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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语言社会化研究是新兴的多学科交叉领域，开始于儿童语言习得研究，综合语言习得研究和社会化研究的

方法，着眼于语言、文化和社会 3 者的交互关系。本文着重介绍该理论的起源、定义、特征和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出

如何在“语言社会化”和“社会化语言的使用”两方面开展相关研究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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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socialization is a newly developed cross-discipline research area． It integrates the methodologies of language acqui-
sition and socialization studies，and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language，culture and society． The present research intro-
duces the origin，definition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socialization． Based upon the introduction，this research puts
forward directions for further studies in aspects of“socialization through language”and“socialized language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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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言社会化”( language sociolization) 研究是近来兴

起的多学科交叉领域，其研究着眼于语言、文化和社会之

间的交互关系，主要考察日常社会互动中如何通过语言

使用实现社会化。语言社会化研究可以把学习者使用的

语言结构同其思维行为模式、情感认同及其所处的社会

环境等因素关联起来，从新的理论角度重新认识语言习

得的本质，解释语言习得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表征，从而

拓展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领域。

2 语言社会化研究的理论基础
2． 1 语言社会研究的理论基础

诞生于上世纪 80 年代早期的语言社会化研究范式，

汲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 社会) 语言学理论的相关

内容。当时，语言习得和社会化 ( 后者或称为文化适应

＜ enculturation ＞ ) 研究的主体已经存在，但是这两个领域

的研究是独立存在的。语言习得研究根植于发展心理学

和心理语言学，倾向于把语言习得视为独立的个人成长

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忽视社会文化环境( sociocultural con-
text) ( Duff 2008) 。相关语言习得研究基本上都在北美和

欧洲进行，而研究结论却被认为普遍适用。同时，根植于

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社会化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

背景( ethnographic settings) 下展开，却往往忽视语言作用，

而语言恰恰是社会化发生的主要媒介。语言社会化恰好

综合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并把两者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

( Garret 2008) 。
2． 2 语言社会的定义及特征

语言社会化把语言和社会化相结合来突出语言的使

用在社会化中的作用和社会化对语言使用的影响，因此

语言社会化的定义应先参考社会化定义。社会化的定义

各有不同，但都反映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Schieffelin ＆
Ochs 1986) 。Schieffelin 和 Ochs 总结前人对自我、互动、

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提出社会化的相关定义。他们认

为社会化( 显性或隐形地) 指向新手，以互动方式展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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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方式。从广义上说，社会化指儿

童或新手获得知识、技能、行为倾向( orientations) 、行为惯

例( practices) 过程，从而使他 /她有效、合适地参与特定社

团的社会生活中( Garret ＆ Baquedano-Lopez 2002) 。
不同学者都定义过语言社会化这一概念，最早的应

该是语言社会化理论的创始者 Schieffelin 和 Ochs。他们

认为，语言社会化指通过语言使用实现社会化( socializa-
tion through language use) 和社会化语言的使用( socializa-
tion to use language) ，儿童或其他新手通过接触和参与语

言类互动，掌握关于社会秩序( social order) 方面的原则、
知识以及信念体系( system of beliefs) 。他们认为社会文

化知识( sociocultural knowledge) 深植于对话语篇( conver-
sational discourse) ，通过特定特征和结构体现，如语音、形
态句法构建、词汇和言语行为类型等( Schieffelin ＆ Ochs
1986) 。

Duff 综合相关研究，认为语言社会化是指通过社会

经历而习得语言、语用和其他文化知识，并将其定义为

“语言社会化是终生经历的过程，具体指个人尤其是新手

通过语言实践( language practice) 和社会互动，被引入( in-
ducted) 到特定的知识、信念( belief) 、情感( affect) 、角色

