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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将有明确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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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不讲上海话

高考志愿怎么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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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颖

本报讯/记者 郭颖

上海社会科学院近日发布的

《2012 年上海市中小学生成长情
况最新调查报告》显示：当前本市
中小学生的日常习惯用语为普通

话，上海话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即
使上海本地出生的学生， 也只有
60％左右能完全听懂和基本会说
上海话。

报告显示， 在家庭日常生活
中， 外来学生有超过半数习惯说
老家方言，其次为普通话，最后才

是上海话；而上海本地学生中，平
时习惯说上海话和普通话的大约

各占一半。 据悉，为了解本市中小
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促进外
来少年儿童融入上海， 上海社科
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在市中

心、 近郊和远郊三个区分别抽取
了 21 个小学班级 、24 个初中班
级，对全体同学进行了问卷调查。

对于上海小囡不会说上海话

的现象， 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
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周海旺分析认

为，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 ，当前
中小学生父母的主体为“70 后”和
“80 后”， 他们大多接受过完整的
以普通话为主的系统教育， 和上
几代人相比 ， 普通话说得更好 ，
而对上海话的运用能力却有所

退步。 这项调查同时发现 ，当前
的学校教育普遍没有 “沪语教
育 ”意识 ，也缺乏专门的沪语课
程设置 。 更为重要的是 ，当今的
师资群体中 ，有大量老师不是本
地人，并不会说上海话 。 另一方

面 ，上海作为移民城市 ，也是国
内最早进入老龄化阶段的特大

城市， 随着大量外来人口涌入 ，
沪语环境受到严重影响。 在日常
生活中，普通话已经代替了上海
话， 成为人们使用的主要语言 ；
此外，有些词语在上海话中的表
达没有普通话那么准确 ，使更多
人选择用普通话表达。

而语言专家则指出， 强制普
及上海话，不如创造土壤，让想学
上海话的人有地方可学， 需要讲

普通话的地方，也不固执坚守上海
话。

据了解， 为了解决上海小囡
不会说上海话的问题， 上海已经
开始积极探索“沪语进课堂”的教
育模式。 去年， 由市教委印发的
《2011 年供本市托幼园所选用的
教学资料目录》中就有一本《阿拉
上海人———幼儿乡土文化教育参

考资料》。 而早在 2007 年，这一由
市教研室编纂的教学资料就成为

本市托幼机构的选用教材。

诗人，在我们的印象中，通常是个性独
特到有些乖张， 经历丰富到曲折离奇。 但
是，眼前的李潇老师却好似清风扑面，质朴
而真诚。 而他的经历也很简单 ：1995 年 7
月，从安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被当时
的松江县教育局作为人才引进， 成为松江
较早的一批外地引进教师。 从此，李潇就在
松江执教至今，其间虽然也换过几所学校，
但是从学校到学校， 一直在高中语文教学
的第一线， 一直以 “做一名合格的语文教
师”为自己的目标。 “站起身来教书，静下心
来育人。 ”这就是李老师的幸福生活，看似
平淡，却真实、亲切。 “所感受到的这些幸福
尽是一些微小如尘、稍纵即逝的，能够像尘
埃一样会落定的……我把它们一一捕捉，
放到我幸福的篮子里。 ”在后记里，李老师
道出了诗歌集取名《幸福如尘》的用意，也
道出了自己理解的生活真谛。

“我从中学时代就喜欢上诗歌了。 ”说
起自己与诗歌的情缘， 李老师一下子打开
了话匣子。 李老师真正的诗歌创作是从大
学时代开始的。 那时，他和几位同学一起发
起创立了“白鲸诗社”，团结了一大批校园
诗歌爱好者，后来还创办了报刊《白鲸》，与
全国各地的诗歌爱好者交流， 真正走上了
诗歌创作道路。 “那是 1994 年或 1995 年的
端午节晚上，‘白鲸诗社’ 一群同仁为了策
划一次诗歌活动，彻夜未眠，深更半夜的，
我们一起手挽着手， 集体从学校徒步到长
江边上，对着江面引吭高歌，说是纪念屈原
而举行诗歌节，幸亏不是面对汨罗江啊。 ”
说起当年的年少轻狂，年近 40 的李老师仿
佛一下子“穿越”回了 20 年前。

1995 年大学毕业来到上海。 “脚踏陌生
地，眼观陌生人”的李老师将主要精力放在
了适应新环境和教师新角色上， 很长一段
时间都没有认真创作诗歌， 但在他的内心
从来没有放下过诗歌。 到了 21 世纪，电脑
普及了，李老师也开了博客，与原来的同学
和诗人朋友们又联系上了， 创作热情一下
子被激发了，佳作不断涌现，经常出现在全
国各大诗歌刊物上， 还获得不少诗歌创作
比赛的大奖。

上海本地出生的学生，只有 60％左右
能完全听懂和基本会说上海话。 虽说早知
这一现象，但真正听到这个数据，还是让
我吃了一惊。

记得前几年，我还在为越来越多来沪
奋斗的外地年轻人勤奋学习上海话而采

访一位社会学家。 原本想听他说说普及普
通话之重要性的大道理。 未料，他却不以
为然：“学上海话的人越多越好呀，说明上
海有影响力有地位呀，就像英语，原来只
是一个小语种，不就是因为英语系国家的
强大，使得它最终成为全世界最主要的语
言了吗？ ”

几年后的今天，倒过来了：上海小囡
越来越不会讲上海话了。 不能说上海小囡
“忘本”，实在是普通话太强大。 海纳百川，
现在学校里大多数老师和同学都讲普通

话，所以普通话渐渐变成了主流语言。 其
实， 我们也确实享受到了会讲普通话的
“福泽”：不管在哪里，都可以与来自五湖
四海的朋友沟通无阻力。 但我们也千万不
要忘记上海话，沪语中有我们的文化。

我赞同专家的建议，既不要人为压制
上海话，也不必刻意推广上海话。 只要有
需要上海话的场合和语境，自然就会有人
去学。 而对于更需要普通话的地方，就让
普通话主流一下。 君不见现在上海年轻白
领中不还在盛行“啥宁”“好伐”吗？

《2012年上海市中小学生成长情况最新调查报告》显示———

仅有 60%上海小囡会说上海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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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

记者 王钰倩

“这些年来，我一直不敢忘记诗
歌， 也没被诗歌忘记。 这是一种坚
守，是一种从一而终。 ”眼前这个执
着大折扇， 戴着黑边眼镜， 自信潇
洒，颇有大家风范的男子名叫李潇，
他是上海市松江二中的一名语文教

师，更是在诗坛默默耕耘 20 余年的
写意诗人。 最近，荟萃着 20 年来李
潇老师创作精华的诗歌集 《幸福如
尘》正式出版发行 ，并被收入 《上海
诗人诗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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