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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观约取，求索创新。

人类传播方式的每一次飞跃，都与社会发展、技术进步以及人们对信息的渴求密

切相关。大众传媒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并随着其发展，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工作以及

娱乐。所以，作为传媒业从教与研究者的我们更应在这诸多变化当中，剥离纷繁的物

质表象，准确把握行业深层次的变与不变，并将我们的研究所得作用于人才培养的全

过程，以有效推动传媒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传播媒介多样化的背景下，综合分析传媒行业的变

与不变，我们就会发现，变化的是传播方式、技术手段、运作模式与播出内容；而不

变的则是我们必须遵循的传播法则，即传播的使命、传播的价值观、信息的真实性以

及内容的服务性与有效性等。这所有的不变聚合起来，便构成了大众传媒的基因。因

此，我们的高校传媒教育，也理应在这个大前提下，有效结合行业变与不变的现实情

况，从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设计以及教学内容安排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与

探究，该坚守的坚守，该调整的调整，该变革的也理应顺势变革。

然而，相关法则究竟应该如何坚守？教学内容到底要怎样变革？这不能只是个命

题，更应该落实于白纸黑字的有效践行上。于是，本着这种放眼世界、博采众长、精

益求精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一批懂业务、宽视野、善思考、厚积淀，并且有着传媒使

命感的教师聚集了起来，携手清华大学出版社共同开发、出版了这套《当代传媒系列

丛书》，目的就是为了在高速发展的社会里，用符合时代特点、反映行业规律、贴合

教学需要的内容，为读者呈现出当代传媒五彩斑斓的大千世界。同时，为了保证教材

的质量，我们在编写时也遵循了以下原则：

第一，抵近教学一线。

第二，反映时代需求。

第三，紧扣行业脉搏。

第四，科学安排内容。

丛书序 SERIES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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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注重读者体验。

在这些原则框架的基础上，我们力求丛书能符合教师教学、学生学习与传媒爱

好者自学的需要，也期待着广大读者在阅读、使用过程中能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和建

议，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

《当代传媒系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多位业界专家的悉心指点，也得到了国内

众多院校的大力协助以及诸多媒体同仁的鼎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让我们心系传媒，立足课堂；积聚力量，行在路上！

  田 园 曲

  2014年6月



艺术，给人带来美的享受与愉悦。报考艺术类专业，也就选择了与美同行，与善

为邻。

当前，开办艺术类专业的院校越来越多，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则因其艺术训练的

综合性、就业舞台的广阔性、语言表达与沟通交流技巧的实用性，成为艺术类中的热

门专业。

《播音与主持艺术高考进阶实用教程》旨在为广大考生分享一条便捷、有效的艺

考成功路径。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即专业综述、能力养成、分项指导与强化冲刺。每

个部分既独立成篇又相互联系，便于考生根据自身的学习进度与水平进行全程系统训

练或单项考前冲刺。

就具体内容而言，书中基本涵盖了各大院校的考试类型与典型题型，每个部分都

进行了具体的讲解与示例分析，可为考生提供清晰的解题思路和训练方法，并精选了

部分练习以巩固训练效果。为增强实用性，在指定稿件播读和自备稿件朗诵部分，也

邀请了部分一线教师、播音员、主持人进行录音范读，以期通过他们艺术的表达、生

动的示范，为考生呈现更为直观的听觉参照与训练标准。 

总的来说，艺术造诣的提升是一个向上攀登、永不封顶的修行过程，还望考生以

虔诚之心，发美妙、向善之音。在日复一日的磨炼与思考过程中，提高专业能力与艺

术修养。 

就让我们将这本教程看作一叶扁舟，携手踏上播音与主持的艺术之旅吧！在不断

追寻梦想、执着前行的过程中，沿途的美丽风景，将会为您一一呈现。

田 园 曲

2016年10月于长沙

前言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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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专业综述

一、播音专业的历史沿革 

从世界范围来看，播音与主持艺术在众多专业中属于新兴专业。

1940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座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

音，从这天起中国的播音事业开启了一段辉煌的历程。一代又一代的播音员、主持人

以自己的亲身实践、思考总结，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与科学的创作方法，并

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播音主持作品。人民广播的播音员由最初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

几个人，发展到现在全国的万人大军。

随着创作实践的不断发展与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播音理论也由最初陕北台的

“十天工作总结”，建成了科学、系统的“中国播音学”。播音作为一门学科，其独

立性已然充分显现，并逐步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承认。 

为了适应广播电视的发展对专门人才的需要，1954年我国建立了第一所培养广播

专门人才的学校——北京广播学院，并于1963年正式招收播音专业学生，当时的学制

为三年，从这一年起，我国便有了培养播音主持人才的正规院校。

近年来，随着广播电视教育事业的成熟，以及一线对高素质、高学历从业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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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科层次也随之提高，已由起步阶段的专科层次拓展到现在的

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多层次协同发展的阶段。 

二、办学规模及专业方向设置 

作为一个新兴专业，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发展的速度无疑是迅猛的。中国传媒

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世界华语传媒语言及语言传播人才培养战略研究》

(BBU211-14)之《我国当前播音主持专业教育现状及专业人才综合素质》的研究成果指

出，我国目前大概有150多所院校办起了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或专业方向，不计入成人

教育和远程教育，每年本、专科的招生规模在1万人左右。按这样的办学规模，目前我

国播音与主持专业在校生的总规模在2万人以上。 

具体来看，虽然开设该专业的院校在专业设置上大体相同，但其培养方向和重点

却是不尽相同的。 

目前国内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开设的方向大致有以下4个。 

1. 播音与主持艺术(本科，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为各级各类媒体及相关部门培养掌握扎实理论知识并具备较高

专业技能，集“采、编、播”为一体的人才。培养的学生能够担当各类节目的新闻播

音、节目主持、电视配音，担任相关专业的高校教师，能在企事业单位和影视文化公

司、电影制片厂等从事电教、宣传、公关、广告等传播工作的高级艺术人才。 

主要课程：普通话语音与播音发声、主持人语言艺术、主持人思维训练、文艺作

品演播、播音语言表达、主持人学、电视节目配音、广播电视概论、新闻采访、新闻

写作、新闻评论、摄像基础、采编播基础、出镜记者与现场报道、电视节目编导、公

共关系学、市场营销、栏目策划、非线性编辑、化妆与形象设计、非节目主持艺术、

实用口才艺术、心理学、形体、表演、声乐、礼仪等。 

2. 播音与主持艺术(双语播音主持方向，本科，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中、英双语播音基础理论知识与技能，能独立承担各

