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语语语语        音音音音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语音概说语音概说语音概说语音概说

学习要点： 
�  了解语音的属性。

�  掌握语音的四要素。

�  了解发音器官的基本构造 。
�  熟练掌握汉语拼音方案，能运用拼写规则      
正确地拼写普通话的音节和词语。

�  熟悉常用的国际音标。



一、语音的性质
                                            
                                    语音是人类发音器官发出的具有一

定意义的声音。语音具有以下三种属
性：

� 物理属性

� 生理属性

� 社会属性



（一）语音的物理属性（一）语音的物理属性（一）语音的物理属性（一）语音的物理属性

                                语音同自然界的其他声音一样，产生于物体的

振动，具有物理性质。

          语音同其他声音一样具有四种要素:
1. 音高  指声音的高低，决定于发音体振动的快慢。

2. 音强  指声音的强弱，决定于发音体震动幅度的大小。  
3. 音长  指声音的长短，决定于发音体振动时间的长短。

4. 音色  又叫“音质”，指声音的特色，决定于声波的形状。



造成不同音色的主要条件有以下三种：造成不同音色的主要条件有以下三种：造成不同音色的主要条件有以下三种：造成不同音色的主要条件有以下三种：

� 发音体的不同。在语音学中称发音部位的不同。

� 发音方法不同。同一个发音部位发出的音，发音
方法不同就形成了不同音色的音。

� 发音时共鸣器形状的不同。

          不同音色就是由于这三个方面的条件相互配
合构成的，在任何语言中，音色是区别意义的最
重要的要素。



（二）语音的生理属性（二）语音的生理属性（二）语音的生理属性（二）语音的生理属性

                                    语音是由人的发音器官发出来的，发音器官
及其活动决定语音的区别。发音器官可以分为三
大部分：

� 呼吸器官

� 喉头和声带

� 咽腔、口腔和鼻腔





（三）语音的社会属性（三）语音的社会属性（三）语音的社会属性（三）语音的社会属性

                                    语音的社会属性是语音区别于其他声音
的本质属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语音的形式和意义的结合是约定俗成的，
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2.语音必然表现出一定的民族特征和地域特
征。

    3.语音的系统性。 



二、二、二、二、    语音单位语音单位语音单位语音单位

                    （一）音素  
      音素是最小的语音单位。音节就是由音素构成的。

普通话有32个音素：

� 一个字母表示一个音素：a o e u b p m f d t n l g k h j 
q x z c s r

� 两个字母表示一个音素：zh ch sh nɡ er。
� 一个字母表示三个音素：i   [-i]前  [-i]后
� 一个字母加一个符号表示一个音素：ü  ê



� 音素可以分为元音、辅音两大类

� 元音  也叫母音。指发音时气流振动声带，气
流在口腔、咽头不受阻碍而形成的音。普通
话中有10个元音：ɑ o e ê i u ü er –i（前） -i
（后）。

� 辅音  也叫子音。指发音时气流在口腔或咽头
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而形成的音。普通话中
有22个辅音：b p m f d t n l k ɡ h j q x zh ch 
sh r z c s nɡ.



元音和辅音的主要区别：元音和辅音的主要区别：元音和辅音的主要区别：元音和辅音的主要区别：

1．元音发音时，气流在咽头、口腔不受阻碍；辅音发
音时，气流通过口腔、鼻腔时要受到某部位的阻碍。
这是元音和辅音的最主要区别。

2．元音发音时，发音器官各部位保持均衡的紧张状
态；辅音发音时，构成阻碍的部位特别紧张。

3．元音发音时，气流较弱；辅音发音时，气流较强。

4．元音发音时，声带颤动，发出的声音比较响亮；辅
音发音时，声带不一定颤动，声音一般不响亮。



（（（（二）音二）音二）音二）音    节节节节        

� 音节由音素构成，是语音结构的基本单位，也
是自然感到的最小语音单位。

� 普通话除儿化韵的词是两个汉字表示一个音节
外，一般是一个汉字一个音节。

 例如：汉 ——hàn    语——yǔ   花儿——huār



（三）声母、韵母、声调（三）声母、韵母、声调（三）声母、韵母、声调（三）声母、韵母、声调

                                    按照汉语音韵学传统的字音分析方法，可
以把一个音节分解为声母、韵母、声调三个部
分。

� 声母指音节开头的辅音。有的音节开头的音素
不是辅音，称为“零声母”，这样的音节称为“零
声母音节”。

� 韵母指音节中声母后面的部分。

� 声调是依附在声韵结构中具有区别意义作用的
音高变化。



                                    ((((四四四四))))音音音音    位位位位

                                                音位是一个语音系统在能够区
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也是按语
音的辨义作用归纳出来的音类。



