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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现代社会三大宝——口才、金钱、电脑中，口才排在首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有人

说，语言只是人际交往的工具而已。但恰恰是这个工具，可以帮你打开很多通向不同世界

和领域的大门。在美国，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全国就有 100 多所学校设有口才训练课

程。戴尔·卡耐基说：“一个人的成功，约有 15% 取决于知识和技能，85% 取决于人际沟

通——发表自己意见的能力和激发他人热忱的能力。”这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可见，

好的口才在现实生活中非常重要。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今社会，使用语言的能力很大程度

上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发展潜力。因此，在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作为直接为社会输

送高素质人才的职业院校，我们更要注重对教育和服务对象全方位能力的培养，使他们能

成为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社会人与职业人。

当前，职业院校对口语交际能力训练的关注程度有所提高，但训练效果却不容乐观。

许多学生经历过即席发言时吞吞吐吐的尴尬、面试时面红耳赤的紧张、推销时词不达意的

沮丧。改变当前口语交际的教学现状，把口语交际训练作为一门课程，让口语交际在教学

中“鲜活”起来，是现代社会发展、学生专业发展及终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为适应

口语交际的社会需求，我们针对职业院校学生的年龄、心理、知识结构、专业等特点，经

过多年的摸索与实践，编写了这套普通话口语交际教程，希望为教师的“教”与学生的“练”

提供思路。

根据职业教育对人才的需要和职业院校语文教学的目标、任务，以及口语交际教学的

特点，本书分为三大模块：第一模块，“普通话口语 基础篇”，重点学习普通话语音、

节律、朗读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让学生掌握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标准和要求，在语言运用方

面更加准确、规范、有感染力；第二模块，“口语技巧 训练篇”，侧重于训练口语表达

的基本技巧，培养学生掌握人际交往的礼仪规范；第三模块，“口语交际 拓展篇”，侧

重于训练口语交际的综合技巧，培养学生驾驭语言的综合能力。每个模块的篇章体例、板

块设置均保持一致，各包含八章，每章又分五个板块——“示例链接”（或“精彩呈现”）、

“知识导航”、“实践成长”、“课后拓展”和“经典赠言”。其中，“示例链接”（或



“精彩呈现”）用学生熟悉的实例来引发思考，启迪思维，调动学生的求知欲，并与“知

识导航”、“实践成长”环环相扣，前后呼应，让学生在训练中提升能力。“课后拓展”

把知识和训练延伸拓展到课堂之外，引导学生从生活实践中活学活用。最后的“经典

赠言”，借名人之手画龙点睛，引发思考。

本书独具特色，具体如下：一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我们改变传统教材

固有的面孔，将学习目标、基础知识、思考练习等常规表述分别以学生喜闻乐见的语言对

应着表现出来，力求体现新课程 “三个维度”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教育理念。例如，“示

例链接”（或“精彩呈现”）（教学案例）、“知识导航”（基础知识）、“实践成长”

（思考练习）、“课后拓展”（知识扩展）。同时采用生动的、故事性强的材料作为案例

和练习，力求贴近学生生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二是注重训练，注重指导，注重实践。

每章按照“示例导入—知识学习—实践训练—延伸拓展”的内在逻辑顺序，运用大量的口

语训练材料，让“讲”和“练”有机结合，使口语交际训练的教学目标真正落地。例如，

“实践成长”分为两大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品读分析”（或“品鉴赏析”），通过思考

分析，巩固所学；第二个环节是“实战演练”，通过“情景训练”和“模拟训练”真正让

学生获得能力的提升。

本书的编者都是一直在教学第一线工作的教师，既吸收了已有教材的精华，又有实际

经验的总结和提炼。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真正地帮助在校生提高口语表达能力，为将来顺

利就业、步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希望为各级各类口语培训和社会人员自学提

供帮助。我们要感谢石家庄市第一职业中专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感谢那些默默无

闻为我们提供各种参考文献的作者，感谢为本书精心策划、不辞劳苦的出版社工作人员。

本书在编写中可能存在疏漏之处，我们恳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不断修改完善。

有了你们的支持，我们将研究不止、笔耕不辍，更加坚定地走下去。

编   者



普通话口语  基础篇

语言最能表现一个人，只要你一张口，听众就能了解你。

面试中，无论你的专业、学历、相貌、能力多么出类拔萃，都可能会因为

语音缺憾被拒之门外；职场中，会因为你的口音导致沟通不畅，将客户拱手

让人，与成功擦肩而过；社交时，你可能会由于语音不够标准而羞于开口，

只能静坐一旁，听他人侃侃而谈；生活中，方音不仅使交流受阻，还会引来麻烦，

闹出误会。

老师字正腔圆、抑扬顿挫的发音，会令课堂充满生机，使听课成为享受。

朋友交谈，语音标准，语调自然，说者轻松自如，听者愉悦欣然。如果沟通是

一扇门，语言就是这扇门的钥匙。运用普通话这把钥匙，会让沟通直达心坎。

作为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的汉语，能够产生音韵和谐、抑扬顿挫、节奏

分明、朗朗上口的效果，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世界友人来感受它的魅力。

“伟大的作品，不是靠力量而是靠坚持来完成的。”期待你通过努力不

仅能在普通话测试中稳操胜券，更能在运用普通话的过程中达到“颗粒饱满、

光泽晶莹、轻快连贯、如珠如流”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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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语音——声韵音调完美结合

