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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教材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口语交流与表达应用能力训练，书面交流与表达应用能力训练。第一部

分主要讲解普通话、介绍、交谈、会议、演讲、礼仪致辞、论辩、谈判、新闻采访、面试、答辩等知识，

第二部分主要讲解行政公文、事务文书、日常事务文书、科技文书、新闻文书、经济文书、法律文书等

知识，旨在提高学生的交流与表达能力。

本教材可供高职高专院校各专业学生使用，也可以作为普通话水平测试和职业核心能力认证测试的

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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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与人交流能力是指在人际交往过程中通过交谈讨论、公共演

讲、书面写作、肢体动作等适当方式有效表达观点、获取信息、

传递信息的能力。与人交流能力是个人素质的重要体现，是人们

从事一切工作的基础，是一种具有普遍适应性和可迁移性的核心

能力。调查显示，企事业单位在招聘和用人标准上越来越强调综

合素质，尤其是交流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因此，在就业形势日

益严峻、竞争压力不断加剧的大背景下，高职高专院校不仅要给

学生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门技能，还要下大力气提升学生的与

人交流、与人合作等综合素质。

本教材是按照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要求，结合高职高专学生

学习的特点进行编写的，教材内容侧重于培养学生的与人交流、

沟通能力。本教材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在遵循语文教育规律的基础上，构建了以职业精神为

核心的人文体系。引导学生通过口语和书面语的训练，打造自

信、品味职业、直面社会、走近经济，培养正确的职业思维方

法。

第二，摒弃 “知识本位、教师精讲、学生识记”的僵化模

式，保证学生在科学而又实用的学习流程中，切实得到沟通、交

流等综合能力的提高，并能够在职业生涯中有对实际问题的解决

之道。

第三，注重选取能反映时代要求，体现生存、合作、发展主

题，与学生心理、学习及未来发展紧密相关的内容。可以说选材

适合学生学习心理和认知水平，且有利于组织学生自主学习、合

作学习。

第四，在尊重教师良好教学习惯的基础上，教材特别设计了

大量服务于生活和工作的、符合学生认知能力和探求兴趣的说写

训练项目，并将这种训练从文本延伸到生活，从课堂延伸到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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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由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张惠贞教授担任主编，并编

写了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

四章 （第三节）、第十八章 （第三、四、五节）；第二主编邱玉明

老师编写了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五章 （第四、五节），附

录，及全书统稿；副主编方敏老师编写了第十五章 （第一、二、

三节）、第十七章；闫灵芝老师编写了第一章、第十四章 （第一

节）、第十六章；邓桦老师编写第七章、第十三章、第十八章

（第一、二节）、及插页；魏增辉老师编写了第五章、第十章、第

十四章 （第二节）。

本教材在编写中得到了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各级领导和专

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借鉴了大量书籍、例文和相关资

料，在此向其作者致谢！

由于本教材的编写时间紧促，编者水平有限，书中可能存在

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２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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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交流与
表达应用能力训练

口语交流是人们在交往中通过语言来交流思想、 传递信
息，达到理解与协调，进而影响和调节相互关系的活动。 口语交
流能力则是在这种交际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灵敏的、机智的听说
能力和待人处事的能力。 未来社会是合作的社会，合作就离不
开思想、情感的交流，因此，口语交流是最基本、最常用的交流
手段，口语交流能力是现代高职学生必备的能力之一。

本部分的内容结合高职高专学生的学习、生活、工作和社
交情况，主要讲解普通话、介绍、交谈、会议、演讲、礼仪致辞、论
辩、谈判、新闻采访、面试、答辩等的知识要点；在体例编排上力
求创新，以“学习引导”模块进行各章节内容重要性的阐述，通
过相关“案例点评”模块分析讲解各章节的重点及难点，以“相
关链接”模块作为内容的拓展，结合“能力训练”模块中针对口
语交际情境的各类习题，培养学生倾听、表达和应对的能力，促
使学生文明、和谐地进行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并发扬学生的
合作精神。





　

第一章　普通话

学习引导：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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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作为新世纪的当代学生，更应该勇于承担起学普通

话、讲普通话、推广普通话的责任。

第一节　普通话概述

一、普通话的由来

　　现代普通话的历史最直接的史料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国语”一词是清朝末年提出
来的，之前叫 “官话”。

