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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普通话诊断评估的编制与实行
 

为普通话学习者作语音的诊断, 是我们中心1999年开始构想的一项服务, 目的是帮助学习普通话的人士特别是有意参加

普通话水平测试的人士, 了解自己的语言弱点及缺点, 并为他们提供改善意见。
 

诊断服务的准备工作, 主要是编制评估报告表和设计朗读材料。由于诊断服务面向香港地区人士, 朗读材料的内容以及

评估项目均以粤方言人学习普通话的难点作为重点。
 

诊断用的朗读材料, 内容参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普通话水平测试的形式进行设计,分为：朗读单音节字词，朗读

双音节词语，选择、判断，朗读短文及说话五个项目。在设计单音节和双音节字词的项目时, 照顾了声韵调各自的分布, 还

有声调组合、音变现象(轻声、上声连读) 的分布, 同时, 也适量选用了香港人容易读错的字词(如: 谎、暴虐) 。(见附录一)
 

评估报告表的编制, 分基础发音、朗读、说话三部分, 项目的描述及说明都经过再三斟酌和调整, 尽可能具体的反映粤方

言人的犯错特点, 以便接受诊断者阅读报告表时能较清晰了解自己的错误及语言面貌。(见附录二)
 

诊断服务由1999年下半年开始实行。诊断的模式, 是申请人按指定的朗读材料朗读、说话并录音(录音在申请人家中进

行)。录音带邮寄到由本中心, 由评审员评审, 然后为申请人填写评估报告表，再寄给申请人。评估表突出诊断性质,着重指

出缺点, 不作评级或打分。参加过诊断服务的人士可以申请个别辅导, 由评审员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及针对性的正音辅导。

诊断服务实行以来, 参加诊断的已超过180人。
 

 
 

二.  对粤方言区人语音错误的调查
 

本文试图通过对参加诊断服务的人士发音情况的调查, 讨论及分析粤方言区人常犯的语音错误。
 



调查的方法是: 在参加过诊断的180多人中, 抽取母语为粤语的111个样本, 根据他们的评估报告表上犯错的记录, 统计各

个语音项目的错误率。本文讨论的范围只限于声韵调的发音, 因此,调查也只限于评估表的基础发音部分。
 

评估表中语音项目, 分声调、声母、韵母、音节、音变五项, 每项又分若干类, 各类又包含多点的说明。本调查根据“说

明”中各小点进行统计(如复韵母的错误区分为“主要元音不到位” 及“舌位动程不够” 等几个小点), 务求得出较具体的

结论。
 

 
 

三.  调查结果分析
 

统计的语音项目细分77条, 每条的犯错人数及比例详见附录(附录三) 。以下归纳调查结果的若干重点, 作简要阐述:
 

1.      第二声、第三声区别模糊
 

根据此调查的统计, 第三声读得“不够饱满” 的有76人, 占总人数68%,比例相当高。在诊断中, 朗读单音节字的要求,第

三声要读全三声 , 很多人因为调尾上升不足造成错误。“不够饱满” 的另一种类型是下降不够, 在音高(最低点1度) 、音长

(1度停留稍长) 方面未能很好控制,第三声“降-升”的调形不突出。这样, 便容易跟第二声的“上扬” 调形互相混淆。例子: 

“雪” 没有下降到1, 或太快上升, 便倾向“学” 音。
 

数字也显示有35人发第二声有“先降后升” 的情况,占总人数31%。这种情况加重了上述的互混现象, 把第二声读成

“降-升” 格局,正好吻合了第三声的调形。例子: “池” 没有马上上扬而读成“3-2-5”, 倾向“齿” 音。
 

第一、第四声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各项犯错的人大约10%。很多一、四声的错误属于字音类推性质, 下面再详述。
 

