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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音 技 巧

第一节　语音概述

语音是声音和意义的结合体，语言的声音叫语音。普

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

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言。

一、八大方言

北方方言（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分布在东北、长江流域



　　　　　　　　　　　　　　　　　　　　　　　　　　　　快乐学习———如何成为小主持人

　２　　　　

中部、西南）；吴方言（上海地区、江苏省东南部、浙江省大

部分地区）；湘方言（湖南省）；赣方言（江西省）；客家方言

（福建、广东、广西）；闽北方言（福建北部、台湾）；闽南方

言（福建南部、广东、潮汕、海南岛）；粤方言（广东中部、广

西中南部）。

方言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上。发展普通话、规范语音

就是去掉土语成分的北京话。

二、普通话语音

普通话简单易学，富有音乐性。

普通话声母２１个，韵母９个，声母和韵母相拼形成

４００多个音节，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双音节词占

优势，且具有约定俗成的优势。

ɑ．元音占绝大优势。

Ｂ．声母中轻音占很大优势，发音响亮悦耳。

发音时声音的特点：

１．音色：声音的个性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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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音高：声音的高低。在一定时间里发音体震动的次

数多少决定音高。

３．频率：人的发音体在一定时间内震动的次数。

４．音强：指声音的强弱＼轻重。

５．音长：声音延续的长短，要根据思想感情和高见内

容的具体要求决定音长。

具体技巧：快而不乱，慢而不断，长而不拖，短而不促。

三、音节和音素（元音和辅音）

音节：用听觉可以区分的语音结构基本单位，一般在

汉语言里，一个汉字的字音就是一个音节。

音素：语音的最小单位，一个汉语的音节里，可由一个

至四个因素构成。

元音和辅音发音的几点区别：

１．元音气流通过口腔不受任何阻碍；辅音受阻。

２．元音发音器各部位保持均衡紧张状态；辅音只有造

成阻碍的那部分器官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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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元音由口腔呼出的气流量叫嚣，处于和缓状态；辅

音气流量相对叫大，气流需要克服障碍通过口腔有一种爆

发状态。

４．元音声带颤动、一般不待噪音成分，声音想度大，可

以歌唱；辅音多数发音时声带不颤动，带噪音成分，声音响

度小，不能歌唱。

四、普通话的声母、韵母、声调

声母：子音气筒的复印，声母都是用口辅音来充当的

（把鼻韵母排除）

零声母：子音开通没有声母的叫零声母（ｉｎｇ）ｙｉｎｇ

韵母：一个汉字音节声母以后的部分

声调：又叫字调，由音节内部的音高变化所构成的，声

音内高低升降的不同就是以内掉的不同，分为阴平、阳平、

上声、去声四类

声母发音特点：气流在口腔当中受到各种阻碍

声母发音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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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成阻阶段：发复印过程的开始阶段，发音当中阻碍

作用的开始形成，发音器官从静止或其他状态转到发一个

辅音时的阻碍状态。如：ｂ。

２．持阻阶段：发辅音过程的中间阶段，就是发音当中

阻碍作用的一种持续，即发音器从开始发音的成阻阶段到

最后除阻阶段的中间过程。

３．除阻阶段：指发辅音过程的最后阶段，发音当中，阻

碍消除了，发音器官从发辅音时的阻碍状态转到开始的除

阻状态或其他状态。如：ｂ，由闭到开。

声母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不同的声母是因发音部位

和发音方法不同而形成的，发音器官形成阻隘碍部位叫发

音部位。

五、发音部位分气七部位

１．双唇阻：发音时上下唇构成阻碍。如ｂ，ｐ，ｍ。

２．唇齿阻：上齿与下齿的内缘构成阻碍。如ｆ。

３．唇尖中阻了：唇尖与上齿龈构成阻碍。如ｄ，ｔ，ｎ，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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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舌根阻：舌根与软硬颚的交接处构成阻碍如。如

