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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此教材是为适应国家改革开放、满足培养人才需求而编制的个性化教材.此教材共分为十一章,主

要包括普通话语音、朗读、普通话测试、普通话与河南方言的辨证等内容;遵循了知识与训练相结合、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既有系统、完整、明晰、简练的关于普通话的理论知识阐述,又有丰富多

彩、新颖有趣的关于口才的实践训练设计;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所选训练材料

既有思想性、知识性、新颖性,又有趣味性、实用性、可读性,富有时代气息,贴近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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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国地域辽阔,方言众多,不利于沟通交流,推广普通话可以消除方言隔阂,促进社会交

往,增强民族凝聚力;可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促进国内市场的健全统一,促进经济发展;可

以促进信息处理技术在全民范围内的普及;可以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更好地继承和弘扬我国

优秀传统文化,提高青年学生的文化修养,增强国家意识、法治意识和现代意识.普通话是

中华民族的共同语,是形成良好口才的基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近些年来,我国对外

交往日益扩大,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学习汉语的热潮,因此当代大学生学好普通话既有利于

汉语的传播,也有利于大学生自身的发展.

普通话是交流的工具,同时也是一项必备的职业能力,作为高等院校的学生更应加强普

通话的训练,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从而增强自己的就业竞争力.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教材.本教材共分为十一章,内容主要包括普通话

语音、朗读、普通话测试等.为了增加教材的吸引力,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好普通

话,我们把枯燥的语音知识和丰富多彩的训练材料结合起来,形成了以下特点:

一是具有鲜明的思想性,让学生在训练过程中受到熏陶和教育,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人

生观.

二是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训练材料新颖别致,富有情趣,形式多样,浅显易懂,

让学生能愉悦地学习普通话.

三是具有丰富的知识性,让学生练习普通话的同时达到积累知识的目的.

四是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在训练材料的选择上力求贴近社会生活和学生实际,力求与普

通话测试相统一.

本教材由郭素荣老师任主编,负责拟定大纲并组织编写,曹瑞霞、王淑明老师任副主编,

具体编写分工是:第一、二章由甘琼老师编写;第三、四、五章由张茜老师编写;第六、七章由

张娜老师编写;第八章由王淑明老师编写;第九、十一章由曹瑞霞老师编写;第十章由孟令君

老师编写.最后由郭素荣老师统稿.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阅和引用了一些书籍及有关材料.在此,对相关作者表示感谢.

由于水平所限,再加上时间仓促,书中一定还有不足和疏漏之处,诚望各位专家学者和广大

读者批评指正,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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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普通话的形成

普通话是汉民族的共同语,是规范化的现代汉语,是我国的通用语言.它的科学定义

是这样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

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所谓普通,不是 “普普通通”,而是 “普遍”和 “共
通”的意思.它既是我国各民族之间的交际用语,也是我国对外进行国际交流的标准语.

普通话成为汉民族的共同语,有它的历史渊源.早在汉代以前,人们就使用着一种在

口语基础上形成的统一的书面语———文言文.到了唐宋时期,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又逐渐

产生了一种接近口语的书面语———白话.宋元以来的白话文学使白话取得了书面语言的地

位.同时,白话小说、戏曲、话本等文学作品形式的流传,大大加速了北方方言的推广.
金朝以后,全国历经战乱.元、明、清、民国都曾建都北京,北京成了政治、经济、

文化的中心,各民族的交往融合促进了北京话的完善和发展.从元朝开始,北京话已作为

“官话”在官方或非官方的交往中使用,元末音韵学家周德清著的 «中原音韵»一书证明

了这一点.到了明、清,由于政治力量的变化,经济文化的发展,白话小说、戏曲受北京

话中词汇和语法的影响很大,“官话”随着白话文被传播到各地.至此,北京话在整个社

会交往中已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到２０世纪初,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高涨,“国语运动”和 “白话

文运动”的浪潮被掀起,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大量优秀的白话文文学作品涌现出

来.在口语上,“国语”代替了 “官话”.那时的国语实际上已经成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的汉民族的共同语.
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民族之间加强了团结和交往,经济和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确立规

范的民族共同语成了迫切的需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后期,我国正

式确定普通话为汉民族的共同语,并制定了方针和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向全国推广

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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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普通话的标准

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首先是因为北京自辽金以来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其语音在全国各地传播的速度快、范围广,容易被大众广为接受.其次,北京语

音本身的音素、声调和音节都比其他方言简单而且容易掌握,发音、语流显得清晰而具有

韵律美.这两个条件使北京语音理所当然成为了普通话标准音.