类节目的播音、主持和配音任务，掌握各类节目的采编、制作和主持技巧，具有较高

的英语听、说、读、写、译基本技能，并掌握播音员主持人应有的中、英文语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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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高级艺术人才。 

主要课程：普通话语音与播音发声、主持人语言艺术、主持人思维训练、文艺作

品演播、播音语言表达、主持人学、电视节目配音、广播电视概论、新闻采访、新闻

写作、新闻评论、摄像基础、采编播基础、出镜记者与现场报道、电视节目编导、公

共关系学、市场营销、栏目策划、非线性编辑、化妆与形象设计、非节目主持艺术、

实用口才艺术、心理学、形体、表演、声乐、礼仪、英语主持艺术、英语视听说、英

语语音与发音理论、英美文学、旅游英语、中外新闻理论与业务、英文报刊阅读、西

方文化等。 

3. 播音与主持艺术(出镜记者方向，本科，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为各级各类媒体及相关部门培养掌握扎实理论知识并具备较高

专业技能，集“采、编、播”为一体，能够胜任播音主持、出镜记者、编辑策划、栏

目编导等媒体岗位的高级艺术人才。 

主要课程：普通话语音与播音发声、主持人语言艺术、主持人思维训练、文艺

作品演播、播音语言表达、主持人学、电视节目配音、非节目主持艺术、广播电视概

论、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评论、摄像基础、采编播基础、出镜记者与现场报

道、电视节目编导、电视节目制作、电视节目导播、公共关系学、市场营销、栏目策

划、非线性编辑、大众传播学、外国文学、现当代文学、当代世界传媒前沿、解说词

写作、平面设计、报刊编辑、广告策划、化妆与形象设计、实用口才艺术、心理学、

形体、表演、声乐、礼仪等。 

4. 播音与主持艺术(礼仪文化方向，本科，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主要培养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与新闻传播事

业发展需要，具备艺术学、中国语言文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知识结构

与应用能力；具有良好职业素养，基础实、素质高、能力强、重个性，能在传媒及相

关领域从事各类节目主持、形象代言与宣传、对外联络与接待、活动策划与组织、部

门协调与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除公共基础课外，主要课程有：普通话与播音发声、播音语言表达、主持人学、

中外礼仪基础、公共关系学、组织行为学、公关语言艺术、交际英语、播音与主持业

务、市场营销学、危机管理、公关心理学、公共关系实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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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南北方专业院校 

相对来说，受地域文化差异、节目收视习惯、媒体风格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南、

北方院校在人才培养的风格上有些许差异。这种差异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各院校的

专业教学在常年与当地节目生产一线的交流互动中逐渐形成的。 

根据笔者常年在教学与实践中的研究，并结合历年全国各省市不同级别、类型的

相关比赛结果进行对照分析，发现北方院校培养的学生相对更为正统，学生整体的稿

件播报能力也相对突出一些；而南方院校培养的学生，相对来说变化性更突出，更具

娱乐感与生活化的特质。 

当然，这里谈的都只是相对而言，既不绝对，也不以偏概全。毕竟，人才培养路

径有差异是件好事，这样对不同人才的培养才会更有侧重。随着各院校教学水平和综

合实力的不断提高、专业意识的进一步加强，不少院校也在教学方式、手段上加大了

改革调整力度，在尽量保持自身优势的同时，弥补短板，人才培养的综合竞争力在逐

年加强。 



播音主持专业的考试科目，除才艺展示外，几乎都是以普通话有声表达的形式

来进行的。所以考生自决定报考之日起，就应将普通话语音的准确、清晰和声音的通

畅、圆润、响亮作为训练目标，在日常学习中勤加锻炼，精益求精，直至达标。 

第一节  普通话基础知识

汉语普通话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得最多的语言，也是国家规定推广使用的通用

语言。播音员主持人这个职业，在熟练掌握和运用普通话的同时也肩负着推广普通话

的责任。所以考生必须重视普通话语音音准的训练，在备考过程中，逐渐纠正方言语

音，调整发音习惯，培养语言感觉。

就普通话语音部分的考试题型而言，有些院校会以字词朗读的方式来考查，有些

院校会结合文章朗读的方式进行考查，还有些院校则是就考生整体的语言面貌进行综

合考查。无论哪种考查方式，考生都应坚定信心、勤加训练、逐步提高。 

在正式训练之前，我们先来了解普通话的基本知识，并将其运用到实际学习与训

练过程中以指导发音。

第二章

能力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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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通话基础知识 

1. 普通话

汉语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

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为了便于部分播音主持省联考(统考)中有理论笔试的省份考生理解概念，我们对

这个定义再进行一定的阐释。

(1)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有着悠久的建城史和建都史。明清时期的都城就设在北京，

而明清时期使用的通用语——“官话”，随着当时的政治影响以及明清时期的文学作

品在当时的社会广为传播。而到了民国时期，“五四”运动的开展也将当时的通用语

“国语”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传递开来。在这段时期内，“国语”传播的速度和广度

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也为日后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作为首都，继续承担着中国政治、文化、教育以及国际交

流中心的重责，北京话的影响日益显著，地位也日益提高，加之其频繁流动的人口，

使得北京话和各地的方言有了更多沟通与交流的机会，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北京话

吸收了众多地方语言的语音特长，逐步成为大多数人认可和使用的代表语言。时至今

日，我国台湾地区所使用的语言还是沿用的民国时期的通用语言“国语”。所以无论

是明清时期的“官话”，还是民国时期的“国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都是历

史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针对北京语音系统当中的声、韵、

调、语流音变和声韵拼合关系而言的，这其中并不包括北京话中的土音、土语成分，

因此北京话并不等于普通话。如：北京话中将“暂时”的“暂”读成上声zǎn，而普通

话中“暂”是读成去声zàn的；又如“在这”当中的“在”，北京话读成上声zǎi，而

普通话则读成去声zài……这些区别都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需要仔细辨别的。

(2) 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我国最早使用的通用语——“雅言”，流行于黄河流域，而“雅言”的形成正是

建立在北方地区语言体系之上的。古代中国的大多数都城都选址在广大的北方区域，

如北京、西安、开封、洛阳等，这些都城也都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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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另外，元、明、清时期的大量文学作品也都创作于北方方言的基础之上，这也使

