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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第一版)

口头语言表达对高职学生的学习、生活、工作的重要性早已毋庸赘言，而传统

语言表达类课程则主要以教师讲授为主。笔者认为，只通过理论与案例的阐述来实

施教学往往收效不大，究其原因是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动口”实践的机会太少。

自2006年“语言艺术训练”课程在我所任教的学校开设以来，我和其他任课教师就

试图寻找这样一个突破口——既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让学生在练习中逐渐

掌握各种语言表达技巧，以提升语言表达能力。通过在教学实践中的不断尝试和摸

索，以及借鉴社会上较为成熟的语言培训模式，一本相对系统、贯穿独特教学理念

又别具特色的教学讲义逐渐形成，以其为参考资料的教学模式亦颇受学生的认可。

我们发现这种类型的特色教材较少，因此便萌生将其公之于众的想法，并希望它的

出版能对相关教学人员和学习者有所帮助。我们遂以讲义为模本进行加工完善，终

成这本可读、可练、可行的《语言艺术训练》。

本教材在定位上的最大特色是全面且具有针对性。本书是一本针对高职学生

的、具有普适性的口头语言表达训练教材。本教材的编写充分考虑到高职学生的原

有基础、思维能力、接受特点以及在语言表达技能上的需要。本教材在适用专业方

面，兼顾各专业对应岗位通常所需的语言表达技能；在内容应用方面，努力做到适

合学生日常交际、顶岗实习以及将来参加工作等方面之用。 

在内容的编排方面，本教材遵从精炼、循序渐进的编写原则，全书分为语言

表达认知与基础训练、日常交际语言表达技能训练、语言表达的艺术性训练、岗位

专项语言技能提升四个项目，共十七个专题。其中，前两个项目侧重常规语言技能

训练，后两个项目侧重语言技能的提高。第四个项目作为本教材的特色项目，精选

适合专业岗位需要的应用型内容进行编写，具体包括营销语言、讲解语言、服务语

言、谈判语言四个专题，专题中的知识讲解与事例的选取力求做到全面兼典型，这

在同类书籍中并不常见。

在编写体例方面，本教材做了独具特色的创新。在“语言艺术训练”课程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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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实践中，游戏训练教学法在学生中的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我们编写教材

时仍然以游戏为语言表达训练的主要形式载体，每个专题均以“语言游戏”或“精

选案例讨论”导入，进而真正体现“先学后教”的体验式教学理念。本教材中的语

言技能训练游戏或引用或自创，不仅与专题内容环环相扣，且均已被证明实施效果

良好。而翔实、丰富的案例在为教材中语言技巧的阐述提供论据的同时，也增强了

教材的趣味性。

在编写过程中，由于现成可供参考的资料比较零散，为了清晰而有条理地突出

教材的特色理念，我们参考了相关的书籍、论文、新闻甚至随笔等，并从中汲取很

多有益的信息，思路得到了拓展，最终写成本书。在此衷心感谢给我们带来启发的

所有参考资料的作者。

本教材是在所有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大家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了

多次商讨和反复修改，尽量不放过任何细节，可以说，每位编者都付出了大量心血

和汗水。本书由赵雪梅担任主编，董玉菊、尹新兰、张韶担任副主编，参编人员为

刘项、刘庆、刘慧、崔岩、张晶晶。在本教材即将出版之际，编写组成员在欣慰之

余，也真诚地期待读者能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反馈邮箱：wkservice@vip.163.com。

                                                                                                                赵雪梅

                                                                                              　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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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口头语言艺术对当代大学生的重要性，2012年底，《语言艺术训练》首

次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可以说，这是一本凝聚了多名一线任课教师的丰富教学

经验的参考书。自2006年“语言艺术训练”特色课程在我所任教的高职院校开设以

来，考虑到同类教材较少，任课教师们将共同编写的讲义应用于教学实践，由于其

蕴含独特的教学理念和方式，很快就在相关课程教学中取得了良好的反响。2009

年，该讲义作为“国家示范特色教材”进行建设，逐步形成鲜明的特色和教材雏

形，后经教材编写组人员若干次斟酌探讨、加工完善，终得成稿发行。

幸运的是，本教材一经使用，就得到读者的好评和认可，每年均需重印一次，

这是对编写人员的极大鼓励。《语言艺术训练》经全国职业教育教材审定委员会审

定作为“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后，我们开始着手整理教材使用的反馈意

见，根据高职高专教育教学要求，不断改进教材内容，以使其能够与时俱进，更好

地满足当下高职高专师生和社会学习者的需求。

第二版《语言艺术训练》相较于第一版教材，一方面继承了其原有特色，另一

方面通过更新案例、优化语言游戏、调整内容结构的比例等进行了完善和创新，从

而进一步突显教材优势。

第一，教材定位更为精准。本教材的编写充分考虑到高职学生的原有基础、思

维能力、接受特点及在语言表达技能上的需要，较好地借鉴了社会上的口才培训课

程、普通高校语言表达类课程的优势，同时结合高职教育的需求不断进行完善，既

重实用、又重发展，将技能训练与知识传授合理配搭，兼具“高等教育”之“高”

与“职业教育”之“职”，是名副其实的“高职”教材。

第二，在内容方面注重与相关课程的运行同步，并不断更新以满足学生日常交

际、顶岗实习及未来就业所需。本教材是根据同类课程在各高职高专院校开设以来

的教学实践和效果，通过反复研讨对教材编写中涉及口头语言技能的内容进行多次

增删与整合而成，做到了实用、精炼而独到。根据教学需要，本教材还特别增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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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专项语言技能提升”项目，解决了长期以来同类教材中岗位语言表达训练的

内容缺失问题。本教材中的岗位语言技能不因专业设限，其设置顾及学生可能从事

的各专业岗位共性的语言表达技能，这是本教材的亮点之一。

第三，篇章设计和内容编排遵从学生本位的原则。首先，整体的教材设计在

保证系统化的基础上采用了由易到难、深度与广度兼顾的阶梯式编写格局：从基本

的语言表达认知开始，扩展至日常交际表达，再深入至技巧性语言表达，最后提升

至岗位专项语言技能提高，涵盖学生学习、生活、实习、就业等方面。另外，在教

材的编写中注重可读性，内容编排、案例选择、游戏设计皆以受众的接受特点为依

据，力求贴近高职学生，突显学生在训教中的主体地位，提高其在训教过程中的主

动性和参与度。

第四，在编写体例上始终坚持以能力为导向。本教材一方面选择体验式的“游

戏或案例讨论”导入和编写方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最终

目标的开放式教学；另一方面强调口头表达训练部分的核心地位，突出教学中的技

能先导作用，符合课程以实用为主的本质特征和教学理念。

第五，采取在教材中传达趣味教学理念的独特做法。考虑到“90后”学生乐于

参与、重视趣味性的特点，本教材通过引用和原创的方式设计了大量语言游戏，并

将中国传统语言艺术形式如绕口令、双簧、小品等运用其中，使“语言表达技能”