二、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是指在词汇方面以北方词汇为标准词汇.这是因为北方

话在汉语七大方言中分布地区最广,使用人口也最多,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这样,普通

话以大多数人惯用能懂的北方话词汇为主要来源、构成基础,自然也就很容易通行了.
根据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方言的结构特点,现代汉语的方言大体可以分为七个大

类,即七个大的方言.每个大方言还可以分出若干次方言.方言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

音方面,词汇次之,语法的差异最小.七大方言的概况如下:

(一)北方方言

北方方言,旧称 “官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以北京话为代表,内部

一致性较强.它在汉语各方言中分布地域最广,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口的７３％.
北方方言可分为四个次方言:

１华北、东北方言

分布在京、津两市以及河北、河南、山东、东北三省,还有内蒙古的部分地区.

２西北方言

分布在山西、陕西、甘肃等省以及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的部分地区.

３西南方言

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及湖北省大部分地区 (东南部、东部地区除外),广西

西北部、湖南西北部等地.

４江淮方言

分布在安徽、江苏两省的长江以北地区 (徐州、蚌埠一带属华北、东北方言除外),
镇江以西、九江以东的长江南岸沿江一带.

(二)吴方言

即江浙方言,典型的吴方言以苏州话为代表,从发展的趋势看,也可以以上海话为代

表.分布在上海市,江苏省长江以南、镇江以东地区 (不包括镇江),及南通的小部分和

浙江省的大部分地区.吴方言内部存在一 些 分 歧 现 象.使 用 人 口 约 占 汉 族 总 人 口

的７２％.

(三)湘方言

即湖南话,以长沙话为代表,分布在湖南省大部分地区 (西北部除外).湘方言内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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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存在新湘语和老湘语的差别.新湘语通行在长沙等较大城市,受北方方言的影响较大.
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３２％.

(四)赣方言

即江西话,以南昌话为代表,分布在江西省大部分地区 (东北沿长江地带和南部除

外),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３３％.

(五)客家方言

以广东梅县话为代表.客家人分布在广东、福建、台湾、江西、广西、湖南、四川等

省.历史上客家人从中原迁徙到南方,虽然居住分散,但客家方言仍自成系统,内部差别

不太大,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３６％.

(六)闽方言

现代闽方言主要分布区域跨越六省,包括福建和海南的大部分地区、广东东部潮汕与

雷州半岛部分地区、浙江南部温州地区的一部分、广西的少数地区、台湾省的大多数汉族

人居住区.闽方言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５７％.
闽方言可分为闽东、闽南、闽北、闽中、莆仙五个次方言.其中最重要的是闽东方言,

分布在福建东部闽江下游,以福州话为代表.闽南方言分布在闽南二十四县、台湾及广东的

潮汕地区、雷州半岛、海南省及浙江南部,以厦门话为代表.

(七)粤方言

以广州话为代表,当地人叫 “白话”,分布在广东中部、西南部和广西东部、南部的

约一百个县.它也是香港、澳门同胞的主要交际工具.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４％.
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都随华侨传遍海外.
北方话虽然具有普遍性,但这并不是说,凡是北方话词汇都可以算是普通话.北方话

词汇不等于普通话词汇,普通话词汇不包括北方话当中的土语.例如:北方话中的 “老爷

们”“老姑娘”“堂客”等,很难让其他方言区的人弄懂,所以不能进入普通话,不能作为

普通话词汇加以推广.为了丰富词汇,普通话也要从方言、古代汉语和外来语中吸收一些

必需的词语.

