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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国内大学生对国家通用语的语言态度研究综述
——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

蓝启红�曹爱琳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400031

摘�要：语言态度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它对一个国家的语言认同和国家认同有很大的影响。为深入

了解新时期国内大学生对国家通用语的语言态度，为高校和政府相关部门推普工作的开展提供实策，研究以可视化软

件Cite Space为主要分析工具，从发文作者发文、研究机构、关键词和突现词对近二十年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结果发
现，大学生对国家通用语的语言能力和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双语态度等是研究热点，如何发挥新媒体平台在推普工

作中的作用是未来的研究发展趋势。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为高校和政府有关部门普通话推广工作提供建议。

关键词：大学生；国家通用语；语言态度；Cite Space 

1��引言 *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
“语言文字是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的纽带，要牢固确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主体地位”。为

了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普及通用语言文字”的要求，

2022年11月，教育部、语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
学校服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质量推广普及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首次系统地对高

等院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进行了部署，其出台，将

进一步激发高等院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发挥自己

的资源和能力，更好地促进和提高国家通用语的普及。

高等院校作为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现代社会语

言应用规范的重要窗口，因此，加强对高校校园语言生

活的监测和引导显得尤为重要。大学生作为高校建设的

主力军之一，他们生活以及学习的地方是一个多语言的

社会。他们的国家通用语的使用情况、能力水平和语言

态度都与民族团结、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国际交往和

文化传承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对于语言使用状况和

语言态度而言，大学生这一群体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对

象。语言态度是指在两种或多种语言的社会环境中，受

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如：社会或民族认同、情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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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和动机和行为倾向等，人们对于一种语言或文字所

具有的社会价值观所产生的认知或评价。（王远新，

1999）。Cite Space是由陈超美博士以Java为基础研发的
一种可视化文献处理软件，具有知识导航功能的方法属

于科学计量范畴。该软件可以通过可视化的方式迅速锁

定关注的关键信息和核心主题，直观清晰地展现某领域

发展情况、研究热点与演进趋势等，帮助我们理清其过

去和现在的发展历程，得出当前活跃的研究前沿和未来

发展趋势。探索新时期国内大学生对国家通用语的语言

态度有助于为高校推普工作的展开提供实策，加强校园

语言文化环境建设，打造书香校园，进一步提升普通话

使用率与认同感。

2��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的学术期刊作为
数据来源，以“大学生语言态度”、“普通话”或“大

学生语言态度”、“国家通用语”或“大学生语言态

度”、“汉语”为检索主题，时间跨度为“2000年——
2022年”，共检索到相关文献226篇（包括127篇学术期
刊、98篇硕博学位论文、1篇国内会议等），手动筛选去
除与主题不相关的和重复的文献138篇，最后得到可用
数据88条。使用中国知网（CNKI）文献计量工具与Cite 
Space（6.1R3版本）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作为分析工具，
对这88篇相关文献进行分析，通过分析作者共现网络、
研究机构共现网络、关键词、突现词等，探索近二十年

有关大学生对国家通用语语言态度研究领域内的发展动

态和趋势。

3��数据分析

3.1  发文作者分析
研究作者共现知识图谱能够直观地反映作者间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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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状况，从而更清晰地反映出该领域科研力量的集中程

度。如图1所示。图中的节点和连线的数值表示（N = 
130，L = 71，D = 0.0085），国内大学生对国家通用语语
言态度的研究以个人研究为主，只是形成了若干个小型

合作群，合作网络很零散。其中，闫新艳、张素杰、卡

米力江·卡、邬美丽和王娟等是研究的主要力量，但是他
们之间没有展开合作。虽然，闫新艳和王静、张砾和崔

有为之间虽然有一些协作，但是大部分的科研人员的协

作程度都较低，高校内的科研人员之间也很少开展协作

研究。根据核心作者公式：M = 0.749（N max）1/2，可知

并未形成核心作者群。可见，国内大学生对国家通用语

语言态度研究目前还未形成一个良好的群簇态势。

图1��研究作者共现知识图谱

3.2  发文机构分析
对重点机构的共现知识图谱进行分析，可以使我们

更好地理解这一领域中的核心科研势力的分布状况。由

图2可知（N = 87，L = 13，D = 0.0035），发文机构之间
虽有联系，但是联系较少，主要为独自研究，没有形成

规模化的合作关系，且发文机构之间的学术合作密切度

很低。论文发表数量最多的机构是高等学校，且大多是

外语学院、语言文化学院。研究力量目前呈现出分布不

均的态势，核心力量集中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高校。集

中在西北、西南、华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新疆和云南

是研究重地。

3.3  关键词分析
研究热点往往通过关键词再现出来。以关键词为节

点生成共现网络图谱（图3），结果显示其包含114个节
点，257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399。由图3可知，研究重
点集中在语言态度、大学生、语言使用、语言能力、普