                                        三、记音符号三、记音符号三、记音符号三、记音符号

                                        为了给汉字注音和记录汉语，人们采用过
多种注音方法，如“直音法”、“反切法”、“注音
符号”等，现在用《汉语拼音方案》。



（一）（一）（一）（一）《《《《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

� 《汉语拼音方案》是给汉字记音的一套注音符
号，也是推广普通话的有力工具。1958195819581958年2222月
11111111日，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批准作为正式方案推行。

� 《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用途::::
   1.   1.   1.   1.汉字的注音工具

            2.2.2.2.推广普通话的工具



《《《《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的组成：的组成：的组成：的组成：

《汉语拼音方案》由五部分组成：

一、字母表

二、声母表

三、韵母表

四、声调符号

五、隔音符号



((((二二二二))))国际音标国际音标国际音标国际音标

                                        国际音标是1886年由国际语音学会制
定发表的一套记音符号。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声声声声        母母母母

                学习要点:
�  熟练掌握声母的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

�  学会21个声母的正确发音

�  能够结合自己本地方言进行声母辩证



        一、声母的分类一、声母的分类一、声母的分类一、声母的分类

� 声母指音节开头的辅音。

� 声母的不同是由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不同决
定的。

� 发音部位指发音时气流受到阻碍的位置。

� 发音方法指发音时发音器官节制气流的方式
和状况。



按照发音部位，普通话声母可分为如下七类：按照发音部位，普通话声母可分为如下七类：按照发音部位，普通话声母可分为如下七类：按照发音部位，普通话声母可分为如下七类：

1、双唇音 （ b p m ） 是由上唇和下唇构成阻碍而发出的音。
2、唇齿音 （f）  是由上齿和下唇构成阻碍而发出的音。
3、舌尖前音　（z c s）  是由舌尖和上齿背构成阻碍而发出的音，

又叫平舌音。
4、舌尖中音 （d t n l）  是由舌尖和上齿龈构成阻碍而发出的音。
5、舌尖后音（zh ch sh r）  是由舌尖和硬腭前部构成阻碍而发出的

音，又叫翘舌音。
6、舌面前音 （j q x）是由舌面前部和硬腭前部构成阻碍而发出的

音。
7、舌面后音 (g k h) 是由舌根和软腭构成阻碍而发出的音,俗称“舌根

音”。



辅音声母的发音方法辅音声母的发音方法辅音声母的发音方法辅音声母的发音方法

� 声母的发音方法指发音时发音器官节制
气流的方式和状况。

� 可以从阻碍的方式、声带是否颤动、气
流的强弱等三个方面来观察。



1.1.1.1.看阻碍的方式看阻碍的方式看阻碍的方式看阻碍的方式

                根据构成阻碍与消除阻碍方式的不同，声母可分为五类：
（1111）塞音塞音塞音塞音        （b p d t g kb p d t g kb p d t g kb p d t g k）        又叫““““爆发音””””或““““破裂音””””，发音时，发音部位完

全闭塞，构成阻碍，气流冲破阻碍，迸裂而出，爆发成声。

（2222）擦音擦音擦音擦音        （f h x f h x f h x f h x shshshsh r s r s r s r s）        发音时，发音部位接近，留有一条窄缝，气流
由窄缝中挤出，摩擦成声。

（3333）塞擦音塞擦音塞擦音塞擦音    （j q j q j q j q zhzhzhzh    chchchch z c   z c   z c   z c  ）这类声母兼有塞音与擦音的特点，前半部分
像塞音，后半部分像擦音，前后发音过程紧密结合，成为一个语音单位。