三、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现代白话文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在白话文著作里,由于书面语是经过作者反复推

敲而提炼加工的比较成熟的语言,具有很强的普遍性、确定性和稳定性,不但语法有很明

确的规范性,词汇有广泛的通用性,而且文字简练明白,修辞恰当,逻辑性强.

第三节　大力推广普通话

一、推广和普及普通话的意义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正确地使用语言,对于整个社会以及社会中的每个人

都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对于我国而言,普通话不仅是汉族人民同其他兄弟民族人民交流的

工具,也是兄弟民族人民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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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中,大力推广、积极普及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有利于消除语言隔阂,促进社会交往,
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

展,社会对普通话的需求日益迫切,推广普及普通话,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有利于促进

人员交流、商品流通和建立统一的市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国家,推

广普及普通话有利于增进各民族各地区的交流,维护国家统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语

言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文字能力是文化素质的基本内容,推广普及普通话是各级

各类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广普及普通话有利于贯彻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有利于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信息技术水平是衡量国家科技水平的标志之一,语言是最主要的信息载体,语

言文字规范化是提高中文信息处理水平的先决条件.推广普及普通话和推行 «汉语拼音方

案»,有利于推动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二、推广和普及普通话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基本国策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就非常重视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工作,相继制定了一系

列推广和普及普通话的规定和条例.１９８２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 “国家推广全

国通用的普通话”,从而明确了普通话的法律地位.１９９２年国家提出了推广普通话的方

针:“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把重点放在了普及方面.１９９７年国家提出了推

广普通话的新世纪目标,努力使普通话成为教学语言、宣传语言、工作语言、交际语言,
并把每年９月份的第三周定为宣传周.２０００年国家出台了我国第一部有关语言文字的专

项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并从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起实施,确立了普通话

规范汉字和 «汉语拼音方案»的法律地位和使用范围.２００３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审定通过了 «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并由教育部正式公布,于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开始实施.

第四节　怎样学好普通话

２１世纪的中国正日益强大,经济的崛起和强盛必然带动文化的交流与渗透.随着改

革开放的不断扩大,汉语言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和青睐.当今时代,说一口标准的

普通话不仅是工作事业的需要,更是一个人素质与时尚的体现,语言面貌的好坏直接影响

到一个人的气质和对外形象.那么,怎样才能学好普通话呢?

一、克服心理障碍

普通话并不难学,难的是对心理状态的调整和改善.许多同学在学习普通话时害怕自

己因生硬别扭的发音出丑,或是畏惧长时间训练等困难,这些心理障碍常常使学习进步缓

慢.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及时调节心理状态,放下心理包袱,大胆开口讲.任何学习

都有一个从笨拙到熟练的过程,学习普通话也不例外,要尽早达到熟练程度,只有下苦功

夫克服困难,战胜畏惧心理,才能成为学习中的胜利者.反之,如果在学习中过分顾及面

子,不敢坦然面对自己的发音缺陷,更不能以顽强的意志和艰苦的努力去克服、改善它,
一味退避畏缩,其结果不仅使自己付出了时间和精力却收效甚微,而且容易造成心理上的

阴影,更会加重今后学习和生活的负担.总之,调整好心理状态,克服心理障碍,是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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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的重要前提.

二、创造良好的语言环境

任何语言都离不开具体的语言环境,它直接影响和制约着语言的学习和应用.在学习

普通话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克服本地方言环境的负面影响,尽可能为自己创造一个有利

的普通话环境.做好这一点,关键在于主观认识的加强.我们如果有了学好普通话的迫切

需求,自然就容易对普通话产生特别的兴趣和高度的自觉性,自觉寻找各种可以接触普通

话的机会.对普通话学习的强烈愿望还可以促使自己自觉地运用普通话进行阅读和思维,
这样做会有力地促进普通话的口语表达.