这一“无形产品”实现“做中学、玩中学”。

诚如上述，第二版《语言艺术训练》的成稿是编写组全体成员共同努力的结

果，本教材由赵雪梅担任主编并负责统稿，由董玉菊、尹新兰、张韶担任副主编，

参编人员有刘项、刘庆、刘慧、崔岩、张晶晶。同时，本书得以顺利再版，离不开

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施猛和其他工作人员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另外，在编写过程中，编者不仅参考了相关论著和研究资料，还认真考虑了读者的

建议，恕不一一列出，在此衷心感谢所有给我们带来启发的作者和读者。 

                                                                                                                 赵雪梅

                                                                                              　  20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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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  语言表达认知与基础训练

专题一 口头语言表达认知

预期收获：

1. 了解语言表达特别是口头语言表达的意义和作用。

2. 了解口头语言风格的类型、特征及影响其形成的相关因素。

3. 客观认知自己的口头语言特点，并为培养个性语言风格做好初步准备。

人类的交际语言主要包括三类：书面语言、口头语言和肢体语言。其中，口

头语言指的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时所使用的以音和义结合而成、以听和说为传播方式的

有声语言。

一、口头表达的意义与特征

1. 口头表达的意义

口头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流、传递信息的最直接、最迅速、最方便的工具，与

其他语言表达方式相比，口头表达有着更为广泛和直接的交际作用，能在诸多场合

和情境下发挥其独特的功能优势，如抒发感情、彰显个人魅力、进行思想教育、鼓

舞士气等。

2. 口头表达的特征

口头语言主要用于日常交际，这一作用决定了口头表达的基本特点：平实、简

明、易懂、生活化。同样，这些特点更容易被一般受众所接受，其营造出的轻松氛

围也有利于拉近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距离。

另外，口头语言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它的两大短处：一是声音的转瞬即逝，使得

口头语言的保存时间极短；二是汉字中存在数量较多的同音字或词，这是口头表达

容易产生歧义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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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口头语言风格的类型及其形成

(一) 口头语言风格的类型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口头表达方式都有自己的个性与特色，这就是所谓的口

头语言风格，也称其为说话风格。在各式各样的语言风格中，最典型和常见的有以

下四类。

1. 幽默型

幽默型口头语言风格最受欢迎，其特征是遣词造句风趣、诙谐，不仅能使谈话

气氛活跃、话题顺利进行，还能有效缓解冷场、冲突等尴尬局面。同样的意思用幽

默的语言表达出来，往往让人乐于接受，因此幽默是睿智、乐观、有修养的表现，

当然也要注意场合和对象，以免自讨没趣甚至得罪对方。

汉朝的东方朔是有名的幽默大师，他经常用幽默的语言风格与汉武帝进行沟通

以化解尴尬。在一个三伏天，汉武帝赏赐肉食给朝臣。大家等得直流口水，但负责

分肉的官员一直没来。东方朔等得实在不耐烦了，就对同伴说：“按照我朝先例，

三伏天上朝可以早退，所以不好意思，我先领自己的那份肉去了。”说罢，他便拔

下佩剑，切了一大块肉，扬长而去。御膳部的官员知道后，气得不行，立刻向皇上

告状。第二天早朝，汉武帝厉声斥责，东方朔立刻摘下帽子，俯伏在地，听候处

置。看他这么听话，汉武帝童心大起，想要作弄他一番，于是说道：“你要是真心

悔改，就当着大家的面儿骂自己一顿，嗓门大点儿！”东方朔恭敬地拜谢完毕，一

本正经地站了起来，扯着脖子大喊起来： “东方朔呀东方朔，没等陛下分赏，就擅

自拿走赐品，真是无礼之极！拔出佩剑，大块切肉，简直壮烈之至！那么多肉，只

取小小一块，堪称寡欲的楷模！一口没吃，全部带给老婆，更是爱情的表率！”他

的话未说完，汉武帝已经捂着肚子笑得不行了：“真有你的！本想让你丢一回脸，

没想到却看了场好戏！”笑够了，汉武帝特地赐了他一石酒和一百斤肉，赏给东方

朔的夫人。a

尊敬的周恩来总理也是十分幽默的人，此处仅举一例。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

a 李东阳. 东方朔的处世术[J]. 国学，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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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的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位记者便

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要用我

们美国产的钢笔呢？”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

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他将钢笔作为礼物赠送给我。我不应该无功受禄，于

是拒收。但朝鲜朋友说让我留下做个纪念。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贵国的这支钢

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由上述两例可见幽默型表达风格的独特魅力。 

2. 严肃型 

口语表达风格严肃的人说话中规中矩，极少运用夸张之类的修辞方法，并且

出言谨慎，不爱开玩笑。虽然内容表达上相对比较清楚，但由于语调、语气过于正

式，往往使谈话显得严肃有余、活泼不足，从而呆板无趣。在生活中，具有这类表

达特征的人一般遇事会比较认真，看问题通常一本正经，思维模式也相对固定，这

就会导致其说话时总是循着常规路线表述，不够轻松自在，由于要强调观点，表达

时往往发音较重，显得不易接近。虽然有些场合下我们需要严肃的表述，但日常交

流中要尝试运用活泼的表达方式来增强说话的感染力和效果。

3. 直爽型 

直爽型表达风格的最大特点是说话直来直去，有什么说什么，不善于对话语进

行加工。拥有直爽型语言风格的人往往热情真诚、值得信任，但由于说话内容过于

“原生态”，说话方式又过分直白，在很多情境下会让人难堪，还可能会伤害他人。

有这样一个案例：某局要召开年度总结大会，秘书处提前一周研究讨论会议

的有关文件。首先讨论的是秘书处李处长给局长写的年度总结报告。报告写得洋洋

洒洒，声情并茂。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秘书小周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他

认为李处长的报告中有多处统计数据不准确，原因在于李处长采用的统计方法不正

确。而李处长认为他所采用的这些数据都是下属各个单位报上来的数据，对数据进

行简单的加减就可以，无须进行其他处理。可是，周秘书自恃是学统计学专业、科

班出身，坚持认为李处长的数据处理不当。李处长很不高兴，说了一句“大家先休

息一下”，然后就端着茶杯出去了。小周不明白李处长为什么会生气，秘书处的老

秘书张大姐过来和蔼地提醒周秘书说：“小周，要注意一下提意见的方式，当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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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多人的面，用这么肯定的语气说李处长错了，他会产生一种什么感受？如果我是