ｇ，ｋ，ｈ。

５．舌面阻：舌面与硬颚的前部构成阻碍。如ｊ，ｑ，ｘ。

６．舌尖与上齿龈和硬颚交接处构成阻碍（翘舌音）。

如ｚｈ，ｃｈ，ｓｈ，ｒ。

７．舌尖前阻（平舌音）：舌尖与上齿背和舌叶与上齿龈

构成阻碍。如ｚ，ｃ，ｓ。

发音部位的五种方法构成了阻碍和出去阻碍的发音

方式。

１．塞音：也叫爆发音或破裂音，发音时气流完全阻塞，

然后突然防开，让气流包袱出来而形成字音。如ｂ，ｐ，ｄ，

ｔ，ｇ，ｋ。

２．擦音：也叫摩擦音，由发音器官造成的缝隙是气流

产生摩擦而发出的声音。如ｆ，ｈ，ｘ，ｓｈ，ｓ，ｒ。

３．塞擦音：由塞音和擦音紧密结合所构成的音，发音

时注意最初形成阻碍部位要完全闭塞，然后渐渐打开。如

ｊ，ｑ，ｚｈ，ｃｈ，ｚ，ｃ。

４．鼻音：气流由鼻腔中流出的音，口腔形成阻碍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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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要完全闭塞、软颚下垂，使气流从鼻腔流出来形成字音。

如 ｍ，ｎ。

５．边音：气流沿着舌头的两边通过而构成的声母，发

音时声带振动。如ｌ。

声母的发音有清浊音之分

清音：发音时不振动声带所发出的辅音，即清音纯粹

由气流受阻所构成的且不带乐音。如ｂ，ｐ，ｆ，ｄ，ｔ，ｇ，ｋ，ｈ，

ｊ，ｑ，ｘ，ｚｈ，ｃｈ，ｓｈ，ｚ，ｃ，ｓ。

浊音：振动声带所发出的辅音，除气流受到阻碍外，同

时振动声带发出乐音。如 ｍ，ｎｌ，ｒ。

送气和不送气的区别

送气音：包括塞音、塞擦音、发音除阻时气流相对较

强。如ｐ，ｔ，ｋ，ｑ，ｃｈ，ｃ。

不送气音：气流较弱的音。如ｂ，ｄ，ｇ，ｊ，ｚｈ，ｚ。

音素的发音条件：ｂ双唇阻、不送气、塞音。

ｍ双唇阻、鼻音。

声母发音注意事项：

１．发音时成阻要准确，不能偏前靠后，这是发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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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

２．２１个声母在发音部位和发音发放上虽各有差异，

但要求发成阻时力量要相对平衡，力量要集中到整个口腔

的中部，这样声音才能集中。

３．送气、不送气是相对而言的，不是说所有送气音都

是用力往外喷，注意发送气音时气息不能抬高，反而要有

稀奇的感觉，否则气流抬高不但不利于气流控制，但而造

成话筒出现噪音。

总之成阻要准确，持阻要有一定力度，除阻要干脆。

六、普通话的韵母

普通话韵母３９个，分为三大类：

１．单韵母：由单元音所充当的，１０个；

２．复韵 母：有 两 个 或 三 个 元 音 复 合 而 构 成 的，共

１３个；

３．鼻韵母：由一个或两个元音后面带上鼻韵音 ｍ或ｎ

构成的，共１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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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韵母

１．舌位的高低（口腔的开合）：分四种情况

（１）舌位高：６个元音中舌位最高音ｉ，ｕ，ｖ，舌位越高

的音口腔越闭；

（２）舌位半高：口腔半闭合状态ｏ，ｅ；

（３）舌位半低：口腔半开ｅ；

（４）舌位低：口腔开，最低ɑ。

２．舌位的前后：发音时舌头在口腔里隆起点的前后

（１）前：ｉ，ｖ；

（２）央：ɑ；

（３）后：ｕ，ｏ，ｅ。

３．唇形的不同：圆唇音、不圆唇音

圆唇音：ｏ，ｖ；

不圆唇音：ｕ，ɑｅ，ｉ。

４．单韵母发音注意：

（１）首先要按单韵母发音条件发准每个音时口腔相对

稳定、嘴不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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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要宽音窄发，窄音宽发，如果宽元音嘴张太大音容