人类的语言，自产生之日起就是有声的。语言的学习，是从语音开始的。语音是语言

的表现形式，它使语言的口语交际功能成为现实，使语言成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尽

管学习普通话必须兼顾语音、语法、词汇三个方面，但其中最重要的是语音的学习。在汉

语中，不仅各大方言区之间的语音系统差别大，而且即使在同一个地区、同一种方言内部，

在语音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学好普通话的关键就是学好语音。

本章旨在帮助大家了解语音基础知识，认识普通话的语音系统，掌握科学的发音方法，

为提高普通话水平和口语表达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础。

示例链接

单位小王去广州出差，钱用完了，就到银行取钱，为小王服务的是一位 40 岁出头的

女性工作人员。小王隔着玻璃用刚训练了两个星期的普通话亲切地喊：“大姐，我取钱。”

该工作人员听后立马脸色大变，身体像筛糠一般开始抖动。小王想，喊声大姐就激动成

这样，莫不是我太帅了吧？于是更加热情地喊：“大姐，我取钱！”语音刚落地忽然感觉

脑袋嗡的一声，小王被银行保安一棍子打倒在地，昏了过去。 在医院，警察问刚醒过来

的小王：“你为什么要抢银行？”小王傻了：“我抢什么银行？”那个银行的女同志指着

病床上的小王说：“还狡辩，你隔着玻璃就喊‘打劫，我缺钱’，这不是抢劫难道是存款

啊？” 如今小王每天都要提醒我们：“兄弟们，说好普通话，这样才安全！”

语音不准，就能造成上述误会，你能说出造成小王被误解的语音根源在哪里吗。

知识导航

语音是语言的声音，是由人的发音器官发出来的能够代表一定意义的声音。语音是语

言的物质外壳，语言的交际作用是通过语音来实现的。因而，掌握语音的性质，了解发音

的方法和语音的基本术语是十分必要的。

一、语音的四要素

语音和自然界其他声音一样，产生于振动。一个特定的声音由高低、强弱、长短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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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特色四个方面决定。因此，音高、音强、音长、音色通常被称为“语音的四要素”。

1. 音高。音高指声音的高低，它取决于声带振动的频率。在同一单位时间内，声带振

动的次数越多，声音就越高，反之则越低。音高表现在语音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像汉

语这样有声调的语言，音高的作用就更为突出。一个字音的声调就表现在它的音高的使用

上，往往是因为声调的不同，所表达的意义也就有了差别。例如，“一”为一声（阴平），

在音高上就表现为又高又平，而“亿”为四声（去声），在音高上就表现出从高到低的下

降趋势，当然，意义也完全不同。

2. 音强。音强指声音的强弱，它取决于音波振动幅度的大小。发音体振动幅度越大，

声音越强，反之就越弱。声音的强弱在语音中主要体现在轻重音上。例如，“莲子”与“帘

子”中都有“子”，前者读三声（上声），后者读轻声，两个“子”的音强不同，导致意

义也不同。再如，“鸭头”与“丫头”中的“头”，前者读二声（阳平），后者读轻声，

从语音上就能区别二者的意义。

3. 音长。音长指声音的长短，它取决于发音体振动时间的长短。振动时间长，声音就

长，反之则短。在有的语言或方言中，发音时音长的不同会影响词语或句子的意义。比如，

在英语中 beat[bi:t] 和 bit[bit] 两个单词的读音便表现为 [i] 的长短不同，这里音长便直接影

响到意义的表达，前者的意义是“打、打击”，后者的意义是“少量、一点”。语音中的

语调、轻声都与音长密切相关。

4. 音色。音色指声音的个性特征，它取决于发音时声波的形式。音质在语音中的作用

是非常明显的。比如，普通话中的韵母 u 和 e 听起来有着不同的个性与特色，我们就说二

者的音质不同。而这种不同会对字词的意义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湖北”和“河北”就是

借助这种音质的差异而区别意义的。

二、发音器官的大致构造

语音是由人的发音器官发出的。人的发音器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呼吸器官、喉

头和声带、口腔和鼻腔。

1. 呼吸器官。任何声音的发出都离不开发音体的振动，而发音体的振动需要有外力作

用于其上。呼吸器官就是一个人体发音的动力装置。呼吸器官主要由肺和气管组成。肺部

的收缩和扩张导致气流运动，通过气管使得体内外气流得到交换和循环。在呼吸过程中，

呼出的气流则成为人体发音的原动力。

2. 喉头和声带。咽腔下面、气管上面是喉头，喉头内部有两小片非常有弹性的肌肉，

这就是声带。声带是发音时最重要的发音体。人们说话时，肺部产生的气流经过气管到达

声带时，会冲击声带使之发生振动，随着振动便产生了声波。这里的声波便成为发音的一

个基本条件。

3. 口腔和鼻腔。声带振动产生的声波还不是理想的语音形式，因为这种声波类似“蜂

鸣”，音质单一，音强较小，只能看作语音的“毛坯”。声波到达口腔和鼻腔后，会产生

物理上所说的共鸣作用，使声波得到美化和放大，音质更加清晰，音量更加响亮，从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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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们所需要的语音形式。口腔和鼻腔是重要的共鸣器官。