（4444）鼻音鼻音鼻音鼻音    （m nm nm nm n）        发音时，口腔中的发音部位完全闭塞，软腭下降，声带
振动，气流从鼻腔通过发出声音。

（5555）边音边音边音边音    （llll）        发音时，舌尖抵住上齿龈，声带振动，气流从舌头的两边
或一边通过。



2. 2. 2. 2. 看声带是否颤动看声带是否颤动看声带是否颤动看声带是否颤动

� 根据声带是否颤动，可以把声母分为两类：

（1111）浊音        发音时声带颤动，又叫带音。

（2222）清音        发音时声带不颤动，又叫不带音。

� 浊音共有mmmm、    nnnn、    llll、    rrrr四个，其余声母都是
清音。



    3.3.3.3.看气流的强弱看气流的强弱看气流的强弱看气流的强弱

                                根据气流的强弱，可以把声母中的塞音
与塞擦音分为两类：

（1）送气音  p t k q ch c发音时口腔中呼出
较强的气流。

（2）不送气音  b d g j zh z发音时口腔中呼
出较弱的气流。



三、声母辨正三、声母辨正三、声母辨正三、声母辨正

� 什么叫辨正？

           就是以民族共同语为标准，把它同方言进
行对比，找出两者的差异，求出共同语和方言
的对应规律，来纠正不符合普通话读音的发音。



声母辨正要注意以下几组声母的发音：声母辨正要注意以下几组声母的发音：声母辨正要注意以下几组声母的发音：声母辨正要注意以下几组声母的发音：

（一）分辨n和 l
（二）分辨zh、ch、sh和z、c、s
（三）分辨f和h
（四）分辨z c s和j q c
（五）读准普通话零声母的字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韵母韵母韵母韵母

                学习要点：

�  熟悉39个韵母的分类、结构特点

�  掌握各韵母的正确发音

�  了解压韵和韵辙

�  能结合自己本地的方言进行韵母辩证 



一、一、一、一、    元音的发音元音的发音元音的发音元音的发音

（一）单元音的发音

      单韵母是由单元音充当的，普通话10个单韵
母可以分为三类:

   1.舌面元音

   2.舌尖元音

   3.卷舌元音



    1.1.1.1.舌面元音舌面元音舌面元音舌面元音

                                舌面元音的发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观察：

         第一、舌位的高低

         第二、舌位的前后

         第三、唇形的圆展



2.2.2.2.舌尖元音舌尖元音舌尖元音舌尖元音

                                        舌尖元音-i（前）、-i（后）与舌面元音i出现
的条件不同：

�    -i（前）只出现在辅音声母z c s的后面

�    -i（后）只出现在辅音声母zh ch sh r的后面



3.3.3.3.卷舌元音卷舌元音卷舌元音卷舌元音

� er虽是用两个字母标写，但仍是单元音韵
母，r只是表示卷舌动作的符号。

� 单韵母的发音特点是发音过程中舌位、唇形
和开口度始终不变。如有一点变化，就不是
纯正的单韵母了，所以，发音时要保持固定
的口形。



单韵母的发音特点单韵母的发音特点单韵母的发音特点单韵母的发音特点

� 单韵母的发音特点是发音过程中舌位、唇形和开口
度始终不变，如有一点变化，就不是纯正的单韵母
了。所以，单韵母发音时要保持固定的口形。

� 比较a与 ao、 o与 ao的发音，掌握单韵母的发音特
点。



（二）复元音的发音（二）复元音的发音（二）复元音的发音（二）复元音的发音

� 复元音是指发音时舌位、唇形都有变化的元音。

� 复元音的发音特点：

                1.1.1.1.元音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整个过程是从一个元
音滑向另一个元音。

