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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裔新生代人才培养方向研究
———基于“新加坡世代语言流动”问卷调查的反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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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新加坡建国至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以及语言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代际
之间的特征各不相同。本文通过对一位新加坡华裔三代的世代语言流动的问卷，剖析该问卷对象的身份认同以及
语言结构，了解目前新加坡华人第三代的相关特征，并结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2019 年发表的国庆演讲，简述未来新
加坡双语人才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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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身份认同基本理论概述

身份认同是当代社会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等多学
科领域的重要概念，最早缘于哲学和逻辑学范畴，译为
“同一性”或“统一性”，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
多维界说和解读。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认同
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被模仿人物在情感上、心理上趋
同的过程。”在社会学者看来，身份认同主要有个体( 主
体) 和社会( 集体) 两个层面的含义，认同研究大体沿着
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两条主线展开，自我认同强调个体
的心理和生理体验，以自我为核心，社会认同则强调人
的社会属性，是“一个人对其所属的社会类别或群体的
意识。”总体来看，身份认同具有归属感和一致性等内
涵，其基本含义是“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

2 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基本情况

在东南亚，新加坡是一个长期受到中国文化影响而
至今仍然以华人占优势的城市国家。最早居住在新加
坡者，是原始马来人的后裔。由于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
峡的咽喉地带，成为控扼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国际大洋
航线的枢纽。因此，起码在公元 10 世纪以前，这里已经
由荒凉的渔村变成了热闹的商业港口。新加坡是一个
多元文化种族的国家，也是全球最国际化的国家之一，
虽然其人口组成以华人为多数，但非单一民族国家，而
是与马来人及印度人等所组成的移民国家。新加坡华
人占总人口的 74% 左右，是新加坡的主体民族。新加坡
是除中国以外，华人最多的国家，这使得一些中国人对
新加坡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他们自认为华人与中国人
同根同源，同文同宗，理应有如亲人一般的感情。但对
于事物的看法，我们应该客观理性的去看待与分析，如
若参杂 主 观 的 感 情 因 素，往 往 导 致 结 论 不 符 合 客 观
事实。

为了让新加坡华人能更好的传递他们的母语文化，
政府也有实际政策安排，首先便是在新加坡华校内保留
中文教学，基本上所有华人在新加坡学习华文已经习以
惯之。新加坡的母语指代与海外的母语指代存在些许

差异，他们的民族与或第二语言才被成为母语。华文虽
在新加坡作为第二语言，也背负着传承中华文化的使
命，小时候就开始培养 1． 5 － 6 岁的幼儿。但是从目前
来看只有少数人在新加坡能够完全流利的使用中文进
行交际和书写。华文词汇的缺失影响大多数华语者的
日常表达。生活中，多数人使用中英混杂的句式进行交
流不成影响，但是在正式场合这种表达方式却有些不合
时宜。新加坡建国之初，实施“母语为体，英语为用”的
双语政策，以母语作为第一语言，英语为第二语言。在
不断教育改革下，自 1987 年开始，新加坡中、小学施行
了统一源流的教学，以英语为第一教学用语，以“民族
语”为第二教学用语。经过新加坡政治、经济、文化等方
面的不断发展，新加坡华人的国别认同以及语言形态也
随之产生变化。

例如: 第一代移民是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祖国，为了
解决温饱问题而远离家乡，下南洋谋生，在文化归属和
民族身份方面他们对中国有着强烈的认同，衣食住行有
着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代移民大多知识水平不高，语
言形态主要以方言为主; 与第一代移民相比较第二代移
民对中国的文化和身份认同明显弱化，他们虽然认为自
己的祖先父辈来自中国，但对于中国人的身份、文化认
同感没那么强，生活习惯兼具东西方特色，语言形态虽
以华语为主，但由于长期在新加坡生活，英语水平也大
大提升; 到了华三代身上，他们对中国的身份文化认同
已经不明显，除了外表与中国人相似外，其他方面都体
现出浓浓的新加坡特色，其语言形态以英语为主导语
言，华语成为第二语言。如果就这样形势继续发展的
话，新加坡华裔四 代、五 代 很 可 能 从 双 语 向 单 语 形 态
发展。

3 问卷调查个案分析

本人通过新加坡世代语言流动问卷调查得到反馈
信息，以此作为典型个案进行分析，作为华三代其国家
和民族认同以及语言形态如何，从而可以更清楚地了解
新加坡华族第三代的民族和文化认同，同时以此典型个
案推理只新加坡整个华族第三代的民族和文化认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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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相关特征。
3． 1 家庭教育背景

