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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采用自编的留学生跨文化语言适应问卷，对 来 华 蒙 古 国 留 学 生 在 汉 语 情 境 下 的 语 言 适 应 特 征 及 相

关因素进行调查分析，深入探讨其跨文化语言适应 的 一 般 发 展 趋 势 和 类 别 差 异 特 征。结 果 表 明：来 华 蒙 古 国 留 学

生语言适应呈渐近正态分布，整体语言适应处于中等 偏 高 水 平；来 华 蒙 古 国 留 学 生 的 性 别、年 龄、学 历、专 业、汉 语

水平、汉语学习年限、家庭经济、师生关系、中国朋友数量等对其跨文化语言适应有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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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跨文化适应是指处于一种文化背景下的个体进入另外一

种文化时所产生的身心反应和过程（Ｓａｍ　＆Ｂｅｒｒｙ，２００６）［１］。
跨文化适应研究始于２０世纪初期的美国，最早由美国人类学

家提出。由于跨文化适应具有复杂性和多层性，各界学者从

不同的角度、目的和学科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主张，来论

述和验证跨文化适应问题，形成了众多的理论流派。在众多

的跨文化适应理论中，跨文化语言适应是研究者着力探讨的

重要领域。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Ｇｏｉｌｅｓ等人提出了言语适应理论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２］，它最初作为社会心理学理

论模式提出来，主要用于解释人们在交际过程中的心理动机，
进而被广泛应用到语言文化的诸多领域，国外许多语言学家

运用言语适应理论对移民区和双语多语区进行了深入研究。
语言是社会文化的产物，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文化的变迁，
语言及其相 关 的 语 用 行 为 的 变 化 是 必 然 要 发 生 的。Ｖｅｒｓ－
ｃｈｕｅｒｅｎ的语言适应论［３］试图从认知、社会与文化 的 视 角，对

语言及语言适应进行综合考察，在这种观点的启发下，对语言

适应的诠释应该是双向互动的过程。语言主体在与语境的互

动关系中接受刺激，并根据经验做出选择或反应，不断修正反

应策略，达到动态的选择和适应。而语境也被理解为具有适

应性的主体，不断地根据语言的变化而做出选择［４］。二语习

得也是在母语结构的基础上，对目的语的语言情境及其文化

内涵的理解与体验，这种语言的适应过程就是实现自身社会

化的重要基础。只有达到了语言和环境的有机融合，才能有

效学习文化知识、专业技能和思想体系。
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留学生教育规模、层次、质

量和管理水平有了显著的提升。大量来华留学生首先遇到的

问题就是语言适应，尤其是汉语及其语境本身的复杂性给留

学生们适应语言带来很大的困难。许多留学生表示，来中国

之初最大的困难就是与中国人交流以及使用汉语处理日常事

务。因此，文化差异带来的语言适应问题是影响留学生进一

步学习和深造的重要因素。目前，关于留学生语言适应的量

化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以内蒙古来华蒙古国留学生为研究

对象，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其跨文化语言适应进

行全方位的探讨，试图探索来华蒙古国留学生跨文化语言适

应的特征和影响因素。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取样

本研究数据来自“内蒙古来华蒙古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

研究”项目。该项目以内蒙古来华蒙古国留学生为被试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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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样本容量为１７５人，年龄在１６－４０岁之 间。样 本 取 自 内

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内蒙古医科大

学、呼伦贝尔学院。被试专业涵盖了汉语言、文学、对外汉语、

新闻、翻译、历史、法律、地理、教育、心理、管理、经济、生物、数
学、物理、化学、建筑、机械、电子、计 算 机、科 学 史、社 会 学、人

类学、艺术等专业。他们不同程度地接受了６个月到７年的

汉语学习，其中 男 生６０人，女 生１１５人；本 科 及 同 等 学 力６８
人，硕士及博士１０７人；文史类５７人，经管类５２人，理工类６６
人；中国政府奖学金１１１人，内蒙古政府奖学金４１人，自费生

２３人。
（二）测量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编的《留学生跨文化语言适应问卷》，该问

卷用来测查留学生在新文化中的语言适应能力，共包括１３道

题，包含在汉语习得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语言行为，如“听懂

课堂上老师讲课的内容”、“与中国人用汉语表达”、“理解中国

人的肢体语言”等。问卷在预测中经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得 到４
个维度，包括听读适应、书写适应、非语言符号适应和课堂语

言适应。其中听读适应主要反映留学生在阅读报刊、浏览网

页、观看影视和汉语交流方面的适应状况；书写适应主要反映

留学生在写汉字、写汉语句子、写文章方面的适应状况；非语

言符号适应主要反映留学生在语调、语气、发音、表情、手势和

态度等方面的适应状况；课堂语言适应主要反映留学生在课

堂上用汉语表达、听老师讲课以及课堂语言互动等方面的适

应状况。本问卷采用ｌｉｋｅｔ计分方法，要求被试从１“不难”到５
“非常难”进行５点评定，统计分析时将所有题目反向计分，分
数越高，代表语言适应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