李处长，我会觉得你是在直接骂我‘无知’。所以，即使你的意见是对的，也应该

注意说话的方式。”周秘书马上辩解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实话实说，我这

个人生来就是这样的性格，有什么说什么，不会拐弯抹角。”a在这个案例中，周秘

书应该用规范的职业语言标准来要求自己，应该懂得运用有效的沟通技巧，不能像

一般人那样随便说话，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在什么时候说就

在什么时候说。秘书说话，不单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或情感，更重要的是为了实

现自己的工作目标，达到预期的沟通效果，这就需要注意说话的方式和选择恰当的

沟通时机，特别要注意提意见的方法和时机。如果提意见的方法和时机不正确，即

使意见的内容正确，也是正确的“错误”。在人际沟通中，用什么方式说话远比说

话的内容更重要。

4. 委婉型

委婉型与直爽型是两种相对的语言风格，委婉型语言风格以措辞细腻、表达方

式含蓄为主要特征。委婉的谈话总是从对方的角度考虑，因此双方的谈话氛围比较

和谐，能减少冲突；其弊端是有时显得不够坦诚和实在，过于矜持，会让人产生不

信任感，还可能由于太委婉而让对方难以理解其真实用意。 在上述“秘书小周”的

案例中，如果小周能够先肯定李处长的做法是有理有据的、值得肯定的，再委婉地

从专业统计学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效果就会截然不同。当然，如果夸赞或建议

过于含蓄，而使对方误认为自己做得已经很完美，那么同样背离了沟通的目的。

(二) 口头语言风格的形成

人们的语言风格各有不同，即便风格相似也总有些细节上的区别，这是因为语

言风格的产生与形成跟个体的性格、气质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 气质与口头语言风格

气质是指人的相对稳定的个性特点和风格气度。心理学上通常会根据人体内四

种体液的不同搭配比例，将人的气质划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胆汁质、多血质、黏

a 姜玉梅，王淑萍. 用什么方式说话比说什么话更重要——下属如何给领导提意见和建议[J]. 办公室

业务，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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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质、抑郁质。研究表明，大多数人的气质都是上述两种或两种以上特征的混合。

我们不妨以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的主要人物来举例分析。

(1) 胆汁质的特征与口头语言风格。胆汁质的人通常为人热情直爽，说话直白，

感情丰富；但往往因容易冲动而考虑不周，不够冷静平和。《水浒传》中的李逵、

《三国演义》中的张飞都是胆汁质的典型代表人物。在“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

中，张飞的这种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刘备两次造访都没有遇到诸葛亮，张飞

不平地说：“今番不须哥哥去，他如不来，我只用一条麻绳缚将来！”第三次拜访

时，诸葛亮正在睡觉，刘、关、张三人在门外等了很久，张飞大怒并说：“这先生

如何傲慢！见我哥哥侍立阶下，他竟高卧，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后放一把火，看他

起不起！”而这样的语言表达和行为往往容易在无意中得罪对方，在小说中，张飞

最终亡命于自己的鲁莽。因此，具有这类气质的人应该培养自己表达情感的平和性

和稳定性，并尽量避免由急躁造成的表达失误。

(2) 多血质的特征与口头语言风格。豁达开朗、善于表现且活泼可亲是多血质的

典型特征，他们在讲话时能够做到将感情与内容较完美地结合，使其话语容易打动

对方。《水浒传》中晁盖的语言表达风格就具有这种明显的特征。在第十九回“梁

山泊义士尊晁盖，郓城县月夜走刘唐”中，阮氏三兄弟截获客商财物后，晁盖在筵

宴上感慨道：“我等今日初到山寨，当初只指望逃灾避难，投托王伦帐下为一小头

目；多感林教头贤弟推让我为尊，不想连得了两场喜事：第一赢得官军，收得许多

人马船只，捉了黄安，二乃又得了若干财物金银。此不是皆托众兄弟才能？”众头

领道：“皆托得大哥哥的，以此得采。”接着，晁盖又提到解救宋江和朱仝的事

情，再与吴用道：“俺们弟兄七人的性命皆出于宋押司、朱都头两个。古人道：‘知

恩不报，非为人也。’今日富贵安乐从何而来？早晚将些金银，可使人亲到郓城县

走一遭。此是第一件要紧的事务。再有白胜陷在济州大牢里，我们必须要去救他出

来。”这些感情充沛的话语赢得了众人的尊重。虽然这种语言风格较受欢迎，但不

可表现得太强烈，否则会让人产生不够真实和庄重的感觉。

(3) 黏液质的特征与口头语言风格。黏液质的人，行为低调，做事缓慢、守旧甚

至固执，因此他们不喜欢讲太多话，说话时感情较少外露，使人感觉沉闷。《西游

记》中的唐僧善于忍耐又古板教条，是黏液质的代表人物。他平时不多说闲话，到

关键时刻才会发言，目标十分明确，能够掌握大局。但试想，如果师徒四人都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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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语言风格，那么取经之路就会很无聊、乏味，因此作者吴承恩才塑造了孙悟空和

猪八戒这两个语言风格活泼的角色。在日常交流中，具有这种气质的人应学会在表达

时积极调动内心情感，加强语言的语气、语调，从而增强表达效果。 

(4) 抑郁质的特征与口头语言风格。抑郁质的人胆怯害羞，敏感内向，轻易不

会表露喜悦、兴奋等感情，看上去郁郁寡欢。《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已成为公认的

“抑郁质”的代名词，除非到了动情处，她一般很少吐露自己的心声。在对贾宝玉

产生误会后，她没有选择直接表述，而是采用正话反说、半藏半露等方式。在现实

生活中，这种气质类型的口头语言风格极易引起沟通的不畅，这就需要在语言表

达上多下功夫：首先克服自己的胆怯心理，多与人交流；适当提高自己的音量，语

速不要过缓；要努力挖掘自身的情感，运用体态语来辅助表达并提高自己的语言表

现力。

2. 性格与口头语言风格

气质是性格的自然基础，但后天的实践经历对性格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不同

的性格在口语表达中会显现不同的特点。

一般来说，性格内向的人显得比较保守和内敛，很少主动表现自己，心思比较

细密。性格内向的人更善于倾听，其说话风格通常比较严肃正经，容易钻牛角尖，

在公开场合说话显得十分局促。相反，外向性格的人热心于社交，活泼开朗，适应

环境的能力较强；其说话风格表现为心直口快或风趣幽默，在众人面前落落大方、

不拘小节，对他人语言中的意思领会得较快，但容易冲动。我们大多数人都兼有以

上两种性格的特点，这就是中间型性格。

3. 性别与口头语言风格

科学家认为，由于生理、心理等的不同，男女说话风格有区别。一般来说，女

性说话时喜欢运用表达情感的词句，关注细节，表达委婉，因此在与谈话对象的感

情沟通上占有优势；男性则通常相反，如喜欢发表自己的观点、试图左右话题等。

不同的年龄、职业、文化修养也会对口头语言风格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口头

语言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完全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塑造、改善自己的语言