通话、语言生活、问卷调查、民族认同、双语态度等关

键词中，同时这些关键词也是中心性在0.1以上的高频关
键词。国内大学生对国家通用语语言态度的相关研究大

多数将对“语言态度定义”的阐述作为研究的第一步，

问卷调查是研究大多数相关文献的调查方式。

图2��研究机构共现知识图谱

图3��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研究在共现图谱的基础上进行了聚类分析以加深

对当前热点的了解，结果显示关键词被聚类成9类（图
4），这些聚类名称分别为大学生、普通话、现状、语
言使用、语言生活、原因、汉语国际化、80后、毕节学
院。其中，聚类“#0大学生”子簇聚焦于少数民族大学
生；“#2现状、#3语言使用”子簇聚焦于少数民族或少
数民族聚居区语言使用现状；“#4语言生活”子簇聚焦
于大学生语言能力；“#5原因”子簇聚焦于语言态度的
形成原因。图4反映了国内大学生对国家通用语语言态度
研究的整体结构（M值 = 0.730（> 0.300），S值 = 0.970
（> 0.700）），说明该聚类图谱结构显著，聚类是有说
服力的。

3.4  突现词分析
突现词是指一定时期内某些关键字出现频率的急剧

增加，它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的研究热点，并

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从图5中可以看到2007年到
2020年的研究关键词的突现词图谱。据图可知，自2008
年起，少数民族便作为研究对象开始受到广泛关注，此

后，云南、维吾尔族、彝语、母语、普通话、双语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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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关键词也成为了研究关注的重点。这说明研究一直很关

注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对双语（国家通用语与少数民族语

言）的态度。此外，近年来，国内大学生对国家通用语语

言态度的研究也开始对语言能力和新媒体有所关注。

图4��关键词聚类图谱

图5��研究关键词突变探测分析

4��研究讨论

4.1  语言态度的内涵阐释
“语言态度”作为研究中心关键词出现在研究关键词

共现网络图谱中。通过相关文献阅读分析了解，相关学

者在进行研究时一般要先对“语言态度”的定义作出相

关阐释，因此本文也基于相关文献中学者所作定义进行

凝练与总结。

国内外的学者对语言态度的定义进行了深入的讨

论，一种基于心智主义，一种基于行为主义。支持心智

主义的学者们将语言态度视为一种预备状态，将其视为

语言使用者受到的刺激与语言使用者产生的反应之间的

中介变量，分为认知、感情和意向等三个子成分。持行

为主义语言观的学者他们相信，只有当人们对对其所处

的社会情境做出反应时，才会产生语言态度，它是一个

不可分割的整体。例如，Agheyisi和 Fishman认为，语言
态度是人们对于各种语言以及语言使用者的情感、认知

和行为所做出的一种有价值观的回应。Saville-Troike提
出了一种关于语言态度的观点，他认为语言态度反映了

人们对于不同语言、特定语言或使用该语言的人的感受

和印象。Trudgill提出，语言态度指的是个人对于不同语
言、方言、口音以及说话人所持的不同的看法。

国内语言态度的概念包含价值评估和行为取向两个

部分，戴庆厦教授的《社会语言学教程》指出：“语言

态度又称语言观念，是指人们对语言的使用价值的看

法，这就涉及到语言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今后的发展方

向等问题。”王远新在《中国民族语言学：理论与实

践》一书中认为“在两种或多种语文（包含两种或多种

方言）的社会中，因为社会或民族认同、情感、目的和

动机、行为取向等原因，我们对一种语言的社会价值观

有了某种认知”；高一虹在其《回归前香港、北京、广

州的语言态度》中提出：语言态度是一种社会心理，一

个人对一种语言的看法，同时也是该语言变体的社会身

份的一种表现，也体现了这一语言变体在群体中所形成

的“固有形象”。

4.2  语言态度的形成原因
“原因”一词作为聚类名称出现在关键词聚类图谱

中，根据文献分析，多数学者基于心智主义，从认知、

情感和意向三个维度来探究其语言态度形成原因，因此

本文也基于以上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1）认知维度
认知维度就是人们对于一种特定的语言及其语言变