“官话”的前身又叫共同语。汉代时，共同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把共同语叫作
通语。各地讲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通语进行交际。从汉末到唐末藩镇之乱，黄河沿岸的中
原人陆续向南方迁移，把河洛古语带到东南沿海。

晋代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以后，中原雅音南移。不同的政权都按照其首都的语言为标
准。北方朝代一般以洛阳话为标准音，南方一般以建康 （今南京）话为标准音。洛阳话和
晋代前的汉语已经有很大差别，是北方游牧民族学习汉语的产物，而建康话是由南迁的晋
王室的语言和当地语言融合形成的，也是今天吴语的源流。

汉族知识分子以南方的建康话为正统。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编著 《切韵》，音系
以建康话为主。隋朝末期，扬州成为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当时的扬州话由于接近建康
话和 《切韵》，在社会上很流行。当时的扬州话也是今天吴语的源流之一。

唐代在 《切韵》的基础上，制订 《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
使用 《唐韵》。此外，江南开始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因此苏州话和当时的首都长
安话一起，成为一种通行语。宋代在 《唐韵》基础上，制订 《广韵》。元代以首都大都话
为标准音。

明代，由于战乱，南京话从吴语 （南方雅言）转变为江淮官话。南京官话指的是以南
京京语为基础的中国官方标准语。南京春秋时期属于吴地，本土语音称为吴语。晋代中原
汉民衣冠南渡定都南京以后，中原雅音成为南京上层社会的用语。此后，中原战乱，汉人
多次南迁，使南京语音中包含了较多的中原古音。

清代一开始，仍以南京官话为正统。１７２８年，雍正皇帝确定北京官话为官方用语，

其地位便迅速抬升。到清末和民国初年，北京官话的影响已经超过南京官话，成为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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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流通最广的语言。

１９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生活发生较大变化，“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由于太平天
国农民战争，江南经济开始衰落，吴音开始失去其标准音的地位。这样，北京白话开始成
为唯一的标准音。

新中国成立后，在１９５５年举行的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在大会主题报告
中说明：汉民族共同语早已存在，现在定名为普通话，需进一步规范，确定标准。“这种
事实上已经逐渐形成的汉民族共同语是什么呢？这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
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为简便起见，这种民族共同语也可以就叫普通话。”

１９５６年２月６日，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对普通话的含义做了
增补和完善，“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

二、普通话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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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定义实质上是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提出了普通话的标准。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指的是以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为标准，并不是把北京话的一切

读法全部照搬，普通话并不等于北京话。

就词汇标准来看，普通话 “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指的是以广大北方话地区普遍通
行的说法为准，同时也要从其他方言吸取所需要的词语。

普通话的语法标准是 “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标准包括四个方
面的含义：“典范”是把排除不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白话文”是指排除
文言文；“现代白话文”是指排除五四运动以前的早期白话文；“著作”是指普通话的书
面形式，它建立在口语基础上，但又不等于一般的口语，而是经过加工、提炼的语言。

三、推广普通话的意义

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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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普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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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培育统一的
大市场。

我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推广普及普通话有利于增进各民族各地
区的交流，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语言文字能力是文化素质的基本内容，推广普及普通话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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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信息技术水平是衡量国家科技水平的标志之一。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是提高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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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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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总之，推广普及普通话有利于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符合全国各族人民

的根本利益，是坚持以人为本，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构建和谐社会
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的具体行动。

第二节　普通话语音基础知识

一、语音的性质

　　语音是语言的声音，它是人类的发音器官发出的有一定意义的声音。语音具有社会属
性、物理属性、生理属性、心理属性等特点。语音的社会属性是语音的本质属性。

（一）语音的社会属性
语音的社会属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语音是语言的信息载体，但语音作为语言符号形式，它本身并没有意义，它的
信息传播的功能是社会赋予的。

其次，一定的语音表达什么样的意义是任意的，是由社会决定的，这是语音的社会性
的体现。

语音的社会属性又反映在语音的民族性和地方性方面。汉语普通话、俄语、阿拉伯语
都有自己独特的语音系统；而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也有各自的语音系统。这些都集中
而突出地反映了语音的社会属性这一本质属性。

（二）语音的物理属性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它是一种声音，所以它也和其他声音一样，同样具有音高、

