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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6年以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连续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向社会发布，在反映语言国
情、帮助语言决策、推进语言服务方面做出许多努力，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很好的反响，而且在国外也
受到特别的关注，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品牌。

2010年，时值《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发布五周年之际，语言报告如何更好地为政府和大众服务，
成了参与者热议的话题。
2010年9月17日至18日，在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主办的语言资源监测与服务论坛上，探讨过语
言数据如何更好地总结、呈现，语言报告如何更好地开发利用和改进的问题。
10月15日至1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首届中国语言生活学术研讨会上，采用嘉宾论坛的形式，专
题研讨了《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现状、问题，以及解决方略。
2011年3月20日，李宇明司长在教育部专门召集语言报告主编会议，明确了语言报告的工作程序和机制
，并就语言报告改版等问题做出决策。
5月1日至4日广东韶关的语言报告审稿会，10月8日至9日北京的语言报告选题会，又对语言报告改版方
案做了进一步的完善。

综合起来，这次《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改版，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报告内容“减肥
”“瘦身”，将上编和下编两卷合为一卷，内分“工作篇”“专题篇”“热点篇”“数据篇”“港澳
台篇”“参考篇”6部分；书后附光盘，“数据篇”保留调查报告，字表、词表等放在光盘里。
二是与其他学科的“皮书”接轨，将出版年和内容年分开，封面改按出版年标明，如《中国语言生活
状况报告(2011)》，标写的是2011年出版，反映的是2010年的内容。
三是组织架构调整，全书由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组编，设组织委员会，由语信司领导担任正副
主任，聘任主编和副主编。
目前呈现给大家的，是本书改版后的成果，希望读者朋友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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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2010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
国家和地方教育规划纲要中有关语言文字的规定
第一部分　工作篇
　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工作
　相关部委语言文字工作
　地方语言文字工作
　海峡两岸语言文字交流
　汉语国际传播状况
第二部分　专题篇
　北京国际语言环境建设
　青海玉树救灾中的语言障碍与语言援助
　广州亚运会语言服务与语言元素
　北京农民工子弟语言使用与身份认同调查
　内蒙古额尔古纳市俄罗斯族语言使用调查
　华语词典编纂状况
　《咬文嚼字》“咬嚼”社会生活语言
　学界关注语言生活
第三部分　热点篇
　年度语言生活聚焦
　“汉语盘点”活动扫描(2006--2010)
　中小学语文教材热
　“汉字书写危机”热议
第四部分　数据篇
　2010年度媒体用字用语调查
　2010年度媒体新词语调查
　2010年度媒体流行语调查
　2010年度博客语言调查
　维吾尔语小学、初中语文教材用词调查
　藏语初中、高中语文教材用词调查
　附篇 海外汉语教材用字用词调查
　 东南亚小学华文教材课文用字调查
　 东南亚华文媒体字母词表(示例)
第五部　分港澳台篇
　澳门“圆形地”街名调查
　台湾语文生活近况
　台湾华语文传播近况
第六部分参考篇
　世界语言生活大事述略
　比利时语言问题与政府危机
　美国、澳大利亚语言教育政策近况
　加拿大华人“遗产语言”教育
　美国“全球语言监测中心”
附录
图表目录
术语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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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盘目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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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五十岁到60多岁的中老年人群，大多在幼年跟父母或长辈学过俄语，他们小时候周围的人都讲
俄语。
后来由于“文革”的影响，没有使用俄语的环境了，这个年龄段许多人的俄语，就只停留在听说层面
，不能阅读和写作。
四五十岁的人多半能听懂与日常生活有关的话语，会说一些日常用语或词语。
个别60岁开外的人，口语表达相对流利，但较之老年人群有明显的退化。
这个年龄段人群的俄语水平远不及汉语，在与老年人交往时，无论对方使用何种语言，他们通常都用
汉语作答；与年轻人及彼此之间交往时，只使用汉语。
　　40岁以下的中青年及儿童，基本上只懂汉语一种语言，俄语既不能听，也不能说，更谈不上读和
写，为数不多的人可以听懂生活中常用的个别单词。
20岁以下的人，俄语水平较其父辈还要差。
这个年龄段的人群相互之间及与长辈交往时均使用汉语。
　　当地室韦乡的林娜老人，80多岁，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是汉族。
林娜自幼随父母来到中国，后与中俄混血人结婚，婚后育有9个子女。
丈夫去世后，林娜随小儿子一家居住。
小儿子50岁左右，只会讲汉语。
小儿媳是鄂温克族，当年嫁过来时不会讲汉语，后逐渐学会。
除林娜老人外，其他家庭成员均不懂俄语。
住在村子另一头的玛露霞老人76岁，父母均为俄罗斯人。
林娜经常去玛露霞家串门聊天，两位老人大多使用俄语交流，偶尔穿插使用汉语。
　　我们曾在当地问卷调查俄罗斯族的“俄语掌握情况”，共收回有效问卷133份，涉及男性44人、女
性89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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