三、基本术语

1. 音节和音素

我们所说出来的话，从听觉上来说是由一个一个片段构成的。这种在听觉上能够直观

听辨出来的语音片段就是音节。一般来说，一个汉字就是一个音节。例如，“普通话”读

起来就是三个音节，“明天开会”由四个音节构成，“今天天气很好”由六个音节构成。

实际上，汉语中的音节和汉字基本上是对应的，往往口头上是几个音节，写出来就是几个

汉字。例外的情况主要是“儿化”的写法，比如“种花儿”是三个字，读出来只有两个音节。

音节实际上还不是最小的语音单位，大多数音节还可以再往下进行更为细致的切分。

比如音节“来（lɑi）”还可以切分为声母 l 和韵母 ɑi，而韵母 ɑi 还可以进一步切分为 ɑ 和 i。

这个音节就被分成了 3 个不可再分的最小的语音单位。这种切分音节得到的不可再分的最

小的语音单位就叫作音素。

2. 元音与辅音

根据发音的特征，我们把音素首先分成元音和辅音两大类。元音字母有 10 个：ɑ、o、

e、ê、i、u、ü、er、-i（前）、-i（后）。辅音字母有 22 个：b、p、m、f 、d、t、n、l、

ɡ、k、h、j、q、x、zh、ch、sh、r、z、c、s、nɡ。

元音和辅音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发元音时，气流通过口腔和鼻腔时未受到任何阻碍；发辅音时，气流会受到口

腔和鼻腔中的某一部位的阻碍。如：u 为元音，发音时气流在口腔和鼻腔中不受阻碍；ɡ

为辅音，发音时气流受到舌根和软腭的阻碍。

其二，发元音时，发音器官的各个部分均衡用力，各部分的紧张程度是均衡的。发辅

音时，对气流形成阻碍的部分紧张程度要强一些。如：e 为元音，发音时各个器官紧张程

度均衡；b 为辅音，发音时双唇较为紧张。

其三，发元音时，气流相对要弱一些；发辅音时，气流较强。如：ɑ 为元音，发音时

气流较弱；p 为辅音，发音时气流较强。

其四，发元音时，声带是振动的；发辅音时，有的振动声带，有的不振动声带。如：

ɑ、o、e、i、u、ü 为元音，发音时声带均振动；d、t、n、l 为辅音，d、t 发音时声带不振

动，n、l 发音时声带振动。

元音和辅音，还可以分出更多的类别。元音可以再分成舌面元音和舌尖元音：舌面起

主要作用发出的元音叫舌面元音，舌尖起主要作用发出的元音叫舌尖元音。辅音可以根据

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分类，分为七个不同部位的音和五种不同方法的音。

3. 声母、韵母、声调、音变

传统上，我们一般把音节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声母、韵母和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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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母：声母是音节开头的辅音。普通话里一共有 21 个辅音声母。