音长、音强、音色这四种物理特征，即声音的四要素。

１．音高　音高就是声音的高低。它主要决定于发音体振动的快慢，同一个发音体在
单位时间内振动快、次数多，声音就高，反之则低。因而，同一个人，他的声音也会有音
高的变化。声音的高低与发音体本身有密切关系，发音体的大小、长短、粗细、松紧影响
发音体的振动频率，会直接影响声音的高低。男人与女人、大人与小孩的音高有明显差异
就是这个道理。

汉语声调的变化，主要是音高的变化。在特殊语境中，一个人的话语也可能出现绝对
音高变化。

２．音长　音长就是声音的长短。它取决于发音体振动时间的长短，发音体持续振动
时间长，声音就长，反之则短。汉语的声调、轻音等与音长都有一定关系。

３．音强　音强就是声音的强弱。音强与发音体振动幅度的大小和用力大小都有关系，
用力大、振幅大，声音就强，反之声音就弱。音强和声音的响度有关，但声音强未必响度
就大，因为响度与音高、音长都有关。音强也有区别意义的作用。普通话的重音主要是由
音强决定的，但和音高也有关。

４．音色　音色也叫音质，它是声音的个性和特色，也是声音的本质所在。音色的不
同，决定于发音体的差异、共鸣器的形状和发音方法的不同。锣音不同于鼓音，虽然发音
方法都是敲击。同一个人发出的 “ｎ” “ｌ”音色有别，这是因为发音方法不同，共鸣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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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也有差异所致。音色作为语言形式的本质特征，不仅对语音，而且对语言的区分都有重
要意义。

（三）语音的生理属性
语音是人的发音器官发出来的，因而它必然具有生理属性。学习和了解语音的生理属

性，主要是要掌握人体的发音器官，即呼吸器官，喉头和声带，口腔、咽腔和鼻腔等。

１．呼吸器官　呼吸器官主要由肺和气管、支气管组成。肺是发音的 “动力源”，提供
发音的气流。气管和支气管是输送气流的管道。因而可以说，呼吸器官是人体发音的 “动
力部”。

２．喉头和声带　喉头是发音时嗓音的成音部位。喉头由甲状软骨、环状软骨和两块
杓状软骨组成，上通咽，下通气管。喉头的中间是声带，声带是主要的发音体，它由两片
有弹性的薄膜构成，两片薄膜之间有个通道，就是声门，两块杓状软骨支配声带松紧，让
声门关闭或打开。气流通过声门，可使声带振动发音，声带的松紧、长短变化控制着声音
的高低，气流通过的时间则决定声音的长短。

３．口腔、咽腔和鼻腔　口腔是个可以调节的共鸣器，口腔的构成包括上唇、下唇、
上齿、下齿、上齿龈、下齿龈、硬腭、软腭、舌 （舌尖、舌面、舌根）和小舌。

咽腔位于口腔后部。咽腔下通喉头，前连口腔，上通鼻腔。咽腔不仅有共鸣作用，还
可以和舌根结合发出一些辅音。

鼻腔是个固定的共鸣器。口腔和鼻腔靠软腭和小舌的作用———下垂则使气流通向鼻腔
造成 “鼻音”并产生共鸣，上升则阻塞通向鼻腔的气流，使气流通向口腔进行调节并产生
共鸣，从而形成 “口音”。

（四）语音的心理属性
语音的心理属性是语音物理属性和生理属性的反映。语言交际中，当声音传入一个人

的耳朵后，听觉神经会像一个过滤器，只把那些反映 “本质事物”的声音传给大脑中的听
觉神经。因而，语音的心理属性实际上是对语音的物理属性、生理属性的一种概括性反
映。听音者感受到的声音，只是发音者发出声音的一个部分，而听音者要 “回答”发音
者，也是以大脑听觉神经接收到的 “本质事物”为依据，再指挥发音器官发音的。这个过
程告诉我们，语音的分辨能力总是先于发音能力的。聋子听不见声音，也就无法回答发音
者。因此，学习一种评议，发准一个音，首先考察和训练人的听音能力和辨音能力是非常
重要的。比如，老师让学生一味跟读声母 “ｌ”的发音，可学生发出的还是 “ｎ”，原因并
非学生口舌不灵，而是 “听觉”有 “障碍”。一个人如果长期听一种方言 （或语言），那么
其听觉则对这种方言 （或语言）的感知就比较熟悉和固定，如果这个人要改读另一种语言
（如普通话）或方言，听觉神经则往往从 “语言习得”的语音去感知，而对有别于 “语言
习得”的东西反应 “迟钝”，甚至会 “听而不闻”。因而正确认识和了解语音的心理属性，
对于语言学习和语音教学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二、语音的几个基本概念