( roles) 、认同( identity) 等体系的过程”( Duff 2008: 215 ) 。
可以看出，语言社会化理论的核心问题是语言和文化的

关系。该理论认为语言学习和文化习得密切相关，所有

的语言学习都是文化学习，语言和文化不可分割，彼此构

建，通过语言逐渐社会化并且在社会化过程中学习语言。
语言是“文化知识得以交流、协商、论证乃至变迁的象征

性媒介”，而“以文化为基础的社会活动、社会环境及社会

行为准则是语言传授及学习过程中最强有力的影响因

素”( Garret ＆ Baquedano － Lopez 2002: 339) 。
语言和社会文化知识的获得过程要借助社会互动交

际，在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中得以实现。具体讲，以语言为

媒介的交际常规及相应的交际行为是传达社会文化知识

的主要工具，目标语言及文化习俗通过它们编码并传递

给学习者。同时，社会化过程受到历史、文化及根植于社

会信仰、社会期待和社会价值观等宏观环境的影响，学习

者与“专家”的交际行为往往在特定社会、历史及文化环

境中进行，要受一系列约定俗成的交际常规影响，通过不

断发生、重复、形成常规并逐渐模式化，这种规律性及可

预知性促进学习者参与交际活动，获得相应语言能力及

社会文化知识( 史兴松 2009) 。
2． 3 语言社会化的研究领域及方法

语言社会化研究的范围广泛，关注的问题多属于交

叉学科。具体而言，其研究领域也有多种划分方式，按时

间先后顺序可分为母语社会化和二语社会化研究。语言

社会化学者首先关注儿童期经历初级语言社会化过程

( primary language socialization) ，进而认识到在人们进入新

的社会文化环境、加入新的社会群体、承担新的社会角

色、学习新的语言时都会经历第二语言社会化过程( se-
condary language socialization) ( 史兴松 2009) 。

语言社会化研究不同的分类方式实际上表明其研究

的不同领域。按照社会互动的场合区分，可分为专业教

育( professional education ) 社 会 化、课 堂 社 会 化、咨 询 类

( counseling encounter) 社会化和家庭交流社会化等研究

( Garrett 2006) 。按照研究层面可分为交际能力、语言意

识形态( language ideologies) 和主观性( subjectivity) 研究

( Moore 2008) 。此外，还可以从社会化内部因素和外部因

素两个方面研究。前者主要指从认知能力、学习者心理

表征等进行研究。后者从宏观上可理解为学习者所处的

社会文化环境，如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等; 从微观上指与

语言社会化相关的情景语境。
如果互动 的 对 象 是 二 语 学 习 者，按 照 Duff 的 分 类

( Duff 2009) ，二语社会化分为以下几种场合: ( 1 ) 二语占

统治地位且广泛使用，如在美国学习英语; ( 2 ) 在隔绝的

有限的范围使用，包括在学校学习外语，如在墨西哥学法

语; ( 3) 在散居国外少数民族中使用，如在墨尔本的越南

人; ( 4) 通过网络虚拟的社团( 如网上汉语学习) 、游戏和

讨论网站等。在这些场合中，二语可能与一语同时学习，

或在其后学习。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研究者逐渐开始关注学习者

在两种或两 种 以 上 语 言 文 化 环 境 中 的 传 承 语 ( heritage
language) 社会化过程。虽然这一叫法时间不长且目前相

关文献较少，但是传承语研究已发展成为语言社会化框

架中新的研究领域，吸引愈来愈多研究者关注。
在研究方法上，语言社会化研究借鉴人类学和社会

学的方法。根据 Garrett，语言社会化的研究方法有 4 个特

色: ( 1) 在设计上应属于纵向研究，这样有利于发现学习

者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语言发展和变化趋势; ( 2) 应为

基于场( field-based) 的语料收集或基于对自然语篇语料

库中视听材料的分析，强调在自然的状态中通过细微观

察获取研究需要的语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和

研究; ( 3 ) 整 体 上 应 从 民 族 志 ( ethnographic ) 角 度 研 究;

( 4) 注 重 宏 观 和 微 观 层 面 分 析 及 两 者 关 系。 ( Garrett
2006) 具体看，研究者应采取互动语篇角度，识别新手和

老手互动模式，研究其对个人发展过程的影响。进一步

说，研究者们致力于发现这些互动模式和过程与社团规

范、价值及意识形态的关系，与更大规模的社会、文化及

历史进程的关系。

3 语言社会化研究的现状与前景
语言社会化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在二语习得

领域开展语言社会化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现有的语言社会化研究在数量上不足，研究方法多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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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纵向观察，并且多集中于母语习得研究，因此应结合多

种定量与定性、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来深入开

展此类研究。同时，语言社会化研究对于语言教学实践

也具有一定现实意义。众所周知，每一种语言和文化都

有其各自的特殊性，对于二语习得者而言，其语言和行为

方式能否被该语言的母语社团接受，能否正确理解母语

者的言外之意，这些问题都对语言教学提出更高要求，学

习语言的目的不仅在于会说一门语言本身，而且需要了

解语言传递的社会文化知识，了解目的语国家的风俗人

情、目的语的母语者所持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以及情感倾

向等。只有这样，学习者使用的语言才能够真正实现社

会化，真正被该母语社团接受。
基于以上论述和分析，研究者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深

入研究社会化: ( 1 ) 学习者如何通过语言学习，熟悉并了

解该母语社团特定的社会文化知识，比如西方人的思维

方式、行为方式、社会价值观和情感倾向等; ( 2) 不同学习

阶段学习者的语言结构具有哪些特征，受到哪些因素影

响，学习者在主观上是否接受特定领域的社会化过程，并

且对其语言结构产生何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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