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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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声语言的产生原理

有声语言的发音即语音，指的是由人类的发音器官发出的、表达一定意义的声

音。要了解语言发声的原理，必须先认知语音的生理基础与物理基础。

(一) 发音器官认知

人们常说声音是从嗓子里发出来的，其实这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语音并不是

单纯从某一个地方发出来的，而是由不同的发音器官配合发出的，这些发音器官就

是语音产生的生理基础。

人类的发音器官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肺和气管。这是语音产生的动力

源，通过吸入和呼出气流为发音提供原动力。第二部分是喉头和声带。喉头是气流

和声音的通道，肺部呼出的气流要通过喉头才能到达声带发音。声带是发音体，这

两片富有弹性的薄膜在发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声带通过拉紧或放松发出高低不同

的声音。第三部分是口腔、鼻腔和咽腔，统称为共鸣腔。我们在学习中要特别重视

并熟知口腔中的发声器官，以利于以后的语音练习。现将普通话发音器官及其作用

做如下说明。

1. 上下唇

在汉语发音中，上下唇常见的活动状态包括以下七种。

(1) 闭合，如发声母“m”时嘴唇是闭合的。

(2) 微张，如发声母“t”时嘴要微微张开。

(3) 自然张开，如发韵母“ɑ”时嘴唇要自然打开。

(4) 略展，即嘴向两边自然展开，如发韵母“e”时的嘴唇状态。

(5) 展开，即嘴角稍用力，嘴唇呈扁平状向两侧展开，如发韵母“i”时嘴唇需

展开。

(6) 拢圆，嘴唇呈圆形，最典型的是发韵母“o”时的嘴唇状态。

(7) 撮圆，即嘴唇拢圆的同时还要前撮，如发韵母“ü”时嘴唇就需要微撮。

发复韵母时，上下唇不是处于一种单纯的状态，而是呈动态变化。

2. 上下齿

上下齿主要是配合双唇与舌头发音，除了在发声母“f”时上齿与下唇接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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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情况下牙齿均与舌头接触发音。需要说明的是，上齿的背面是一个重要的发音

部位，又称齿背，如发声母“z”“c”“s”时，舌尖要和齿背接触发音。

3. 齿龈

上下齿龈位于牙齿与上下腭之间，在发声母“d”“t”“n”“l”时要用舌尖接

触上齿龈发音。

4. 舌

舌头是口腔中最灵活且较难掌控的发音部位，分为三部分：舌尖、舌面、舌

根，通过隆起、贴近、卷起等方式与其他发音部位接触。舌头各部位的细微变化都

会引起发音的不同，尤其是在韵母发音中舌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谓舌位指的

是舌头隆起的最高部位。舌位的确定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舌位的高低，分为高、

半高、半低、低四种，如发“i”时舌头最高点接近上颚，舌位为“高”，发“ɑ”时

舌头放在口腔最低处，舌位为“低”；二是舌位的前后，分为前、央、后三种。例

如“ɑ”单独发音时舌位为“央”，而在“ɑi”中“ɑ”的舌位则为“前”。

5. 腭

腭分为上腭、下腭，在汉语发音中下腭往往不具体参与发音，上腭的作用相对更突

出。上腭分为硬腭、软腭，在汉语发音中舌尖、舌面只接触硬腭，舌根只接触软腭。

(二) 语音的四要素

语音的四要素是指一个语音包含的四个方面，即音高、音强、音长、音色，这

是语音的物理属性。

1. 音高

音高即声音的高低。音的高低是由发音体的振动频率决定的，语音中音的高低

取决于人的声带的长短、厚薄、松紧程度。举例来说，男性的声带长而厚，声带震

动频率低，因此发出的声音低；女性和儿童的声带相对短而薄，声带震动频率高，

因此发出的声音高。

在普通话中，最能体现语音音高变化的是声调。现代汉语共分为四个声调：阴

平(一声)、阳平(二声)、上声(三声)、去声(四声)。其中，每个声调都有相应的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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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值是指音节高低升降曲折长短的变化形式，也就是声调的实际读法。描写普通话

的调值时一般使用“五度标记法”，如图1-1所示。

图1-1 五度标记法

(1) 阴平是一种高而平的调子，其调值为55，因为发音时声带始终保持同样的松

紧程度，所以音高没有变化，如“妈”(mā)。

(2) 阳平调值为35，发音时声带由半松状态拉至最紧，音高由半高上升到最高，

如“麻”(má)。

(3) 上声调值为214，呈曲折形，发音开始时声带比较松，接着放松到最低，最

后拉到较紧的程度，音高由半低降到最低，再上升到半高，如“马”(mǎ)。

(4) 去声是一种由最高降到最低的调子，其调值为51，发音时声带由最紧到最

松，如“骂”(m )。

2. 音强

音强又称音量，即声音的轻重或强弱程度。音强是由发音体振动幅度的大小决

定的。音强与发音时用力的程度及呼出气流量的大小有关。发音时用力大，例如大

声呼喊，则气流强，声音就强；反之，说悄悄话时用力小、气流弱，音强就小。

在普通话中，重音主要是由音强决定的。重读的音节(一般来说，除了儿化音不能

自成音节外，一个汉字就是一个音节)发音时用力较大，呼出的气流强，所以声音强。

此外，音强还具有区别语调升降的作用。这两点在本项目专题三中均有系统的介绍。

3. 音长

音长是指声音的长短，它取决于发音体振动时间的长短。就语音来说，声带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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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时间长，声音就长；反之声音就短。

普通话中有的语言用音的长短来区别意义。例如： 普通话中的“啊”发音短，

表示惊讶或应答等；发音长，则表示迟疑、感叹等。

此外，普通话中读轻声的音节的音长较短。例如：“桌子”“外头”“姐姐”