三、注意自己的学习方法

我们学习普通话的目的是能听、能说标准的普通话.这就要求我们要改变多年以来形

成对方言的听说习惯,建立一种全新的听说能力,这并非一朝一夕的易事.一方面我们要

花大力气,下苦功夫,老老实实地学习;另一方面也应该采用恰当的学习方法.例如:河

南地区方言的调值和普通话的调值就有很大的差别,在普通话中调值５５阴平的字,在河

南方言中调值却是２４;普通话中调值为３５阳平的字,在河南方言中调值却是４２,等等,
不一而足.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找出规律,有针对性地进行发音训练,找出普通话和

方言的对应规律来巧学巧记,使我们的学习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总之,学习普通话是一

项长期而艰苦的活动,我们只有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做到 “耳到”“口到”“心到”,才能

取得良好的效果.

１普通话的定义是什么?

２为什么要推广普通话?

３你打算如何学习普通话?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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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语音的性质

语音是由人的发音器官发出来的、用来表示一定意义的声音.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

壳,是语言的表现形式.语言只有通过声波才能传递到听话者的耳内,刺激听觉神经,使

人听到声音,从而达到交际的目的.学习语言首先要了解这种形成语言的语音系统.
语音不同于自然界的风声、雨声等声音.这些自然界的声音不是由生理器官发出的,

也不能表示意义,它们只有物理属性,而没有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语音也不同于其他动

物发出的叫声.动物的叫声虽然具有物理属性和生理属性,但没有社会属性.语音也不同

于人类发出的咳嗽声、鼾声等声音.咳嗽声和鼾声虽然是由人类的发音器官发出的,但不

能表达意义,不能进行交际.语音的社会属性是它区别于其他声音的本质属性.

图２Ｇ１　发音器官示意

１、２上下唇　３、４上下齿

５齿根　６硬腭　７软腭

８小舌　９舌尖　１０舌面

１１舌根　１２鼻腔　１３口腔

１４咽头　１５喉盖　１６食管

１７气管　１８声带　１９喉头

一、生理属性

人的发音器官及其活动情况是语音产生的生理基础,
发音器官的活动部位和活动方式不同,发出的语音就不

同.人的发音器官如图２Ｇ１所示,它可以分为三部分,
即呼吸器官、发声器官和共鸣器官.

(一)呼吸器官———肺和气管

肺是重要的呼吸器官,同时也作为发音器官,通过

呼出和吸入气流为发音提供原动力.气管和支气管是气

流经过的通道,起着输送气流的作用.人类发出的声音

一般是通过呼出气流完成的,也有极少的语言中有吸气

音,即通过吸入气流发音.汉语中没有吸气音.

(二)发声器官———喉头和声带

喉头由甲状软骨、环状软骨和两块杓状软骨组成,
６



呈圆筒形,下接气管,上通咽腔.声带是两片富有弹性的薄膜,长１３~１７毫米,前后两

端黏附在软骨上,中间的通路叫声门.
由于肌肉和软骨的活动,声带可以放松或拉紧,声门可以打开或闭拢.当人们呼吸

或发清音 (不带音,如h、f、sh)时,声门大开,气流自由流出,声带不颤动;而发声

音响亮的元音 (如a、u)和浊辅音 (如 m、n、I)等浊音 (带音)时,声门先闭拢,气

流由肺部呼出,冲击声门,使声门打开一条缝隙,气流从中流出,同时声带发生颤动.
声带在气流通过时,可以开,可以闭,可以振动,也可以不振动,还可以调节松紧,
从而发出清浊不同、高低有异的声音,如图２Ｇ２所示.

图２Ｇ２　声带活动示意

(a)１杓状软骨　２声带　３声门;(b)呼吸及发噪声时;(c)发乐声时

(三)共鸣器官———口腔和鼻腔

口腔和鼻腔是发音的共鸣器.不同的声音都是气流在口腔和鼻腔受到节制形成不同共

鸣的结果.口腔的部位很多,其中最灵活的部位是舌头.口腔与鼻腔之间有上腭相隔.软

腭上升贴住咽壁,让气流冲出口腔,可发口音;软腭下垂堵住口腔通道,让气流从鼻腔冲

出,可发鼻音;若软腭不动,让气流同时从口腔和鼻腔冲出,可发口鼻音,也叫鼻化音,
或叫半鼻音.