得北方方言在更为广泛的区域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指的是北方话中具有广泛性、典型性

的普遍词汇，而不具备普遍意义或者地方色彩过于浓重的词汇是没有收录到普通话体

系当中的。例如：北方方言说的“挤兑”“倍儿棒”在普通话词汇中则应说为“排

挤”“特别好”等。

另外，也有一些具有典型性的方言词、音译词或外来词在普遍流通的基础上

逐渐加入普通话的体系当中，使普通话的词汇变得更为丰富多彩，如“沙发”“纽

约”“卡片”“拷贝”“T恤衫”等。

(3) 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典范”是针对“非典范”，即不具备典型性、普遍性的语言类型而言的。

“现代”则排除了“五四”运动之前的早期白话文。

“白话文”是针对“文言文”而言的。“白话”是在唐宋以来口语的基础上形

成的，起初用于通俗文学作品，如唐代的变文，宋元明清时候的小说、话本等。1887

年，《申报》副刊的出现是近代最早的白话报纸。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

了《文字改良刍议》，开始倡导使用“活文字”，随后鲁迅、李大钊、周作人等纷纷

使用于文学作品当中。白话文在使用的过程中，广泛吸收了西方的词汇资源、语法结

构，并在语言、文学、思想等多个方面进行渗透融合。

“著作”指的是书面形式的语言类型，它不等同于口语语言，而是对口语的一种

提炼再加工的语言类型。

2. 音节

一个汉字就是一个音节，音节是语音的基本构成单位，也是最容易辨别的语音单

位。如：“人们”是两个汉字，就是两个音节；“花团锦簇”是四个汉字，就是四个

音节。音节是由音素构成的。

3. 音素

音素是最小的语音单位，是从音节中分析出来的。语音结构，分析到音素时就不

能再分了，所以它自然就成为最小的。

例如：“绿”可以分析出l和ü；“红”可以分析出h、o、nɡ。当然，这种分析必

须具备一定的语音知识才能做到。不过，如若我们把声音拖长，用夸张的感觉来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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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也还是完全能体会到的。

普通话的音素又可以分为辅音和元音两大类。

(1) 辅音：发音时，不一定颤动声带(有的颤动声带，如m、n、l、r；有的不颤动

声带，如s、sh、x)，声音不响亮，气流在口腔内会受到不同部位、不同方式的阻碍。

如：b、d、ɡ、c、ch、q、f。 

(2) 元音：发音时，声带颤动，声音响亮、通畅、圆润，气流在口腔内不受明显阻

碍。如：ɑ、o、e、i、u、ü。 

4. 咬字器官

人的咬字器官有上唇、下唇、上齿、下齿、上齿龈、硬腭、软腭、舌尖、舌面和

舌根。(如图2-1所示) 

上
唇

下
唇

上
齿

下
齿

舌
尖

咽
腔舌

根

舌 面

齿龈

食道

声带

气管

硬

口

腭

腔

软腭
小
舌

鼻  腔

图2-1 咬字器官图 

二、学习普通话的方法

普通话语音的学习包括发音和正音两大部分。

(1) 发音指的是用拼音拼写出的字、词，我们能准确地念出。发音的准确是语音学

习最基本的要求。而现实情况是，很多考生对发音的训练，只停留在机械的发音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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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上，长期坚持训练，语音面貌的进步却不大。这样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对发音的认识有偏差而造成的。发音准确，除了与发音器官

的灵活度和控制力有关外，还与耳朵听音、辨音的能力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我们

训练普通话不仅要关注发音器官，更要关注耳朵的听音、辨音能力。熟悉声乐训练过

程的朋友一定听过这样的说法，即“听得准才能唱得准”，而这种说法借用到普通话

语音的训练过程中也是同样成立的，即“听得准才能说得准”。因此，我们对普通话

的学习，首先要从提高耳朵对语音的分辨能力开始，同时结合发音器官的训练，以达

到“心中有标准、耳中有音准、嘴上能说准”的要求。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反复练习、

巩固，直到完全熟练掌握。

(2) 正音是指掌握汉字、词语的普通话标准读音，纠正受方言影响而产生的偏离普

通话的语音习惯，这属于一种记忆能力的训练。其实，方言语音同普通话语音的差异

并不是毫无规律的，当我们通过学习与听辨了解了它们之间的对应规律后，就不必一

个字一个字地死记，而可以一批一批地去记了。然后再在正音的基础上，通过大量朗

读、会话的练习，逐步将标准普通话读音运用到实际的口语传播过程中来。

总而言之，普通话的学习，应该是一个由听到说再到记的过程。各位考生应从现

在开始，慢慢在学习的过程中提高听音辨音能力、强化发音控制能力，找到普通话和

方言的对应关系并加强相关字词的记忆，坚持不懈，才能够练就标准、动听、优雅、

自信的普通话。

第二节  声母——字音准确的基础

一、相关概念 

1. 声母的定义 

声母是指音节开头的辅音(不包括nɡ)。

汉语普通话中共有21个辅音声母，分别是b、p、m、f、d、t、n、l、ɡ、k、h、

j、q、x、zh、ch、sh、r、z、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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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部分没有声母的音节叫作“零声母”音节。例如：“安全”的“安”，拼音

写作“ɑn”，这就是零声母音节。 

需要注意的是，声母是由辅音充当的，但并不是所有的辅音都是声母。辅音共有

22个，除了21个辅音声母外，余下的辅音nɡ只能充当韵母的韵尾部分。 

2. 声母的分类 

(1) 按照发音部位分类 

通过对咬字器官各部位在发音时协同配合的部位进行分析，我们将辅音声母按照

发音部位划分为7类(如图2-2所示)，即：

双唇音：b、p、m； 

唇齿音：f； 

舌尖前音：z、c、s； 

舌尖中音：d、t、n、l； 

舌尖后音：zh、ch、sh、r； 

舌面音：j、q、x； 

舌根音：ɡ、k、h。

b
p
m

z
c
s

zh
ch
sh
r

j
q
x

d
t
n
l

f

ɡ

h

k

图2-2 辅音声母发音部位图 

(2) 按照发音方法分类 

发音方法是指辅音发音时，气流克服阻碍的方式。普通话中21个辅音声母的发音

方法可分为5种，分别是：塞音、擦音、塞擦音、鼻音和边音。 

塞音：成阻部位完全闭塞。软腭上升，关闭鼻腔通路。气流通过口腔时冲破阻

碍，爆破成音。塞音共有6个：b、p、d、t、ɡ、k。 

擦音：成阻部位接近，留下狭窄缝隙。软腭上升，关闭鼻腔通路。气流经成阻部

位的窄缝挤出，摩擦成音。擦音共有6个：f、h、x、s、s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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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擦音：成阻部位完全闭塞。软腭上升，关闭鼻腔通路。气流经过成阻部位时，

