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所谓中介语就是介于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一种语言。民族普通话是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过程中产生的中

介物，具备民族语言和普通话两种特点。文章以民族普通话为研究对象，在论述其定义和作用的基础上，

依据语言生活和普通话推广现状，分析民族地区中介式推广普通话的学理和实践，旨在提供新的工作思

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语言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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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called interlanguage is a language that lies between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Ethnic-mandarin is an intermediary product generated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mandarin in eth-
nic regions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ethnic languages and mandarin. This article takes 
ethnic-mandari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ng its definition and function, an-
alyze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romoting mandarin in ethnic regions through interlanguage ac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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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anguage life and the promotion of mandarin, aiming to provide new work 
ideas and solutions for cas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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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普与民族地区推普 

1955 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普通话的定义：是以北京语音为

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2000 年 10 月

31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第三条提出：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这是国家首次从法理上界定普通

话和推广普通话(简称推普，下同)，使得推普有法可依。 
新中国建立之后，推普一直是重要的国家行为，甚至发展为国策。进入 21 世纪以来，推普更是被纳

入“五年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文件。2011 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

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1]。 
从地区来看，推普可以分为方言地区和民族地区推普。前者的工作重点是正音正调，规范用字；后

者则是使用普通话和汉字。方言区推普的主要策略是发现方言和普通话在语音、词汇、语法上的对应，

进而纠正。以新疆汉语方言为例，其声母与普通话的部分对应关系是：z[ts]、c[tsʻ]、s[s]对应 zh[tʂ]、ch[tʂʻ]、
sh[ʂ]；g[k]、k[kʻ]、h[x]对应 j[ʨ]、q[tɕʻ]、x[ɕ]；l[l]对应 n[n]。民族地区推普的主要策略则是运用语言知

识，正确进行语言交际。但是这一习得过程有一定的特征，即受源语(民族语言)的负迁移影响，其初期的

语言面貌有较多的源语特征；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源语特征减少，目的语(普通话)特征增多；最后是目

的语特征占优势，完全靠近目的语。以哈萨克语使用者表述计划做某事为例：我街上去(man 我 bazarʁa 向

街 baram 去)–我到街上去呢–我要上街。因此，民族地区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三区三州)，推普

要遵循语言习得动态趋正规律，以提高学习者普通话交际能力。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说标准音、写规范

汉字也不可或缺，只是其重要性远远小于方言区，盖因后者有完善的语言环境，可以进行语法和词汇的

有意识规范。 

2. 中介语与民族普通话 

1972 年语言学家拉瑞·塞林格(Larry Selinker)在《基于语言教学的应用语言学全球展望》(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发表了《Interlanguage》一文，首次提出中介语概念：

指语言学习者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自己形成的一种独立于母语和二语之外的一种语言体系[2]。对于中介语

的性质，吕必松认为：中介语是指第二语言学习者特有的一种目的语系统，这种语言系统在语音、词汇、

语法、文化和交际等方面既不同于学习者自己的第一语言，也不同于目的语，而是一种随着学习的进展

向目的语的正确形式逐步靠拢的动态的语言系统[3]。 
无论是方言区，还是民族地区，其推普都是从不标准到标准的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李宇明从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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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测试理论研究的角度提出：如果把普通话称为目标语言的话，人们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就是从零起点

(第一种情形)或以某种方言、某种语言为起点(第二种情形)向目标语言不断进发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人们

使用的语言称为中介语[4]。于根元认为在标准的普通话和方言之间有很大的过渡地带存在，这一过渡地

带中的普通话称为方言普通话或地方普通话，这就有了方言、地方普通话和普通话三个层次；狭义的中

介语指第二语言学习者学习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特定的语言系统，而广义的中介语则还包括我们前面提

到的地方普通话那样的过渡语[5]。依据二人的研究，与方言普通话相对应的是民族普通话，即民族地区

在推普过程中出现的过渡语。民族普通话相当于汉语的民族变体，如徐思益所言：是指一个民族同时使

用另一个民族语言而带有母语印迹，是汉语普通话的民族变体[6]。 
需要明确的是作为中介语的下位概念，民族普通话也具备中介语的特性，即渗透性、系统性、动态

性和反复性。渗透性是指中介语接受源语和目的语的规则或形式的渗透，包括目的语的规则或形式的过

度泛化，源语的迁移和干扰；系统性是指中介语是由内部要素构成的系统，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和语

用系统；动态性是指中介语的规则系统是变化的，是处于不断修正、不断向目的语规则接近的过程中的；

反复性是指中介语在逐步地向目的语规范运动，但是这种接近不是直线接近，而是有反复、有曲折的[7]。
概括地说，民族普通话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受到源语(民族语言)和目的语(普通话)的前后影响；其规

