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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教育对蒙古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和语言态度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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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 30名蒙古族英语专业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为期两年的英语绘本教学跟踪调查，

对比分析他们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的民族认同和语言态度的变化，探讨英语教育对于蒙古族大学生

民族认同和语言态度的影响及二者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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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网络社会兴起，全球化

进程加速，外语学习持续升温。与此同时，民族间

和文化间的冲突也在不断加剧。有不少人担心全球

化带来的外语学习热潮会带来我国母语教育的危

机，甚至会动摇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母语的态度。

树立民族认同意识是传承民族精神、弘扬祖国文化

的重要前提，而对母语的态度将会直接影响到母语

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因此，本文以蒙古族大学生为

研究对象，拟讨论以下问题：1.英语教育是否会影

响蒙古族学习者们对本民族的认同？2.英语教育是

否会影响他们对母语和英语的态度？3.语言态度和

民族认同之间是否存在一定联系？  

一、研究概况及方法 

（一）研究概况 

国内关于英语教育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

同和语言态度影响的研究并不多。现有的研究大多

数是以汉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如王芳和国文的

中国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度的研究，认为英语教育对

本民族认同产生消极影响，汉语文化认同受到西方

文化侵蚀；而任育新关于中国大学生汉语文化身份

和英语文化身份的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大

学生们的母语文化身份更为突显；陈新仁教授在《全

球化语境下的外语教育和民族认同》一书中， 全面

系统地论述了外语教育对中国大学生民族认同的影

响，但是其调查对象仍为汉族，且将语言态度列为

民族认同问卷的一个子项目，笔者认为这样的研究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少数民族大学生不同于汉族大学生。与汉族学

生相比，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英语学习具有以下特点：

起点低、基础弱、学习年限短；民族心理文化长期

的影响；学习动机较弱；三语（本族语、汉语、英

语））模式增加外语学习难度，普遍存在畏难情绪（何

克勇：265）。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英语学习“费时低

效”。影响他们英语成绩的最重要因素为“学习焦虑，

对外国语言和文化的态度和内部动机”（原一川：

80）；以及对“所属民族的认同和皈依”（陈新仁：

61）。可见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和语言态度都

会影响到他们的英语学习，那么反过来英语教育是

否会对这二者产生影响？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英语教育的模式各异，本文仅对英语绘本教学

模式下的蒙古族大学生的英语教育情况进行跟踪调

查，基于少数民族大学生外语学习和英语绘本教学

模式的特点，对蒙古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和语言态

度进行梳理和研究，并探究二者的关联。 

（二）本研究所采用的方法 

本研究以西北民族大学 2012 级和 2014 级在读

的蒙古族英语专业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

30份，回收有效问卷 30份，有效回收率为 100 %。

调查对象来自于内蒙古、新疆、陕西、甘肃、青海、

宁夏、西藏等 7个省、自治区。男生 6人，占 20%，

女生 24 人，占 80%，调查年龄分布在 18-22 岁，平

均年龄 20.3岁。 

调查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民族认同问卷，

以 Phinney的 MEM-R（Multigroup Ethnic Identity 

Measure-Revised）为基础，从探索(5 题)和承诺(7

题)两个维度来调查受试者对本民族的认同，共 12

道客观题，合计为 60分。第二部分语言态度，以邬

美丽（1997）的语言态度量表为基础，分别从语言

好听度（3 题）、亲切度（3 题）、有用度（5 题）及

社会影响力（3题）四个维度来调查受试者对蒙语和

英语的态度，共 15题，其中客观题 13道，主观题 2

道，合计为 65分。两个问卷均采用五级计分制，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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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级别（A 非常同意；B 比较同意；C 一般；D 不