先突破阻碍，形成一条狭窄缝隙，接着气流从窄缝中挤出，摩擦成音。塞擦音的发音

要分两步，即：先爆破，后摩擦，二者须紧密结合。塞擦音共有6个：j、q、zh、ch、

z、c。 

鼻音：成阻部位完全闭塞。软腭下降，鼻腔通路打开。气流直接从鼻腔流出。鼻

音有2个：m、n。 

边音：成阻部位接触，舌翼两侧留有空隙。软腭上升，关闭鼻腔通路。气流从舌

翼两边流出。边音只有1个：l。 

(3) 按照送气与否划分 

送气音，即发音时呼出气流相对较强，包括：p、t、k、c、ch、q。 

不送气音，并不是不出气，而是发音时呼出的气流相对较弱，包括：b、d、ɡ、

j、z、zh。 

需要提醒的是，所谓送气与不送气是相对而言的。除了所列举的这两类音外，其

他音的送气量均衡。 

(4) 按照清浊与否划分 

清音与浊音是针对辅音声母发音时声带是否颤动而言的。 

清音，气流呼出时，声带不颤动，发出声音不响亮，包括：b、p、f、d、t、ɡ、

k、h、j、q、x、zh、ch、sh、z、c、s。 

浊音，气流呼出时，声带颤动，发出声音比较响亮，包括：m、n、l、r。 

3. 声母的发音过程 

声母的发音过程是指声母发音时，发音器官形成阻碍，气流到达口腔后克服阻碍

并完成发音的过程，包括成阻、持阻和除阻3个阶段。 

成阻：发音器官对呼出气流形成阻碍的阶段。 

持阻：发音器官持续对呼出气流阻碍的阶段。 

除阻：呼出气流冲破发音器官阻碍的阶段。 

4. 声母的发音原则 

成阻准：部位准确。 

持阻强：阻碍力度强。 

除阻快：冲破阻碍速度快；成吸气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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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声母的发音 

1. 双唇音 b、p、m 

(1) 发音部位 

上下唇中部成阻。 

(2) 发音要领 

b：双唇不送气清塞音 

双唇闭合，软腭及小舌上升，关闭鼻腔通路；气流到达双唇后蓄气；形成压力

后，蓄积在口腔中的气流突然打开双唇爆破成声。 

p：双唇送气清塞音 

成阻和持阻阶段与b相同。除阻时，声门(即声带开合处)打开，从肺部呼出一股较

强气流成声。这个过程俗称“送气”，即发音的后半段为一个独立的“送气段”。 

m：双唇浊鼻音 

双唇闭合，软腭和小舌下降，打开鼻腔通路；气流同时到达口腔和鼻腔，在双唇

后受到阻碍，气流从鼻腔透出成声，声带颤动。 

(3) 发音提示 

① 根据发音方法分析，b、p的区别主要在于b是不送气音，p是送气音；而b、p与

m的区别在于b、p是清音，发音时软腭是抬起的，而m是浊鼻音，所以发音时软腭降

下，气流从鼻腔出，且送气均衡。

② 发音的时候应注意避免抿唇的现象。声母发音不是用力越大越清晰，那样只会

造成嘴唇内收用力过猛的喷口现象。

③ 双唇音的发音应有意识地把力量集中在双唇中央，并控制气息流量，避免因过

于用力、满唇用力、出气量过大而造成的字音不清晰。

(4) 练习材料

单音节：

b：宝、爆、濒、半、八、冰、表、变、驳

   被、别、摆、波、奔、帮、必、标、白 

p：攀、蓬、跑、破、碰、盘、牌、配、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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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瞥、骗、品、铺、痞、瓢、裴、炮、派 

m：沫、猫、美、门、妈、摩、买、枚、面 

   苗、米、梦、谋、灭、萌、秒、谬、马 

双音节：

b：伯伯、宝贝、本报、辨别、褒贬、布帛、帮办、颁布、病变 

   播报、奔波、报表、半边、臂膀、蚌埠、把柄、卑鄙、标本 

p：批判、皮袍、拍片、瓢泼、平盆、爬坡、澎湃、品评、匹配 

   品牌、拼盘、平铺、偏颇、婆婆、琵琶、排炮、频频、偏僻 

m：冒昧、磨灭、盲目、民盟、明媚、秘密、面貌、麻木、名模 

   谩骂、麦苗、牧民、命名、蒙昧、名目、弥漫、买卖、密码 

四音节：

b：百废待兴、半路出家、背道而驰、闭关自守 

   包罗万象、博学多才、报仇雪恨、不谋而合 

p：片纸只字、萍水相逢、披星戴月、匹夫有责 

   破竹之势、抛砖引玉、铺张浪费、跑马观花 

m：门可罗雀、埋头苦干、弥天大谎、满面春风 

   莫名其妙、面目全非、命中注定、名正言顺 

b、p、m混合：

闭幕、喷薄、薄膜、排爆、奔跑、配备、瀑布、北美、背叛

帮忙、漂泊、膜拜、部门、被迫、门派、片面、拼命、布匹 

绕口令：

八百标兵 b、p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

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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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只猫 b、p、m 

白猫黑鼻子，黑猫白鼻子，黑猫的白鼻子，碰破了白猫的黑鼻子。

白猫的黑鼻子破了，剥了秕谷壳儿补鼻子。 

黑猫的白鼻子没破，就不必剥秕谷壳儿补鼻子。 

白石园里有座白石塔 b

白石园里有座白石塔，白石塔旁开朵白莲花。

白莲花映着白石塔，白石塔衬着白莲花。白石塔，白莲花，人人都说美极啦！

菠萝和萝卜 b、p 

南面坡过来个老婆婆，俩手托着俩笸箩。

北面坡过来个老伯伯，拿着菠萝和萝卜。 

老婆婆的俩笸箩装的是菠萝和萝卜。 

老伯伯想把菠萝和萝卜也装进老婆婆的俩笸箩。 

拔萝卜 b 

初八十八二十八，八个小孩儿把萝卜拔。

你也拔，我也拔，看谁拔得多，看谁拔得大。 

你拔得不多个儿不小，我拔得不少个儿不大。 

一个萝卜一个坑，算算多少用车拉。 

爸爸抱宝宝 b、p、m 

爸爸抱宝宝，跑到布铺买布做长袍。

宝宝穿了长袍不会跑，跑了八步就拉破了布长袍。 

布长袍破了还要用布补，再跑到布铺买布做长袍。 

2. 唇齿音 f 

(1) 发音部位 

上齿与下唇内缘成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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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音要领 

