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師，我總學不會翹舌音，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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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指導教師，經常有學生問這類問題。他們學習普通話的熱情很高，也非常刻苦，但一些

語音的系統性問題，總是困擾著他們。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需要瞭解漢語語音學習的規律，

瞭解學生的學習過程。現代漢語語音學習需要經歷兩個階段。 

 

一、準確發音階段。 

 

在這個階段，學生必須能夠發出各個獨立的聲母、韻母、聲調及音節，而且要準確。對於方

言區人士，在學習普通話的過程中，通常有語音難點，如翹舌音，很多南方人根本發不出，那就要

首先解決這個問題。 

 

首先，學生要聽辨規範發音。某些學生會說：我聽不出它們有什麼分別？那問題就大了，聽

是說的基礎，只有聽得準，才能說的出。教師可以用誇張的方法展示語音，如嘴形誇張變化，延長

語音，或讓學生感受氣流強弱變化（送氣-不送氣音）。讓學生通過聽覺、視覺、觸覺，細心聽辨體

會，分辨語音。由於個人語音聽辨能力有很大差異，加之母語等因素的影響，各人的聽辨難點會有

不同。 

 

進而，學生模仿發音，並反復練習。如果學生無法發出某些音素、音節或聲調，教師就要用

如說明、唱調、動作模擬（發音器官）、感受氣流、牽引等正音方法，力爭讓學生正確發出語音。

也可做適量的對比練習，提高學生的分辨力。此時，教師的作用非常重要，學生需要“明師指點”

（宋欣橋教授語）。注意！“明師”，明白的老師。筆者曾多年擔任“香港教師語文能力評核試，

普通話課堂語言應用”的評核員，發現很多普通話語音水平很高的教師，聽辨學生語音錯誤和缺陷

的能力卻很弱。無法聽出學生的錯誤，就無法糾正，正音教學效果就要打折扣。當然，教師還要掌

握各種正音方法，靈活應用，並積極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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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同時進行漢語拼音學習（通常普通話語音學習與拼音學習都是同步進行的），還有一個

音—符對應階段。要求學生建立起拼音符號與其代表語音的對應關係。在此階段，學生應進行大量

視讀拼音音節（音節需帶聲調）練習，不斷強化音—符對應關係。首要做到見符（拼音帶調音節）

能讀出，掌握四百個常用音節的發音。 

 

二、字—音對應階段 

 

如果學生說：看著拼音，翹舌音我都會發，但我不知道哪個字讀平舌，哪個字是翹舌。那麼他

（她）就進入了第二階段。漢字並非表音文字，字音學習一直是個難點。在此階段，學生需將漢字

與其普通話讀音建立起聯繫，做到看字知音，掌握各個字詞的普通話讀音。字—音對應階段還有

兩個層次： 

 

1. 詞彙層次。 表現為學生不知道一個字讀什麼音，不知其聲、韻、調的歸屬，如不知道這個

字是平舌還是翹舌，不知這個字讀第幾聲，等等。此階段要求學生必須能看著常用漢字字詞，

知其讀音，並準確說（讀）出來。 

  

學習重點是積累詞彙。如反復讀詞表，特別是表一（普通話水平測試第一、第二項，百分之

七十的詞語出自表一）。也可以進行漢字詞的對比分辨朗讀練習。還可以將難點字詞造句，

放在一個句子裡，反復誦讀。其學習原理是：以詞記字，以句記詞。當然，也可在朗讀和口

語交際時積累詞彙。 

 

上測試輔導班時，有學員要求教師帶讀詞表。這是費時失事的做法。首先是時間，六十小時

課時都不一定讀得完表一和表二。另外，每個人的難點和弱點不同，教師泛泛帶讀一遍，無

法突出個人特點，效果一定不好。因此，在詞彙階段，在學生已具有正確視讀漢語拼音音節

能力的前提下，學生勤奮自學是主要的學習方法，教師實在幫不上什麼忙。 

 

2. 語流層次。學生說：我單獨讀詞語可以讀得很準，但在讀文章或說話時，就錯誤連篇了。此

時的主要問題是熟練度，是語感。這個階段，要求學生憑語感朗讀或說話。 

 

如何培養語感？一是，多聽多說。除了尋找口語交際機會，如找“普通話人”交流，還可以

多看電視劇、電影（要看反映現代生活的，不宜看古裝劇）。還要有“精聽”，就是專注聆

聽，邊聽邊模仿說。二是，“熟讀成誦，誦而得言”。就是反復大聲地誦讀規範作品，也可

以找一些口語化的篇章（要注意語言規範)大聲朗讀，直到背誦，這樣就可將這些規範的語

句內化為自己的語言，即培養出了語感。普通話水平測試規定六十篇朗讀作品，其用意就在

於此。 

 

筆者曾接觸過這樣一位學員：每天用五、六個小時朗讀作品或詞表，考了三次，每次成績都

是三級乙等。哪裡出了問題？原來，她是不聽錄音，自己讀的，反反復複。這就是關鍵，她



不是模仿朗讀！這很容易出現香港人常說的：普通話很普通嘛，廣東話講歪啲（說歪點兒）

就是啦。而且，她這樣反反復複讀，會加深錯誤的語感，難怪成績無法提高了，甚至越勤奮

越差。在此階段，學生必須模仿朗讀，聽錄音跟讀，而最好的方法是由老師一句一句帶讀，

然後教師伴讀段落、篇章，最後學生反復自由朗讀。這裡對教師的語音規範、朗讀能力及朗

讀教學能力，有很高的要求。 

 

在語言學習過程中，詞彙層次與語流層次相互滲透，不可決然分開。另外，在這個階段也可

以漢語拼音輸入法打字，鞏固強化。開始可啟動模糊音輸入，然後以全拼輸入。 

 

普通話語音的系統性問題，對普通話水平測試成績影響極大，考生必須首先解決。首先要瞭

解自己普通話語音有什麼系統性問題（可進行語音診斷，或“明師”指點，或反思分析），然後分

析所處的階段，再針對性地解決。學生既要勤奮，還要以正確的方法學習，才可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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