                2.2.2.2.各元音的发音响度不同。主要元音的发音口腔开
口度最大，声音最响亮，持续时间最长，其他元
音发音轻短或含混模糊。



复元音的分类：复元音的分类：复元音的分类：复元音的分类：

    根据主要元音在韵母中所处的位置，复元音可分为以下三类：
     1．前响复元音
     指主要元音处在前面的复元音，共有四个：ɑi、ɑo、ei、

ou。发音时前音响亮，后音轻短。
     2.后响复元音
     指主要元音处在后面的复元音。共有5个：ia、ie、ua、uo、

üe。发音时后音响亮，前音轻短。
     3.中响复元音
     指主要元音处在中间的复元音。共有4个：iao、iou、uai、

uei。发音时中间响亮，两头弱。



    二、韵母的分类二、韵母的分类二、韵母的分类二、韵母的分类

（一）按照韵母的内部结构韵母分为以下三类：

                                    1.1.1.1.单元音韵母

                                    2.2.2.2.复元音韵母

                                    3.3.3.3.带鼻音韵母



                                    1.1.1.1.单元音韵母：单元音韵母：单元音韵母：单元音韵母：

                                    由一个元音构成的韵母叫单元音韵母，
又叫单韵母。普通话共有10101010个单韵母。aaaa、
oooo、eeee、êêêê、iiii、uuuu、üüüü、-i-i-i-i（前）、-i-i-i-i（后）、
erererer。



                            2.2.2.2.复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

                                            由两个或三个元音结合构成的韵母叫复元音韵
母，又叫复韵母。普通话共有13131313个复韵母aiaiaiai、eieieiei、
aoaoaoao、ouououou、iaiaiaia、ieieieie、uauauaua、uouououo、üüüüeeee、iaoiaoiaoiao、iouiouiouiou、uaiuaiuaiuai、
ueiueiueiuei。



3.3.3.3.带鼻音韵母：带鼻音韵母：带鼻音韵母：带鼻音韵母：

                                        元音后面带上鼻辅音构成的韵母叫鼻音尾韵
母，又叫鼻韵母。普通话共有16161616个鼻韵母：anananan、
ianianianian、uanuanuanuan、üüüüanananan、enenenen、inininin、uenuenuenuen、üüüünnnn、angangangang、iangiangiangiang、
uanguanguanguang、engengengeng、inginginging、uenguenguengueng、ongongongong、iongiongiongiong。



2.2.2.2.按照韵母开头元音的发音口形的不同分：按照韵母开头元音的发音口形的不同分：按照韵母开头元音的发音口形的不同分：按照韵母开头元音的发音口形的不同分：

� 开口呼：不是iiii、uuuu、üüüü或不以i u i u i u i u üüüü开头的韵母。

� 齐齿呼：是iiii或以iiii开头的韵母。

� 合口呼：是uuuu或以uuuu开头的韵母。

� 撮口呼：是üüüü或以üüüü开头的韵母。



三、三、三、三、    韵母的结构韵母的结构韵母的结构韵母的结构

                韵母按结构可以分为韵头、韵腹、韵尾三个部分。

� 韵头韵头韵头韵头，又叫介音，由高元音iiii、uuuu、üüüü充当，发音总是轻而
短，只表示韵母的起点。如iaiaiaia、uauauaua、üüüüeeee、中的iiii、uuuu、üüüü。

� 韵腹，韵腹，韵腹，韵腹，是韵母中的主干。充当韵腹的主要元音口腔开度最
大、声音最响亮。韵腹由aaaa、oooo、eeee、êêêê、iiii、uuuu、üüüü、-i-i-i-i（前）、
-i-i-i-i（后）、erererer充当。

� 韵尾，韵尾，韵尾，韵尾，是韵腹后面的音素，又叫尾音。由元音iiii、oooo、uuuu或鼻
辅音nnnn、ngngngng充当。

                韵腹是韵母的主要成分，一个韵母可以没有韵头或
韵尾，但是不可以没有韵腹。



四、押韵和韵辙四、押韵和韵辙四、押韵和韵辙四、押韵和韵辙
� 押韵又叫压韵，指的是韵文中有些音节的末尾用

上同“韵”的字。押韵的“韵”与“韵母”不完
全相同。

� 戏曲界习惯把戏曲唱词中的的“韵”叫“辙”。
合辙也就是押韵的意思。

� 明请以来的说唱文学中押韵广泛运用的是“十三
辙”。十三辙就是十三韵。当前，人们作新诗或
民歌也有依据韵书《中华新韵》（黎锦熙等编）
十八韵的。

� 合辙押韵的作用：
    可以使诗句、唱词、民戏剧等音调和谐悦耳，富

有音乐美，吟诵、演唱顺口，易于记忆。



五、韵母的辨正五、韵母的辨正五、韵母的辨正五、韵母的辨正
                                            方言音系和普通话的音系中的韵母也有不同