f：唇齿清擦音

下唇内缘向上齿边沿靠拢，形成窄缝；软腭和小舌抬起，关闭鼻腔通路；气流从

唇齿形成的间隙中摩擦成声。 

(3) 发音提示 

在f的发音过程中，上齿与下唇形成阻碍时要自然接触，不要出现牙齿咬唇的现

象。因为f是擦音，所以发音时必须留出缝隙摩擦成声。 

(4) 练习材料 

单音节：

f：份、仿、范、烦、肥、粉、法、风、帆、飞 

  缝、福、芳、翻、废、凤、分、凡、佛、匪

双音节：

f：肺腑、纷繁、分封、翻覆、防腐、犯法、复方、狒狒、纷飞 

  放风、福分、反讽、风范、风帆、分房、芳菲、发肤、方法 

四音节：

f：俯仰无愧、风中之烛、负重致远、富有四方 

  粉妆玉砌、芳香四溢、发奋图强、负隅顽抗 

绕口令：

蝴蝶飞 f 

蝴蝶飞，蝴蝶追。 蝶追追，蝶飞飞。 

到底谁追谁，原来是两只蝴蝶互相追。 

分水岭，分水桥 f 

分水岭边分水桥，分水桥边分水岭。 

分水岭分水不分桥，分水桥分水不分岭。 

分水桥是分水桥，分水岭是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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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  f

父母的父母扶父母，父母扶父母的父母。

父母是父母的父母，父母的父母是父母。 

风吹灰飞 f 

风吹灰飞，灰飞花上花堆灰。 

风吹花灰灰飞去，灰在风里飞又飞。 

蜂和蜜 f 

蜜蜂酿蜂蜜，蜂蜜养蜜蜂； 

蜜养蜜蜂蜂酿蜜，蜂酿蜂蜜蜜养蜂。 

房胡子与黄胡子 f 

房胡子，黄胡子，新年到了写福字。 

不知是房胡子的福字写得妙，还是黄胡子的福字写得好。 

蜂和凤  f

峰上有蜂，峰上蜂飞蜂蜇凤；风中有凤，风中蜂飞凤斗峰。

不知到底是峰上蜂蜇凤，还是风中凤斗蜂。

3. 舌尖中音 d、t、n、l 

(1) 发音部位 

舌尖与上齿龈成阻。 

(2) 发音要领 

d：舌尖中不送气清塞音 

舌尖及舌前部边缘紧抵上齿龈，软腭和小舌抬起，关闭鼻腔通路；气流达到口腔 

后蓄气，舌尖迅速下移，使气流爆破成声。 

t：舌尖中送气清塞音 

成阻、持阻阶段与d相同。区别在于除阻阶段，声门(声带开合处)打开，从肺部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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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股较强的气流成声。 

n：舌尖中浊鼻音 

舌尖与上齿龈成阻，堵塞口腔通路。软腭与小舌下降，鼻腔通路打开；气流同时 

到达口腔和鼻腔，由于在口腔受到阻碍，气流从鼻腔透出成声。声带颤动。 

l：舌尖中浊边音

舌尖与上齿龈成阻，堵住口腔中路通道，但舌两边留有缝隙；软腭及小舌挺起，关

闭鼻腔通路；气流到达口腔后从舌头两边与脸颊内侧形成的空隙通过而成声。声带颤动。 

(3) 发音提示 

① d、t的区别在于送气与否，同时要注意发音时的舌尖“弹力”，也就是说，发

音动作要干脆利索，不要拖泥带水。另外，也应注意不要把d、t发成浊音。 

②  d、t属于声母发音力度的“优势音”，可将其与韵母口腔开度的“优势

音”ɑ、o、e以及所有带ɑ、o、e的复韵母、鼻韵母进行组合训练，以体会力度饱满、

清晰响亮的声音状态。训练时还应注意，在声母d、t发音结束后，韵母部分要迅速跟

上，并及时打开口腔，以利于声音的饱满响亮。

③ n、l发音的区别主要在于体会带音气流从鼻腔流出与从舌头两边流出的不同过程。 

(4) 练习材料 

单音节：

d：滴、动、顶、短、戴、躲、丁、端、店 

   达、跌、咚、当、掉、逗、到、底、氮 

t：趟、泰、弹、团、条、透、唐、陶、厅 

  甜、涂、脱、天、突、亭、捅、汤、踏 

n：乃、扭、浓、奴、拟、嫩、拈、怒、腻 

   酿、孽、咛、您、妮、弄、南、诺、闹 

l：亮、李、聊、六、领、料、路、刘、卢 

  陋、铝、梁、略、岚、流、脸、驴、鲁 

双音节：

d：单独、淡定、吊顶、道德、调动、歹毒、等待、奠定、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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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道、电动、叮咚、低调、大地、搭档、达到、当道、导弹 

t：贪图、天梯、天台、挑剔、体贴、拖沓、贴图、忐忑、填涂 

  铜铁、投胎、梯田、跳台、颓唐、退堂、倜傥、淘汰、涂炭 

n：呢喃、牛腩、农奴、南宁、奶农、男女、能耐、恼怒、泥泞 

 奶牛、内难、脑内、奶娘、袅袅、忸怩、扭捏、难能、那年 

l：料理、勒令、榴莲、罗列、理论、冷落、牢笼、利落、来临 

  玲珑、嘹亮、琉璃、琅琅、凌厉、连累、律令、笼络、力量 

四音节：

d：达官贵人、大步流星、呆头呆脑、单刀赴会 

 担惊受怕、弹尽粮绝、道听途说、当机立断 

t：谈吐不凡、堂堂正正、逃之夭夭、滔滔不绝 

 探囊取物、韬光养晦、谈笑风生、昙花一现 

n：南辕北辙、内外兼修、年轻力壮、拿腔拿调 

 能屈能伸、逆水行舟、逆耳之言、怒目而视 

l：劳民伤财、老生常谈、老有所终、冷暖自知 

 流连忘返、冷嘲热讽、怜香惜玉、立竿见影 

d、t、n、l 混合：

打通、团队、顶替、铜鼎、电脑、登陆、朗读、导论、讨论 

哪里、连年、理念、能力、领导、锻炼、鸟笼、陇南、男篮 

绕口令：

汤烫塔 d、t 

老唐端蛋汤，踏凳登宝塔。

只因凳太滑，汤洒汤烫塔。 

看豆豆 d、n 

妞妞围个圆兜兜，牛头沟边看豆豆，忽听沟前喊抓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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妞妞怕牛牛踩着豆豆，紧抓牛牛不松手。 