（一）音节、音素

　　音节是听觉上最容易分辨出来的语音的自然单位，是语音最基本的单位。从听觉上
看，一个音节相对独立于另一音节，听觉上能自然感受到。汉语普通话中，一个汉字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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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音节，如 “人”— “ｒｅｎ”。

音节在听觉上很容易分辨，但它不是最小的语音单位。音节再继续划分，就得出语音
中最小语音单位———音素。

音素是从音色角度划分出来的最小的语音单位。比如 “ｓｈū”（书 ）是个音节，继续划
分就得出 “ｓｈ”“ｕ”两个音素。

普通话语音共有３２个音素。分为辅音和元音两大类。

辅音有ｂ，ｐ，ｍ，ｆ，ｄ，ｔ，ｎ，ｌ，ｇ，ｋ，ｈ，ｊ，ｑ，ｘ，ｚｈ，ｃｈ，ｓｈ，ｒ，ｚ，ｃ，ｓ，ｎｇ
等２２个。

元音有ɑ，ｏ，ｅ，ê，ｉ，ｕ，ü，－ｉ（前），－ｉ（后），ｅｒ等１０个。

元音和辅音是从发音特点 （物理、生理）和在组成音节时的作用两个角度对音素进行
的分类。元音是发音时气流在口腔、咽头不受阻的音素，辅音是发音时气流受阻的音素。

元音和辅音的区别主要是：
（１）发元音时，发音器官各部位肌肉保持均衡紧张状态。发辅音时，发音器官阻挡气

流的部位肌肉特别紧张。
（２）发元音时，气流弱，声带颤动，声音响亮。发辅音时，气流强，声带一般不颤

动，声音不响亮。

发音部位

塞音 塞擦音 擦音 鼻音 边音

清音 清音

不送气 送气 不送气 送气
清音 浊音 浊音 浊音

双唇音 ｂ　 ｐ ｍ

唇齿音 ｆ

舌尖前音 ｚ　 ｃ　 ｓ

舌尖中音 ｄ　 ｔ　 ｎ　 ｌ

舌尖后音 ｚｈ　 ｃｈ　 ｓｈ　 ｒ

舌面音 ｊ　 ｑ　 ｘ

舌根音 ｇ　 ｋ　 ｈ

（二）声母
语音划分出音节、音位、音素、元音、辅音，是现代语音学的分析方法。按汉语语音

学传统的分析方法，是把语音划分成声母、韵母、声调这些语音单位。

１．什么叫声母　声母是一个音节开头的辅音。没有辅音声母的音节，称作零声母音
节，零声母音节中的声母，叫作零声母。

２．声母的分类　声母共有２１个，分别为ｂ，ｐ，ｍ，ｆ，ｄ，ｔ，ｎ，ｌ，ｇ，ｋ，ｈ，ｊ，ｑ，

ｘ，ｚｈ，ｃｈ，ｓｈ，ｒ，ｚ，ｃ，ｓ。不同的声母是由不同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决定的。按发
音部位分为七类：双唇音、唇齿音、舌尖前音 （平舌音）、舌尖中音、舌尖后音 （翘舌
音）、舌面音、舌根音。按发音方法分为五类：塞音、擦音、塞擦音、鼻音、边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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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母中有双唇音ｂ、ｐ、ｍ，发音特点：上下唇接触，形成发音阻碍。如 “辨别”“乒
乓”“美妙”。