2.      n,l互混
 

n,l互混有两中情况, 一是把n读成l, 二是把l读成n。调查显示, 犯后一种错误的人较多, 有63人, 占总人数57%。也有41%的

人犯前一种错误, 数目也不少。广东人向来被认为n,l不分, 但在他们自己的方言里, 把l说成n的情况倒并不普遍, 常见的是把

“你” 说成“李”, 把“脑” 说成“老” 。在说普通话时, 他们的习惯却有倒了过来。例子: “旅、冷、零、蓝…”都误

读成n。由于在方言里互混, 造成字音判断的问题, 以及矫枉过正的心理, 也许是把l读成n的人比较多的原因。
 

3.      h,k互混
 

h 误读成k的情况并不算太多(27%),大多出现于合口呼(u-)音节和e韵母音节, 如“货、化、何” 读如kuo,kua,ke。粤语的h

是喉音, 粤方言人不习惯在舌跟控制气流, 发h这个擦音, 便往往发成塞擦的k。同时我们观察到, 有的人虽然能保持h的擦音特

点,但却不能控制在舌根发音, 把h发成粤语的喉音。犯这中错误的人也有10%。
 



也有少数人(10%)反过来把k读成h, 如“况k” 读如“晃h” 。
 

4.      舌尖前、舌尖后音及舌面音三组错误显著
 

   在声母中,舌尖前、舌尖后音及舌面音三组错误最显著,有多种错误类型。这三组声母共分成11个小项来统计, 其中6项, 犯

错的人数都超过40%,最多的一项达58%。
 

这三组声母错读的特点 , 都是误用了粤方言的习惯来发音, “j q x读作舌叶音” 、“z c s有舌叶音色彩” 、“zh ch sh部位

靠前”三项犯错的人最多(分别是54%,58%,51%), 便可证明。他们对舌面和舌尖的发音部位不敏感, 自然地改用方言里的舌

叶音, 倒是“翘舌” 较容易把握, 但部位还是靠前, 不到位。例子: “就jiu”读如粤语“招”, “三san” 读如粤语“山”, 

“丑” 读如粤语“曹” 。
 

舌尖前、舌尖后两组声母互混的情况也很普遍, zh ch sh读作z c s的有49人(44%), 如“串” 读成“篡”, “山” 读成

“三”;反过来把z c s读作zh ch sh的也不少,有46人(44%), 如“租” 混同“猪”, “增” 混同“争”。“平翘”混读的错误

有部分属于字音判断性质,非纯发音问题。 
 

舌面音误读舌尖前音的有46人(41%)。这种错误, 有一部分跟韵母错误同时出现, 如“选”误读uan韵母, 声母便同时调整, 

接近s, “就” 漏介音i-,韵母变成ou, 声母调整接近z。另外一部分误读多发生在ji qi xi 音节, 如“己、洗、际、思” 读成zi 或

si。
 

5.      元音发音不到位
 

单韵母不到位的情况最严重的是e, 其次是a。如“册ce、何he” 的错误, 主要是e偏前;如“擦ca、杂za” 的错误, 是a偏

高。根据此调查, 发单韵母音节时,“韵母舌位前后位置不准”的有63人(58%),“韵母舌位高低不准”的有34人(31%)。还有

“单韵母舌位不稳定”的有48人, 人数不少, 占总人数43%,这主要指i和卷舌韵母-i, 发音时舌位不能保持一致, 如“辞、师、

自、滴” 最后较松散, 或有打开的趋势(近乎 ie)。
 

其它韵母中的元音, 也有发音不到位的, 主要也跟a、e有关。“复韵母主要元音不到位” 有22人(20%),“鼻韵母主要元

音不到位” 有44人(40%)。例子:“拍ai”、“摔uai”、 “刚ang”、“餐an”中的a偏高, 嘴太闭,近乎e; “冷eng” 中的e偏

前。 
 

6.      前、后鼻韵母互混
 

鼻韵母的错误 ,主要是后鼻韵母误读成前鼻韵母, 按评估表ang、eng、ing三类统计,以ang、eng误读成an、en的情况为多。

“ang→an”有39%,“eng→en” 有40%。例子: “上ang” 混同“善an”、“良iang” 混同“连ian” 、“朋eng” 混同



“盆en” 。也有-n读成-ng的情况, 占42%。例子: “跟en” 混同“更eng” 、“秦in” 混同“情ing” 。
 

7.      介音音节的错误
 

介音音节的错误,以i介音音节为主, 发音时,“i介母模糊”的有50人, 占总人数45%,如“皆jie” 倾向于je;程度较严重的, 即

“i介母脱落”,人数也有21人(19%),如把“奖jiang” 读成“掌”。u音节的问题较少, 如“伙huo” 读成ho的情况, 偶然发

生。 
 

8.      复韵母动程不够
 

不能完整的完成复韵母的音节, 就是所谓“动程不够” 。较常见的有ou韵母和ao韵母。 如“肉rou” 读成ro, 忽略归音; 