等词语中第二个音节的音长较第一个音节的音长大大缩短。

4. 音色

音色又叫音质，是指声音的感觉特性。每个人说话的声音之所以不同，主要是

由音色不同造成的。具体来说，人的音色不同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发音体

即声带的长短、厚薄、松紧不同；二是共鸣器即口腔、鼻腔的大小、形状不同；

三是发音方法即人们说话时用力的大小、运气的方法、舌头等发音器官的控制情况

不同。

上述三者中只要有一个不同，就会产生不同音质的音，从而形成人们各自不同

的声音特色。例如，普通话中“k”和“h”的音色不同，主要因为“k”是用爆破的

方法发音，而“h” 是用摩擦的方法发音。

课后专题训练

一、请根据所学内容认知自己的语言风格并列出需要进一步改善之处，进而给出

具体的改进方法

二、保护嗓音小贴士

1. 常做室外活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咽喉疾病的发生。 

2.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保持口腔卫生和咽喉清洁，坚持吃饭前后漱口。

3. 不要用嗓过度。尽量避免长时间讲话、尖叫及在嘈杂的环境中讲话，如需长

时间讲话，则应学会抑扬顿挫，既悦耳又可保护嗓音。

4. 讲话时声音不宜过高或过低，并应善于运用麦克风等扩音设备。

5. 常喝温开水，少吃辛辣刺激性食物。

6. 不要经常用力清嗓子或咳嗽，这样会牵连声带对咽喉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7. 因患病而嗓音嘶哑时，尽量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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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 口头表达的基本要求与阶梯式训练

预期收获：

1. 了解口头语言表达的基本要求。

2. 根据普通话音准要求找出自己的不足，并通过针对性练习进行纠正。

【典型案例】

演说家口中含石子练习演讲a

德摩斯梯尼(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是雅典人中杰出的演说家，但他天生口

吃，嗓音微弱，还有耸肩的坏习惯。在常人看来，他似乎没有当演说家的天赋。为

了成为卓越的政治演说家，德摩斯梯尼付出了超过常人几倍的努力，进行了异常刻

苦的学习和训练。他最初的政治演说是很不成功的，由于发音不清、论证无力，多

次被轰下讲坛。为此，他刻苦练习。他虚心向著名的演员请教发音的方法；为了改

善发音，他把小石子含在嘴里朗读，迎着大风和波涛讲话；为了改掉气短的毛病，

他一边在陡峭的山路上攀登，一边不停地吟诗。 

据说，德摩斯梯尼以口含小石子等方法一直刻苦练习演说近50年，通过多年的

努力，最终成为雅典最具雄辩才能的演说家，他到处演讲，主张维护希腊的独立和

自由，鼓励雅典人民团结起来做好军事准备，以对付马其顿的进攻。他的政治讲演

表现出惊人的口才和强烈的号召力，他因此受到希腊人民的崇拜。

分析与讨论：

1. 为什么德摩斯梯尼要口含石子进行训练？

2. 要想成功地与他人交流，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

a 百度百科. 德摩斯梯尼[EB/OL].  http://baike.baidu.com/view/81688.html，2012-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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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声语言的特点和基本要求

在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时，有声语言是最基本、最主要的手段，有着自己独有的

特点和基本要求。

(一) 有声语言的特点

1. 有声性

有声语言最主要的特点是有声性，即直接通过语音来表达语义内容。语音是语

言的物质外壳，语义内容只有通过语音形式才能表达出来。人类通过发音器官发出

能够表达一定意义的声音，使口头语言物质化，使口头语言成为一种可以感知的东

西。口头语言声音的好与坏、优与劣，会直接影响实质内容的表达效果。如果口头

语言发出的声音优美动听，则不仅能准确、恰当地表情达意，还能使人产生美感，

使听话者得到一种美的享受；相反，如果声音干涩喑哑，则不仅难以准确表达说话

者的思想感情，还会使听话者感到烦躁和厌恶，从而影响表达效果。

2. 灵活性

相较于书面语言，口头语言要自由灵活得多。书面语言一旦构制成文，就成

为物态化的精神产品，印刷出来后就成为凝固在纸上的文字，很难改动；而口头语

言则可以灵活机动，哪怕前言不搭后语，也可通过上下句的关联听懂大概意思，如

实在没听懂，还可当场询问，直到弄懂为止。说话者可根据听话者当场的反应，随

时调整自己说话的内容和方式，亦可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异，人们常说的“见人说

人话，见鬼说鬼话”就是这个意思。人们可在各种场合为不同的交际目的而即兴说

话，虽然也要用词准确、通顺明白、合乎语法，但不必像写文章那样，谋篇布局、

要求严格。因此，说口头语言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3. 直接性

口头语言的交际方式与书面语言不同，不是从无声的书面文字中获取信息，

而是交际各方直接见面，并从对方那里获取信息。说话者和听话者彼此能够看到对

方，交互提供各种信息，形成直接的双向或多向交流。交际各方中间没有阻隔，无

须通过中介环节，说话者直接用语音将信息传递给听话者，各方相互述说、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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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疑、讨论，由于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场合进行，信息的传递快捷、及时，表达完

整、充分。演讲也是一种面向广大听众的口语交际，虽然听众接收信息后不当场反

馈，但演讲者与听众可以直接面对面地交流。

4. 瞬间性

口头语言瞬息即逝，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如果不借助仪器设备，前一秒说

的话，下一秒就听不到了；在这间教室说的话，在一定距离外的另一间教室就听不

到。心理学实验表明，一般人听连续的语流，精确地留在记忆里的时间不超过10秒

钟，如果超过10秒钟听话者的记忆就会模糊不清、残缺不全；说话者在说完大段话

之后，一般很难再把前面的话一字不差、完整地复述出来，与书面语言相比，这实

在是口头语言的一个弱点。正是为了弥补口头语言的这一缺陷，在人类的文明进程

中才产生了书面语言。因此，开展严肃的公务活动，传达与贯彻方针、政策，处理

重大问题时，都应以用书面语写成的文件、文章为准，避免空口无凭。

5. 双刃性

口头语言具有双刃性。说话好比一把双刃剑，使用时既可以建立和维系人与人

之间良好的人际关系，也可能在有意无意中破坏这种关系。生活中有人利用高超的

语言艺术，变被动为主动，化干戈为玉帛，在谈判、外交上转败为胜，建立和谐的

人际关系，赢得友谊和爱情的实例举不胜举，而错用这把“剑”导致不良后果的例

子也时有发生。用口头语言进行交际，从思维到表达的时间极为短暂，话语经常是

脱口而出，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失误，甚至有可能得罪人。我们每个人都佩戴这

样一把双刃剑，关键看你是不是善于使用它。

(二) 有声语言的基本要求

人类的声音极富表现力。人的喜怒哀乐等情感的表达，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和协

作，都需要借助有声语言这个主要媒介。在现代社会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大众传

播媒体日新月异，尤其是通信、广播、电视、电脑信息处理、人机对话、口语识别

等技术的发展，对有声语言提出清晰、规范、统一的要求。这是人类进入信息社会

后对有声语言提出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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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音标准