声母中有唇齿音ｆ，其发音特点：上下唇接触，形成发音阻碍。如 “丰富”“芬芳”。
舌尖前音有ｚ，ｃ，ｓ，发音特点：用舌尖和上门齿背形成发音阻碍。如 “总则” “粗

糙”“思索”。
舌尖中音有ｄ，ｔ，ｎ，ｌ，发音特点：用舌尖和上齿龈形成发音阻碍。如 “等待” “淘

汰”“能耐”“玲珑”。
舌尖后音有ｚｈ，ｃｈ，ｓｈ，ｒ，发音特点：用舌尖和前腭形成发音阻碍。如 “庄重”“车

床”“闪烁”“容忍”。
舌面音有ｊ，ｑ，ｘ，发音特点：用舌面前部和硬腭前部形成发音阻碍。如 “境界”“秋

千”“形象”。
舌根音有ｇ，ｋ，ｈ，发音特点：用舌根和软腭形成发音阻碍。如 “巩固” “宽阔”，

“欢呼”。
声母全部是辅音，声音不响亮，有噪音，练习的时候注意发音部位及方法。声母发音

时要有力、干脆，以最快的速度过渡到韵母中去，不要做过多的不必要的延长。如 “发
（ｆɑ）”，就是声母 “ｆ”加韵母 “ɑ”。

３．声母辨正
（１）ｎ和ｌ：

１）普通话中的ｎ和ｌ是对立的音位，首先要读准ｎ和ｌ，然后要知道哪些字的声母是

ｎ，哪些字的声母是ｌ，这需要有个记忆过程。

２）发ｎ音时，舌尖抵住上齿龈，软腭下降，打开鼻腔通路，气流振动声带，从鼻腔
通过。如 “能耐”“泥泞”。

发ｌ音时，舌尖抵住上齿龈，软腭上升，堵塞鼻腔通路，气流振动声带，从舌头两边
通过。如 “玲珑”“嘹亮”。

３）由于发ｎ音时，气流从鼻腔通过，所以发出的声音带有 “鼻音”，而ｌ在发音时注
意舌头的动作，即在发音前舌头向上卷，发音时舌头伸平，不带有鼻音，即使用手捏住鼻
子也能发音。

４）ｎ，ｌ对比辨音练习。
无赖ｌàｉ—无奈ｎàｉ　　　水牛ｎｉú—水流ｌｉú　　　男ｎáｎ裤—蓝ｌáｎ裤
脑ｎǎｏ子—老ｌǎｏ子　　连ｌｉáｎ夜—年ｎｉáｎ夜　　留念ｎｉàｎ—留恋ｌｉàｎ
南ｎáｎ部—蓝ｌáｎ布　 烂泥ｎí—烂梨ｌí　　 大娘ｎｉáｎｇ—大梁ｌｉáｎｇ
５）读准ｎ和ｌ。
哪里ｎǎｌǐ　　　　奶酪ｎǎｉｌàｏ　　　　脑力ｎǎｏｌì　　　　能力ｎéｎｇｌì
来年ｌáｉｎｉáｎ　　 冷暖ｌěｎｇｎｕǎｎ　　 流脑ｌｉúｎǎｏ　　　 留念ｌｉúｎｉàｎ
牛奶ｎｉúｎǎｉ　　 扭捏ｎｉǔｎｉｅ　　 能耐ｎéｎｇｎàｉ　　 呢喃ｎíｎáｎ
履历ｌǚｌì　　　　 理论ｌǐｌùｎ　　　 流露ｌｉúｌù　　　 老练ｌǎｏｌｉàｎ
（２）ｒ和ｌ：

１）ｒ是舌尖后音，发音时，舌尖上翘，抵硬腭前部留一小缝，让气流从小缝中摩擦而
出，同时声带振动。可以先发 “ｓｈ”音，然后振动声带，即是 “ｒ”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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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ｒ和ｌ的区别是发音部位不同，舌尖抵住的位置有前后之别。

ｒ的发音部位在硬腭。ｌ的发音部位在齿龈。

３）发音方法也不同，ｒ发音去除阻力时，气流的通道很窄，只限于舌尖和硬腭之间的
一点点缝隙，摩擦很重；而ｌ音去除阻力时，气流的通道在舌侧两边，很宽松，摩擦不十
分明显。

４）ｒ、ｌ对比辨音练习。

碧蓝ｌáｎ—必然ｒáｎ　　　　娱乐ｌè—余热ｒè　　　　　　阻拦ｌáｎ—阻燃ｒáｎ
卤ｌǔ质—乳ｒǔ汁　　 露ｌòｕ馅—肉ｒòｕ馅　　 近路ｌù—进入ｒù
衰落ｌｕò—衰弱ｒｕò　　　 脸ｌｉǎｎ色—染ｒǎｎ色　　 收录ｌù—收入ｒù
５）读准ｒ和ｌ。
锐利ｒｕìｌì　　　日历ｒìｌì　　扰乱ｒǎｏｌｕàｎ　　热烈ｒèｌｉè　　认领ｒèｎｌǐｎｇ
容量ｒóｎｇｌｉàｎｇ　　人力ｒéｎｌì　　日落ｒìｌｕò　 让路ｒàｎｇｌù　　　热浪ｒèｌàｎｇ
老人ｌǎｏｒéｎ　　烈日ｌｉèｒì　 例如ｌìｒú　　 利刃ｌìｒèｎ　　　　来人ｌáｉｒéｎ
（３）ｚｈ，ｃｈ，ｓｈ和ｚ，ｃ，ｓ：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的区分需要分清楚发音部位和发音