的地方。韵母辩正就是辨别韵母的差异，纠正方
音。就一般情况而言，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 注意分辨iiii——ü——ü——ü——ü
� 发好卷舌韵母erererer
� 分辨鼻音尾韵母
� 分辨oooo和eeee
� 免丢失韵头iiii、uuuu

                                                        



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        声声声声    调调调调

学习要点    ：
� 明确普通话声调的调值和调类    
� 掌握五度标调法    
� 读准普通话的声调    
� 了解古今声调的演变    
� 辨别普通话声调与自己本地区方言声调的异同



                一、调值和调类一、调值和调类一、调值和调类一、调值和调类

                                                声调是指音节的音高变化形式。声调具有区别意义的作
用。普通话的声调可以从调值和调类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111、调值

                            指音节高低升降曲直长短的变化形式，即声调的实际音值
或读法。

                                调值的语音特点：

                    （1111）    声调主要取决于音高。声调的音高是相对的。

                    （2222）    声调的高低、升降变化是连续的、渐变的，而不是跳
跃式的。



                赵元任创制的赵元任创制的赵元任创制的赵元任创制的    ““““五度标记法五度标记法五度标记法五度标记法””””：：：：

� 先用一根竖线作为比较线，均分为四格，分别表示
““““高、半高、中、半低、低””””五度，依次用““““5555、4444、3333、
2222、1111””””来代表。然后在比较线的左边用曲线或直线表
示音节的相对音高变化形式和升降幅度。

� 阴平是高平调，调值为55555555；阳平是中升调，调值为
35353535；上声是降升调，调值为214214214214；去声是全降调，调
值为51 51 51 51 。

                                                                                                                                                                                                                                                                                                                                    



““““五度标记法五度标记法五度标记法五度标记法””””：：：：    



2222、调类、调类、调类、调类

� 就是声调的种类，把调值相同的字归在一起所
建立的类。普通话有四种基本调值，因此就归
纳为四个调类。

� 传统的名称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通
常也可简单地叫做：一声、二声、三声、    四声。

� 同一种方言中，调值决定调类，有几种调值的
基本变化形式，就有几个调类。



三、普通话的声调三、普通话的声调三、普通话的声调三、普通话的声调

普通话有四种声调，具体描写如下：
1.1.1.1.阴平（第一声）发音时音高而平，调值由5555度到5555度，简称高平调或

55555555调。
    2.2.2.2.阳平（第二声）发音时由中音升到最高音，调值由3333度到5555度，简

称中升调或35353535调。
3.3.3.3.上声（第三声）发音时由低音先降到最低然后升到高音，调值由2222

度降到1111度，再升到4444度，简称降升调或214214214214调。
4.4.4.4.去声（第四声）发音时由最高音降到最低音，调值由5555度到1111度，简

称全降调或51515151调。
                
普通话声调也可简单概括为““““一平、二升、三曲、四降””””。
            



四、古今调类和四声平仄四、古今调类和四声平仄四、古今调类和四声平仄四、古今调类和四声平仄

                                （一）古今调类比较

                                        声调有一个发展过程，是随着汉语的不断发展变化而演变发展的。
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四声已有很大变化。古声调同普通话声调的关
系参看课本中的《古今调类比较表》