打特盗 d、t 

调到敌岛打特盗，特盗太刁投短刀。 

挡推顶打短刀掉，踏盗得刀盗打倒。 

梨树与泥潭 t、n、l 

梨树下面一潭泥，梨落泥潭泥裹梨。

捞出泥潭裹泥梨，用水洗净梨上泥。 

小柳柳望着牛儿游  n、l

小溪流，流呀流，流到村头柳树沟。

柳树沟里一头牛，沟边坐着小柳柳。

柳柳望着牛儿游，乐得身儿晃悠悠。

柳柳从小爱劳动，人人都夸好妞妞。

莉莉吃梨洗梨泥  n、l

莉莉吃梨洗梨泥，西西吃梨削梨皮。

洗去梨泥削去皮，莉莉西西齐吃梨。 

牛驮油 n、l 

九十九头牛，驮着九十九个篓。 

每篓装着九十九斤油，牛背油篓扭着走，油篓磨坏篓漏油。

九十九斤一个篓，还剩六十六斤油。你说漏了几十几斤油？ 

牛郎恋刘娘 n、l 

牛郎年年恋刘娘，刘娘年年念牛郎。 

牛郎恋刘娘，刘娘念牛郎。郎恋娘来娘念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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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牛与柳小妞 n、l 

刘村有个刘小牛，柳村有个柳小妞。 

刘小牛去放牛，柳小妞种石榴。 

刘小牛让柳小妞骑牛牛，柳小妞让刘小牛吃石榴。 

老六放牛 n、l 

柳林镇有个六号楼，刘老六住在六号楼。

有一天，来了牛老六，牵了六只猴；来了侯老六，拉了六头牛；来了仇老六，提

了六篓油；来了尤老六，背了六匹绸。牛老六、侯老六、仇老六、尤老六，住上刘老

六的六号楼。半夜里，牛抵猴，猴斗牛，撞倒了仇老六的油，油坏了尤老六的绸。 

牛老六帮仇老六收起油，侯老六帮尤老六洗掉绸上油，拴好牛，看好猴，一同上

楼去喝酒。 

颠倒歌 d、t、l 

太阳从西往东落，听我唱个颠倒歌。 

天上打雷没有响，地下石头滚上坡； 

江里骆驼会下蛋，山里鲤鱼搭成窝； 

腊月酷热直流汗，六月暴冷打哆嗦； 

姐在房中头梳手，门外口袋把驴驮。 

4. 舌根音 ɡ、k、h 

(1) 发音部位 

舌根后缩上抬与软腭成阻。 

(2) 发音要领 

ɡ：舌根不送气清塞音 

舌根抬起抵住软腭，气流蓄积在咽腔与口腔后部。舌面带动舌根离开软腭的瞬

间，气流爆发而出。 

k：舌根送气清塞音 

发音部位在成阻与持阻阶段与ɡ相同；不同的是除阻时，声门打开，冲破阻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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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较强。 

h：舌根清擦音 

舌根抬起与硬腭和软腭的交界处形成间隙；软腭与小舌挺起，关闭鼻腔通路，气

流从形成的间隙中摩擦通过而成声。 

(3) 发音提示 

① ɡ、k 的区别是送气与否；ɡ、k与 h 的区别在于ɡ、k 是塞音，而 h 是擦音，且送气均衡。 

② 这组音是声母中发音位置最靠后的一组，也是音色相对最暗的一组，因此要注

意控制舌头的位置，不能过于后缩。 

③ 软腭要绷紧，要避免发音时，由于软腭过松，跟随带音气流振动而发出喉音。 

(4) 练习材料

单音节：

ɡ：硅、跟、过、割、高、耕、姑、公、管 

   搞、格、刚、冠、古、改、告、岗、感 

k：铿、考、科、扣、夸、颗、哭、款、快 

   狂、阔、酷、开、砍、苦、看、寇、空 

h：华、杭、坏、阖、函、虎、灰、皇、褐 

   哈、孩、会、黑、好、海、回、豪、灏

双音节：

ɡ：改观、骨骼、瓜葛、光顾、公管、高官、尴尬、归功、国共 

   高贵、公关、改过、改革、高钙、更改、杠杆、灌溉、光顾 

k：库款、空阔、开矿、慷慨、刻苦、困苦、可口、克扣、可控 

   坎坷、宽阔、扩宽、酷客、苛刻、开垦、可靠、夸口、开课 

h：浩瀚、豪华、会徽、划痕、海涵、荷花、很好、憨厚、毁坏 

   辉煌、呼唤、花卉、呵护、后悔、会话、含混、呼喊、缓和 

四音节：

ɡ：光怪陆离、公之于众、高枕无忧、拐弯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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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掌难鸣、故作高深、高瞻远瞩、根深蒂固 

k：苦中作乐、宽以待人、口诛笔伐、可歌可泣 

   开卷有益、孔孟之道、慷慨赴义、窥见一斑 

h：花枝招展、汗马功劳、厚此薄彼、罕言寡语 

   和风细雨、好学不倦、好为人师、洪水猛兽 

ɡ、k、h混合：

高考、广阔、后果、钙化、挂科、概况、公款、供货 

回顾、控告、归还、看海、刻痕、关怀、看护、横亘 

绕口令：

狗和猴 ɡ、h 

桥西走来一条狗，桥东跑来一只猴。 

走到桥心两碰头，狗望望猴，猴瞧瞧狗。

狗跺跺脚向桥西跑，猴挠挠耳向桥东走。 

谁也不过桥，不知是狗怕猴，还是猴怕狗。 

哥挎瓜筐过宽沟 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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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婆夸瓜又夸花 ɡ、k、h 

王婆卖瓜又卖花，一边卖来一边夸。 

又夸花，又夸瓜，夸瓜大，大夸花。 

瓜大，花好，笑哈哈。

狗和猴  ɡ、h

桥西走来一条狗，桥东跑来一只猴。

走到桥心两碰头，狗望望猴，猴瞧瞧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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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跺跺脚向桥西跑，猴挠挠耳向桥东走。

