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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普通话是一门技能性高、实践性强的课程。本文根据高校普通话教

学的特点以及方言在普通话教学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对普通话教学方法进行剖

析认为在普通话教学中应该注意课堂训练和课外训练相结合，并重视地方语言在

普通话教学中的作用。   

  【关键词】普通话 ； 课堂训练 ； 课外训练 ； 方言    

 

  普通话作为汉民族的通用语，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语言文字是一

个民族的活的灵魂，他盛载着民族的感情、民族的思想、民族的传统、民族的文

化。说普通话方便交流，促进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促进有声语言健康发展，促

进各民族之间、地域之间的交流。那么如何进行普通话教学？怎样让自己的学生

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本人就学习普通话的经验以及在普通话教学中的领悟谈

谈自己的看法。  

  一，课堂训练和课外训练相结合  

  课堂训练是普通话训练的主要形式。课堂训练一定要坚持两条原则：1、理

论指导实践，精讲多练。学语言主要是学技能，不是单一学知识、学理论，记住

几条规律完事。学习普通话，语音的问题 为突出，而语音是“口耳之学”，要

通过多听多练多说，培养语感，形成技能。从教学实际看，“练耳（听）——练

口（读、说）——练脑（记忆）”，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训练过程是十分有效的。

理论指导实践，就是要用普通话的基本知识包括语音的声韵调的发音要领，音节

的配合和音变的规律，语调语气的语用功能等来指导听说训练。这些要领、规则

和方法要讲得简明、管用，讲的时间不宜过长，主要让学生根据个人的言语实际，

自己练习为主，同学之间相互听练，相互纠正。2、示范模仿，导练为先。示范

和模仿是语言教学的基本方法。示范是对执教者而言。教师的普通话应该规范标

准，达到国家规定的一级水平，才能给学生做出示范。模仿是对学习者而言。模

仿者在接收到教师输出的语言信息之后，经过对语音语义的内化，输出与示范者

相应的言语“成品”。教师要对输出的成品进行评价，找到差异，使模仿的“成

品”达到示范者“样品”的水准。普通话训练中的释放和模仿都要在音质上找到

相似点。通过控制口形、舌位和音量、语速，使双向的音质达到统一；单项的声

韵调和音节以及简单音变易于模仿；复杂的音变和语流较难模仿，要进行分解和

过渡训练，逐步合成完形。导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语音的各要素和字、词、句、

段有老师带读、带说；二是针对学生的训练倾向，提出不同的训练方式或方法，

指导学生训练。导练可以避免训练的盲目性，主要靠老师的调控。学生中的普通

话语音纯正者不乏其人，也可以充分发挥“小先生”的优势，加入到导练的行列，

教师导练要求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要防止教师包办代替学生主动活泼地

训练的倾向。  

  课外训练是课堂训练的延伸和补充。课外训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1、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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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每天早上利用 8-10 分钟时间，学习一首短诗，一段话，几个词语，长流水，

不断线，必有效果。2、晚练。一般也在 10 分钟左右，可以讲故事，讲见闻，演

讲等。每个寝室同学相互轮换，周而复始。3、班级观摩活动促训练。每学期搞

一次班级普通话观摩活动，班级观摩会人人有节目。通过这种方式激发同学的热

情。当然，课外训练的形式多种多样，同学自己也可以找一些适合自己的形式进

行训练。  

  二、重视方言在普通话教学中的意义和作用  

  我们学习普通话不像学习外语那样，可以完全脱离方言母语的干扰，一字一

句另起炉灶地学，而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比照着自己的方言母语类推地学，这就势

必受到幼时习得母语的干扰，逐渐形成一种带有明显方言特征的本地普通话。可

见“地方普通话”成了普通话教学对象——学生的主流语。因此普通话教学不是

单纯进行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训练，同时要纠正方音，剔除“地方普通话”

中的方言成分，使之规范、标准。从而达到相应的普通话等级标准。  

  方言是人们常说的“地方话”，即所谓的“殊方异语”，是语言的地域变体。

普通话是汉民族共同语，同时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我们

习惯于把方言和普通话对立起来看。如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地方普通话”

成为标准普通话在各方言区的真实存在，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方言与普

通话的关系。1、从历时角度看，方言和普通话都是原始祖语在某一个历史阶段

平面上的投影，他们之间是并列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是“兄弟姐妹”的关系，

而非“母女”关系。2、从共时的角度看，方言和普通话是统一共时平面上的概

念。在语言结构上是一种互相影响、互相吸收的关系。这种影响和吸收主要表现

在：一是普通话的确立依赖于方言；二是作为强势语的普通话对方言在语音、词

汇、语法诸多方面施加影响，方言接收普通话的渗透；三是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

中，会形成一种既不是标准普通话又不是方言的过渡语；四是方言也影响着普通

话。普通话从方言中吸收有益的成分，如表达方式、词汇等来丰富自己，而不是

一味排斥方言。当然在普通话与方言并存的情况下，普通话与方言在结构上的相

互影响、相互吸收不能等量齐观。具有权威性的普通话对方言的发展具有约束力，

方言对普通话的影响力远不及普通话对方言的影响力。3、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

普通话是一定社会历史时期全民通用的语言，而方言则是社会分化的产物，所以

方言和普通话又存在着矛盾对立的一面。但推广普通话并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

社会发展的需要。4、从文化角度看，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普通话反应全民社会

的主流文化，而方言则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和普通话同样是记录华夏文化的

重要手段。相比较而言，方言的底蕴比普通话要醇厚些，所以方言是地域文化

外在的标识，它所积淀的文化内涵较普通话深厚，这样，学习普通话自然要打上

方言的烙印。因此，对于普通话教学而言，绝不可置方言于不顾，应该针对生源

的方言特点，结合相关的方言学知识，开展方言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只有从各地

方言和普通话的内在关系出发，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学会分析诸如这类问题：

方言中哪些因素干扰普通话大？哪些因素容易被普通话同化？方言的地域文化

背景如何阻碍普通话的规范标准？这样才能结合不同方言的不同特点，对症下药

地进行普通话教学，提高普通话的教学质量。对于我们高校而言，普通话教学不

是一字一句重新学习普通话，而是帮助学生如何克服地方普通话中的方言成分。

因为高校学生年龄大都在 20 左右，已形成了地方普通话的定势。因此，高校要

提高普通话的教学质量，必须将汉语方言学知识渗透在普通话教学中，使学生了

解普通话与方言的渊源关系，充分认识汉语方言在普通话学习中的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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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普通话教学具有技能性高和实践性强的特点，应该以语音知识为指导，有针对

性的进行口语强化训练，课堂训练和课外训练相结合。要提高学生普通话的运用能力，应尽

可能了解、熟悉各地区方言，切实掌握各地方言和普通话的对应关系。不能忽视方言在普通

话教学中的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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