太同意；E完全不同意）对应记分为 1、2、3、4、5

分。两个问卷的 Cronbach alph 分别为.91，.92，

具有较好信度。 

受试者们分别于 2013 年 9 月和 2015 年 9 月参

加问卷调查，前后两次问卷内容一致。笔者对收集

的有效问卷进行量化处理，所有调查数据均由 Excel 

2007 和 SPSS 16.0 软件进行处理，对前测和后测数

据进行比较分析，结合访谈结果，分析统计结果。 

表 1 英语教育对蒙古族大学生语言态度的影响 

语言态度 
蒙古语  英语 

前测 后测 P 值  前测 后测 P 值 

好听度 12.1 1.68 12.3 1.73 0.58  10.5 1.93 11.7 1.97 0.038* 

亲切度 12.4 1.52 12.6 1.41 0.69  9.9 2.13 11.1 1.44 0.013* 

有用度 17.9 3.64 19.1 2.24 0.11  17.2 3.74 18.7 2.18 0.042* 

社会影响力 10.8 1.97 11.4 1.57 0.17  10.4 2.25 11.5 1.61 0.032* 

总体评分 52.2 5.28 55.4 3.28 0.06  48.0 6.03 52.9 4.37 0.000* 

*P<0.05 为显著性差异 

二、英语教育对蒙古族大学生语言态度的影响 

“语言态度”指人们对语言或文字的社会价值

形成的认识或做出的评价 (王远新：87)。由表 1可

以看出，外语学习过程中，受试者对蒙语的态度并

未发生显著性变化（P=0.06>0.05），但英语的态度

有显著性变化（P=0.000<0.05），其中英语的好听度

（p=0.038<0.05）和社会影响力(p=0.032<0.05)均

发生显著性变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果，是因为： 

1.明确的民族归属感。尽管全球化的背景下，

强势的网络媒体推动着英语和汉语的使用，而“蒙

语软件不好用，输入很麻烦”“好多地方都不安蒙语

软件，没有办法使用”；“好玩好用的 APP 都是汉语

和英语的”， 受试者们承认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范围

日益受限。但在外语学习中他们没有改变对蒙语的

态度。受试者在访谈中普遍表示本民族语是民族文

化的传承和民族身份的标志，本民族人应予以保护，

对于不会说本族语的本民族同学加以排斥：“如果一

个蒙古族不会说蒙语，他就不是一个蒙古族”。他们

不愿意也不相信自己的民族语言会消失，认为：“只

要我们活着，蒙语就不会消亡；”可见英语教育之所

以未改变蒙古族大学生对蒙语的态度，是源于他们

明确的民族归属感。 

2.大规模的英语文化输入和信息化手段的使

用。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蒙古族大学生大多来自

于偏僻的经济欠发达的民族地区，“我以前除了课

本，没有看过英语的任何资料”，“我觉得学了英语

回去没用”。他们没有广泛接触英语学习的条件，尤

其是住在民族聚居的地区的学生们在日常生活中根

本没必要用英语交流。此外，“我觉得英语太难了，

我连汉语都学不好，怎么学英语？”他们都是遵循

本族语--汉语--英语的学习模式，复杂的三语学习

增加了他们学习的难度，使得他们出现畏难的情绪，

从而对英语采取排斥甚至是回避的态度。进入大学

以后，英语教育不同于中学，大量的英语文化被输

入。尤其是英语绘本自身的特点—图文并茂、生动

有趣、通俗易懂、寓教于乐，使得英语文化输入过

程简单、真实、有趣，他们认为“英语绘本不难”，

“我没想到英语书这么有意思”，“英语绘本的画面

特别美，我想到小时候看到的连环画”；此外，互联

网资源和社交媒体等信息化手段的大量使用，使得

蒙古族大学生接触和了解更多的西方文化，“我第一

次在微信群里用英语聊天，觉得很有意思”，作为年

青人，他们对新鲜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作为高

等教育的接受者，他们渴望学到先进的西方科学文

化、了解国际社会，因此对英语的态度发生了显著

地变化，由排斥到接纳。 

三、英语教育对蒙古族大学生本民族认同的

影响 

“民族认同”是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积极评

价以及个体对群体的文化感兴趣和实际行为卷入参

与情况等。（Phinney, 1997:165）。民族认同建立在

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民族心理归属等方面，文化交流

可以促进民族认同增强。语言是文化一个重要载体，

也是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从表 2 中可以看出，承

诺维度未发生显著性变化（p=0.45>0.05）,而探索

维度（p=0.04<0.05）发生显著性变化, 总体认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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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上升至 39.8,p=0.02<0.05)也发生显著性差异，

表明蒙古族对本民族认同感上升。由此可以得出： 

表 2 英语教育对蒙古族大学生民族认同的影响 

民族认同 前测 后测 P 值 

承诺 20.5 5.71 21.5 5.21 0.45 

探索 15.7 4.43 17.5 2.24 0.04* 

总体评分 36.2 7.92 39.8 6.32 0.02* 

*P<0.05 为显著性差异 

1.外语学习过程中，蒙古族大学生对本民族的

民族认同发生“附加性”变化，也印证了高一虹教

授提出的“生产性双语现象”。外语教育不可避免地

包括外语文化的学习，而在外语语言和文化的输入

中，学习者会面临文化碰撞，甚至会在强势文化面

前产生困惑，会对自身的认同造成影响。Lamber 曾

提出外语学习者自我认同的“削减性”和“附加性”