体所持的看法，即赞同或不赞同的态度。如张建强、韦

利仙认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汉语的高度认同，是因为其

将汉语同自身的择业、就业、提高综合素质和竞争力等

紧密联系。调查发现，受访者选择普通话最重要的因素

为其学习需求，占38.61%；交流需要占31.68%；12.87%
是因为工作需要。

（2）情感维度
情感因素就是人们对某一特定的言语变体所产生的

情绪体验，例如，它是喜爱、厌恶、尊敬、轻蔑等。如

杨玉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对他们的

语言态度，使用和发展产生了某种影响，大学生对普通

话的认同越高，态度越积极。王娟发现新疆维吾尔族大

学生对本族的语言仍然保持着一种很高的忠诚度。

（3）意向维度
意向因素是说话者在使用语言变体时所表现出来的

行动意愿，也就是言语交际中所采取的行动预备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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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意图并不是行为本身，而是在行为发生以前的一

种心理趋势，例如，你希望得到它，或者放弃它。如胡

淋娟、李雪梅认为大学生的语言态度与其所处的场合有

关。白语在家庭情境中占据了优势，公共场合更多人倾

向于选择使用普通话；语言态度与其居住地的民族组成

存在相关性。王长武认为外地求学大学生在外地更倾向

于使用普通话。董明瑞认为当香港和澳门地区大学生来

到广州后，他们认识到普通话的重要意义，并逐渐适应

当地的语言环境，以更好地适应当地的学习生活。

4.3  语言能力的影响因素
语言能力是语言态度的重要体现之一。从关键词与

突现词知识图谱中不难看出，“语言能力”一直受到关

注。相关研究表示，我国的高校学生语言知识（语料

库）与语言能力以及语言的运用频度以及语言的态度有

着密切的关系。总的来说，语言能力的提高以及语言的

频繁运用都会影响到他们的语言态度，语言能力越强，

语言使用频率越高，其语言态度越积极。

“语言能力”指的是对于一门语言的掌握、实际使

用的能力状况与水平。根据文献分析，语言能力会受到

经济、文化教育、语言的社会功能、学习者自身认识等

的影响。如李敏认为不同民族的发展情况、人口数量、

地理位置、语言环境及教育模式等因素会对语言能力产

生明显影响；阿依夏木·如斯塔木认为不同生源地的少

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而在性

别、学科类别、家庭背景和高校性质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较高的国家通用语水平对少数民族大学生个人发展起着积

极作用；吴勰认为彝族大学生在社交、考试、就业等方面

对语言的实际需要进行了合理的评估，并在此基础上，主

动学习国家通用语，提高自己的普通话水平，期望将来

在升学、就业、社交等方面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

4.4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双语态度
由关键词、突现词知识图谱及相关分析可见，国内