韵母：声母后面的整个部分就是韵母。普通话里的韵母一共有 39 个。

声调：指音节的音高特征。普通话中音节的声调一共是四种，我们平时称之为一声、

二声、三声、四声，用语音学的术语来说，分别叫作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每一种声

调都有特定的读法和严格的规定，“一声平，二声扬，三声拐弯，四声降”大致反映了各

个声调的读法。

声母除零声母外，都由辅音充当，韵母则主要由元音充当。在普通话里，韵母可以是

单个元音充当，也可以是两个或三个相连的元音充当，还可以是元音和辅音一起来充当。

有两个辅音可以出现在韵母的末尾：它们分别是鼻音 n 和 nɡ。元音是构成音节的一个必

不可少的要素。

音变：在说话和朗读时，音节之间、音素之间、声调之间会互相影响而使语言发生一

定的变化，这就是音变。普通话中的音变现象有轻声、儿化、变调、语气词“啊”的音变等。

四、音节的构成和拼读

1. 拼读要领

拼音是拼读音节的过程，拼音的要领是“前音（声母）轻短后音（韵母）重，两音相

连猛一碰”。例如，fɑ（发）的拼音，就是把 f 和 ɑ 连续快读成 fɑ，f 和 ɑ 之间不能停顿。

“前音（声母）轻短后音（韵母）重”指的是拼读时声母要尽量读得轻短，韵母要读

得重些、长些。而“两音相连猛一碰”指的是拼合时的速度要快，声母和韵母之间不能停

顿。韵头要读得轻短，但切记不能丢失。例如，“黄”的韵母是 uɑnɡ，如果丢失了韵头 u，

“黄”就变成“航”了。鼻韵母要读准韵尾 n 和 nɡ。

2. 拼读方法

普通话音节常用的拼读方法有三种：两拼法、三拼法和整体认读法。

（1）两拼法。即把声母与韵母直接相拼的方法。拼读时，把整个音节分成声母和韵

母两部分，不管韵母的结构简单还是复杂，都把韵母当作一个整体。先读声母，再读韵母，

快速相拼，然后读出音节，如 h—ɑn—hɑn。也可以将韵母带上声调，这种拼读方法叫韵

母定调两拼法，如 h—ǎo—hǎo。

（2）三拼法。即先把声母和韵头 i、u、ü 拼合成一个整体 , 再与后面的韵母相拼成

音节的方法。例如，q—i—ɑn、ji—ɑo—jiɑo 、zhu—ɑnɡ—zhuɑnɡ。但此法适用于有介音

的韵母的拼合，但并不是所有 i 、u 、ü 起头的韵母都能采用此方法。其中，ie、iu、in、

inɡ、ui、un、üe、ün 八个韵母，只能使用两拼法。

（3）整体认读法。一般指添加一个声母后读音仍和韵母一样的音节，也就是指不用

拼读即直接认读的音节。如 yi 、wu、zhi、ri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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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成长

一、品读分析

示例一：

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中，英雄母亲的扮演者赵丽蓉老师有句经典台词，把“司马

光砸缸”要么说成了“司马缸砸缸”，要么说成了“司马光砸光”，这也成为该小品中最

大的一个笑点，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你能说出问题出在哪里吗？试分析并做朗读示范。

示例二：

（一个四川打工者生病去北京某医院看病） 

大夫问：“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打工者说：“我凉到了。”（当时他用的是川音，意思是“我感冒了”。医生却听成

“我娘到了”）

大夫说：“你娘到了？你应该去火车站接呀。”

打工者解释说：“我凉到了，去火车站做啥子，我得来一万（医院）呀。”

打工者又问：“大夫，我想亲吻（请问）你一哈（把这位大夫吓了一跳），我想吻（问）

你一哈，你这是内磕还是外磕（内科还是外科）？”

（终于把病看完了，临走时打工者想上厕所）打工者问：“你们一万（医院）的茅嘶

（厕所）在哪个塌塌（哪儿）？”

医生吃惊地说：“你还认识我们一万（医院）的毛师傅？”

在这段对话中，你认为造成误解的语音根源在哪里？从中选取具体实例给大家分析讲解。

二、实战演练

1. 字词训练

训练一：用所学的拼读方法正确拼读下面的字并向大家示范朗读。

河   饭   北   透   侯   贼   温   早

钱   权   降   凉   晃   间   还   装

志   诗   自   思   武   余   阴   英

训练二：大声朗读下面几组词语，请分别说出下面每组词语中加点字声母、韵母的区

别，并给大家做示范朗读。

被
4

俘—佩
4

服        毕
4

竟—僻
4

静

感
4

伤—砍
4

伤        骨
4

干—苦
4

干

咀
4

嚼—取
4

决        简
4

陋—浅
4

陋



第一章  语音——声韵音调完美结合     7

栽
4

花—摘
4

花        冲刺
4

—充斥
4

比翼
4

—比喻
4

        办理
4

—伴侣
4

临
4

时—零
4

食        金
4

鱼—鲸
4

鱼

存
4

钱—从
4

前        小村
4

—小葱
4

勋
4

章—胸
4

章        人群
4

—人穷
4

训练三：大声朗读下面的词语，注意体会声调的异同。

天地—田地       练习—联系

厨房—处方       启迪—汽笛

题材—体裁       展览—湛蓝

心急—心机       污秽—误会

2. 篇章训练

小组内每名同学进行练习并互相纠正发音，然后以小组为单位各推选出一名同学进行

全班展示。

（1）绕口令训练：要求读准声母、韵母和声调，注意气息的控制。

撕字纸

刚往窗上糊字纸
4 4

，

你就隔着窗户撕字纸
4 4 4

，

一次撕下横字纸
4 4

，

一次撕下竖字纸
4 4

，

横竖两次撕了四十四张湿字纸
4 4 4 4 4 4 4

，

窗上没有纸
4

，

风吹满屋子
4

，

是字纸就撕字纸
4 4 4

，

不是字纸
4 4

，

不要胡乱撕
4

一地纸
4

。

上面绕口令主要训练哪些容易混淆的声母发音？注意那些加点的字的读音。

同姓与通信

同姓
4

不能说成通信
4

，

通信
4

不能说成同姓
4

。

同姓
4

可以互相通信
4

，

通信
4

并不一定同姓
4

。

上面绕口令主要训练哪两个容易混淆的韵母发音？注意区分“同姓”与“通信”的声

调变化。

妞妞和牛

牛牛
4 4

要吃河边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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妞妞
4 4