则形式不断向目的语靠拢，具备一定的阶段特征；发展过程呈现曲线特征，有时甚至是停顿，但是向目

标语靠拢的趋势不变。阶段特征是指中介语在发展过程中，明显呈现出阶段特点，即前期源语特征多，

后期目的语特征多。发展过程中的停顿是指中介语的化石化现象(fossilization)，即中介语无法达到目标语

同样的水平或学习者达到一定程度就停止，但是这一现象始终是会被克服的。 

3. 民族地区中介式推普的内在机制 

所谓中介式推普，实质就是利用中介语理论和特点进行推普，分为方言区和民族地区推普。民族地

区中介式推普的学理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3.1. 民族地区推普的总体过程 

民族地区推普的总体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必然呈现从低到高、从浅到深、从少到多的趋势，其目的

是从不规范到规范。1997 年第二次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提出“2010 年前全国初步普及普通话，21 世纪

中叶全国普及普通话”的目标。2000 年左右，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只有 53.06%，2010 年为 70%，2022 年

为 80.72%。1991 年设计的普通话水平测试(PSC)采用“三级六等”的标准，国家语委普通话与文字应用

培训测试中心于 1997 年颁布考试大纲，2023 年颁布新版大纲。对比前后大纲，尽管评分档次未变，但是

具体分值有所调整：语音标准程度的分值由 20 分调整到 25 分，词汇语法规范程度的分值由 5 分调整为

10 分。同时，在语音标准程度的扣分上也有变化，几乎是翻倍增加。如原大纲中语音标准程度二档：语

音错误在 10 次以下，有方音但不明显，扣 1.5 分、2 分；现大纲则扣 3 分、4 分。标准分值的提高、扣分

的增加，则意味着要求更加严格。这种变化趋势表明，民族地区的推普仍然是在沿着很不规范–不很规

范–很规范的路径发展，其与中介语的发展态势高度一致。 

3.2. 民族习得二语的普遍规律 

民族习得普通话本质上仍然属于二语习得，因此也必然遵循二语习得规律。在二语获得理论中，安

德森(Anderson)在斯库曼(Schumann)的“文化合流”模式(Acculturation Theory)基础上提出第二语言本土

化模式。他认为第二语言获得受到两个过程的影响：一种是第二语言本土化或第二语言第一语言化的

过程(nativization)，第二种是语言本土化解体或第一语言解体过程(denativization) [8]。在第一个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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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利用第一语言(源语)规则和形式去理解和学习第二语言(目的语)，其中发挥作用的是迁移，包括

促进知识的获得(正迁移)和语言获得的化石化(负迁移)。学习者调整自己的语言(源语)内在系统以适应

所接受的语言(第二语言)，并利用多种认知策略不断修改后者，进而使得其所认知的第二语言具备更多

的第一语言特征。在第二个过程中，学习者通过第二语言适应和适度的第二语言输入，并借助前期所

得到的第二语言规则和形式，达到对第二语言的准确认知和全面接受，进而使得第二语言能力接近于

母语水平。从第二语言本土化到解体，实质就是从第一语言到第二语言的获得过程。从利用第一语言

习得第二语言，并使后者具备较多的前者特征，再到第二语言中的第一语言特征逐步消除，这也等同

于中介语的习得过程。 

3.3. 推普对象身心的正常反映 

根据南都民调中心于 2021 年发布的《公众语言习惯调查报告(2021)》，近四成受访者以普通话为母

语，七成受访者经常使用普通话，其中 90 后和 00 后年轻群体使用普通话的比例更高。根据西北师范大

学对西北地区农村牧区的抽样调查，50 岁以上教师基本是土话掺杂普通话上课，且不懂汉语拼音；40 岁

以上教师用不标准普通话上课；30 岁以上教师基本能用普通话上课交流；新考进的教师能较好使用普通

话上课和交流。由此可见，推普的重点应当是 40 岁以上的群体，民族地区更是如此。这一群体在二语习

得的认知上具有成熟的思维体系，在情感上有较强的自尊心和可能的焦虑感，因此更多地会依靠和利用

自己的母语。通常表现为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对二语的语法规则、词汇结构等进行理性分析。以成年

人习得二语语音为例，主要依靠语音知觉，以致于对二语语音的感知受到一语语音系统的影响，用一语

的范畴来感知二语语音[9]。以成年维吾尔族学习普通话为例，在读[f]时，往往读成双唇送气清塞音[pʻ]，
如肥皂[feitsao]读作[pʻizav]。这种习得策略实质就是中介语产生的因素。 

3.4. 语言共性发展的对应体现 

语言共性是指不同语言之间在结构、功能、使用等方面存在的相似性和共同点。这些共性可以体现

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多个层面。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是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提出的理