致性系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如表１。表１的结果表明本问卷

在四个维度上的α系数在０．６８８－０．８０２之间，总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达到０．８８，说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可以用来考察跨

文化语言适应水平。

表１　来华蒙古国留学生语言适应问卷信度检验结果

总问卷 听读 书写 非语言符号 课堂语言

α系数 ０．８８０　０．７９６　０．８０２　 ０．６８８　 ０．６９６

（三）施测与数据处理

本文调查均由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主持，采用团体

施测，时间为２０分钟。数据使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进行数据的录入

和统计处理。

三、研究结果

（一）来华蒙古国留学生跨文语言适应的总体水平

表１显示来华蒙古国留学生跨文化语言适应的平均数在

３．４７４３－３．８９７１之间，总平均数为３．６９９３；标准差在０．７５７１５

－０．９３６６４之间，总标准差为０．６６６４９。从平均数的大小分布

来看，均高于中数以上，说明蒙古国留学生的语言适应水平属

于中等偏上。其中，适应最好的是课堂语言适应，最难的是非

语言符号适应。从标准差的分布来看，均小于１且波动幅度

在０．１－０．３左右，说明离散程度相对较小，因而平均数的代

表性较强。从表２还可以看出，语言适应各因子及总分的偏

度系数和峰度系数都小于１，可认为来 华 蒙 古 国 留 学 生 的 跨

文化语言适应近似于正态分布。说明大部分样本集中在中等

语言适应水平。

表２　来华蒙古国留学生跨文化语言适应的描述统计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数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听读适应 １．８　 ５　 ３．６６９７　０．７５７１５－０．１０５－０．７１９

书写适应 １．３３　 ５　 ３．８４１９　０．８３２６２－０．５５８－０．１８
非语言符号

适应 １．３３　 ５　 ３．４７４３　０．８７２７１－０．２４３－０．６７１

课堂语言适应 １　 ５　 ３．８９７１　０．９３６６４－０．６４７－０．１５８

语言适应总分 ２　 ４．９２　３．６９９３　０．６６６４９－０．１０８－０．５４９

（二）来华蒙古国留学生跨文化语言适应的内在因素差异性

以性别、年龄、学历、专业和汉语水平认知作为内在影响

因素进行类别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见表３。结果表明：蒙古

国留学生在语言适应总分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显著

高于男生，各因子得分显示女生具有较好的语言适应水平；在
课堂语言适应方面 存 在 显 著 的 年 龄 差 异，２０岁 以 下 和３０岁

以上的留学生课堂语言适应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呈现

出“Ｕ”型发展特征；在非语言符号方面存在显著的学历差异，
本科生的非语 言 符 号 适 应 水 平 显 著 高 于 硕 博 生；在 听 读、书

写、非语言符号及总分方面存在显著的专业类别差异，事后检

验表明，文史类留学生显著高于经管类和理工类，而理工类和

经管类都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汉语水平认知的留学生在听

读、非语言符号及总分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中高级水平的留学

生显著高于初级水平的留学生。
（三）来华蒙古国留学生跨文化语言适应的外在因素差异性

以学习汉语时间、家庭经济、师生关系和中国朋友数量作

为外在影响因素进行类别 差 异 显 著 性 检 验，结 果 见 表４。结

果表明：随着学习年限的增加，语言适应水平呈上升趋势，但

是１－３年以后出现平缓期，学习年限不同的留学生在听读、
非语言符号和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表明，１年以下

的留学生显著低于其他学习时段的留学生；从家庭经济来看，
经济状况好的留学生在听读、非语言符号、课堂语言和总分上

显著高于经济状况一般的留学生；从师生关系看，师生关系好

的留学生在非语言符号和课堂语言上有较好的适应性；从拥

有中国朋友数量上看，中国朋友多的留学生有较好的语言适

应水平，突出表现在听读、书写和课堂语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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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来华蒙古国留学生跨文化语言适应的内在因素差异性（Ｍ±ＳＤ）

听读 书写 非语言符号 课堂语言 总分

性别

男 ３．５４±０．７４　 ３．７３±０．６７　 ３．３３±０．８５　 ３．７５±０．９１　 ３．５７±０．５９
女 ３．７４±０．７６　 ３．９０±０．９０　 ３．５５±０．８８　 ３．９７±０．９５　 ３．７７±０．７０
ｔ －１．６４５ －１．４３６ －１．５４９ －１．５０７ －２．００６＊