发音标准是有声语言的最基本的要求。出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我国存在严重

的方言差异，现代社会中人员流动越来越频繁，我们接触的人来自四面八方，语音

差别很大，因此，学会和说好普通话是进行交际、提高工作效率的基本保证。在运

用有声语言时，只有做到发音标准，吐字清晰，以音传义，表义准确、清楚，才能

达到有效地进行交际的目的。如果语音不标准、不规范，方言土语浓重，或是南腔

北调，别人听不懂，甚至产生误解，就不能实现交际的目的。

在说话中能否使用方言？一般情况下，应说普通话，这是时代对我们的语言规

范化的基本要求。但推广普通话并不等于消灭方言，在某些特殊场合使用方言也是

可以的。比如在北方城市，接待广东和港澳客人时，使用粤方言，会使客人强烈地

感受到乡音的亲切和乡情的浓郁，因而容易办成事情。演讲一般要用普通话，但孙

中山先生在美国檀香山演讲时，由于当地华侨多为广东人，他就因地制宜用粤方言

演讲，取得极佳的效果。有时出于沟通感情的需要，或出于语言幽默的需要，偶尔

适当穿插一两句方言，会使对方发出会心的笑，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2. 词汇丰富

要想把话说好、说贴切，就要成为“词汇的富翁”。要想有丰富的词汇储备，就

要不断积累自己的词汇量。除了从课本、书报上积累，还要学习流传于人民群众中

的那些生动活泼的词语，现代社会中更要注意积累生活中、网络中出现的新词语。

网络已成为新词语的发生地，每年都有许多词语产生和消亡，如果不能及时跟进、

更新，很可能会与现代社会脱节，因此，每个人都要随时丰富自己的词汇储备。

工作中人们要熟悉自己所在单位、部门的行业用语和专业术语，而日常用语

可以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是必不可少的。对领导或有某种职务的人，一般应

称其姓和职务，如“张总(经理)”“王部长”；对年长者及专家学者，一般称其姓

及尊称，如“尹教授”“刘老”“于先生”；对外宾则称“先生”“小姐”“女

士”“夫人”；对平级或一般同事，可称“老李”“小王”。此外，人们还应熟练

掌握和自如地运用谦敬语。例如，问候语：您好、早上好、晚安；祈请语：您请、

请多关照、拜托；致谢语：多谢、非常感谢、谢谢诸位；道歉语：抱歉、失礼了、

请恕冒昧；慰问语：辛苦了、受累了、麻烦您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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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俗流畅

通俗流畅是指说话通俗易懂、连贯自然，如溪流一样，自然委婉、通顺流畅。

有声语言稍纵即逝，不能反复琢磨、领会，如果不通俗、流畅，而是艰涩、拗

口，就会影响信息的传递和接收。因此，说话时在结构上要符合语法规则，在语义

上要符合逻辑事理，在用语上要遵照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少用方言土语和生僻词

语。另外，要多用通俗易懂的口语，少用晦涩难懂的书面语；多用短句、单句，少

用长句、复句；在适当的时候可以采用气声、颤音、顿音等方法和技巧，有针对性

地运用比喻、夸张、对比、婉曲等修辞手法，以增强语言的艺术感染力，增强表达

效果。

4. 清亮圆润

清亮圆润是指有声语言的音色优美，要如黄莺唱歌般清亮悦耳，如朝露般晶莹

圆润，富于变化，富有磁性，要像“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样令人心舒神畅，富有艺术魅

力。这是对运用口头语言提出的更高要求。声音的音色是否清亮圆润，既取决于说话人

发音器官的先天条件，也取决于后天有意识的训练。前者是难以改变的，而后者，只

要坚持不懈，完全可以弥补先天的不足和缺陷(例如：德摩斯梯尼)。

我们要克服的不好的发音习惯：说话有气无力、蚊蝇之声、怯懦之声、嗲声嗲

气及大喊大叫，刻意模仿港台腔或某种方言。我们要克服漏气、鼻音太重、喉音、

发音抖动等弊病；要加强对声音的控制，正确使用发音器官，使呼吸、声带闭合、咬

字三者协调起来，从而达到声音和谐、适度、清亮、圆润的效果。

二、普通话声母发音术语简介

(一) 发音方法术语

1. 塞音

塞音也叫闭塞音、爆破音，在普通话中是声母的一种发音方法。发音时两个发

音部位之间紧紧靠拢，使得气流通道完全堵塞，然后通道突然放开，除掉阻碍，气

流冲出而发出的音就是塞音。如p、b、t、d、k、g都是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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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擦音

擦音也叫摩擦音。发音时两个发音部位之间靠近并留有一条狭窄的缝隙，气流

从这条狭小的通道中摩擦而出，产生了擦音。如f、h、x、sh、s、r 都是擦音。

3. 塞擦音

塞擦音由塞音和擦音组合而成。发音时，两个发音部位先是紧密靠拢，气流通

道堵塞，然后打开形成缝隙，使气流从中摩擦而出并发音。普通话声母中的z、c、

zh、ch、j、q都是塞擦音。

4. 鼻音

鼻音是指发音时口腔气流通路被堵塞，软腭下垂，打开鼻腔通道，气流从鼻腔

中通过而发出的一种语音。普通话声母中的鼻音是m、n。

5. 边音

边音同样是声母的一种发音方法。发音时，口腔中的气流通道由于舌头的阻碍

未能完全打开，通道中部被堵塞，气流沿着舌头两边通过，声带振动，从而产生了

边音。普通话声母中的边音是l。

6. 送气音与不送气音

送气音与不送气音指的是普通话中的塞音和塞擦音气流的强弱：发音时，除阻

后呼出气流较强的塞音或塞擦音是送气音，相对来说气流较弱的则是不送气音。练

习时，将手放在嘴巴前即可感觉到p、t、k、c、ch、q六个声母发音时气流较强，属

送气音；b、d、g、z、zh、j六个音则气流较弱，为不送气音。

7. 清音与浊音

普通话声母中的清音和浊音是按照发音时声带振动与否来划分的。普通话声母

中除m、n、l、r为浊音外，其余均为清音。

(二) 发音部位术语

1. 双唇音

它由上唇和下唇阻碍气流而形成。声母b、p、m为双唇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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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唇齿音