赶牛牛
4 4

不走，

妞妞
4 4

护柳牛扭
4 4

头，

牛牛扭
4 4 4

头瞅妞妞
4 4

，

妞妞扭牛牛
4 4 4 4 4

更拗
4

，

牛牛
4 4

要顶小妞妞
4 4

，

妞妞
4 4

捡起小石头，

吓得牛牛扭
4 4 4

头走。

上面绕口令是专门进行声调训练的，请大声朗读，读准加点字的声调。

（2）诗词训练：要求读准下列三首诗词的声母、韵母和声调，注意诗歌的韵律和节奏。

春日

宋 朱熹

胜
4

日寻芳泗水
4 4

滨，

无边光景一时新
4 4

。

等闲识
4

得东风面，

万紫千
4 4

红总是春
4 4 4

。

大声朗读《春日》，读准加点字的声母。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宋 杨万里 

毕竟
4

西湖六月中
4 4

， 

风光
4 4

不与四时同
4

。 

接天莲叶无穷
4

碧， 

映
4

日荷花别样红
4 4

。

大声朗读《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读准加点字的韵母。

青春的赞歌

暖风吹过的季节，天空清澈如洗

柳絮漫天飞舞，飘落在悄然萌动的大地

年轻的生命在土壤里蠕动

勃发的乐曲在心里流淌

年轻的我们，拥有不变的誓言

年轻的我们将坚定的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

起跑线上

出发的那一刻起，注定我们要追着东升的朝阳

刚毅、自信的脸庞，在等待胜利的曙光

紧握住那一滴汗水，任泪水在脸上流淌

只为掌声响起那一刻的到来

青春无悔，既然选择了蓝天，也就选择了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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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有一天会有一双滴血的翅膀

既然选择了拼搏，也就选择了风雨

哪怕会有荆棘丛生在未来的路上

青春，从我们选择了以后便定格了人生的航向

青春，从我们选择了以后便注定了奋斗而无常

青春，从我们选择了以后便迎来了风雨兼程

青春，从我们选择了以后便变得绚丽辉煌

看，跳动的火焰，正是青春的怒放

听，欢跃的脚步，正是青春追逐梦想的音响

热血在青春的躯体里不知疲倦

激情在青春的肢体上刚劲而轻盈

让我们高唱青春的赞歌

一路欢声，一路歌唱，追逐梦想，奔向远方

大声朗读《青春的赞歌》，小组内互相练习，观察和总结诗中容易读错的字，并分析

根源在哪里，大家在切磋交流中共同提高。

（3）文章训练：大声朗读朱自清的《匆匆》，要求读准声母、韵母和声调，要注意

把握好句子的停连、轻重、节奏和感情。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

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

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

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

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

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

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

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

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

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

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

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

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

遭啊？

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①以小组为单位，疏通文字，扫除文字障碍，确定准确的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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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大家在小组内逐段轮流朗读，在大家朗读的基础上画出错误率较高的声母、韵母和

声调，并进行总结分析。

③在语音准确的基础上有感情地朗读，要注意把握好句子的停连、轻重、节奏和感情

（后面节律一章会有专项讲解和训练）。

④每个小组推选 1 名同学在全班进行示范朗读。

课后拓展

一、汉语方言的分歧主要表现在语音上面，不同地区的人有不同的方音特点，如果听

不懂就要鉴别说话者是哪里人。如安徽人说“鸡蛋”，听起来像北京话的“子弹”；云南

人说“大雨”像“大姨”；山东人说“吃肉”像“吃油”。同样，语音的训练一定要结合

自己的家乡话的实际情况，了解家乡话与普通话的语音的对应关系，求同辨异，有针对性

地进行训练，重点是矫正自己错误的或者有缺陷的发音。你的家乡在哪里？你的亲属中还

有说方言的吗？还有说普通话不够标准的吗？请举出实例进行分析。

二、模仿教师、播音员、节目主持人等的发音和语调，越像越好。尤其是在找不准发

音部位、用不好发音方法的时候，可以对着镜子反复尝试。

经典赠言

古人平居，每藉以修养情操。至集合大典，则藉以齐众心，通情意。敬

慎将事，靡敢逾越。为宗庙之音，凯旋之乐，使闻者缅怀先烈，眷念乡邦。

疆场之上，将士闻鼓、角而前趋，筵宴之间，宾主听笛簧而喜悦。

                                                ——古语

用语言表达思想是人类唯一优越于其他动物的地方。语言是社交的工具。

                                            ——本·琼森

口音是语言的核心，它使语言具有情感的真实感。

——卢梭

我们称祖国为父亲的土地，我们称语言为母亲的舌头。 

——洛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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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声母——表情达意第一声音

我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用普通话进行交

流。但是有很多人普通话说得不标准，因发音不清甚至造成误解，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

由于字的声韵调没有掌握好。声韵母是汉字注音的最基本单位，汉字通常由声韵母和声调

三部分组成，声母是一个音节开头的辅音，发音是否正确，声母起着很关键的作用。

本章主要介绍声母的分类、发音、语音辨正的知识，并通过字、词、句、段落、篇章

的训练，达到准确读音。

示例链接

在广西，有朋友远道而来，一般吃饭的时候，必上一盘田螺。有一次，一人参加朋友

的宴请，吃饭的时候，他看到广西人夹起一个田螺说“公的”丢掉了。又夹起来一个说“公

的”。这人很惊讶，心想，广西人好厉害，能看出田螺的公母！其实，这个朋友误会了，

这个广西人要表达的意思是“空的”。

空 kōnɡ 的——公 ɡōnɡ 的，是因发音不同引起的笑话。你能说出他的问题出在了哪

里吗？ 

知识导航

上面的笑话，在日常生活中的确会遇到，在语言表达中，正确的发音对表意起到非常

重要的作用。既然声母是一个音节开头的辅音，在发音中起到关键的作用，那就让我们一

起了解一下有关声母的相关知识。

一、声母

普通话共有 21 个辅音声母。如果音节开头的是元音，我们就把这个音节开头的声母

叫作“零声母”，如“安 ān”“要 yào”等。

声母是由辅音构成的。发音时气流在共鸣腔受阻是辅音的一个基本特征。分析辅音一

是看发音部位——发辅音时形成阻碍的部位，二是看发音方法——形成阻碍和清除阻碍的

方法。也就是说，声母的分类依据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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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声母的发音部位分类 