年龄

２０岁以下 ３．７９±０．７８　 ４．０６±０．８４　 ３．８０±０．８２　 ４．２４±０．７７　 ３．９２±０．６８
２０－２５岁 ３．６１±０．７９　 ３．７５±０．７９　 ３．４５±０．９０　 ３．７９±０．８８　 ３．６３±０．６５
２５－３０岁 ３．５９±０．７４　 ３．８０±０．８２　 ３．３４±０．８１　 ３．７４±１．０３　 ３．６０±０．６６
３０岁以上 ３．９９±０．６１　 ３．９２±０．９９　 ３．４８±１．０６　 ４．２２±０．７７　 ３．８９±０．６８
Ｆ　 １．６０１　 １．１０５　 ２．１３４　 ３．０８８＊ ２．３９８

学历

本科 ３．７９±０．７５　 ３．９２±０．８２　 ３．６６±０．８７　 ３．８５±０．９２　 ３．８０±０．６８
硕、博士 ３．５９±０．７６　 ３．７９±０．８４　 ３．３６±０．８６　 ３．９３±０．９５　 ３．６４±０．６６
ｔ　 １．６５９　 ０．９４７　 ２．２９３＊ －０．５７９　 １．５６

专业

文史类 ３．９１±０．８１　 ４．１５±０．７２　 ３．７３±０．９５　 ４．０８±０．８７　 ３．９５±０．７２
经管类 ３．４７±０．８０　 ３．７０±０．９８　 ３．３１±０．８９　 ３．７９±１．０６　 ３．５４±０．７０
理工类 ３．６２±０．６２　 ３．６９±０．７３　 ３．３９±０．７４　 ３．８３±０．８８　 ３．６１±０．５３
Ｆ　 ４．９６４＊＊ ６．２１９＊＊ ３．７３２＊ １．６２７　 ６．５０１＊＊

汉语水平

初级 ３．３９±０．６６　 ３．７６±０．７８　 ３．２９±０．８５　 ３．９６±０．８０　 ３．５４±０．５６
中高级 ３．９７±０．７４　 ３．９３±０．８８　 ３．６７±０．８６　 ３．８３±１．０６　 ３．８７±０．７３
ｔ －５．４４９＊＊＊ －１．２８８ －２．８９３＊＊ ０．９２２ －３．３２６＊＊＊

表４　来华蒙古国留学生跨文化语言适应的外在因素差异性（Ｍ±ＳＤ）

听读 书写 非语言符号 课堂语言 总分

学习汉语时间

１年以下 ３．３２±０．６４　 ３．７１±０．７９　 ３．２８±０．８３　 ３．９８±０．８２　 ３．５０±０．５６
１－３年 ３．９１±０．７７　 ３．９８±０．９０　 ３．７４±０．７７　 ３．８４±１．０６　 ３．８８±０．７４
３年以上 ４．１０±０．６１　 ３．９０±０．７９　 ３．４６±１．０５　 ３．８１±０．９９　 ３．８６±０．６６
Ｆ　 ２０．４６５＊＊＊ ２．０１６　 ５．０４９＊＊ ０．５５１　 ７．１１５＊＊

家庭经济

好 ３．８４±０．７８　 ３．９０±０．９０　 ３．７５±０．７９　 ４．１１±０．９６　 ３．８８±０．７１
一般 ３．５３±０．７１　 ３．８０±０．７７　 ３．２５±０．８７　 ３．７３±０．８９　 ３．５６±０．５９
ｔ　 ２．７７６＊＊ ０．７９　 ３．９３＊＊＊ ２．７３２＊＊ ３．１５９＊＊＊

师生关系

好 ３．７１±０．７９　 ３．９０±０．８０　 ３．５６±０．８４　 ４．００±０．８６　 ３．７７±０．６５
一般 ３．５２±０．６４　 ３．６４±０．９３　 ３．１８±０．９３　 ３．５６±１．１１　 ３．４８±０．６７
ｔ　 １．５９２　 １．７４２　 ２．５０７＊ ２．２７７＊ ２．４５９＊＊

中国朋友

较多 ３．９０±０．７４　 ４．０１±０．８４　 ３．５６±０．９１　 ４．０７±１．０１　 ３．８７±０．６９
较少 ３．３８±０．６８　 ３．６３±０．７９　 ３．３６±０．８１　 ３．６８±０．７９　 ３．４８±０．５７
ｔ　 ４．７２４＊＊＊ ３．０２４＊＊ １．５１３　 ２．８２７＊＊ ４．０８４＊＊＊