它由上齿和下唇接近阻碍气流而形成。普通话声母中只有f是唇齿音。

3. 舌尖前音

它由舌尖抵住或接近齿背阻碍气流而形成，即我们平时所说的“平舌音”，包

括z、c、s三个声母。

4. 舌尖中音

它由舌尖抵住上齿龈阻碍气流而形成。d、t、n、l四个声母为舌尖中音。

5. 舌尖后音

它由舌尖抵住或接近硬腭前端阻碍气流而形成，即“翘舌音”，包括zh、ch、

sh、r四个声母。

6. 舌面音

它由舌面前部抵住或接近硬腭前端阻碍气流而形成，普通话声母中的舌面音有

三个，分别是j、q、x。

7. 舌根音

它由舌面后部抵住或接近软腭阻碍气流而形成，声母g、k、h为舌根音。

三、普通话声母发音方法与常见发音偏误

对于声母而言，找准发音部位是十分重要的，其中以舌位的精准程度最为关

键。根据各声母发音的难易程度、舌头定位的自然程度、大多数人的发音习惯三个

要素，本专题对声母的学习顺序进行了一定调整。

(一) 普通话声母发音方法

(1) b：双唇自然闭合，发音力量集中在唇中部，嘴角不用力，声带不颤动，同

时口腔中的气流有力冲开双唇阻碍，发出不送气、清、塞音。

(2) p：双唇自然闭合，发音力量集中在唇中部，嘴角不用力，声带不颤动，同

时口腔中一股明显的气流有力冲开双唇阻碍，发出送气、清、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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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双唇自然闭合，嘴角不用力，软腭下垂，打开鼻腔，声带颤动，气流从

鼻腔通过，发出双唇、浊、鼻音。

(4) f：上齿抵在下唇内侧，发音时，气流从唇齿间的缝隙摩擦通过，发出唇齿、

清、擦音。

(5) d：舌尖抵住上齿龈，气流到达成阻部位后，舌尖用力从上齿龈处弹开，发

出不送气、清、塞音。

(6) t：舌尖抵住上齿龈，发音时，舌尖用力从上齿龈处弹开并发出一股强气流，

发出送气、清、塞音。

(7) n：舌尖贴在上齿龈处，唇部微张，软腭下垂，打开鼻腔，声带颤动，气流

从鼻腔中通过，发出舌尖中、浊、鼻音。

(8) l：舌尖抵在上齿龈中部，唇部微张，声带颤动，气流从舌头两边通过，发出

舌尖中、浊、边音。

(9) zh：舌尖抵住硬腭前部，气流通过时将成阻部位冲出一条小缝并从中摩擦通

过，发出不送气、清、塞擦音。

(10) ch：舌尖抵住硬腭前部，一股强气流将成阻部位冲出一条小缝并从中摩擦通

过，发出送气、清、塞擦音。

(11) sh：舌尖接近硬腭前部，形成一条小缝，气流从中摩擦通过，发出清、擦音。

(12) r：舌尖略微卷起接近硬腭前部，形成一条小缝，声带颤动，气流从中摩擦

通过，发出浊、擦音。

(13) z：舌尖前端抵住齿背，气流将成阻部位冲出一条小缝并摩擦通过，发出不

送气、清、塞擦音。

(14) c：舌尖前端抵住齿背，一股较强气流将成阻部位冲出一条小缝并摩擦通

过，发出送气、清、塞擦音。

(15) s：舌尖前端接近齿背，形成一条小缝，气流从中摩擦通过，发出清、擦音。

(16) g：舌面后部隆起抵住软腭，气流突然冲出成阻部位，此时舌面后部用力从

软腭处弹开，发出不送气、清、塞音。

(17) k：舌面后部隆起抵住软腭，一股较强气流突然冲出成阻部位，此时舌面后

部用力从软腭处弹开，发出送气、清、塞音。

(18) h：舌面后部隆起靠近软腭，形成一条小缝，气流从中摩擦通过，发出清、擦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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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j：舌面前部隆起贴住硬腭前端，气流将成阻部位冲出一条小缝并摩擦通

过，发出不送气、清、塞擦音。

(20) q：舌面前部隆起贴住硬腭前端，一股较强气流将成阻部位冲出一条小缝并

摩擦通过，发出送气、清、塞擦音。

(21) x：舌面前部隆起与硬腭前端形成一条小缝，气流从中摩擦通过，发出舌

面、清、擦音。

(二) 普通话声母常见发音偏误与纠错练习

1. b与p的辨正 

b和p都是双唇音，其发音的区别在于前者为不送气音，后者为送气音，有些方

言音中存在把b发成p的问题。

练习：

巴巴(bā bā)——啪啪(pā pā)  很棒(hěn bàng)——很胖(hěn pàng)    

一遍(yī biàn)—— 一片(yī piàn)   秕子(bǐ zi)——痞子 (pǐ zi)

毕竟(bì jìng)——僻静(pì jìng)   饱了(bǎo le)——跑了(pǎo le)

爬出(pá chū)—— 拔出(bá chū)  婆婆(pó po) ——伯伯(bó bo)

抛起(pāo qǐ)——包起(bāo qǐ)   排开(pái kāi)——白开(bái kāi)

袍子(páo zi)——雹子(báo zi)   逃跑(táo pǎo)——淘宝(táo bǎo)

2. d与t的辨正

d与t发音的区别同样在于送气音与不送气音，常见偏误为把不送气音d发成送气

音t。

练习：

调动(diào dòng)——跳动(tiào dòng) 敌视(dí shì)——提示(tí shì)

堵住(dǔ zhù)——土著(tǔ zhù)            读书(dú shū)——图书(tú shū) 

顶多(dǐng duō)——挺多(tǐng duō)        堆着(duī zhe)——推着(tuī zhe)

兔子(tù zi)——肚子(dù zi)               吞下(tūn xià)——蹲下(dūn xià)

挑走(tiāo zǒu)——叼走(diāo zǒu)        通风(tōng fēng)——东风(dōng fēng)

对题(duì tí)——对敌(duì dí)             跳脚(tiào jiǎo)——吊脚(diào jiǎ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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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与l的辨正

n与l的发音主要有两处不同：一是气流通道不同，n是鼻音，气流从鼻腔通过；

l是边音，气流从舌的两侧通过。二是n与l虽然都是舌尖中音，但发n时，舌尖是

“贴”在上齿龈部位的，接触面积稍大；而发l时，舌尖则是“抵”在上齿龈部位

的，相应的接触面积也就较小，而且舌尖的位置也相对靠后。

练习：

千年(qiān nián)——牵连(qiān lián)      湖南(hú nán)——湖蓝(hú lán)

泥巴(ní bɑ)——篱笆(lí bɑ)               老农(lǎo nóng)——老龙(lǎo lóng)