如“包bao、兆zhao” 尾音弱化, 读音接近bae、zhae。犯这种错误的人约占23%。
 

9.      轻声普遍忽略
 

据此调查分类,轻声的错误分“轻声重读” 、“误读轻声” 和“轻声调值不准” 三项, 忽略轻声或不能正确判断轻声

词语的情况极为普遍, 有103人有“轻声重读” 的情况, 占总人数93%,有的人几乎所有轻声词语都没有轻读, 包括“窗户、尾

巴、耳朵、舌头、秀才”,还有“地方、东西、他们、多么、用处…”。反过来,“误读轻声”的也有32%,就是把不该读轻

声的当轻声处理, 如“上班、抽象” 。至于“轻声调值不准” 就是轻声虽读得出来, 但不像, 主要是轻声字的音高、音长

处理不当, 轻声字近似半三声,如“地方” 读如“地访” 。
 

10.  其它音变均难掌握
 

其它的音变, 粤方言人都不容易掌握, 如“上声连读没有按规律变调” 有47人(42%),如“偶尔” 的“偶”, “雨伞” 的

“雨” 都没有变读, 仍读第三声, 结果词语就读成“ˇˊ” 。
 

其它几项也有不少犯错的情况 ,“‘一’没有按规律变调” 有62人(56%) “‘不’没有按规律变调” 有37人(33%),

“‘儿化’不自然” 有66人(59%)。
 

11.  字音类推错误极为普遍
 

犯类推错误的人数比例极高, 从声调、声母、韵母、音节四组的“类推错误” 项的统计看, 错读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都

超过50%,声调错读部分还高达87%。各组错读的情况说明如下: 
 

错误判断声调:97人, 占总人数87%。例子: “魔ˊ”误读—(粤语阴平), “谎ˇ”误读—(粤语阴平),“钢— ”误读ˋ (粤

语阴去),“鼻ˊ”误读ˋ(粤语阳去),“拥—”误读ˇ(粤语阴上), “塔ˇ”误读—或ˊ(粤语入声) 。
 

错误判断声母:68人, 占总人数61%。例子: “编b”误读p,“毁h”误读w, “凝n”误读y,“恳k”误读h(粤语p声母) 。这些



错误, 都是因为误用了粤语的声母代替普通话的声母。
 

错误判断韵母:67人, 占总人数60%。例子:“聘in”误读ing,(粤语韵母同“平”) ,“般an”误读en,(粤语韵母同“本”) “吼

ou”误读ao,(粤语同“烤”),“内ei”误读ai(粤语同“耐”),“缩uo”误读u(粤语同“叔”),“漱u”误读ou(粤语同“瘦”)。
 

错误判断音节:57人, 占总人数51%。例子:“损sun”误读xuan(粤语同“选”),“趣qu”误读cui(粤语同“翠”),“铅”误读

yuan(粤语同“原”) 。
 

音节误读的一种突出的现象,是“不能分辨异读词”,有59人,占总人数53%。例子:“角jue色”的“角”仍读jiao,“剥削

boxue”的“剥”误读bao, “削”误读xiao。
 

 
 

四.  余论
 

根据以上调查的统计, 我们可以对粤方言区人在学习普通话过程中常犯的语音错误进行更有理据的分析, 从而帮助我们

了解学习者的发音难点。虽然对方言区人的语音难点的研究, 前人也多有论述, 但此项调查尝试从几十项语音项目, 来考察

受诊断者的错误, 而诊断材料及评估有意识配合等级考核的要求, 有可能对错误作比较精细的描述。
 

经过上述对调查结果的分析, 除了印证了粤方言区人发音的普遍错误之外, 有几点值得特别关注。第一, 发音的错误常

常与字音判断的错误纠缠在一起, 第一、四声、“平翘舌” 声母、n和l等, 都需要同时下功夫对付“类推错误”。第二, 舌

尖前(平舌)、舌尖后(翘舌)及舌面音三组声母仍学习者的大敌, 但值得注意的是z c s 读成zh ch sh的错误率并不比翘舌音的错

误低, 舌面音的错误更超过了翘舌音。第三, n,l混读、前后鼻韵母混读, “混” 的情况很突出, 并不受粤语中“n→l” 、“-n

→-ng” 的习惯局限而有明显的反向混读情况。第四, 元音不到位的现象也很值得注意, 主要元音a,e的错误, 以及韵尾i,o,u的

“归音” 问题, 影响的面很广泛。第五, 轻声、儿化问题, 还有“一” 变调的错误,不可忽视。普通话的音变是方言区人的

最大难点。
 

 
 