方法。
分清哪些字的声母是ｚｈ，ｃｈ，ｓｈ，哪些字的声母是ｚ，ｃ，ｓ。可有三种辨别方法：

①根据汉字声旁进行类推。②借助声韵配合规律来分辨。③记少不记多。

１）ｚｈ和ｚ对比辨音练习。
棉籽ｚǐ—棉纸ｚｈǐ　　　　栽ｚāｉ花—摘ｚｈāｉ花　　　阻ｚǔ力—主ｚｈǔ力
暂ｚàｎ时—战ｚｈàｎ时　　 早ｚǎｏ稻—找ｚｈǎｏ到　 大字ｚì—大志ｚｈì
赞ｚàｎ助—站ｚｈàｎ住　 正宗ｚōｎｇ—正中ｚｈōｎｇ　 阻ｚǔ止—竹ｚｈú子

２）ｃｈ和ｃ对比辨音练习。
擦ｃā嘴—插ｃｈā嘴　　 乱草ｃǎｏ—乱吵ｃｈǎｏ　　 鱼刺ｃì—鱼翅ｃｈì
催ｃｕī缴—吹ｃｈｕī叫　 草ｃǎｏ本—抄ｃｈāｏ本　 白瓷ｃí—白吃ｃｈī
存ｃúｎ在—春ｃｈūｎ在　　 测ｃè量—车ｃｈē辆　 曾ｃéｎｇ经—成ｃｈéｎｇ精

３）ｓｈ和ｓ对比辨音练习。
公司ｓī—公式ｓｈì　　 死ｓǐ机—史ｓｈǐ记　　 森ｓēｎ林—身ｓｈēｎ临　
塞ｓāｉ子—筛ｓｈāｉ子　 散ｓǎｎ光—闪ｓｈǎｎ光　　 思ｓī想—试ｓｈì想　　　
丧ｓàｎｇ生—上ｓｈàｎｇ升　苏ｓū轼—舒ｓｈū适　　 撒ｓā手—杀ｓｈā手　　　　
（４）ｆ和ｈ：ｆ和ｈ都是清擦音，二者的区别在于发音阻碍的部位上。ｆ的发音是由上

齿和下唇形成阻碍，ｈ的发音是由舌根和软腭形成阻碍。

ｆ、ｈ发音不分的地区必然分不清哪些字的声母是ｆ，哪些字的声母是ｈ，可根据偏旁
类推字的方式记读字的声母。

１）ｆ和ｈ对比辨音练习。

舅父ｆù—救护ｈù　　　 公费ｆèｉ—工会ｈｕì　　 仿佛ｆǎｎｇｆú—恍惚ｈｕǎｎｇｈū
奋ｆèｎ战—混ｈùｎ战　 复ｆù员—互ｈù援　 开发ｆā—开花ｈｕā
肥ｆéｉ水—回ｈúｉ水　 反ｆǎｎ倒 —缓ｈｕǎｎ到　 飞ｆēｉ车—灰ｈｕī车　
２）读准ｆ和ｈ。
发话ｆāｈｕà　　发慌ｆāｈｕāｎｇ　　反悔ｆǎｎｈｕǐ　　繁华ｆáｎｈｕá　　丰厚ｆēｎｇｈò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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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纺ｈùｎｆǎｎｇ　　后方ｈòｕｆāｎｇ　 化肥ｈｕàｆéｉ 洪峰ｈóｎｇｆēｎｇ　画符ｈｕàｆú
（５）ｚｈ，ｃｈ，ｓｈ和ｊ，ｑ，ｘ：舌面音ｊ，ｑ，ｘ是由舌面前部与硬腭形成阻碍而发声的。