脑子(nǎo zi)——老子(lǎo zi)            牛年(niú nián)——榴莲(liú lián)

无赖(wú lài)——无奈(wú nài)            老刘(lǎo liú)——老牛(lǎo niú)

吕氏(lǚ shì)——女士(nǚ shì)            蓝布(lán bù)——南部(nán bù)

隆重(lóng zhòng)——浓重(nóng zhòng)    连夜(lián yè)——黏液(nián yè)

4. zh与z，ch与c，sh与s的辨正

zh、ch、sh为舌尖后音，发音时，舌尖要翘起与硬腭前端接触，发z、c、s时，

舌尖无须“翘”起，而是“平伸”与齿背接触，两组声母的发音区别是很明显的，

但我国不论南方还是北方在地区方言中都存在平翘舌不分的现象。

练习：

战时(zhàn shí)——暂时(zàn shí)         增订(zēng dìng)——征订(zhēng dìng) 

栽花(zāi huā)——摘花(zhāi huā)         早市(zǎo shì)——找事(zhǎo shì)

初步(chū bù)——粗布(cū bù)             重来(chóng lái)——从来(cóng lái)

木材(mù cái)——木柴(mù chái)            村庄(cūn zhuāng)——春装(chūn zhuāng)

商业(shāng yè)——桑叶(sāng yè)         八成(bā chéng)——八层(bā céng) 

森森(sēn sēn)——深深(shēn shēn)        三角(sān jiǎo)——山脚(shān jiǎo)

5. j与z，q与c，x与s的辨正

从发音部位来说，j、q、x属于舌面音，成阻部位为舌面前部与硬腭前端，发音

时舌尖要抵在下齿背后；z、c、s的成阻部位为舌尖与齿背。但有的人在发j、q、x

时，往往会不自觉地抬起舌尖使之碰到上齿，从而导致气流从牙齿之间擦过，发出

接近z、c、s的所谓的“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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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鉴定(jiàn dìng)——暂定(zàn dìng)       洗脚(xǐ jiǎo)——洗澡(xǐ zǎo)

造作(zào zuò) ——叫做(jiào zuò)        资本(zī běn)——基本(jī běn)

千金(qiān jīn)——餐巾(cān jīn)       锵锵(qiāng qiāng)——苍苍(cāng cāng)

醋意(cù yì)—— 去意(qù yì)              此处(cǐ chù)——起处(qǐ chù)

显形(xiǎn xíng)——伞形(sǎn xíng)       香叶(xiāng yè)——桑叶(sāng yè)

苏子(sū zi)——须子(xū zi)               搜到(sōu dào)——修道(xiū dào)

6. r与l的辨正

r和 l都是舌尖音： r是舌尖后音，成阻部位是舌尖与硬腭前部， l是舌尖中

音，成阻部位是舌尖与上齿龈。出现发音偏误的原因不是发音时把握不住发音部

位，而在于发音方法不同：r是擦音，发音时成阻部位之间应形成一条缝隙，l是边

音，成阻部位要接触发音，如果发声母r时舌尖与硬腭有接触，就会发出近似声母l

的读音。

练习：

湿润(shī rùn)——诗论(shī lùn)          攘攘(rǎng rǎng)——朗朗(lǎng lǎng)

白绒(bái róng)——白龙(bái lóng)        流入(liú rù)——流露(liú lù)

褥子(rù zi)——路子(lù zi)               衰弱(shuāi ruò)——衰落(shuāi luò)

天蓝(tiān lán)——天然(tiān rán)        近路(jìn lù)——进入(jìn rù)

卤汁(lǔ zhī)——乳汁(rǔ zhī)            楼道(lóu dào)——柔道(róu dào)

收录(shōu lù)——收入(shōu rù)          快乐(kuài lè)——快热(kuài rè)                 

7. f与h的辨正

f与h的发音偏误一般是由方言音的影响造成的，在有些方言中，发声母h时由

于舌面后部没有充分抬起与硬腭后部靠近，使得发音位置过于靠前，口腔开合度变

小，上齿与下唇产生了接触，从而发出接近声母f的读音。

开发(kāi fā)——开花(kāi huā)            公费(gōng fèi)——工会(gōng huì) 

船夫(chuán fū)——传呼(chuán hū)         粉尘(fěn chén)—— 很沉(hěn chén)

飞动(fēi dòng)—— 挥动(huī dòng)         奋战(fèn zhàn)——混战(hùn zhàn)

汉人(hàn rén)——犯人(fàn rén)           荒原(huāng yuán)——方圆(fāng yu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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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hù zhù)——附注(fù zhù)             湖水(hú shuǐ)——浮水(fú shuǐ)　

慌慌(huāng huāng)——方方(fāng fāng)  互援(hù yuán)——复员(fù yuán)

四、普通话韵母发音方法与常见发音偏误

普通话韵母共分为三大类：单韵母、复韵母、鼻韵母，前两类是根据元音的个

数来划分的，第三类是根据韵母的独特发音部位来定义的。

(一) 普通话韵母发音方法

1. 单韵母

单韵母是指由一个元音构成的单元音韵母，普通话共有10个单韵母。

(1) ɑ：嘴自然张大，舌头自然放松位于下颚，气流均匀通过口腔，声带振动，

发出不圆唇元音。

(2) o：双唇自然拢圆不动，舌头后缩使舌根与软腭相对，气流均匀通过口腔，

声带振动发出圆唇元音。

(3) e：嘴半闭，嘴唇自然展开，舌头后缩使舌根与软腭相对，声带振动发出不圆

唇元音。

(4) ê：嘴半开，舌面与硬腭相对，声带振动发出不圆唇元音。

(5) i：嘴唇向两边呈扁平状展开，舌面前端上挺与硬腭前端形成一条缝隙，气流

从中通过并振动声带，发出不圆唇元音。

(6) u：双唇拢成小圆，舌头后缩使舌根与软腭相对，气流均匀通过口腔，声带

振动，发出圆唇元音。

(7) ü：双唇拢成小圆并微微前撮，舌面前端上挺与硬腭前端形成一条缝隙，气

流从中通过并振动声带，发出圆唇元音。

(8) -i(前)：嘴唇向两边呈扁平状展开，舌尖接近齿背形成一条缝隙，气流均匀通

过，声带振动。这个音只出现在声母z、c、s后面。

(9) -i(后)：双唇略展，舌尖翘起与硬腭前端接近形成缝隙，气流从中均匀通过，

声带振动。这个音只出现在声母zh、ch、sh、r后面。

(10) er：嘴微张，舌尖卷起靠近硬腭形成缝隙，声带振动，发出卷舌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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