变化。通过表 2 的数据，可以判断蒙古族大学生在

获得英语文化归属的同时，也保持了对母语和母语

文化的归属，发生了“附加性”变化，也印证了高

一虹教授提出的“生产性双语现象”
①
。访谈中，受

试者们提到“我以前觉得英语特别难，在学习英语

的时候我主要关注词汇呀，语法呀，读了英语绘本

我才发现英语很有意思，国外的绘本内容和我们小

时候读的书有些不一样，有些一样。我会重新回忆

我们童年时光和受到的教育，比较他们的不同。”可

见，在英语教育过程中，学生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对

母语文化和英语文化进行比较，从而加深了对本民

族文化的了解。 访谈结果表明，英语教育对蒙古族

学生的本民族认同产生积极影响。 

2.蒙古族大学生民族认同中的探索程度前后发

生显著性变化。在访谈中，很多受试者都提及“我

觉得我们和外国人是不一样的”，但当问及造成差别

的根源是什么，“我们从小就是这样做的”，“我不清

楚，可能就是这样规定的”。他们可以详细描述本民

族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但无法对其历史变化、文

化根源做出解释。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

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变化，大批蒙古牧民变成城

镇居民，改变了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

改变使得很多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习俗乃至民间

文学失去了传承的基础。蒙古族大学生愿意遵循本

民族的风俗习惯、喜爱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但很

少进行探索，挖掘其背后的历史文化根源。但在外

语教育中，由于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异，蒙古族大学

生们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文化对比，得出“我

们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和绘本中的介绍不一样，我想

知道为什么”等结论。可见学生们在文化比较中，

加深了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产生了探索的欲望，

因此探索的程度前后发生了显著性变化。 

四、蒙古族大学生语言态度与民族认同之间的

联系 

笔者运用散点图和皮尔逊相关系数来检验语言

态度与民族认同的联系。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语言态度和民族认同存在

明显的线性关系，表 3中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r=0.833，

证明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图1 蒙古族大学生民族认同与语言态度散点图 

表 3 英语绘本教学模式下蒙古族大学生民族认同与语言态度

的相关性分析 

 语言态度 民族认同 

语言态度 

Pearson 相关性 1 .833** 

显著性（双侧）  .000 

N 30 30 

民族认同 

Pearson 相关性 .833** 1 

显著性（双侧） .000  

N 30 30 

**.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从图表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

联系。究其原因，一方面因受试者们有较高的民族

认同，把蒙语作为民族身份的标志，因此他们对本

族语的态度并未因英语教育中大量英语文化的引入

而发生显著性变化；另一方面外语教育中，大量异

域文化输入，缩短了少数民族文化与外语文化的距

离，使得蒙古族大学生对于英语的态度趋向积极。

积极的语言态度使得他们更多地接触英语文化，在

两种文化的对比中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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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民族认同感的发展。可以说民族认同感是语

言态度的基础，语言态度的改变也会推动民族认同

的发展。因此二者呈现明显的正相关联系。 

五、结论 

1.英语教育会对蒙古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产生

了影响。蒙古族大学生民族认同发生了附加性变化，

探索程度发生了显著性变化。外语教育并未动摇蒙

古族大学生对本民族的认同，反而推动了他们的民

族认同的发展。 

2.英语教育对蒙古族大学生的蒙语态度并未产

生影响，但是对英语的态度发生显著性变化。他们

把蒙语看成是民族身份的标志，尽管大量的英语文

化输入，并未改变受试者们对本族语的态度；然而

他们对英语态度由回避、排斥到肯定。可以说，英

语教育有利于建立积极的语言态度。 

3.英语教育过程中语言态度与民族认同二者之

间存在正相关联系。民族认同是与语言态度的基础，

而语言态度的变化也会影响民族认同。因此在英语

教育中, 英语教师必须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

同感和语言态度纳入外语教学的全过程，引导少数

民族大学生多了解本民族传统和文化，保持母语使

用和对英语的积极态度，构建和谐的外语学习环境。 

注释： 

①高一虹教授提出的“生产性双语现象”，即母语与目标语文

化理解相得益彰、积极互动，学习者的认知、情感和行为

能力得到了整体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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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English education on ethnic identity and language 

attitude of Mongolian college students 

TANG Lin-l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Lanzhou 730030,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conducts a two-year follow-up survey o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picture books for 30 

Mongolian English majors, and analyzes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and language attitudes in the process of English 

learning.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English education on Mongolian college students’ 

identity and language attitudes and the relevance of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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