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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的普通話教育的歷程概括起來是：實事求是，積極推

廣。也就是說需要有一個過程，不能不做，又不能不按實際急進。 
 

一、 廣東省的語言概貌 
 

廣東省是我國漢語方言最為複雜的省份之一，全省主要
流行漢語方言，分為粵方言、閩方言和客家方言。粵方言使
用人數約 4000萬；閩方言的使用人數約 1300萬；客家方言
的使用人數約 1200萬，三種方言之間不能交流，每種方言裏
還有大大小小的次方言，一些次方言彼此也無法溝通。這種
狀況，極大地妨礙了廣東人民的社會交往和社會進步。這一
方面說明了廣東的普通話教育比起其他地方更顯得重要；另
一方面也說明了廣東省向來是國家普通話教育的重點和難點
地區的原因，推普工作客觀上比起其他地區會有更大的困難。 
 

二、 推廣普通話的認識基礎 
 

要了解廣東省通話教育的情況，必須有一個認識的基
礎，那就是：普通話和語文教育的關係很密切。 

 
普通話是漢民族的共同語，學習普通話，不但是掌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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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通用的口語，對廣東人來說，更重要的是學習運用在語音、
詞匯和語法三方面都有規範的祖國的語言，包括口語和書面
語。 

  
我國的語文教育是同普通話有聯系的。語文教育的重要

任務就是要指導學生正確理解和運用規範的民族共同語，教
科書所選用的現代白話範文都是用規範的語言寫成的。所
以，普通話教育是語文教育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基礎教育的
一個組成部分。特別是在廣東這種方言區，教師的普通話水
平會直接影響到語文教學的質量，普通話教育應是廣東語文
改革的一項必要工作。 
 

三、 廣東省政府推普的行政措施 
 

我們國家把推廣普通話寫進了憲法裏。2000年 10月審議
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規定凡以普通
話作為工作語言的崗位，其工作人員應當具備說普通話的能
力。在廣東這麼一個方言複雜的地區，如果沒有政府的作用，
普通話教育是很難推開的。 
 
廣東省普通話教育的高潮是隨國務院 1956年《關於推廣

普通話的指示》開始的，當年 7月，廣東省教育廳發出通知，
第一次把普通話教學列入廣東中小學教育工作的內容。至今
艱苦推普近 50年，特別是 90年代以後，有了很大的進步，
徹底改變了廣東「只講方言，不聞國語」的語言生活狀況。
政府的行政措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 機構和建立制度。省、市教育行政部門建立語言文字工
作機構，省長、市長擔任推普組織的領導。各級行政官
員公務場合說普通話，普通話要成為工作語言。學校成
立普通話領導小組，把學校普通話列入「廣東省中小學
等級評估管理」項目；把普及普通話列入校長職責範圍
和義務教育質量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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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語言學界的專家學者廣泛開展方言調查，調查了一百多
個縣市，編寫了針對各方言特點的學習普通話指導書，
如《廣州人學習普通話手冊》、《客家人怎樣學習普通
話》、《潮州人怎樣學習普通話》等。 

 
3. 提出政府機關說普通話「起帶頭」作用，新聞行業「起
示範作用」，服務行業「起推動作用」，教育部門全面抓
基礎，學校實現兩個階段的目標：第一階段的目標是堅
持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並把教學語言使用普通話列
入《廣東省中小學等級評估管理》項目。第二階段的目
標是普通話成為校園語言。 

 
4. 廣播、電視等宣傳媒體逐步使用普通話作為宣傳語言，
增加普通話節目，增加普通話的電台頻道和電視頻道。
方言節目用普通話配音向觀眾或聽眾再次播送，盡可能
創造學習普通話的語言環境。 

 
5. 舉辦各種活動，擴大普通話教育的宣傳。如上街宣傳、
召開現場會、建立考核制度。省電視台舉辦普通話專題
欄目，介紹漢語拼音知識等。 
 

6. 努力創造條件，在全省教育系統和公務員系統中開展普
通話水平測試。 
 
按照國家政策和廣東現階段的實際情況，省政府有

關部門制定了具體的普通話水平測試的辦法。廣東省教
育系統的測試對象是 1954年 1月 1日以後出生的教師和
相關專業的畢業生。除廣州市、深圳市和珠海市外，廣
東其餘地區的教師，按不同的年齡、不同的工作職責，
分別作出相應的等級要求。例如，普通話教師不低於二
級甲等；1974年 1月 1日以後出生的語文教師不低於二
級乙等；一般教師不低於三級甲等。另外，普通話水平
測試的鋪開辦法是，先城市後農村；先師範後一般學校；
先年輕後年長；先文科後理工科。從 2002年起，由政府
撥款進行普通話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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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廣東省中小學普通話教育的做法 
 