１）ｚｈ，ｃｈ，ｓｈ和ｊ，ｑ，ｘ的对比辨音练习如下：
边际ｊì—编制ｚｈì　　　就ｊｉù业—昼ｚｈòｕ夜
浅ｑｉǎｎ明—阐ｃｈǎｎ明　砖墙ｑｉáｎｇ—专长ｃｈáｎｇ
详细ｘì—翔实ｓｈí　 缺席ｘí—确实ｓｈí
缉私ｊīｓī　　　集资ｊíｚī　　　其次ｑíｃì　　　袖子ｘｉùｚｉ　　　下策ｘｉàｃè
习字ｘíｚì　 戏词ｘìｃí 资金ｚīｊīｎ 字据ｚìｊù 自己ｚìｊǐ
自觉ｚìｊｕé 瓷器ｃíｑì　　 思绪ｓīｘù　 私交ｓīｊｉāｏ　　　私情ｓīｑíｎｇ
私心ｓīｘīｎ 丝线ｓīｘｉàｎ　　四季ｓìｊì 精致ｊīｎｇｚｈì 趋势ｑūｓｈì
消失ｘｉāｏｓｈī　　秩序ｚｈìｘù　 沉寂ｃｈéｎｊì　 深浅ｓｈēｎｑｉǎｎ 审讯ｓｈěｎｘùｎ
机器ｊīｑì 军区ｊūｎｑū 求救ｑｉúｊｉù 迁就ｑｉāｎｊｉù 劝酒ｑｕàｎｊｉǔ
（６）零声母辨音练习：
爱àｉ心—耐ｎàｉ心　　海岸àｎ—海难ｎàｎ　　大义ｙì—大逆ｎì
傲àｏ气—闹ｎàｏ气 疑ｙí心—泥ｎí心　 语ｙǔ序—女ｎǚ婿
文ｗéｎ风—门ｍéｎ风　　　　　纹ｗéｎ路—门ｍéｎ路
阿姨āｙí　　　挨饿áｉ’è　　　昂扬áｎｇｙáｎｇ　　　熬药áｏｙàｏ
偶尔ǒｕ’ěｒ　　扼要èｙàｏ 压抑ｙāｙì 沿用ｙáｎｙòｎｇ
演义ｙǎｎｙì　 扬言ｙáｎｇｙáｎ 幽雅ｙōｕｙǎ　 友谊ｙǒｕｙì
委婉ｗěｉｗǎｎ 万般ｗàｎｂāｎ　　忘我ｗàｎｇｗǒ　 唯物ｗéｉｗù
无谓ｗúｗèｉ
（三）韵母

１．什么叫韵母　韵母就是音节中声母后面的部分 （零声母音节的全部），普通话共有

３９个韵母。

２．韵母的分类　
（１）按开头元音发音口形分类：
韵母按开头元音发音口形可分为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四类，简称四呼。

１）开口呼：韵母为ɑ，ｏ，ｅ，ê，ｅｒ，ｉ（前），ｉ（后）或ɑ，ｏ，ｅ开头的韵母。

２）齐齿呼：韵母为ｉ或ｉ开头的韵母，如ｉｏｕ，ｉɑｏ，ｉｅ，ｉɑ。

３）合口呼：韵母为ｕ或ｕ开头的韵母，如ｕɑ，ｕｏ，ｕɑｉ，ｕｅｉ。

４）撮口呼：韵母为ü或以ü开头的韵母，如üｅ，üｎ，üｎ。
（２）按结构 （音素组成的情况）分类：

１）单韵母：由一个元音构成的韵母叫单韵母，又叫单元音韵母。单韵母发音的特点
是自始至终口形不变，舌位不移动。普通话中单韵母共有１０个：ɑ，ｏ，ｅ，ê，ｉ，ｕ，ü，

－ｉ（前），－ｉ（后），ｅｒ。

２）复韵母：由两个或三个元音结合而成的韵母叫复韵母。普通话共有１３个复韵母：

ɑｉ，ｅｉ，ɑｏ，ｏｕ，ｉɑ，ｉｅ，ｕɑ，ｕｏ，üｅ，ｉɑｏ，ｉｏｕ，ｕɑｉ，ｕｅｉ。根据主要元音所处的位置，
复韵母可分为前响复韵母、中响复韵母和后响复韵母。双韵母是复韵母的特殊形式。

３）鼻韵母：由一个或两个元音后面带上鼻辅音构成的韵母叫鼻韵母。鼻韵母共有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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