（1）双唇音：上唇和下唇闭合形成阻碍，包括 b、p、m。例如：

b、p：报表 bàobiǎo     匹配 pǐpèi      评判 pínɡpàn

m：买卖 mǎimài     秘密 mìmì      美满 měimǎn

（2）唇齿音：上齿和下唇靠拢形成阻碍，包括 f。例如：

f：方法 fānɡfǎ     丰富 fēnɡfù     非凡 fēifán   

（3）舌尖中音：舌尖和上齿龈接触形成阻碍，包括 d、t、n、l。例如：

d：达到 dádào     地点 dìdiǎn     等待 děnɡdài

t：团体 tuántǐ      疼痛 ténɡtònɡ    探讨 tàntǎo

n：恼怒 nǎonù     能耐 nénɡnai    男女 nánnǚ    

l：力量 lìliànɡ      理论 lǐlùn      联络 liánluò

（4）舌尖前音：舌尖向上齿背接触或接近形成阻碍，包括 z、c、s。例如：

z：自尊 zìzūn     造作 zàozuò     总则 zǒnɡzé  

c：从此 cónɡcǐ    层次 cénɡcì     粗糙 cūcāo

s：思索 sīsuǒ     色素 sèsù       诉讼 sùsònɡ

（5）舌尖后音：舌尖向硬腭前部接触或接近形成阻碍，包括 zh、ch、sh、r。例如：

zh：真正 zhēnzhènɡ     政治 zhènɡzhì     主张 zhǔzhānɡ

ch：出差 chūchāi       长城 chánɡchénɡ     超出 chāochū

sh：少数 shǎoshù       上升 shànɡshēnɡ     山水 shānshuǐ

r：仍然 rénɡrán       如若 rúruò    荣辱 rónɡrǔ

（6）舌面前音：舌面前部向硬腭前部接触或接近形成阻碍，包括 j、q、x。例如：

j：经济 jīnɡjì      坚决 jiānjué      将军 jiānɡjūn

q：亲切 qīnqiè     请求 qǐnɡqiú     弃权 qìquán

x：学校 xuéxiào    现象 xiànxiànɡ    虚心 xūxīn

（7）舌面后音，也叫舌根音：舌根向软腭接触或接近形成阻碍，包括 ɡ、k、h。例如：

ɡ：骨干 ɡǔɡàn      规格 ɡuīɡé       巩固 ɡǒnɡɡù

k：可靠 kěkào     宽阔 kuānkuò     刻苦 kèkǔ

h：合乎 héhū      辉煌 huīhuánɡ     后悔 hòuhuǐ

2. 按声母的发音方法分类

（1）塞音：成阻时发音部位的两部分紧闭，除阻时突然打开，爆发成音，包括 b、p、

d、t、ɡ、k。

（2）擦音：成阻时发音器官之间留有一个窄缝，除阻时气流从窄缝里挤出来，摩

擦成音，包括 f、s、sh、r、x、h。

（3）塞擦音：是塞音和擦音的结合。成阻时如同塞音，发音部位的两部分紧闭，除

阻时打开一个窄缝，让气流从窄缝里挤出来，摩擦成音，包括 z、c、zh、ch、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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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鼻音：口腔的某个器官形成对气流的阻塞，软腭下垂，打开鼻腔的通路，气流

从鼻腔除阻，包括 m、n。

（5）边音：舌尖顶住上齿龈，阻挡中间的通路，气流从两边流出，包括 l。

根据发音时声带是否振动，将声母分为清声母和浊声母。发音时声带不振动的声母叫

作清声母，发音时声带振动的声母叫作浊声母。普通话辅音声母的浊声母为 4 个，分别为：

m、n、r、l，其余为清声母。

根据发音时气流的强弱，将声母分为送气音和不送气音，气流较强的音为送气音，气

流较弱的音为不送气音。送气音和不送气音是成对出现的。如：b-p，d-t，ɡ-k，z-c，

zh-ch，j-q。 

二、声母辨正

在日常的语言交流中，因为地域不同产生方音或者说话人的某个音的发音部位掌握不

好而造成发音的错误，从而造成语音错误。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在声母方面容易出现的

