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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普通話，必然包括學習拼音，因為既是學“話”，說出來的音對不對至為重要，看到字而不會唸，

就需要拼音在旁邊提示。看到拼音能把音唸得出來，是學拼音的基本要求，也是它的終極目標，但

可惜的是，學生完成中小學普通話學習後，似乎普遍都不能達標。 

 

學生甚麼時候需要依靠拼音把字讀準? 其實大多數時候不需要，特別對小學生而言，讀書學話以

模仿老師為主，你試試看把課本的注音去掉，他們會不會馬上產生困難，不會，有沒有拼音差不多。

而拼音(語音)學習在每課另有獨立環節，可能是聲母重點，或是韻母重點，在那裡，拼音本身是個

學習目標。拼音在課程中的定位，大多數時間都是作為學習目標，需要練習發音、記憶和判斷聲母

韻母，要考筆試。聲母韻母數量不少，鋪排下來，少說都要一兩個學年，流程長而分散，效果欠佳。 

 

倒過來想，老師如果一開始就運用拼音輔助讀字，情況會不會不一樣? 比如說到“老師”，會讓

學生注意“師”的拼音 shī ，帶領模仿翹舌音發音時，介紹相關的聲母 sh; 說到“一、二”，借

助拼音提醒他們“二”的讀音èr 很特別，要是讀得像粵語就變成“一(yī)”了。這時你可能會反對

說，這些拼音還沒有教，他們不懂。這就是問題的關鍵了，課文該出現的字詞，你不能因為某個韻

母教學序列在後而阻止它在前面出現，你堅持不碰沒學過的拼音，就等於自縛手腳，永遠不能發揮

拼音的功能輔助學習。課本雖然都會結合當課的語音重點練習課文詞語，但出發點主要還是利用詞

語去學習拼音，而不是反過來。 

 

當然，拼音確實需要一套教學序列，逐一完成教學內容，但如果學生在按部就班以外，有過接觸和

使用拼音的經驗，學起來應容易得多。這裡要有兩種態度，一是相信學生對字母具基本理解能力，

二是對準確度不必太苛求，這樣，在學習之初就建立憑音讀字意識，刺激學習動機，拼音教學應該

會活起來。 

 

假若以“運用”為先，拼音就必須強調音節整體學習，只有整體音節才能代表一個字音，因此，練

習時，應以音節視讀為主，盡量避免分割聲母、韻母，也不宜側重聲母韻母的填寫練習，多認讀、

少分析，多開口、少書寫。目前一般教科書中拼音練習的設計，提供音節視讀的機會非常不足，只

著眼完成當課的語音重點，很少作拼音訓練以及拼音詞語的認讀練習。如果能作出改革，刪減低效

率的分析、判斷、聽辨等練習，大量加入拼音詞語的視讀，設計各種形式的練習和活動，相信可為

拼音教學的困局帶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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