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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普通話教學證書課程的教學實踐  

 
遇  靜  

 
    1997/1998 學年起，全港培訓兩千多名普通話教師的計劃
開始實施。香港浸會大學承辦教育署的小學普通話教學證書
課程，本人有幸任教。我在教學實踐中深切地感受到教授這
個課程有別於教授一般的普通話課程。教學中不僅要提高學
員的普通話水平，還要使學員在未來教學中能夠承擔起普通
話科的教學任務。因此，本人認為這個課程要培養學員兩方
面的能力，即掌握和運用普通話的能力和教授普通話的能
力。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課程中教師要不斷提高自己的基本
素質，採用行之有效的教學方式。我的體會是： 
 
一、教師要成為標準普通話的示範者  
 
    普通話教學是實踐性很強的語言訓練課，教師的口語示
範作用非常重要。我們參與培訓普通話師資，教師自身的普
通話更要標準。教師的普通話純正，學員在整個教學過程當
中就是對標準的普通話語感的真實感受。如果在發音和正音
訓練中，教師的語音不標準、不規範，對學員的語音訓練就
不能到位，例如學員某一個語音錯誤常常被訓練成語音缺
陷，像舌尖後音 (即翹舌音 zh、ch、sh)的訓練，只是把學
員的發音部位糾正到舌尖與上齒齦構成阻礙，就以為到位
了。這常常同教師自身的聲母舌尖後音的發音部位不準確有
關。 
 
    因此，無論以粵方言為母語的教師，還是以漢語北方話
為母語的教師，都要不斷提高自己的普通話水平。儘管本人
從小說普通話，在普通話水平測試中取得了一級甲等的好成
績，但還是發現自己仍然有需要提高和充實的地方。大家知
道，北京話也是一種方言，有方言土語的成分，一些字音也
不符合普通話的規範。例如，北京人把「連著」的「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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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第一聲 (陰平調 )，把「教室」的「室」讀成第三聲，把
「暫時」的「暫」的聲母讀成舌尖後音(即翹舌音)等。只有
經過認真學習，糾正了這些不規範、不標準的讀音，才能使
自己的語音達到純正。我認為，只有我們這些教師成為標準
普通話的示範者，才能使學員感受到、學習到標準的普通
話，同時為學員今後的普通話教學確立明確的標準，奠定良
好的基礎。 
 
二、  不僅要使學員在語言訓練的實踐中學習普通話，

還要使學員從理性上掌握普通話的基本要領  
 
    學習語言，模仿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們培訓的學員都
是成年人，都有相當的文化水平，具有相當的理解力。我們
單純採用模仿的方式教學是很不夠的，要使學員知其然，更
要知其所以然。例如在普通話語音訓練中不僅要帶讀，讓學
生模仿，而且要用語音學的原理指導發音訓練。像在聲母訓
練中就要強調發音部位、發音方法；在韻母訓練中要強調元
音的舌位高低前後、唇形的圓展；在聲調訓練中明確調形、
調值等。那種「高級班」學完了還不知道舌尖後音(翹舌音)
聲母的發音部位的現象，不能再出現了。又如，對輕聲的發
音訓練，有的教師讓學員發得「輕」，學員減弱「音強」
後，自然很難把握。實驗語音學早已證明：「輕聲」是發音
「短」而聽感上「輕」，並非表現在發音「輕」上。我的體
會是，開始訓練可以採用誇張的辦法，先讓學生把輕聲的前
一個音節拖長，使後面一個輕聲音節留下很短暫的時間，迫
使輕聲音節讀短，結果很成功。 
 

    我們這種以語言學為理論依據的理性分析，可以幫助學
員進行科學的語言訓練。例如，聲調從物理聲學上分析主要
是音高現象，而學員如何從發音器官上體會呢？講粵方言的
人學普通話的去聲比較困難，有的教師在教學中讓學生「用
力！」，這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還可能造成詞的輕重音格
式和詞的聲調模式發生失誤。又如，上聲變調是大家熟知
的，是否因上聲在語流當中會變調，就因此可以不必教學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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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呢？我們認為，在教學中必須讓學生掌握上聲的原調，不
僅因為粵方言沒有曲折調，而且在普通話語流中上聲的原調
出現在被強調的重讀音節中，不掌握上聲的原調就會在說普
通話中出現明顯的「語音缺陷」。這也是一些考生在普通話
水平測試的第一項、第二項中上聲因「語音缺陷」失分的原
因。 
 
    另外，教師糾正學員的發音錯誤，要從語音學原理出
發。我常對學員說的話是：「錯要知道是怎麼錯的」。我在
教學中與全班學員一起對每位學員的發音發表意見，凡是發
現問題，老師、學員一起參與糾正。這種教學方式，使學員
不僅能糾正自己的語音，同時逐步達到舉一反三，成為「語
音醫生」，在他們今後的教學中能夠「診斷」他們學生的發
音錯誤，訓練出他們一雙敏銳的耳朵，使他們學會糾正語音
問題的基本方法。這實際已經是為學員現場演示實實在在的
普通話教學方法，在這種潛移默化、耳濡目染當中讓學員直
接受益。當我們在後面教授普通話教學法時，就可以比較容
易整理歸納在前面教學中的感性認識，從理論上加以分析提
高。 
 
