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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华校学生

中、英、菲语言态度的比较研究

陈君楣　连　榕

提要　通过对语言态度的意义、定义、形成模式及测量方法的综述和比较，采用
“配对变语技术”（ｔｈｅＭａｔｃｈｇｕｉｓ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对菲律宾华校学生学习华语、英语及菲
语的语言态度进行比较。研究表明：菲华学生对菲语的认同超过了对华语的认同，他

们在感情上已明显倾向于菲律宾；但在菲华学生的心目中华语并不比广泛使用的英

语低，他们对自己的祖籍国还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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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ｋｅｒ和Ｊｏｎｅｓ（１９９８）曾指出，举凡个人或群体的思想或行为，态度都扮演着一个相
当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学习语言、母语流失、语言复兴运动和语言死亡等议题都和语言态

度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尤其是在多语区，人们经常接触并面对不同语言的使用，再加上各

自语言背景的殊异情形，因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语言会有不同的态度。我们可以从个体

对某一语言和该语言使用者的态度来判断他对该语言集团的文化、价值观等的认同程度。

菲律宾是一个多语体的国家，华校学生不仅要学习国家教育部规定的必修课———菲语和

英语，而且还要不辜负老一辈华人华侨的期待，学好祖籍国的语言———华文。面对多重学

习压力，当然不会对所有学科一视同仁，因此，研究菲律宾华校学生对不同语言及其所属

集团的态度对菲华教育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　语言态度研究概述

（一）语言态度的定义

以下列出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语言态度，也称语言观念或语言观，是指个人或集团

（包括方言区、民族等）对某些语言的价值的评价及行为倾向，包含如何认识和理解某种

语言的地位，对某种语言采取什么的情感等等。Ｆａｓｏｌｄ（１９８４）认为研究语言态度有两个
基本的方式，一个是采取行为主义的观点，也就是根据观察个体对某种语言响应所得的观

点，例如：语言使用的实际互动情形；另一个则是认知心理的观点，此观点则是认为语言态

度是内在、心理的状态，其导致了个体某些外在行为表现。Ｌａｍｂｅｒｔ（１９６７）则认为“态度”
是个人对周遭人、事、物的认知、感觉而表现出其行为倾向的持久性历程。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语言态度是指个人或群体对某一语言的认知和感受，以及在此基

础上产生的行为反应。

（二）语言态度的形成模式

Ａｐｐｅｌ与 Ｍｕｙｓｋｅｎ（１９８７）认为语言态度的基本假说是指在社会或族群团体内对彼此
·２５·



不同的社会地位所产生的某些态度，而这些态度影响了由语言差别而造成的特殊文化制

度和模式，乃至于使用该语言的族群或个体。（如下图）

图一　语言态度形成的模式
（三）语言态度的测量

对语言态度的测量，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法：（１）问卷调查法：先列出一组描述语言优
点的词，如“好听、用处多、精确、文雅、友善”等，要求被调查人指出在要求比较的几种语

言中，哪些具有上述优点；（２）量表法：如“法语是一种值得骄傲的语言”。在每一个词或
句子后附上一个Ｌｉｋｅｔ等级评定法，让被试根据自己的观点选择不同的等级；（３）配对变
语法（ｔｈｅｍａｔｃｈｇｕｉｓ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为Ｌｅｍｂｅｒｔ所发明，这种方法的具体运用过程是：先根据
定向调查的目的，请一些双语或多语熟练者用自己熟练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朗读同