大学生对国家通用语语言态度的研究一直很关注少数民

族地区大学生的双语态度，自2008年起，研究大范围
地关注到了少数民族，直至2018年，少数民族仍是关注
的重点对象。其中，这些探究少数民族双语态度的文献

中，大多都涉及到了“民族认同”这个概念。

兰伯特及其同仁指出在发展双语能力的进程中，社

会态度、动机和能力都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人们在

体验到了价值观和对特定的民族团体的忠诚方面的内在冲

突，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双文化的需要，人们也会对自身

的态度进行适当的改变。少数民族大学生是掌握双语或多

语的群体，他们在特定情况下会以特定的方式进行交际，

并呈现出一种特定的心理定势以及对语言的认同。

根据相关文献阅读分析，邬美丽认为，使用少数民

族语言的人对国家通用语和少数民族语都持积极的双语

态度；英君认为与汉语相比，蒙古族大学生偏好蒙古

文，对蒙古语情感认同高于汉语，但对普通语有更高的

认知程度；龙玉红等研究者认为，维吾尔族大学生对自

己的母语有着深厚的情感，他们对汉语的理解更多的是

理性的而不是感性的；马智群、罗小男认为新疆少数民

族高校学生具有强烈的族群归属意识，但其对普通话的

使用效益及普通话的社会影响力都评价最高；凌双英认

为从总体上看，傣族大学生对自己的语言有着很好的肯

定，在认知、情感、行为3个维度上都肯定母语的地位，
而且他们对自己的语言有着很高的热爱和忠诚，他们的

民族意识也很强。但出于实际需要，肯定了普通话的地

位。王炤、杨小卜认为从语言忠诚的维度来看，裕固族

学生在学习普通话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母语忠诚度，且

在情感评估层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其中裕固语的情感评

价要比普通话和汉语方言的评价高，而普通话的评分则

要低于三种语言的情感评价。

4.5  新媒体平台的作用
据突现词知识图谱分析，近年来，国内大学生对国家

通用语语言态度的研究开始关注到了“新媒体”，它在大

学生群体中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媒体可利用网络媒体技术突破时空限制，为国家

通用语学习和使用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平台。以网络视

频、网络节目、虚拟社群、app等形式将声音、图片、图
像结合，在潜移默化中通过视频、文字等方式传递了使

用国家通用语的重要性，符合当今大学生的生活习惯和

心理，最能引起心理共鸣。大学生群体作为接触与运用

新事物最强劲的力量之一，通过使用新媒体能更好的对

国家通用语形成正向的态度。如张建强、韦利仙认为在

新媒介环境下，以普通话为主的新媒介为民族大学生提

供了一个相互沟通的舞台，这使得以普通话为媒介的民

族大学生数量日益增多。

5��研究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了解新时期国内大学生对国家通用语的语言态度研

究的发展动态，不仅能丰富语言态度领域内的研究，还

能进一步为高校制定有针对性的提升国家通用语使用率

和认同感的建设方案提供失策，加强校园语言文化环境

建设，打造书香校园，为政府有关部门实现校园推普工

作提供建议。本文利用Cite space技术，全景分析国内大
学生对国家通用语语言态度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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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的方法分析与展示，使得本研究的数据、方法和

结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研究发现，首先，大学生对

国家通用语的语言能力，尤其少数民族地区受到广泛关

注。其次，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双语态度以及双语能力

影响因素是研究的热点之一。最后，如何发挥新媒体平

台在推普工作中的作用是未来的研究发展趋势。

但是，可供文章分析的样本数据较少，导致数据分

析与理解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性和有效性。已有研究多

采用关键词、突现词、关键词聚类等手段推测当前研

究的热门和发展趋势，但该归纳的研究具有很强的主观

性，对今后的发展趋势的总结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5.2  研究建议
推广和普及普通话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事关民

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统一。基于上述可

视化结果和内容分析，建议高校普通话推广工作可以重

点围绕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政策保障。一方面，高校可以将普通话培训

工作纳入教师岗前培训与校本培训课程，提升教师专业

水平；另一方面，高校可以专门开设普通话课程，同

时将课程纳入学生必修科目，课程成绩算入学生绩点。

高校通过开展经常化、规范化、系统化和制度化的普通

话水平和口语表达能力课程，使学生锻炼口才。此外，

课程打破传统教学模式，实施分层教学与分类指导。在

教学过程中，依据学生当前的普通话水平，对不同水平

的教学目标进行了设计，提出了不同程度的学习要求，

针对有一定基础的学生，给予他们相应的指导，让不同

水平的学生能够在自己的起点上分别提升普通话水平。

使各类学生分别在自己起步阶段、发展阶段、达到最高

水平时获取普通话信息。第二，积极开展普通话测试工

作。高等院校一直是普通话考试和教学的主阵地，通过

多年来的实践，已经积累了大量的音频资料和数据，能

够更好地反映人们的语音特征。通过普通话水平测试，

既能检验推广普通话工作的效果，又能使推广普通话工

作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和合理化。第三，普通话推广工

作纳入校园文化建设。高校要在校园中广增学习角，开

展课外活动和成立普通话社团及协会，做好隐性宣传工

作，营造强势语言环境，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普通

话的水平，强化推普氛围。在民族地区，应加强汉语和

民族语言的教学，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为少数民族学

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和交流的环境，使他们能够在语

言环境中增长自己的知识、发挥自己的特长，提高自己

的综合能力。打造“人人都讲普通话”的校园氛围。第

四，民族地区高校做好推普教材编制工作。教材是学生

学习的基础，也是教师授课的依据。由于目前针对全国

推广普通话的教材与少数民族地区学生所处的文化环境

有较大差异，因此推普教材应依据本地区实际情况与各

校特色编制普通话校本教材。第五，充分发挥新媒体平

台的宣传优势，使其更好地融入到推广工作中。结合多

种媒体平台，拓宽覆盖面，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影响，

切实增强宣传效果，实现全方位推广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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