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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实践中，对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思考有两点：一、制卷问题：第一部
分读单音节字词，过于拘泥于《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的要求，不能反映真
正的普通话水平；第三部分所选文章，与其它国内外的语言水平测试相比，
对大部分应试对象而言具有偶然性、偏于文科、现代的应用文章较少。二、
测评标准部分：建议给每份试卷制定标准读音答案；建立等级评分标准音像
模版；对测评实行计算机标准化信息管理，便于规范化管理和研究。 

    普通话水平测试是规范语言文字、推广普通话工作的重要组成成分，实
施推广普通话工作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重要举措。自从1994
年开始启动以来，普通话水平测试已从一种新生事物，在实践中逐步得到完
善逐步，有利地推动了全社会的普通话的普及和推广。对于初步涉及普通话
这一新领域的一位医学专业的教师来讲，在几年的推广普通话工作中，对普
通话水平测试产生了一些外行人看内行的特殊感受和体会，在此提出来与大
家共商。 
    一、关于普通话水平测试的制卷方面： 
    普通话水平测试的制卷涉及到很多专业技术问题，单字和词语部分是根
据国家规定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要求制作的（以下简称大纲），国家
测试中心对所选用的词语有一定的具体要求，如何通过一张试卷，将应试者
的普通话水平准确的反映出来，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普通话水平的测
试，目的是“测试普通话水平”，是指导制卷工作的中心思想。何谓“普通
话水平”？据国家语委专家李宇明的意见，偏向于下面的第二种解释：一种
为人们掌握普通话这一系统语言的水平，包括普通话的语音系统、词汇系
统、语法系统；第二种解释为普通话水平是人们运用普通话进行语言交际的
水平，这不仅牵涉到对普通话语言系统的掌握，而且还牵涉到各种交际策
略。从这个意义上讲，普通话水平的测试，不应是文化水平的考试，也不是
口才的评估，是对应试者运用普通话所达到的标准程度的监测和评定。 
    1.关于试卷的第一部分 
    普通话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是经济开放人流物流的结
果，普通话的普及根源于经济的发展，经济带动了语言、语言又作用于经
济。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工具。语言只有交际才有价值，不用于交际的
语言只是交际的备用系统，没有实际的意义。但是在我们的测试卷中（以山
东省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编制的《普通话培训与测试》一书中的试卷为例，
以下简称“试卷”）发现，在第一部分读单音节字词中有一部分字出现的频
率较高，也有一部分难字和偏字。 
    以交际实用的态度审视，应该如何在尽量满足大纲的要求下，根据有些
字在实际生活中的出现频率，与现实社会的需求相适应，制定音节的出现
率。比如说“翁”字的出现是为了考察“W”和“eng”的发音“ueng”，但
和此音节有关的音节在大纲中只有“翁”一个字，所以“翁”的出现率比其
它字要高的多。这完全可以用“文”、“蒙”等考察相应的声母和韵母，而
不必完全拘泥于大纲。 
    另外，出现了一些在现实生活中相对较少用到的偏字、难字，是否可以
用一些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字代替？这样可以消除应试者读生字时的紧张状
态，更公平的反应应试者普通话的水平。如用“走”可以代替“邹”，
“顺”可以代替“舜”，“训”可以代替“荀”，“砍”可以代替“槛”，
“他”可以代替“沓”、“撇”可以代替 “苤”、“败”可以代替“稗”，
“痛”可以代替“佟”， “课”可以代替“磕”，“香”可以代替“襄”，
“赞”可以代替“簪”等。试卷的难度将影响分数，但并不能真实的反应受



试者的普通话水平，只是反映了应试者某一方面的文字水平。在测试中发
现，试卷第一部分和第三、第四部分的相关性相对较小，常见到有些应试
者，其普通话讲得很好，单只是因为没有读好第一部分（或者只是因为未来