论，他认为人类天生具有一套抽象的语法原则和条件，这些原则是所有人类语言的基础，是生成各种

具体语言的基础体系。语言共性与普遍语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即普遍语法是语言共性的理论基

础，语言共性是普遍语法的实证体现。学界一般认为普遍语法与中介语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普遍

语法是中介语的初始状态(源语和目的语都具备的语言特征)，中介语的发展受到普遍语法的制约(语言

共性不断减少)，普遍语法为中介语提供了基本的结构和规则框架(构成中介语的基础)，使得中介语能

够在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形成一个独立的、有组织的语言系统(与其他自然语言性质大致相同)。因此，塞

林格认为：学习者形成的中介语知识系统实际上是一系列心理语法，学习者利用这些语法来解释和产

生言语；普遍语法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为心理语法的构建提供了必要的支持[10]。语言

共性在中介语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中介语特性的巩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介语也是语言共性发展

在二语学习者心理上的一种反应。 

3.5. 民族地区发展的现实需求 

根据 2021 年的统计，西部三区三州地区普通话普及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约 20%，因此成为推普的

重点攻坚区域。三区三州的总人口 1047 万(2022 年底)，少数民族人口所占人口比例从 50%至 93.9%，

平均占比 77.04%。以喀什地区为例，截止 2018 年底总人口数 463,3781，其中少数民族(主要是维吾尔

族)人口数高达 4,355,235，占 93.99%；汉族人口数 278,546，占 6.01%。这种人口分布直接导致维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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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在当地成为强势语言，成为地区通用语言和族际语。因而在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过程中，少数民族

多以维吾尔语为工具。截至 2019 年，喀什地区城镇人口 107.48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 23.24%，乡村

人口 354.92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 76.8%。根据自治区十四五规划，计划到 2025 年全区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达到 60%以上，是故喀什地区城市化进程急需提速。根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2023 年)喀什地区

城镇化率已达 35%。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三区三州城镇多语生活日益丰富，国家通用语言价值观

和语言行为方式以梯级扩散的模式辐射和影响周边地区。人口的流动和社会的交往，使得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的交际作用得以强化，地区强势语言的地位受到挑战。特别是在交际双方互协作用的主导下，

少数民族需要用一种具备本族语言和国家通用语言特征的语言形式与主流社会群体进行交流。于是，

民族普通话就应运而生并进而完善起来。 

4. 民族地区中介式推普的实现途径 

在民族地区科学开展中介式推普，需要考虑中介语的形成因素、过程和特点，也需要考虑推普的对

象、方法、目标等。 

4.1. 正确认识中介语及其作用 

首先是科学和客观认识中介语属性。根据塞格林的定义，中介语既可是指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学习过

程中某一特定阶段中认知目标语的方式和结果的特征系统，即一种特定、具体的中介语言，也可以指反

映所有学习者在第二语言习得整个过程中认知发生和发展的特征性系统，即一种普遍、抽象的中介语语

言体系[11]。换而言之，中介语就是二语学习者所习得的特定的目的语语言要素和形式规则。中介语主要

来源于语言迁移、对目的语规则的过度概括、训练转移、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不同于自然语言，因此

不能将其视作一般的自然语言。 
其次是区分中介语和语言偏误。语言偏误是指由于目的语掌握不好而产生的一种规律性错误。语言

偏误的来源主要有：母语/目的语和文化负迁移、学习策略/交际策略和学习环境的影响、语言训练的转移

等。从来源上看，中介语和语言偏误基本是一致的；但是由二者所衍生出的中介语理论和偏误分析之间

的关系则更能说明其中差异。鲁健骥(1993)认为：偏误分析把外语学习者发生的偏误作为研究的对象，所

关注的是学生所使用的目的语形式(实际是中介语)与目的语的规范形式之间的差距，以及造成这些差距

的原因；中介语理论则是把学生使用的目的语形式当做一个整体，当做一个动态系统加以研究，从而发

现外语学习的规律，揭示成年人学习外语的过程。很明显，偏误分析只是中介语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最后是充分认识中介语作用。中介语作为一种二语习得者特有的目的语系统，既有自然语言的一般

特征，也有心理语法的特殊性质，因此有着与众不同的作用。一是有利于语言本体和应用研究以及语言

规范、推广，如语言发展中的异变、二语学习、语言规范的制定、标准语的推广；二是促进对比分析和偏

误理论的发展，如二语学习者的语言习得过程、学习条件和影响因素的分析、语言教学理论、语言共性

和差异、习得过程中的偏误预判；三是有益于语言能力获得过程、语言获得机制(LAD)和普遍语法(UG)的
研究，如语言能力的内涵、结构和框架、语言获得机制的来源和运作、普遍语法的状态和发展等。 

