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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新移民的语言适应行为研究
——以攀枝花为例

张晓红

（攀枝花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 攀枝花 617000）

摘要：城市新移民是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结果，也可以反向进一步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本文以攀枝花市为例，简要分析城市

化进程中城市新移民的几种语言适应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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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行有效的城市新移民语言适应行为研究，笔者在攀枝

花市共发放1000份问卷调查，其中收回878份，有效问卷为836份，

下面将主要围绕问卷调查所显示的结果进行研究和分析。

一、城市新移民在家庭情境中的语言适应行为

目前攀枝花市的全市总人口为 815152 人，0 至 15 岁少年儿童

占比为 34.43%，共有 280640 人，劳动适龄人口占比为 59.97%，

共有 488862 人。老年人口占比 5.6%，共有 45650 人。据有效统

计分析，攀枝花全市人口的平均年龄为 19.74 岁。这其中，地令

人口占比较大，全是人口年龄的中位数是 28.5 岁，老年儿童（老

年人）占比为 16.27%，攀枝花市年龄结构类型进入成年人口型，

全市人口的社会负担系数为 66.75，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82.31。通

过对于数据的分析得出，对于城市新移民来说，在面对家庭情境

时所做出的语言适应性行为更多的都是出于自我的需求，社会性

语言需求在家庭情境中要求相对有限，新移民可以采取更加多元

化的方式来应对家庭环境中的语言适应问题。

二、城市新移民在工作情景中的语言适应行为

在工作情境中，攀枝花市的新移民主要是与客户、同事、下

属以及上级进行沟通。如今，普通话已经成为社会交流的标准语

言，也是各地通用的工作语言。通过相关调查得知，在工作情境中，

攀枝花市的新移民在于上级领导、平级同事以及客户和下属之间

的交流过程中，采用普通话的概率分别是 80%、75% 和 85%。其

中四川省各地方的方言均有不同，而有些地方的方言更是很难听

懂，甚至是同一个地区的方言也会存在“十里不同音”的现象存在。

攀枝花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特色语言的城市，也是四川省人流量比

较大的城市，为了避免出现语言交流障碍，在工作情境中城市新

移民使用普通话的频率相对较大。在收回的 836 份有效调查问卷

中，选择在工作单位和公共场所使用普通话的人数分别为 387 和

396，占到了有效调查总数的 93.6%，说明了在公共场所人们更愿

意选择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

比如，由于攀枝花市的籍贯结构较为复杂，本市绝大多数干

部和企业职工多从全国各地调入，由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

来看，攀枝花的 99.5% 人口是由外地迁入的，其中，省外户籍人

口共 126728 人，他们涵盖了 20 我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占到了城

区人口的 38.3%，所以导致了当地的方言较为复杂，在工作环境

中使用普通话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为了能够应对工作过程中所必

须要面对的普通话使用难题，城市新移民可以通过观看“新闻联播”

等标准普通话电视节目来不断提升自己的普通话应用水平。在观

看的这些相关视频的时候，还可以准备一个小型录音机，一边观

看一边自己跟着说，并用录音机及时记录下来。之后可以请求普

通话比较标准的朋友听一下自己的录音，从而更加客观且真实地

发现自己的口音问题，进而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的训练计划。

三、城市新移民在日常交往情境中的语言适应行为

在日常交往情境中，城市新移民的主要交往对象大部分都是

朋友、公共场所的服务人员以及邻居等。结合相关的调查数据，

不难发现在朋友聚会的过程中，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使用自己的家

乡方言进行交流，还有一部分人会选择使用攀枝花市的方言进行

交流与沟通。在购物以及处理日常事物的过程中，会有超过百分

之 80 的人选择用普通话交流。

根据第二、三次人口普查民族人口对比数据可以看出，汉族

人口数量为 732680 人，占到了全市人口总数的 89.8%，在全市 34

个少数民族中，人口超过千人的有六个，分别为彝族、苗族、回

族、纳西族、白族、粟粟族，行业结构也较为复杂，在业人口为

470264 人，待业人口为 80102 人，在在业人口中，农、林、牧、

渔业人口占到了 45.76%，比重最大，建筑业、制造业、矿业以及

木材采运业的人口分别占到了 12.56%、12.12%、10.55% 合计占到

了 35.23%，由此可以看出，攀枝花市当地的第一、二产业就业人

口数量较多，使用方言的人口数量占到了 70% 以上，所以城市新

移民在日常交往情境中也更加注重方言的使用，为了能够尽快适

应攀枝花市的方言语境，作为新移民可以通过与邻居以及附近原

住居民多沟通的方式来不断提升自己对于本地方言的掌握。

四、结语

了城市新移民在家庭情境和工作情境中多使用普通话，而在

日常交往情境中为了实现更便捷的交流，通常会积极学习使用当

地方言进行沟通交流，从而更好地融入当地交流环境的结论，并

提出了一些有效的促进措施，从而加强了城市新移民在当地环境

中的快速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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