易散，窄元音时嘴张不大，音容易挤；

（３）发音时口型、唇位要准确；

（４）发音时前音后发、后音前发，发音时舌位向中间

靠拢；

（５）注意发圆唇音只撮嘴角，不要往前撅，否则声音

发闷；

（６）发扁唇音，扁唇稍圆，不能太扁，否则影响效果。

（二）普通话的复韵母

口型和舌位不断由一个元音的发音状态过渡到另一

个元音的发音状态，其中开口度最大、最响亮的元音叫韵

腹，即主要元音，它前面的元音的叫韵头，后面的部分叫

韵尾。

１．复韵母分两大类：二合复韵母、三合复韵母

（１）二合复韵母：两个单韵母拼合成一个复韵母ɑｉ，ｅｉ，

ɑｏ，ｏｕ，ｉɑ，ｉｅ，ｕɑ，ｕｏ，ｖｅ（前响、后响）；

（２）三合复韵母：三个单韵母拼成一个复韵母ｉɑ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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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ｏｕ，ｕɑｉ，ｕｅｉ发音时口腔由小到大，中间响。

２．注意事项

（１）复韵母发音显著特点是音色不断变化，播音时要

过渡自然，发音动作不得分解，音也不能分解，且要发音

准确；

（２）在发音准确的前提下，运动幅度不得过大，要尽量

往一起归；

（３）主要元音要放得开，次要元音（韵母）要收得住；

（４）响与不响是相对的，发音时不要片面追求响，要为

内容思想服务。

（三）普通话的鼻韵音

带舌尖鼻音ｎ的前鼻韵音：ɑｎ，ｅｎ，ｉɑｎ，ｕɑｎ，ｉｎ，ｕｅｎ，

ｖɑｎ，ｖｎ；

带舌尖鼻音 ｎｇ的后鼻音韵母：ɑｎｇ，ｅｎｇ，ｏｎｇ，ｉɑｎｇ，

ｉｎｇ，ｕɑｎｇ，ｕｅｎｇ，ｉｏｎｇ。

鼻韵母的发音特点：

１．鼻韵母发音是发音器官由元音状态向鼻音的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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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逐渐变化，最后完全变为鼻音的过程，发音时软颚抬

起，堵塞鼻腔的通路，而舌的前部或候补抬起逐渐堵塞通

路，再放松软颚，让气流从鼻腔流出来，发出鼻音。

２．虽然有元音发音往鼻音发音的过度变化，但开始元

音发音时不能鼻化。

３．ｎｇ不能作声母，作韵尾时无阻碍。

４．鼻辅音音节中只能作韵尾。

注意事项：

１．发前鼻音ｎ舌尖抵住上齿龈，舌面与硬颚前部相

贴，软颚下垂，让气流从鼻腔出来，同时声带颤动，发出

声音；

２．发后鼻音ｎｇ时舌根抬起，抵住软颚，让气流从鼻腔

出来，练习十舌根不要离开软颚。

普通话韵母的分类：

韵母开头音的口型特点分为四类：开、齐、合、撮

开口呼：没有韵头、韵腹又不是ｉ　ｕ　ｖ的韵母ɑｏ　ｅɑｉ　ｅｉ

ɑｏ　ｏｎɑｎ　ｅｎɑｎｇ　ｅｎｇ　ｏｎｇ；

齐齿呼：韵头或韵腹ｕ的韵母ｕ　ｕɑｕｏ　ｕɑｉ　ｕｅｉ　ｕɑｎ　ｕ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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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ｅｎｇ　ｕｏｎｇ；

撮口呼：韵头或韵腹是ｖ的韵母ｖɑｎｇ　ｖｅｎｇ。

拼合口诀：

双唇开齐ｕ相拼

唇齿专拼开口音

ｄ、ｔ能拼开齐合

平翘根拼齐合音

舌面只能拼齐撮

ｎ、ｌ零声全能拼

怎样发好韵母音：

１．按发音要领发好每一个韵母音；

２．要进行拼合练习；

３．要进行单音节、多音节对比辨正练习；

４．用绕口令作速发对比辨正练习。

七、普通话的声调

（一）声调及作用

１．声调：主要指某些语言中每一个音节所固有的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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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意义的声音的高低和升降，又叫字调

２．声调的变化是语言富有音乐性，各种声调的有规律

的安排可以构成诗歌的节奏

３．声调有区别词义的作用

（二）调值和调类

１．调值：声调的实质，指声音高低、升降、曲、直、长短

的形式。普通话里有高平调（５５）、高开调（３５）、降开调

（２１４）、全降调（５１）

２．调类：声调的种类。普通话有四个调类：阴平、阳

平、上升、去声

（三）声调的标记法

五度标记法；

四声发音口诀。

（四）声调练习

１．应该在气息、声调、功名有一定控制的情况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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