谁也不过桥，不知是狗怕猴，还是猴怕狗。

化肥会挥发  h、f

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 

黑化肥发灰会挥发，灰化肥挥发会发黑。

黑化肥挥发发灰会花飞，灰化肥挥发发黑会飞花。 

画凤  h、f

粉皮墙上三只凤，画完红凤画黄凤，画完黄凤画粉红凤。

红凤、黄凤、粉红凤，三只凤凰好威风。

5. 舌面音 j、q、x 

(1) 发音部位 

舌面抬起与硬腭前部成阻，舌尖自然悬垂在下齿背。 

(2) 发音要领 

j：舌面不送气清塞擦音 

舌尖自然悬垂在下齿背，舌面前部隆起紧抵硬腭前部，软腭和小舌上升，关闭鼻

腔通路；口腔中蓄气。解除阻塞时，在原阻塞的部位之间拉开适当间隙，使气流从间

隙透出，摩擦而成声。 

q：舌面送气清塞擦音

成阻和持阻阶段与j相同。不同的是除阻时，当舌面前部与硬腭前部分离并形成适

度间隙的时候，声门开启，呼出较强气流而成声。 

x：舌面清擦音 

舌尖自然下垂，舌面两侧边缘与两侧上腭接触，舌面前部接近硬腭而形成适度间

隙，气流从间隙摩擦通过而成声。 

(3) 发音提示 

① j、q的区别在于送气与否；j、q与x的区别在于j、q是塞擦音，而x是擦音，且送

气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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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要注意与声母z、c、s的发音区别，避免舌头过于前伸，碰到牙齿边沿而出现

尖音，或者舌尖过于用力，导致字音发堵。所以发音时舌头力量要集中，舌面用力，

舌尖尽量放松，使字音更加清晰。

 (4) 练习材料 

单音节：

j：接、就、卷、将、寄、久、叫、脚、近 

  纠、居、京、聚、建、及、加、娇、奖 

q：樵、倩、且、瘸、七、浅、琼、琪、琴 

  请、敲、铅、切、乞、枪、鹊、去、恰 

x：小、橡、些、秀、系、显、熊、携、锡 

  枭、湘、勋、先、斜、休、逊、笑、想 

双音节：

j：倔强、金橘、基建、嫁接、境界、焦急、经济、京剧、讲解 

  寂静、佳节、积极、举荐、简介、将军、季节、究竟、救急 

q：崎岖、侵权、漆器、蹊跷、倾情、氢气、全球、恰巧、权且 

  秦腔、轻取、前期、确切、欠缺、祈求、蜷曲、亲切、千秋 

x：休闲、小巷、肖像、详细、星系、嬉戏、显现、象形、校训 

  修行、香薰、鲜血、虚心、唏嘘、学校、血性、纤细、讯息 

四音节：

j：金玉良言、金字招牌、君子之交、箭在弦上

  卷土重来、家贼难防、尖嘴猴腮、坚贞不屈 

q：千载难逢、气宇轩昂、全力以赴、群龙无首 

  轻重缓急、勤学苦练、清心寡欲、千里迢迢 

x：心花怒放、喜笑颜开、行云流水、幸灾乐祸 

  心有余悸、袖手旁观、销声匿迹、循循善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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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q、x 混合：

戏剧、细节、缺陷、激情、畸形、家乡、气息、军训、小区 

请教、技巧、笑肌、七夕、心情、袭击、奖项、切记、近期 

绕口令：

喝醉酒 j 

九月九，九个酒迷喝醉酒。九个酒杯九杯酒，九个酒迷喝九口。喝罢九口酒，又

倒九杯酒。九个酒迷端起酒，“咕咚，咕咚”又九口。九杯酒，酒九口，喝罢九个酒

迷醉了酒。 

小金和小京 j 

小金北京看风景，小京天津买纱巾。看风景，用眼睛，还带一个望远镜。 买纱

巾，带现金，到了天津把商店进。买纱巾，用现金，看风景，用眼睛，巾、金、景、

睛要分清。 

王七上街去买席 j、q、x 

清早起来雨稀稀，王七上街去买席。骑着毛驴跑得急，捎带卖蛋又贩梨。一跑跑

到小桥西，毛驴一下跌了蹄。打了蛋，撒了梨，跑了驴，急得王七眼泪滴，又哭鸡蛋

又骂驴。 

七巷漆匠和西巷锡匠 j、q、x 

七巷一个漆匠，西巷一个锡匠。七巷漆匠用了西巷锡匠的锡，西巷锡匠拿了七巷

漆匠的漆，七巷漆匠气西巷锡匠用了漆，西巷锡匠讥七巷漆匠拿了锡。 

稀奇 q、x 

稀奇稀奇真稀奇，麻雀踩死老母鸡，蛐蛐身长七尺六，老头坐在摇篮里，两个婴

儿在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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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草丛  q

青草丛，草丛青，青青草里草青虫。

青虫钻进青草丛，青草丛青草虫青。

姐姐买鞋 j、q、x 

姐姐上街去买鞋，瞧见街口在卖蟹。 

姐姐既想买鞋又想买蟹，结果买成了蟹没买成鞋。 

田建贤 j、q、x 

田建贤前天从前线回到家乡田家店，只见家乡变化万千，繁荣景象出现在眼前。

连绵不断的青山，一望无边的棉田，新房建成一片，高压电线通向天边。 

6. 舌尖后音(翘舌音) zh、ch、sh、r 

(1) 发音部位 

舌尖与上齿龈后硬腭前成阻。 

(2) 发音要领 

zh：舌尖后不送气清塞擦音 

舌尖抬起抵住上齿龈后或硬腭前，形成阻碍；软腭和小舌上升，关闭鼻腔通路；

在成阻部位后积蓄气流。除阻时，在原成阻部位之间快速松开一条间隙，使气流从间

隙透出而成声。 

ch：舌尖后送气清塞擦音 

发音部位在成阻和持阻阶段与zh相同。不同的是，除阻时，声门开启，从肺部呼

出一股较强气流成声。 

sh：舌尖后清擦音 

舌尖抬起接近上齿龈后或硬腭前，并留出适度间隙；软腭与小舌抬起，关闭鼻腔

通路；使气流从间隙摩擦通过而成声。 

r：舌尖后浊擦音

发音部位与sh相同。不同的是，r发音时声带要颤动，并带有轻微摩擦感。也可以

将 r看作sh的同部位浊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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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音提示 