二、物理属性

发音体振动,作用于空气或其他介质,形成音波,并通过耳膜的接收、听觉神经的传

导,到达人的大脑,就形成了声音的感觉.语音属于一种物理的运动,所以具有物理属

性.任何一个声音都具有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音高

音高指声音音调的高低.

１音高取决于发音体振动的快慢

振动得快,音高就高;反之音高就低.

２物体振动快慢由发音体的形状决定

其表现如下:
大的、粗的、厚的、长的、松的物体:振动慢,音高低.
小的、细的、薄的、短的、紧的物体:振动快,音高高.
一般来说,儿童和女性的声带比较短,比较薄,所以发音比较高;而成年男性的声带

比较长,比较厚,所以发音比较低.

３音高是由频率决定的

频率是指单位时间内物体振动的次数,其单位是赫兹.一秒钟振动一次是一赫兹,而

一秒钟振动一百次是一百赫兹.频率越高则音高越高,频率越低则音高越低.人耳朵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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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的声音频率为２０~２００００赫兹,低于或者高于这一范围的声音,我们都无法感知到.
一块黑板,我们敲击它可以让它发出声音.无论我们怎么敲,黑板发音的频率都相

同,即音高相同.歌唱家能发出很高的音,除了他们声带的先天条件之外,还因为他们受

过控制声带松紧的专业训练.

４人可以通过调节声带的松紧改变音高

人的声带可以发出不同频率的声音,原因就在于人具有调节声带松紧的能力.声带松

时发音较低,而声带紧时发音较高.但是,发音时如果用力不当,可能会造成声带的损

伤.所以,我们发高音时,喉部肌肉不要过于用力,以免导致声带拉伤.

(二)音强

音强指声音的强弱,取决于发音体发音时振幅的大小.振幅越大,声音越强,反之则

越弱.振幅是指发音时物体振动的幅度.振幅的单位是分贝.同一个发音体,用大小不同

的力量去敲击,则发音的振幅不一样.因此,声音的强弱由发音时用力大小所决定:用力

大,则振幅大,音强就强;用力小,则振幅小,音强就弱.振幅小的音不能对人的听觉器

官造成损害,而振幅大的音则容易对听觉器官造成损害.
音强有时可以用来区分词语意义.汉语中的轻重音就是以音强作为其主要特征来区分

意义的.例如:“孙子”重音在前,轻声在后,则表示 “儿子的儿子”;而前后都读重音,
则指古代的军事家孙武 (或孙膑).

(三)音长

音长是指声音的长短,由发音时物体振动持续时间的长短所决定.发音体振动时间

长,音长就长,否则就短.汉语中一般不用音长作为区别意义的主要手段,但音长作为发

音中的一个自然属性,经常以伴随性的特征出现.例如重读音节以音强作为主要特征,音

强较强,音长也比较长,而轻声音节音强较弱,音长也比较短.例如: “不辨东西”中

“西”的发音音长较长,而 “不是东西”中 “西”的发音音长较短.汉语中的音长也与音

高有着一定的联系.普通话的声调以音高为主要特征,音长只作为伴随性特征出现.上声

调值为２１４,音长较长,去声调值为５１,音长较短.

(四)音质

音质也叫音色,指声音的本质特征,是一个音与其他音互相区别的最根本的特征.
音质取决于发音时的音波形式,音波形式不同,音质就不同;而音波形式取决于三个

方面:发音体、发音方法、共鸣器形状.根据音质的不同,我们可以对各种声音加以

区分:

１纯音与复合音

所有的音都可以根据音质分为两种,即纯音和复合音.纯音为只有一个单纯频率的

音;复合音由许多不同频率、不同振幅的音混合而成.纯音很少见,比如音乐中使用的音

叉,可以发出纯音;而一般的音多是复合音.

２基音与陪音

复合音中,有一个频率最低的音,叫基音,其他的音都是陪音.

３乐音与噪音

乐音是基音与陪音的频率成整数倍关系的复合音.乐音的声波有周期性,听起来和谐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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