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幼儿园外地娃娃多
学习象山方言
让他们更有归属感

方言是一座城市的根。“故乡”
最重要的两个特征，一个是家乡
菜，一个是家乡话，这是一种情感
的认同感。方言不仅仅是交际工
具，还是联络乡情的纽带，是地方
文化的载体，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象山虽然属于宁波，但象山话
和宁波话有很大的不同。学习象山

话的同时，孩子们也在学习家乡民
俗，体会家乡风情。

学习方言，与当前推广普通话
的背景并不冲突。就像现在的孩子
学习外语，并不影响其汉语的学习
和使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学习方
言，也能促进其普通话的学习能力。
因此，不管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层
面，都应该鼓励学生学习当地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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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萝味，两萝味，三

板桥，炒糖糕，你一堆，我

一堆，剩点我们小孩带家

去，芝麻开花节节高。”3

月18日，象山县爵溪街道

中心幼儿园里，午睡结束

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

下，吟诵着当地民谣，摇头

晃脑，摇摇手又跺跺脚，刚

睡醒的慵懒和“起床气”一

扫而光。

这是该幼儿园经常出

现的一幕。孩子们吟诵着

象山民谣，丝毫看不出大

部分孩子竟然不是本地

人。据悉，从2023年起，爵

溪街道中心幼儿园便有意

识地将方言引入教学中，

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娃娃在

爵溪更有归属感。

这只是象山县众多学

校（幼儿园）开展方言教育

的一个缩影。方言作为地

域文化的一种载体，记录、

保存、传播着地方文化，也

最能体现地方文化的多样

性和独特性，近年来，象山

不少学校着手开展方言教

育，以保护和传承地域文

化。

老师带孩子们说方言。

“全园700多个孩子，只有不到
40个本地孩子。以前在我们幼儿园，
几乎听不到一句本地方言。虽然感觉
上更现代化了，但本地孩子少了些家
乡认同感，外地孩子也很难有归属
感。”象山县爵溪街道中心幼儿园方言
教学负责人金晶向记者介绍开展方言
教学的原因。

据了解，爵溪有很多针织厂，吸引
了很多外来务工人员。但很多外来务
工者觉得自己只是“暂住者”，甚至连
他们上幼儿园的孩子都有这种认识：
我来自外地，来爵溪只是为了上学。

以前，这个幼儿园的分班还存在
着“本地班”“外地班”之分。“就拿某一
年的数据举例，在我们幼儿园学习的
孩子有760多个，而本地娃只有40个
左右。所以，这40个本地娃组成了一
个班。其他孩子来自江西、安徽、重庆、
河南、贵州等地，由于饮食习惯、语言
文化的不同，这些‘外来娃娃’对爵溪
没有归属感，很难真正融入幼儿园的
集体生活。”金晶说，因为觉察到了这
一点，从2015年开始，幼儿园不再按
照籍贯分班。

为了让外地娃更有归属感，爵溪
街道中心幼儿园开启了方言教学活
动，专门成立了一个教学小组，教大家
学说象山话。比如，每周选择一到两
天，抽个时间段，让爵溪本地的孩子说
家乡话，在老师确认其发音正确后，让
外地孩子跟着学。

“你困觉了弗（睡觉了）”“爬起了
弗（起床了）”……孩子们对象山话很
好奇，也很喜欢学，“孩子们的语言能
力很强，没过多久，他们就能灵活运用
这些方言了。”金晶说，后来，老师开始
教孩子们学习象山民谣，从字词的学
习延伸到整句话的练习。

此外，老师还会带孩子们走出幼
儿园，品尝爵溪美食，探访爵溪的针织
店铺，用本地方言与爵溪本地人交流，

“现在，我们在幼儿园经常能听到爵溪
方言，从语言上很难区分哪个是本地
娃哪个是外地娃了，孩子们的关系也
更亲密了。”园长夏霓表示，在大力推
广普通话的背景下，适当进行方言教
育，可以让外地娃娃们在更轻松愉悦
的氛围中学习成长，在爵溪更有归属
感。

外地人不会说象山话很正常，
但令人吃惊的是，本地孩子真正会
说方言的比例也很少。记者面向象
山县石浦片区做了一个调查，在接
受问卷调查的1552个小学生中，
本地孩子占比约九成，但只有469
个孩子表示会说本地方言。这说
明，哪怕是本地孩子，不会说方言
的也占据大多数。

“现在的很多年轻家长在家都
用普通话交流，孩子们很少有接触
方言的机会。”一位受访家长告诉
记者。

为了“拯救方言”，建立学生对
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的情感纽带，
象山各校纷纷采取行动，有的开设
课程，有的开展活动，一起“拯救方
言”。

象山县石浦镇新港小学开展
了一系列关于“石浦方言”的活动，
不仅开设了“阿拉石浦话”的校本
课程，还建立了“阿拉石浦话”兴趣
社团。每年12月，新港小学还会举
行非遗方言故事比赛。

“春季黄鱼咕咕叫，要叫阿哥
踏海潮；夏季乌贼加海蜇，猛猛太
阳背脊焦……”平时说惯了普通话
的孩子们，在一系列的方言活动中
找到了不一样的乐趣。

“以前过年的时候，我都不知
道跟爷爷奶奶聊什么，甚至听不懂
爷爷奶奶说的话。但是参加了学校
开设的方言社团后，我经常主动问
爷爷奶奶关于方言的问题。”新港

小学601班的王晨语同学表示，方
言拉近了他与祖辈的距离。

象山县石浦镇昌国幼儿园将
方言民谣融入幼儿园自主游戏、集
体活动、家园互动等活动中，让幼
儿通过原生态的文化，感受浓浓的
家乡味；象山县新南幼儿园开设了

“家乡的方言”园本课程，分为“人、
景、艺、食、俗”五大类，让孩子们在
方言环境中，沉浸式了解家乡文
化；象山县泗洲头镇中心小学编制
了《趣说乡音》课程，带领学生搜集
本地神话传说、伟人事迹、民间故
事，并用方言将经典口口相传；象
山县机关幼儿园有个“非遗故事
馆”，每周两次组织孩子们在馆内
用象山话讲故事、学配音等。

“拯救方言”，不仅是学校特色
发展的需要，也是象山县教育局保
护地方特色语言的积极行动。由象
山县教育局等联合主办的象山县
非遗少儿故事大赛已举办了四届，
越来越多的少年儿童爱上了用方
言讲述发生在象山的传奇故事。

“象山方言就是象山历史文化的活
化石，在人口流动日趋频繁、区域
融合不断加快的当下，保护方言，
就是保护象山的历史文化基因。”
象山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做好推广普通话这一主责主业的
同时，也希望中小学生拉近与方言
的距离，不仅让象山本地学生记住
乡愁，也让更多的“新象山人”融入
象山、扎根象山，获得归属感。

很多本地娃也不会说方言
学校纷纷采取行动“拯救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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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县新南幼儿园的“方言小剧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