参与此次问卷调查的被试者的基本情况: 被试者今
年 22 岁，就读于新加披南洋理工大学医学院二年级，其
母亲的教育背景为新加坡传统华校毕业，父亲是新加坡
国民型学校毕业，家庭常用语为英语。该对象的华语水
平中等偏上，在笔者所接触的新加披华人第三代中，其
听说能力较好。对于他的英文听说读写能力，他的选项
都是“非常好”，可见其对英语水平是很有信心的; 但他
对自己华语水平没那么自信，听、说、读他的选择都是
“很好”，写作能力只是“好”。这是华三代的典型语言
形态，即英文为主导语言，华语作为族裔语，属于第二
语言。

被试者自身语言偏好为英语，其次为华语。在语言
使用对象方面，与父母、亲友交流他选择的是英语优先，
其次是华语; 关于培养下一代语言选择方面，他认为英
语和华语同样重要。在观看电视节目或电影时，英语或
者华语他认为二者皆可，就阅读书刊来说，他优先选择
英语，华语刊物对他来说有一定挑战性。
3． 2 身份认同分析

“身份”一词揭示的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与社会
的关系。“文化认同”回答的问题是: 我从哪里来? “身
份认同”则回答: 我是谁? 曼纽尔·卡斯特认为身份认
同可以看做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
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及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
心理历程。参与调查的被试者除了非常不认同自己是
中国人之外，在华人身份选择的方面都是“非常同意”。
语言方面，他非常认同华人或者中国人都应该会中文，
华人应该了解一定的中华文化和历史; 对于华人是否应
该实践华人的价值观他的选项是“不同意”，对于中国人
是否应该实践中国人的价值观，他的选择是“同意”，这
也是华人第三代的典型特征，由于受英式教育的影响，
他们对于价值观方面，更倾向西方。对于为中国国际地
位的提升感到骄傲方面他的选择是“很同意”，为新加坡
享有很高国际声望而骄傲的选项，他的选择为“非常同
意”，由此看出，他对于新加坡国家影响力的认同感更强
烈。对于新加坡与中国的比赛，他的态度很鲜明，非常
肯定地支持新加坡; 他也同意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会提
高在世界的地位; 对于中文将成为第二全球语言以及中
国永远是华人温馨的“娘家”，这两项选择都是“很同
意”，态度有一定的保留。对于交友方面，无论是新加坡
出生的华人、本地其他族裔或是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港
澳地区的中国人，他都不排斥，这是新加坡华三代一大
特征，他们习惯与不同的种族交流，没有刻意疏远其他
族群，同时也乐意交中国朋友。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不
断提升，中国已由全球最大的贸易市场，向主导国际贸
易合作方向转变。在此形势下，新加坡华裔三代跟随时
代发展的新趋势了解中华文化，学习中文。增强华文
能力。
3． 3 语言认同与使用

语言是人们获取知识所需的技能，尽管掌握双语未
必就能在人生中取胜，但却能让人享有巨大优势。根据
问卷反馈得知，被试者专业为医学，他所接触的病人大
多为华人，不难看出在新加坡学好华语是很有必要的。

在回答调查问卷的“华人不能说华语是否不合情有不合
理?”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是他认为语言的使用是根据环
境而定，如果在英语为主导的国家生活，自然使用华人
的频率就较低，英语水平就比中文高; 对于“华人与外国
人或者中国人交流时被发现不会华语，是否会感到尴
尬?”，他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对话的人会对他能说华
语有所期待; 而同样的问题出现在本地华人中，他不认
为有问题，同为本地华人，他们可能有同样的问题，这是
可以理解的。新加坡虽然华族是主体民族但主导语是
英语，所以英语是他们的第一语言，作为族裔语的华语
只能作为第二语言，对其来说他的语言形态为“英语为
体，华语为用”。

综合以上问题的答案可以看出，如果这位调查对象
的身份的认同的程度进行排序的话应该是: 新加坡人 ＞
新加坡华族 ＞ 新加坡籍华人 ＞ 海外华人 ＞ 华人; 语言形
态是以英语为主，华文为辅，即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华文
作为第二语言。就针对此对象的语言的选择来看，被试
者是一个务实主义者，会根据自己实际所需选择语言。
新加坡以英语为主导，华语作为华族身份认同而存在，
但此问卷对象具有明确的华语使用的目标人群即他所
说的医院里的病人。对其而言，未来的工作中，华语为
其所用可以顺利与工作对象交流。被试者能清晰地认
识到自己目标，不仅帮助他在未来的工作方向中明确定
位，而且充分利用语言优势来促进职业发展，这是难能
可贵的。

4 分析新加坡华裔新生代人才的培养方向

新加坡作为世界国土面积最小的国家之一，却一直
因教育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随着全球化的进展，新加
坡众多的教育优势中，更凸显了双语教育的地位。