廣東省中小學的普通話教育經過了一段歷程。從認識上
說，普通話教育的基礎在教育，學校必須是學習普通話的主
力軍。所以，必須要切實依據廣東的情況，制定出普通話教
育的政策和措施。 
 
1. 師資培訓。廣東在開始推普時，普通話教師奇缺。除了
選送優秀教師到北京接受培訓外，省裏舉辦省、地、縣
三級各種類型的培訓班。從 1956年到 1960 年，培訓普
通話師資就有一萬多人次。幾十年後的今天，還是不斷
地舉辦普通話師資班，普通話水平測試員培訓班等，在
省城辦，到各地辦，使全省有了一代接一代的教學骨幹。 

 
2. 把普通話教學列入中小學課程的教學內容。 
 
（1） 漢語拼音教學與研究。 

在要求用普通話進行語文教學後，漢語拼音作為
工具，對廣東語文教學的作用更為有意義。廣東
的孩子學習拼音，要比北方地區的時間長一些，
集中在一年級上學期學完。通過拼音，把學習漢
字、學習閱讀和寫作同學習普通話結合起來，提
前閱讀和寫作，提高民族共同語的口頭表達和書
面表達的規範程度，有利於克服方言因素在語言
表達中的影響。 

 
（2） 教材的編寫與教學實踐。 

廣東省教育廳從 90年代初開始編寫中小學（沿海
地區）課本。根據教學重點和南方方言區的語言
特點、教學難點、拼音教學安排 7 – 8周時間，比
其他教材多用 3 – 4周。加強漢語拼音整體認讀音
節的教學；增加拼音的針對性訓練和拼音的綜合
性運用的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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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教材把生字生教學結合拼音教學一起進行，
以避免由於延長了拼音教學時間導致教學上的枯
燥，同時也為後面的識字教學和課文學習打下基
礎。選擇的 32個字，都是構字功能較強的偏旁部
首用字，或是常用的獨體字等，主要由漢語拼音
教學自然帶出，一舉兩得。 

 
（3） 普通話聽說訓練。 

1983年開始，廣東要求全省小學開設普通話說話
課，並編寫了適合廣東兒童特點的《說話》訓練
課本，內容全部注音，每課均有說話提示和要求，
說話類型多種多樣，適合不同年紀學生的不同要
求，教學時間為每周 1 課時。廣東編的語文（沿
海地區）初中課本每冊都有聽、說能力的專章內
容。 

 
（4） 課堂裏使用普通話教學。 

廣東使用普通話教學經過了幾十年的艱苦努力。
雖然在 80年代後期，大城市裏還有用方言講實驗
公開課的現象，但在 90年代以後，各個學校加強
了用普通話教學的要求。開始，教師在課堂範圍
裏說，比如語文課，生字詞、朗讀要用普通話，
解釋可用方言，逐步過渡到課堂上全部用普通話
教學。目前全省高等院校、縣城以上的中小學校
已基本達到普及普通話的第一階段的目標（教學
活動和集體活動使用普通話）。 

 
3. 分類型分地區制定不同的目標。廣東就方言區而言，廣
東普通話教育的重點在粵語區；就城鄉而言，城市是重
點；就學校而言，小學和師範院校是重點。 

 
4. 開展各種推普的課外活動。除了課堂練習外，各類學校
充分利用廣播、板報、競賽、晚會等形式，在校園建立
一個良好的普通話環境。還有普通話的朗誦、演講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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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活動為學生說普通話提供了機會。 
 

廣東經過了 40多年的努力，學校的普通話教育可以說是
比較普及了。既然是比較普及，當然還有很多事情要繼續做。
突出的問題是教師的普通話水平普遍還不高，離國家的要求
有相當的距離，要加強培訓，普通話成為校園語言的目標遲
遲不能實現；農村的中小學校普及普通話的進展慢等等。因
此，廣東的普通話教育仍然要努力，這是一個長遠的工作。
應該要把方言區的普通話教育理論和實踐的研究做起來，切
切實實找出各方言區普通話教育的特點、規律，才能實事求
是，使工作作得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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