一些问题。

1. 读准舌尖音

舌尖前声母 z、c、s 和舌尖后声母 zh、ch、sh，它们主要是发音部位不同。舌尖前声

母 z、c、s 发音时舌尖平伸和上齿背接触或接近，因为发音时舌尖平伸，所以也叫平舌音；

舌尖后声母 zh、ch、sh 发音时舌尖上翘，和硬腭前部接触或接近，因为发音时舌尖翘起，

所以也称翘舌音。在发音训练时要注意发音部位的不同。

z-zh   租 zū—朱 zhū   昨 zuó—卓 zhuó   组 zǔ—煮 zhǔ      纵 zònɡ—种 zhònɡ

c-ch   粗 cū—出 chū   草 cǎo—吵 chǎo    藏 cánɡ—常 chánɡ  错 cuò—啜 chuò

s-sh   萨 sà—厦 shà    随 suí—谁 shuí    散 sǎn—闪 shǎn     缩 suō—说 shuō

2. 读准 f 与 h

在某些方言中 f 与 h 容易混淆。它们的区别在于发音部位不同，注意发音时多做体会。

福 fú—湖 hú    发 fā—花 huā    费 fèi—汇 huì    俘虏 fúlǔ—葫芦 húlu

3. 读准 n 与 l

 n 与 l，它们的主要区别为 n 是鼻音，发音时气流从鼻腔流出，鼻翼会有振动感；l 是

边音，发音时气流从舌头两边流出。仔细体会两个声母发音的不同。

我国南方部分地区，经常出现 n、l 混淆的发音问题。经常会把奶奶 nǎinai 读成 lǎi 

lai，把男人 nánrén 读成 lánrén，把女人 nǚrén 读作 lǚrén，把湖南 húnán 读作 fúlán。

男 nán—蓝 lán    怒 nù—录 lù    暖 nuǎn—揽 lǎn    浓 nónɡ—隆 lónɡ 

4. 分清尖团音，注意 z、c、s 和 j、q、x 的发音

普通话语音系统中，舌面音 j、q、x 只和齐齿呼、撮口呼韵母相拼合，而舌尖前音 z、

c、s 不和齐齿呼、撮口呼韵母相拼合。但是在有些方言中，z、c、s 却与齐齿呼、撮口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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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母相拼合。音韵学中把 j、q、x 与齐齿呼、撮口呼韵母相拼合的音称作团音，把 z、c、

s 与齐齿呼、撮口呼韵母相拼合的音称作尖音。在普通话语音系统中，只有团音没有尖音。

但是在某些方言中既有团音又有尖音。尖音是错误读音，应多注意。

机：正确读音为 jī，错误读音为 zī

钱：正确读音为 qián，错误读音为 cián

谢：正确读音为 xiè，错误读音为 siè

克服尖音问题，关键是养成正确的发音习惯。发 z、c、s 的时候，舌尖平伸，和上齿

背接触或接近。发 j、q、x 的时候，舌面前部和硬腭前部接触或接近，此时舌尖必须抵住

下齿背，舌面前部才能隆起和硬腭前部接触。舌尖是否抵住下齿背是将尖音改成团音的

关键。

5. 读准 r 与 l

r 与 l，应了解发音方法，正确读音。r 发音时颤动声带，气流从发音部位留有的窄缝

中摩擦成音。l 发音时，颤动声带，气流从舌头两边的通道中流出成音。

然 rán—蓝 lán    扰 rǎo—老 lǎo   肉 ròu—漏 lòu    若 ruò—落 luò

6.某些方言中把 r声母的字词读成齐齿呼韵母自成音节的字词，是错误读音，
应多加注意

人 rén—银 yín     肉 ròu—又 yòu     娆 ráo—姚 yáo    日 rì—意 yì

7. 读准零声母

零声母，是韵母自成音节，但是有些人按照方音习惯加上了声母，或者加上了 n，或

者 nɡ。

爱：正确读音为 ài，错误读音为 nài，有的方音读为 nɡài。

藕：正确读音为 ǒu，错误读音为 nǒu。

饿：正确读音为 è，错误读音为 nè。

熬：正确读音为 áo，错误读音为 náo，有的方音读为 nɡáo。

因为普通话没有声母 nɡ，遇到方音中声母为 nɡ 的音节，直接去掉就可以了。需要记

住普通话中为零声母而方言是辅音声母 n 的音节，要注意正确发音。

声母的发声训练要注意两个方面：一要找准发音部位；二要用好发音方法。

实践成长

一、品读分析

示例一：仔细朗读下面的笑话，思考问题出在哪儿。

前些日子，朋友到外地出差，在大街上被一辆摩托车撞倒，肇事车逃逸。朋友全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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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受伤，状况很惨。警察赶到后，询问肇事者情况，朋友忍痛汇报：一蓝（男）一驴（女）。