① 舌尖后音(翘舌音)是抬舌，应注意与舌尖前音(平舌音)z、c、s及卷舌韵母er进

行区别。另外，zh、ch的区别在于送气与否；zh、ch与sh、r的区别在于zh、ch是塞擦

音，而sh、r是擦音，且送气均衡；sh与r的区别在于清浊与否。

② 这组音的发音，一些人容易发得比较靠后，尤以北方地区表现得较为明显。针

对这类问题的解决，应着重练习舌尖翘起这个动作；也有些人容易将这组音发得过于

靠前，接近平舌音的位置，这在南方地区较为常见。对此，只需有意识地将舌尖抵住

或接近上齿龈后或硬腭前，就可以较好地改善了。

③ 发音时不要翘唇，应注意将力量放在舌尖。

(4) 练习材料 

单音节：

zh：装、站、周、专、指、扎、窄、桌、赚 

  招、张、中、煮、助、找、证、知、炙 

ch：抽、吹、扯、城、吵、创、冲、纯、肠 

  愁、厂、除、产、穿、楚、茶、沉、笞 

sh：刷、闪、栓、帅、渗、释、生、恕、首 

  睡、塾、少、瘦、摔、山、神、善、书 

r：弱、绒、软、辱、染、仁、仍、瑞、入 

   扰、日、韧、蕊、茹、热、荏、让、绕 

双音节：

zh：追逐、榨汁、蜘蛛、种植、站长、转战、追债、政治、专政 

  专制、珍珠、转折、真正、站住、中专、茁壮、挣扎、债主 

ch：拆除、驰骋、车程、惆怅、臭虫、抽成、出厂、春潮、抽搐 

  彻查、查处、超常、查抄、出城、初产、拆穿、出差、橱窗 

sh：硕士、收受、烧水、膳食、山水、述说、绅士、水杉、事实 

  时事、上市、闪烁、双手、税收、设施、手术、杀手、书社 

r：闰日、仍然、濡染、荏弱、柔软、忍让、融入、扰攘、冉冉 



播音与主持艺术高考进阶实用教程(第 3 版)

28

   认人、柔韧、荣辱、柔弱、如若、容忍、人瑞、仁人、荣任 

四音节：

zh：郑重其事、咫尺天涯、忠心耿耿、战火纷飞 

  周而复始、直言不讳、招蜂引蝶、真金烈火 

ch：瞠目而视、处心积虑、耻居人下、触类旁通 

  楚歌四起、吹毛求疵、触目惊心、春去秋来 

sh：舍身为国、赏善罚恶、伤风败俗、身无分文 

  深明大义、升官发财、生死之交、十有八九 

r：燃眉之急、人定胜天、容光焕发、日新月异 

  肉眼凡胎、荣华富贵、如影随形、若有所思 

zh、ch、sh、r 混合：

入赘、忠诚、主持、照常、处置、承认、人畜、热水、产值 

仁寿、肉串、仁政、出征、忍术、稍差、初试、设置、阵容 

绕口令：

大车拉小车 ch、sh 

大车拉小车，小车拉石头，石头掉下来，砸了脚指头。 

知之为知之 zh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不以不知为知之，不以知之为不知，唯此才能求真知。 

日头、石头、舌头和指头 zh、sh、r 

天上有个日头，地下有块石头，嘴里有个舌头，手上五个指头。 

不管是天上的热日头，地下的硬石头，嘴里的软舌头，手上的手指头， 

还是热日头、硬石头、软舌头、手指头，反正都是练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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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事 zh、ch、sh 

史老师，讲时事，常学时事长知识。

时事学习看报纸，报纸登的是时事。 

常学时事要多思，心里装着天下事。 

山羊、水牛、猪和毛驴 zh、sh 

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 

猪进猪圈，猪拱大猪槽；毛驴驼草，草压毛驴腰。 

师部司令部指示 sh 

师部司令部指示：四团十连石连长带四十人在十日四时四十四分按时到达师部司

令部，师长召开誓师大会。

上果市 sh 

四个孩子上果市，拿着四个小篮子。花了硬币四毛四，买了十个小柿子。 

四个孩子出果市，拾了四十小石子。到了家里吃柿子，吃完柿子玩石子。 

手指与字纸 zh、sh 

紫手指挨上湿字纸，湿字纸变成紫字纸； 

紫字纸挨上湿手指，湿手指变成紫手指。 

石狮子，涩柿子 z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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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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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舌尖前音(平舌音) z、c、s 

(1) 发音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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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与上或下齿背成阻。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受发音个体舌尖力度差异的影响，

这组音的发音，舌尖抵住或接近上或下齿背时，只要发音方法一致，就可在这两个部

位分别发出音质、音色及准确性都基本相同的音。所以，舌尖放在上或下齿背发音，

可依个人习惯而定，只要位置正确、方法无误，都判作标准音。 

(2) 发音要领 

z：舌尖前不送气清塞擦音 

舌尖与上齿背或下齿背成阻，在成阻部位后积蓄气流；同时软腭与小舌上升，关 

闭鼻腔通路；除阻时，在原成阻部位之间留出间隙，使气流从间隙透出而成声。 

c：舌尖前送气清塞擦音 

发音部位在成阻及持阻阶段与z相同。不同的是在除阻时，声门开启，从肺部呼出

一股较强气流成声。 

s：舌尖前清擦音 

舌尖与上或下齿背之间形成间隙；软腭及小舌挺起，关闭鼻腔通路；使气流从间

隙摩擦通过成声。 

(3) 发音提示 

① z、c的区别是送气与否；z、c与s的区别在于z、c是塞擦音，而s是擦音，且送

气均衡。

② 发音时注意控制气流，以保持声母发音的清晰度。

③ 发音时要避免舌尖伸到两齿之间变为齿间音。同时发音的成阻面要小，舌尖与

齿背应呈点状接触。

(4) 练习材料 

单音节：

z：字、走、卒、择、钻、纵、曾、仄、资 

   邹、怎、遵、总、砸、灶、赞、宰、阻 

c：此、菜、磁、操、猜、存、蹭、册、餐 

   擦、翠、醋、丛、草、裁、仓、措、聪 

s：伺、飕、涩、飒、俗、森、散、桑、苏 

   怂、碎、三、松、撒、赛、锁、扫、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