三、  教師應該在普通話和粵方言兩方面豐富語感，積

累語言事實，對教學大有裨益  
 
    在香港教普通話，我們通常是要進行普通話和粵方言兩
者的對比，找出兩者的異同，例如語音系統的比較，詞匯、
語法的對比等。實際教學中特別是對初學普通話的學生，教
師要用普通話、粵方言中豐富多彩的語言事實充實我們的教
學。 
 
    像普通話水平測試的「說話」測試項評分裏有三個方
面，其中一個方面叫「語音面貌」。香港應試人常常不明白
這裡的「面貌」是什麼意思。如果有普通話語感是不難理解
的。當然，我們也可以翻開《現代漢語詞典》查一查，原來
是「比喻事物所呈現的景象、狀態」，舉例是「社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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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精神面貌」。通俗地說，「語音面貌」是指說話中
語音總體的情況。 
 

    當然，我們不可能要求教師在普通話和粵方言兩方面的
語感都很強，這是很難做到的，但我們必須對自己提出這樣
要求，不斷豐富自己的語感。母語為粵方言的教師，常常對
普通話缺乏語感，出現不知如何表達的情形，這對指導訓練
學生提高普通話水平很不利。母語為北方話的教師，常常對
粵方言(香港話)缺乏語感，特別是深入理解粵方言一些細緻
入微的表達方式不夠，對兩者的語言事實僅僅限於粗線條的
系統性對比。教師如果能夠對普通話和粵方言的語言事實運
用自如、得心應手，就可以為普通話教學提供靈活便利的條
件。 
 
四、 要採用靈活多樣的教學形式，提高學員學習普通

話的興趣 
 
    對小孩子的教學要避免呆板沉悶，同樣，教成人學普通
話也需要活躍氣氛，把學習普通話變成一種有興趣的事情，
讓學員容易學、願意學。 
 
    例如，我在每堂課開始的導語，採用貼近大家生活的
「熱門話題」、「新聞時事」做引子，可以引起大家的興
趣，輕鬆開始，這時教師成為課堂的中心，聚合大家的精
神。當然其中一個好處是：可以把學員從粵方言的汪洋大海
盡快「拉入」普通話的情景之中，增加學員普通話聽力訓練
的機會。選擇話題不是隨心所欲的，要與本課程有關，像對
前面所學的內容要在聽力上起到複習熟練的作用，同時要帶
出本堂教學的重點。其中對豐富學員的普通話詞匯，也十分
必要。我跟其他老師一樣，在教學中注意採用最通俗易懂的
順口溜或一個短句，把語音教學重點集中體現出來，加強學
員的記憶。例如教舌面前音 j、q、x 就用「積極學習不缺
勤」；教舌尖中音 d、t、n、l 就用「弟弟說你特別快
樂」；教舌尖後音 zh、ch、sh、r 就用「知道獅子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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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等等。比只是採用語音成分練習，或只是採用孤立的詞
語進行教學，多了一種記憶訓練的方式。另外，我有一個體
會，教學中採用「繞口令」的形式訓練普通話語音要慎重，
特別是對初學者訓練要經過選擇後再使用。 
 
五、 加強詞匯教學是使學員的普通話較快達到初級、

中級程度的關鍵 
 
    詞匯是構成語言的材料。詞匯貧乏當然語言水平就不
高，不能自如表達。我體會到要在教學中定時定量進行詞匯
的教學，讓學員在詞匯量上有所突破。目前，有的學員已經
學過所謂的普通話中級班，甚至是高級班，但是普通話的水
平並沒有達到一定的程度，這與教學中詞匯訓練不夠有關。 

    我們學習普通話是學習漢語標準語。其中普通話詞匯的
學習不同於外語的詞匯學習。在 1994年公布的《普通話水
平測試大綱》「普通話(口語和書面語)常用詞語」(表一)共
收錄了 8,454 條詞語。在這些詞語範圍內產生的「普通話和
方言常用詞語對照表」，其中所列出的廣州話與普通話在說
法上明顯不同的詞語只有約 1,050 條。我們教學普通話詞匯
就要根據情況分類教學，突出重點。首先在教學中要注意普
通話與方言常用，特別是口語常用的，在說法上完全不同的
詞語的教學。但這一部分並不一定是詞匯學習的難點。難點
在於普通話與方言在意義上用法上有細微差別的詞語，或者
普通話與方言共有的，但用法或意義上有差別的詞語的教
學。例如：化學、口氣、講大話等。從上面普通話與廣州話
(粵方言的代表 )詞語的對比可以看出，學習普通話詞語，大
量的是要解決詞語的語音問題。 
 
    換一個角度說，普通話語音教學最終也要落實到詞語和
語句當中。普通話語音教學不僅僅通過學習普通話的語音成
分掌握語音系統，這只完成了發音的訓練。把語音學習落實
到詞語、語句，我們稱為正音訓練。這種訓練實際是一種記
憶的訓練，要通過較長時間的學習積累才能完成。 
 



談普通話教學證書課程的教學實踐  

 160

    我經過這幾年的教學實踐，更深地體會到這門課程中教
師的重要作用。我們應該在教學中積累更多的經驗體會，促
進香港普通話教學有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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