四、分析与讨论

（一）来华蒙古国留学生跨文化语言适应的总体水平与分

布特征

在对蒙古国留学生跨文化语言适应的发展特征分析中发

现，蒙古国留学生语言适应的总体水平较高，但是在不同因素

上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其中，课堂语言适应较好，而非语言

符号适应相对难一些。从分布特征上看，无论是语言适应的

总体，还是听读、书写、非语言符号、课堂语言适应均呈现出渐

近的正态分布特征。蒙古国留学生表现出较好跨文化语言适

应水平与其客观环境的影响和特定的文化与性格特征有关。

语言适应论研究表明，语言适应是语言主体在与环境的交互

作用中实现的动态平衡［４］。本研究取样的蒙古国留学生主要

来自内蒙古各高校，内蒙古与蒙古国毗邻，语言相通，生活习

惯相近。因此，在心理和文化上的亲近感会增进其语言学习

动机，进而提升其语言适应水平。此外，蒙古国留学生热情、
豪爽、冒险和自我表露的性格特征，使得他们在人际关系上比

较主动、积极，有较多的语言表达和交流的机会。这也是其语

言适应水平高的重要原因。本研究设定的非语言符号适应主

要表现在语音、语气、语调、手势、表情及语言态度方面。相对

于其他方面，他们对非语言符号中反映出的意义理解起来相

对较难一些，因为非语言符号适应需要语言交流双方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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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心理、文化上的默契。研究表明：与语言符号的显性意义

相比，非语言符号具有很强的隐含性特点［５］。在跨文化交际

过程中，非语言符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它的隐

含性特点，在跨文化语言情境下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这可能是

一个共性特点。
理论上讲，本研究所编制的问卷属于态度倾向测验，主要

判断学生是否认同和倾向于某种语言适应情境。对于特定群

体来看，其分布成绩不一定均要求是正态分布的。本研究结

果表明蒙古国留学生语言适应的分布状态趋于正态分布，这

与本研究的取样分布有一定关系，本研究的被试年龄在１６－
４０岁之间，跨度 比 较 大，学 习 汉 语 的 时 间 跨 度 从６个 月 到７
年，这样的情 况 下，他 们 的 汉 语 水 平 呈 现 出 好、中、差 均 匀 分

布，也必然导致整体上的语言适应水平的常态分布。
（二）影响来华蒙古国留学生跨文化语言适应的因素分析

蒙古国留学生在语言适应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

表现较强的语言适应优势。其原因除了语言的性别方面的差

异，就是女生在语言学习方面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动机，投入更

多的学习时间和精力。语言的性别差异研究表明：男女两性

在语言的语音、语调、语法、词汇、语用等方面存在差异，女生

更倾向于使用富有感染力的词汇、社会赞许性的语体、感性化

的表达，因而在语言适应的各个层面都有较好的表现。
在语言适应的年龄差异上表现出“Ｕ”型 发 展 特 征，这 一

现象符合跨文化适应的一般特征。Ｏｂｅｒｇ提出的Ｕ型曲线模

式认为，个体进 入 新 的 文 化 情 境 中 会 经 历 蜜 月 期、文 化 休 克

期、调整期和适应期的发展阶段［６］。蒙古国留学生语言适应

也遵循了这一发展规律，起初的蜜月期会有很好的语言适应，
进而进入文化休克期，出现适应低谷，再到适应期的高峰。本

科及同等学力 的 留 学 生 在 非 语 言 符 号 适 应 上 显 著 优 于 硕 博

生，这主要与年龄有关，本科生年龄在１６－２９岁之间，硕士和

博士的年龄在２２－４０岁之间。年龄相对小的留学生在对语

调、语气、表情、手势等非语言符号的感受性和理解力方面更

有优势。
文史类留学生比其他专业留学生表现出更好的语言适应

水平，特别是在听读、书写和课堂语言方面的优势更明显。这

与文史类留学生运用汉语的频率较高、语用的层面较多有关。
一定程度上说明汉语使用强度会对语言适应有显著的影响。

中高级汉语水平的留学生语言适应水平较高，这不仅与汉语

学习时间长有关，同时也与其掌握的汉语知识和文化知识有关。
语言适应水平 随 着 学 习 汉 语 时 间 的 增 加 有 上 升 趋 势，１

年以内的留学生表现出较快的语言发展水平，１－３年以后出

现平稳甚至有 下 降 趋 势。留 学 生 在 适 应 新 文 化 之 初 经 历 了

“蜜月期”，在这一阶段，留学生对新的语言情境和文化都有着

强烈的好奇心和新鲜感，因而产生了较高的学习动机和欲望。
另外，可靠的社会支持也是影响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水平

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资源除了家庭成员与同

胞之外，与当地人的关系也会影响跨文化适应；与当地人的关

系融洽，有当地朋友的旅居者，适应问题比较少，其学业和非

学业方面的满意度也较高［７］。本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经济好、
师生关系好、中国朋友数量多的蒙古国留学生有较高的语言

适应水平，而且突出表现在听读、书写和课堂语言适应方面。
这说明蒙古国留学生的跨文化语言适应水平与其得到的社会

支持有关，较好的、完善的社会支持减轻了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压力，从而提升了他们在华的整体适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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