一篇语料，并同时进行录音。然后让被调查人听这些录音，要求他们凭听到的录音判断朗

读人的各方面特征。如外貌、性格及能力特征等。当然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录音是

同一个人读的，但让被调查人听时要让他以为是不同的人朗读的。如果被试对讲不同语

言的同一个人的评价不同，就可以推断出他对这些语言的不同态度，仍至于对所对应的语

言集团的不同态度。

上述问卷调查法和量表法，无论是选词还是用等级评定，都是用直接的方式来询问被

试对一种或几种语言的喜好程度。方法虽然简便易行，但缺点也显而易见，容易出现被试

为了迎合主试或主流的观点而做出违背本意的回答，从而影响测量结果的信度。而“配

对变语法”则有效地避免了上述缺点，不但可以较客观地推断出对不同语言所持的态度，

也可以分析出某些社会集团的成员对另一个社会集团的成员由于语言问题所产生的偏见

或带有倾向性的看法。

二　研究方法

（一）被试

据研究的目的，主要通过年级来选取不同类型的学生，实验对象包括菲律宾大马尼拉

地区侨中学院的小六、中三和菲律宾中正学院的大学教育系和业余汉语口语班各一个班，

共１１９人。这些学生对听懂华语、英语和菲律宾语无任何障碍。被试的基本分布情况见
表１。

表１　被试自然情况表

性别 学校 年　级 年　龄

男 女 中正 侨中 社会 小六 中三 大学 社会 １１～２０岁 ２１～３０岁 ３１～４０岁 ４１岁以上

７１４８ ２３ ６８ ２８ ３２ ３６ ２３ ２８ ８６ １８ ６ ９

·３５·











　　从表９可以看出：女性讲英语者被评价为比女性讲华语者衣着更时髦、更独立、冷静、
有交际能力、幽默和更愿意成为朋友。

五　分析与讨论

从总体上看，对男、女性中、英、菲变语者的语言态度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菲

律宾华校学生对中、英、菲三种变语者的人格特征评价存在着显著差异。根据 Ｌａｍｂｅｒｔ对
双语现象的社会心理研究，说话者通过言语变体表露出自己对某个民族集团的忠诚，而听

话者则用人物特征判断表明他们对说话者的反应，这种反应正流露出听话者对所听的语

言的喜好程度，诱导出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对一个语言集团所持的偏见。因此，对变语者

的不同评价正显示了菲华学生对这三种语言的态度存在着极其显著的差异。

进一步分析表明，男性菲语说话者被评价较男性英、华语说话者更为自信、冷静、有交

际能力、幽默、有吸引力、更愿意成为朋友；男性华语在外貌特征上优于男性英语；对女中、

女英、女菲三段录音的分析表明，菲华学生对女性菲语说话者的态度优于其对应的英语及

华语变语者，所不同的是，对女性英语变语者的态度显著好于女性华语变语者。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菲华学生对菲语的态度最佳，这与廖赤阳等对菲律宾华人学生文

化背景与认同意识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菲华学生对居住国的语言的认同超过了对祖籍

国的语言的认同，他们在感情上已明显倾向于菲律宾。联系实际分析，本结果与菲律宾华

校学生所处的环境也是吻合的：１．由于菲化的缘故，原先的华侨学校已经变成了现在的华
人学校，入籍后的华侨变成了菲律宾公民。效忠于菲律宾国家的华人学校，理所当然地要

为自己的国家培养具有认同意识的菲律宾公民；２．由于大部分华人家庭都从商，父母亲平
常都忙于生意，早出晚归，照顾孩子的责任就转嫁到菲佣身上，所以近几十年出生在菲律

宾的华裔儿童，他们所学的第一语言并不是自己的民族母语———华语，而是从菲佣那学来

的菲语，菲语作为母语和第一语言，所获得的评价自然也最高；３．菲语是菲律宾公民用来
公共交流的主要语言，为了融入周围的群体，华裔儿童在社会上基本上也是用菲语进行交

际，即：为了生存和交流，菲语也会被置于首位。理论研究也表明，影响语言态度的因素主

要有三方面，一是这种语言的社会地位；二是使用这种语言在实际生活中的必要性；三是

语言感情倾向。菲语作为菲律宾运用最广的官方语言，又是大部分菲华孩子出生后接触

的第一种语言，菲华学生对它的评价最高也在情理之中。

而从推论上讲，英语的社会地位似乎高于华语，因为无论从历史上看，１００多年前，美
国占领菲律宾就不遗余力地推广英语全民教育，而华语从来都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只

在占全国１％的华社中被使用；还是从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英语课在上午，是国民教育
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者从其实用价值上看———现今菲律宾的高校、政府机构和大部份媒体

都使用英语；英语在菲律宾的重要性显然高于华语，英语说话者所获得的评价也应相应高

于华语说话者。但本研究的分析结果却不尽然：菲华学生对女性华语说话者的评价是稍

逊于女性英语说话者，女性英语的人格特征总均分为９１．９９，女性华语为８９．３７，Ｓｉｇ为０．
０１。但作为菲华社会的主要决策者的象征———男性华语说话者所获得的总体特征评价却
与男性英语说话者不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在外貌特征维度上还优于对应的英语变语者。

这说明虽然相对于英语的广泛使用，华语在菲律宾只是一种少数民族语言，但它在菲华学

·８５·



生的心目中并不比作为官方语言的英语低，他们对自己的祖籍国还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

这对于关心和参与菲律宾华文教育事业的各界人士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文只涉及对所有华校学生的中、菲、英语言态度的比较，在后续

的研究中，可对华校学生群体再做细化研究，也可与语言学习动机或语言学习能力进行相

关研究，为我国的海外华文教育贡献更多的力量。

六　结　论

通过“配对变语技术”实证研究表明：

（１）对菲语的态度显著优于华语和英语，他们对居住国的语言的认同超过了对祖籍
国的语言的认同，在感情上已明显倾向于菲律宾。

（２）在菲华学生的心目中华语并不比广泛使用的英语低，他们对自己的祖籍国还是
怀有深厚的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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