得及查好生词），就影响了总的测试成绩。何况即使考相应的文化程度，则
在朗读、说话等项目中就能反映出来。所以如何在满足大纲要求的同时，尽
量采用实用的常见字，这样既反映普通话的发音，又不会因对生字词的掌握
偏差而影响考试成绩。相比起来，第二部分的词语部分显得较为科学实用，
而学生的错误率明显低于第一部分，其成绩于第三和第四部分也比较相关。 
    2.关于试卷的第三部分 
    在朗读部分，有些文章显得不够随机性，偶然性较大。比如在第二部分
还对轻声、儿化、音变等有所限制和规定的话，则在朗读中就完全不能限
制，更不用说声母和韵母的均衡了。有的文章如冰心的《笑》中的儿化音较
多；茅盾的《白杨礼赞》、候修圃的《老屋》中的z、c、s和zh、ch、sh音就
较多，碰到方言中发平、翘舌音困难的应试者，换一种题目则出错的几率要
比读这些文章小得多。 
    有些文章，在现代学生的应用中出现率较低。我们朗读中的文章有近一
半是鲁迅、巴金、和朱自清这些新文化运动后的优秀作家，带有那个时代的
强烈的气息，甚至于还有更早一些的梁启超。但是，我们每天可见的报纸，
报道及其大学生们接触最多的现代文章却相对较少。普通话水平测试的众多
对象是在校大学生，除非是与中文相关的专业，对于这样偏重文科而缺少理
科材料的朗读文章来讲，理科生会明显的逊色于文科生。正如即使你具有较
高的普通话水平，如若拿医学专业用语来考其它专业的学生，则一定会破句
连篇，洋相百出。再如山东省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编制的《普通话培训与测
试》一书中的103页所举的例子“软件是什么”，对文科生来讲肯定不如其它
的文学作品容易，但对理科生来讲读起来就较顺嘴。 
    普通话水平考试，可以借鉴国内外其它相应的语言考试的成功经验，采
取各种措施确保测试标准的统一和公正。如英语雅思（IELTS）考试，研究生
英语入学考试、在职申请硕士英语水平考试等等反应语言水平的考试试卷，
这些语言考试的对象是不分文理，而反映的却是相同的语言水平。比如阅读
部分，则大多含有文理兼备的文章，很少像普通话水平考试这样偏颇，既然
叫做普通话水平考试，就不应是汉语文学水平考试，否则多数理科学生的成
绩会受影响，这样有失公平。 
    二、测评标准部分 
    由于测试是采用口试的方式，测试员的评分不易做到完全客观公正，准
确无差错，受到对评分标准的理解把握上的客观存在的差异、测试员情绪高
低、能力高下和语言文字素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测试中存在的评分差异是
不可避免的。所以为了保证尽量的减少差异，将评分误差控制在正常范围以
内，在现有的制度和规定的基础上，我认为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应给每份试卷制定标准读音答案，发给每个测试员并学习掌握。尽管
测试员中不乏有中文专业的人才，但其它专业的也有很多，为便于规范掌握
标准，在已有的评分基础上，应有标准答案。 
    2.应有等级评分标准模版。根据我国现有的对普通话的评分等级，应尽
可能的将每个级别、每个等级制作成音像模版，以便测试员的培训和反复熟
练使用，也可用于普通话测前培训。 
    3.测试员的工作每年固定在有限的时间，应在每次集中测试前，集中复
习评分标准，剖析评分标准的重点和难点，使测试员的主观判断经过演习磨
合，逐步趋向一致。 
    4.普通话测评应适应现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迫切需要，对报考、成绩
输入、证书打印、成绩统计、查询备案等尽快实行计算机标准化信息管理，
这样不仅能节省大量的人力，保证信息的完整性，提高了工作效率，使这项
工作更加规范，而且还能有利于对普通话测评的科研和统计，有可能的话还
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联网，确保证书的可靠性。 
    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是新时期推广普通话工作的重要举措，普通话水平
测试工作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对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
具有重要的意义，每一位测试员都应在实践中进一步学习，为这项工作的顺
利开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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