 
 

 
 

 
 

附錄三
 



語音類型 項目序號 項目     人數 佔總人數(%) 

聲調 1 第一聲高度不夠     16 14 

  2 第二聲先降後升     35 31 

  3 第三聲不夠飽滿     76 68 

  4 第三聲調尾下降     14 13 

  5 第四聲起調/下降不足     13 12 

  6 第四聲讀如第一聲     10 9 

  7 —ˋ→——     7 6 

  8 ˋ—→ˋˋ     3 3 

  9 ˋˋ調值不準     4 4 

  10 ˊˇ調值不準     3 3 

  11 不認字     38 34 

  12 類推錯誤     97 87 

聲母 13 b p m f 缺乏過渡音u     37 33 

  14 n l不分,n→l     46 41 

  15 n l不分,l→n     63 57 

  16 h→k     30 27 

  17 h讀成喉音     12 10 

  18 k→h     12 10 

  19 j q x→ z c s     46 41 

  20 j q x讀作舌葉音     60 54 

  21 j q x→zh ch sh     15 14 

  22 j q x 讀作尖音     2 2 

  23 zh ch sh → z c s     49 44 

  24 zh ch sh 部位靠前     57 51 

  25 zh ch sh 部位靠後     6 5 

  26 r →零聲母     37 33 

  27 r→ l     27 24 

  28 r 部位靠後,不自然     40 36 

  29 z c s有舌葉音色彩     64 58 

  30 z c s→ zh ch sh      46 41 

  31 z c s 帶齒間音     16 14 

  32 z c s 部位靠後     6 5 

  33 不認字     24 22 

  34 類推錯誤     68 61 

韻母 35 單韻母舌位靠前/後     63 58 

  36 單韻母舌位過高/低     34 31 

  37 單韻母唇的圓/展     19 17 

  38 單韻母舌位不穩定     35 32 

  39 er 沒捲舌     12 11 

  40 er 捲舌不夠     41 37 

  41 ai ei ao ou韻母混淆     18 37 

  42 複韻母主要元音不到位     22 20 



 
 

  43 複韻母舌位動程不夠     25 23 

  44 複韻母單韻母化     5 5 

  45 ie `e 的 e 開口度不夠     15 14 

  46 ie `e 的 e 舌位靠後     2 2 

  47 ie `e 單韻母化     3 3 

  48 ang→ an     43 39 

  49 eng→ en     44 40 

  50 ing→ in     30 27 

  51 前鼻韻-n讀作後鼻韻-ng     47 42 

  52 鼻韻母主要元音不到位     44 40 

  53 韻尾弱化     10 9 

  54 類推錯誤     67 60 

  55 讀作粵語韻母     23 21 

音節 56 i介母脫落     21 19 

  57 i介母模糊     50 45 

  58 i介母脫落     26 23 

  59 u介母模糊     28 25 

  60 u介母時值過長     10 9 

  61 u介母誤作`介母     2 2 

  62 `介母模糊或脫落     13 12 

  63 讀錯音節     55 50 

  64 不能分辨異讀詞     59 53 

  65 類推錯誤     57 51 

音變 66 輕聲重讀     103 93 

  67 誤讀輕聲     36 32 

  68 輕聲調值不準     31 28 

  69 上聲連讀沒按規律變調     47 42 

  70 上聲變調規律錯誤     10 9 

  71 “一＂沒按規律變調     62 56 

  72 “不＂沒按規律變調     37 33 

  73 兒化詞“兒＂讀成獨立音節     11 10 

  74 “兒化＂沒讀出來     20 18 

  75 “兒化＂不自然     66 59 

     總人數      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