警察连问数遍，朋友均回答一蓝一驴。最后，警察恍然大悟，转身对另一警察说：马上发

协查通报，通缉张果老。

示例二：大声读出下面的字，请你说出分别是对哪些声母的训练。

载—摘      赞—站      遭—召       责—折     

才—柴      次—赤      粗—出       惨—产

赛—晒      桑—商      寺—是       撒—傻

湖—服      辉—飞      皇—防       发—花

牛—刘      念—练      闹—涝       鸟—了    

肉—漏      让—浪      荣—龙       染—懒

二、实战演练  

1. 字词训练

训练一：大声朗读，读准下面的零声母字。

哎   傲   捱   鹅   安   恩   案   偶   哀  

奥   袄   碍   额   恶   按   摁   俺   殴

训练二：读准下面的字音，朗读时注意区分尖团音。

积极    拥挤    节日    租借    焦急    精神     前进    聚会

而且    确切    亲人    青年    情绪    请求     麻雀    全面

系别    仔细    写字    小学    修养    新年     鲜艳    心情

训练三：大声朗读下列五组词语，请分别说出要注意哪些易混淆的声母。

赞助—站住       祖父—嘱咐

葱郁—充裕       粗纺—出访

塞子—筛子       近视—近似

旅客—女客       留念—留恋

龙马—戎马       立论—利润

2. 篇章训练

 （1）绕口令训练：朗读下面几组绕口令，要求读准声母、韵母和声调，注意气息的控制。

d

你会炖炖冻豆腐，你来炖我的炖冻豆腐，

你不会炖炖冻豆腐，别胡炖乱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

k

哥挎瓜筐过宽沟，赶快过沟看怪狗。

光看怪狗瓜筐扣，瓜滚筐空哥怪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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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h

黑化肥发灰 , 灰化肥发黑。

黑化肥发黑不发灰 , 灰化肥发灰不发黑。

s-sh

山前有四十四棵死涩柿子树，

山后有四十四只石狮子。

山前的四十四棵死涩柿子树，

涩死了山后的四十四只石狮子。

山后的四十四只石狮子咬死了山前的四十四棵死涩柿子树。

不知是山前的四十四棵死涩柿子树涩死山后的四十四只石狮子，

还是山后的四十四只石狮子咬死了山前的四十四棵死涩柿子树。

（2）古诗训练：读准下列两首诗，完成训练。

采桑歌              cǎi sānɡ ɡē

春日起每早，   chūn rì qǐ měi  zǎo

采桑惊啼鸟。   cǎi sānɡ jīnɡ tí niǎo

风来扑鼻香，   fēnɡ lái  pū bí xiānɡ

花开知多少。   huā kāi  zhī duō shǎo

朗读《采桑歌》，这首诗中声母都出现了，如：b（鼻）、p（扑）、m（每），你能

帮它们对号入座吗？

钱塘湖春行

唐  白居易

孤山寺
4

北贾亭西，水面初
4

平云脚低。几处
4

早莺争暖树，谁
4

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4

才能没马蹄。最
4

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
4

堤。

朗读中注意加点字的声母发音。

（3）歌词训练：读下面的歌词，注意加点字的声母，然后再唱一唱。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4 4 4

，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
4 4

，流浪
4 4

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

的小鸟
4

，为了山间轻流
4

的小溪，为了
4

宽阔的草原，流浪
4 4

远方，流浪
4 4

！

还有，还有，为了
4

梦中的橄榄
4

树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4 4 4

，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

么流浪，为什么流浪
4 4

远方，为了
4

梦中的橄榄
4

树。

（4）文章训练：这是一篇讲述语言的神奇的文章，请大声朗读，准确发音，尤其注

意加点字的读音，体会文章的意味。

在繁华的巴黎大街的路旁，站着一个衣衫褴褛
4 4

、头发斑白
4 4

、双目失明的老人。他不像

其他乞丐
4 4

那样伸手向过路行人乞讨
4 4

，而是在身旁立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我什么也看不

见！”街上过往的行人很多，那些穿着华丽的绅士
4 4

、贵妇人，那些打扮漂亮的少男少女们，

看了木牌上的字都无动于衷
4 4 4 4

，有的还淡淡一笑，便姗姗
4 4

而去了。

这天中午，法国著名诗人让·彼浩勒也经过这里。他看到木牌上的字，问盲老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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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今天上午有人给你钱吗？”

“唉！”老人叹息着回答，“我，我什么也没有得到。”

让·彼浩勒听了，沉吟
4 4

了一下，把木牌悄悄翻过来，拿起笔写上“春天
4 4

到了，可是我

什么也看不见！”几个字，然后就匆匆地离去了。

晚上，让·彼浩勒又经过这里，询问
4 4

老人下午的收入情况，老人笑着对诗人说：“先

生，不知为什么，下午给我钱的人多极了！”让·彼浩勒听了，也摸着胡子满意地笑了。

“春天
4 4

到了，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这富有诗意的语言，能够产生这么大的作用，

就在于它有非常浓厚的感情色彩
4 4 4 4

。是的，春天是多么美好
4 4

，那蓝天白云，那绿树红花，那

教堂尖顶
4 4

的莺歌燕舞
4 4 4 4

，那塞纳河畔嬉戏
4 4 4 4

的孩子，怎能不叫人陶醉
4 4

呢？但这良辰美景
4 4 4 4

，对于

一个双目失明的人来说，只是一片漆黑
4 4

。这是多么令人心酸
4 4

呀！当人们想到这个盲老人，

一生里连万紫千红
4 4 4 4

的春天都看不到时，怎能不对他产生同情呢？

课后拓展

准确读出下面的“十天干”和“十二地支”，要注意读准字音。2016 年用干支纪年

法应该是什么年？ 

在中国古代的历法中，“十天干”和“十二地支”，两者按固定的顺序互相配合，组

成了干支纪年法。

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十二地支（生肖）：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

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经典赠言

对人类而言，语言是治疗苦恼的医师…… 

                                              ——米兰德 

语言是历史的档案……语言是诗歌的化石。

     ——爱默生

一切学问没有速成的，尤其是语言。

                                                  ——傅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