李光耀先生曾说道，能使新加坡自如的与世界大市
场进行对话的主要原因之一得益于政府采用独特的双
语政策。从问卷以及相关的研究中发现，新加坡华人对
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感不断加强的同时，英语已逐渐他们
主导语言，而他们华语的听说读写能力不断弱化。此调
查结果可以看出新加坡华文在发展的过程中除需照顾
本国社会语言生态环境改变的事实外也须关注国际新
形势对本土华文教育所造成的冲击与挑战。

新加坡华文教育在发展的进程中须肩负两大使命:
保留华族的语言文化、提高国际新形势下华裔国民的竞
争能力。此外，“英文至上”的语言政策造成华文的社会
地位不高，并促使年轻一代的华族家庭迅速往“脱华入
英”的方向发展。因此，讲华语的人口急速下降，讲英语
或以英语为主、华文为辅的双语家庭数目骤升，这严重
影响了学生对华文的态度与看法。对许多学生而言华
文己成了一门在课堂上才学习的考试语言。在现代全
球化的时代，单纯的母语教育是无法让学生适应时代的
变化和需求的。中国已经是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全
球化的时代需求，是必须的。因此对双语人才，特别是
中文与英文精通的人才，才具有竞争优势的。在新加坡
这个以华人居多的现代化国家里学习华文的环境正在
逐渐消失。这也将 影 响 新 加 坡 在 国 际 社 会 中 的 竟 争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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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18 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国庆群众大
会发表演讲。演讲中李显龙总理强调自华族先辈在新
加坡安家立业以来，他们都成为“开埠一代”为新加坡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华族先辈与自己的祖国保持密切
的联系。自二战结束，新中国成立，海外华人身份认同
模糊，但他们仍身在南洋，心在中国。自新加坡走向独
立以来，华族组织也和政府深入合作，积极推动新加坡
社会和经济发展。新加坡华族经历两百多年才形成自
己的身份认同。在这一演讲内容中李显龙总理一方面
肯定了建国前新加坡华人对祖国( 中国) 的情感认同与
经济人力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这种感情也发
生了变化，与过去不同了。

5 结语

中国国际地位以及影响力不断提升，如李显龙总理
提到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势不可挡，中国是新加坡最大的
出口国，而且中国的市场巨大，新中双边贸易贸易关系
密切。未来，精通英语以及中文的双语人才必然能获得
更好的发展机遇。比如，本次问卷的被试对象，在未来
的竞争中，更容易脱颖而出。就目前新加坡的语言政策
以及语言教育发展形式来看，对于新加坡人或者新加坡

华人新生代来说，要把握未来的发展机遇，在英语作为
第一语言的同时，使用华语也是必然的选择。中国综合
实力的提升带来不仅有难得的历史机遇也有巨大的商
业利益。随着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华文成为新加坡人的
通用语言虽然不太现实，但是也会在一定程度引起政府
的重视。从华文的历史发展和未来走向来说，它作为新
加坡人的民族语在新加坡的社会发展中不会消失，未来
一定能获得适宜自己生长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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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运用于大学英语精读课的教学实践
———以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 1 Unit1 为例

崔倩倩 叶 婧

( 新疆第二医学院，新疆 克拉玛依 834000)

摘 要:为丰富大学英语精读课的教学资源、改善其教学手段，可利用相应语料库平台中的思政语料，融语言教

学与隐性育人为一体。文章以新视野大学英语( 第三版) 读写教程 1 Unit1 为例，借助上海外国语大学建设的《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多语数据库综合平台，开展将语料库运用于大学英语教学的一个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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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语料库是一个有大量在真实情况下使用的语言信
息集成的专供研究和使用的资料库( Leech，1991 ) 。以
“语料库”为关键词在知网进行检索，我们可以看到，语
料库作为宏大的数据库，不仅可以用来进行应用语言学
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同时还可在英语课堂教学中发挥重
要作用，比如有研究讨论如何在语料库驱动之下，优化
大学英语听力教学效果( 孙莉 2022 ) ，也有研究分析将
语料库引入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
从而提升教学效果( 蔡永贵 2021) 。文章试图以新视野
大学英语( 第三版) 读写教程 1 Unit1 ( 下文简称 U1 ) 为

例，借助上海外国语大学建设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
语数据库综合平台( 下文简称平台) ，从中挖掘与本单元
相关的思政语料，融语言教学与隐性思政为一体，从而
探索大学英语精读课“滴灌式”课程思政教学模式，以期
服务于英语教学。

1 语料库运用于大学英语精读课的教学实践

1． 1 利用语料库进行词汇教学

以 U1 中重点词汇 confidence 和 pose 为例，现示范
如何利用平台资源开展词汇教学。

( 1) 登录平台，进入语料库科研模块，以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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