4.2. 建设民族普通话语料库 

民族普通话作为民族地区推普过程中的产物，必然要受到语言环境、推广对象、习得过程、语言本

体的影响，因此需要有针对性地建立民族普通话多模态语料库。多模态语料库是把文字、音频和静态、

动态图像语料进行集成处理，用户可以进行检索、统计等操作的语料库。建立民族普通话语料库需要注

意设计原则、建设原则、建设内容、建设步骤的构建。设计原则包括：动态化、成人化、交际化。动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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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语料能够反映普通话的习得过程，成人化是指语料要与学习者的成人社会特征、学习策略及学习风

格、学习初始能力相适应，交际化是指语料应当采自各种交际场合并体现交际功能。建设原则包括真实

性、广泛性、跨界性。真实性是指要讲究真实有效，即语料真实、记录真实、场景真实、效果真实；广泛

性是指要面对广大的不同身份的成人普及群体、不同类型和主题的语料；跨界性是指要体现相关学科的

理论和方法，如社会语言学、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语言教学理论等。建设内容主要按照普通话测试

试卷设置，包括单音节字词、多音节字词、语法规范、朗读短文、命题说话。建设步骤包括语料收集和数

据整理、转写、标注、管理工具研制、检索平台开发。 

4.3. 合理设置民族普通话等级 

李宇明(2002)指出：普通话水平测试实际上所测试的就是一种中介语即“地方普通话”，普通话水平

测试的等级划分的理论依据就是中介语理论。通常人们将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中的一级视作目的语，

二甲、二乙、三甲、三乙相当于中介语向标准普通话(目标语)不断靠近的几个阶段。但是这种分级存在明

显的不足：对于地方普通话缺乏明确的标准，对于民族普通话缺乏中介语描写。以三等甲级的标准为例：

朗读和自由交谈时，声韵调发音失误较多，难点音超出常见范围，声调调值多不准；方言语调明显；词

汇、语法有失误；测试总失分率在 30%以内。标准里的“失误较多”、“超出常见范围”、“方言语调

明显”都是模糊表述并且无法衡量，其中“失误”中的“偏误”、“常见范围”、“方言语调”实际就是

地方普通话的表现，但是在标准中并没有清晰界定。同时，有关民族普通话的形式和特征基本未提及。

于根元认为：语言的不纯是绝对的，语言没有纯的时候，语言在不纯的情况下规范化，规范化是分层次

的无止境的过程[12]。因此，可以在二、三级甲乙等中各划分三个梯次，即中介语成系统前、已成系统、

成系统后。如二级甲等相当于成系统后，二级乙等相当于成系统前，二者之间存在已成系统。 

4.4. 调整普通话教学方式 

民族地区普通话推广，特别是面向成人学习者主要有两条路径：自学和社会培训，即教学相长。民

族普通话的客观存在，使得推普机构和对象都认识到推普是一个漫长的、标准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必

须克服教学中急躁情绪和焦躁心理。以民族普通话的形成作为各阶段的目标，通过达成恰当目标，提高

学习兴趣。此外，需要合理利用语言迁移、训练迁移和预判分析。语言迁移是指参照与借助某种已掌握

的语言建构目标语的中介语系统的现象，它可以发生在语音、词汇、句法等语言的各个层面。维吾尔族

学习者在学习普通话单韵母时，直接用母语中的元音进行替代。以普通话单韵母/A/为例，其为央低不圆

唇元音；而维吾尔语/ɑ/则为非圆唇、舌后、宽元音，发音时比其它元音都宽，舌位也最靠后。训练迁移

是指在学习新的语言知识时，能够将已掌握的语言知识、技能和情感态度运用到新的语言环境中，从而

促进对新语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为了实现训练迁移，教学机构需要注重培养推普对象的迁移意识，并

引导其开辟迁移通道。通过精心设计的教学活动，如朗读和会话指导、实景交际和模仿训练等来内化普

通话知识，提升普通话表达和创造性迁移能力。同时，引导其将所学知识与其他学科或实际生活相结合，

从而拓宽迁移的应用范围，如运用普通话进行日常工作。预判分析的目的是预测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制定

解决方案。依据民族普通话语料库，推普机构和对象可以预测学习障碍，利用正迁移和已经获得的普通

话知识，运用对比示例、认知解释等克服或避免语言障碍，进而消除语言化石，提高普通话应用水平。 

5. 结语 

中介语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自然语言，其真实性、普遍性和共同性特征无法用自然语言来比况，但

其研究价值和存在意义，特别是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民族普通话作为民族地区推普的必

经阶段和学普的必然表现，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描写民族普通话的结构和形式，发挥其在学普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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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对于民族地区推普具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可以实现语言扶贫，乡村全面振兴的宏伟目标，另一

方面可以强化“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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