                                （二）四声与平仄

                                    古代诗词讲究““““平仄””””。““““平””””就是古代四声中的平声，““““仄””””就是古代四
声中的上、去、入三声的总和。

                                    普通话没有入声字，古入声字分别归入普通话的阴平、阳平、上声、
去声。普通话中，阴平、阳平属于平声，上声、去声属于仄声。

                                    古代诗词中的平仄，可使诗词音调抑扬顿挫，具有音乐美感。现代诗
不大讲究平仄。



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    音音音音    节节节节

学习要点：

� 掌握现代汉语的音节结构特点以及声韵配合规律    
� 能够分析现代汉语音节的结构    
� 掌握音节的拼读、拼写方法



一、普通话的音节结构一、普通话的音节结构一、普通话的音节结构一、普通话的音节结构

� 音节是交谈时自然感到的最小语音单位，发音时
发音器官肌肉紧张一次就形成一个音节。普通话
里，除儿化外，一个汉字对应一个音节。

� 普通话的音节结构可以分为声母、韵头、韵腹、
韵尾、声调五个部分。



普通话音节结构的特点：普通话音节结构的特点：普通话音节结构的特点：普通话音节结构的特点：

� 普通话音节最多有四个音素

� 元音在音节中占优势

� 没有复辅音

� 每个音节最少要由三个成分组成，即声母、韵母、
声调。它的声母可以是零声母，韵母中可以没有
韵头、韵尾，但必须有韵腹,,,,韵腹和声调是音节中
必不可少的成分。



二、拼音二、拼音二、拼音二、拼音

                                        把分析出来的声母、韵母拼合起来，构成一个
音节，就是拼音。

                                （一）拼音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1.1.1.声母要用本音

                                            2.2.2.2.声母、韵母之间不要有停顿

                                            3.3.3.3.要念准字头



（二）拼音的方法（二）拼音的方法（二）拼音的方法（二）拼音的方法

                    1.1.1.1.双拼法

                2.2.2.2.三拼法

                3.3.3.3.整体认读法

            



（三）普通话的声韵配合规律（三）普通话的声韵配合规律（三）普通话的声韵配合规律（三）普通话的声韵配合规律

                                        
                                        声母和韵母的拼合规律，主要表现在声母
的发音部位和韵母的四呼关系上。

                                    依据这一关系，可将普通话声母和韵母的
配合规律列成下表：



无只限uuuu有有b p mb p mb p mb p m双唇音

有有有有零声母

无有无有z c sz c sz c sz c s舌尖前音

无有无有zhzhzhzh    chchchch    shshshsh r r r r舌尖后音

有无有无j q xj q xj q xj q x舌面前音

无有无有g k hg k hg k hg k h舌面后音

有有有有n ln ln ln l

无有有有d td td td t舌尖中音

无只限uuuu无有ffff唇齿音

撮口呼合口呼齐齿呼开口呼



普通话声韵配合的主要规律：普通话声韵配合的主要规律：普通话声韵配合的主要规律：普通话声韵配合的主要规律：

1.1.1.1.双唇音和舌尖中音dddd、tttt不能跟撮口呼韵母相拼，但可以和开
口呼、齐齿呼、合口呼韵母相拼。

2.2.2.2.唇齿音、舌面后音、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 只跟开口呼、合
口呼韵母相拼，不跟齐齿呼、撮口呼韵母相拼。

3.3.3.3.舌面音可以跟所有齐齿呼、撮口呼的韵母相拼，但不跟开口
呼、合口呼韵母相拼。

4.4.4.4.舌尖中音nnnn、llll可以跟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四类
韵母相拼。零声母则能跟四呼中所有的韵母相拼。



从韵母方面观察，还可得出另外一些规律：从韵母方面观察，还可得出另外一些规律：从韵母方面观察，还可得出另外一些规律：从韵母方面观察，还可得出另外一些规律：

1. o1. o1. o1. o只拼双唇音和唇齿音    ，    uouououo反之。

2. 2. 2. 2. ongongongong没有零声母音节，ongongongong只有零声母音节。

3. 3. 3. 3. ﹣iiii（前）只拼z c s, z c s, z c s, z c s, ﹣iiii（后）只拼zhzhzhzh    chchchch    shshshsh r,  r,  r,  r, 不
与其它辅音声母相拼，都没有零声母。

4. 4. 4. 4. êêêê    erererer不与任何辅音相拼，只有零声母音节。



四、音节的拼写规则四、音节的拼写规则四、音节的拼写规则四、音节的拼写规则

（一）隔音字母YYYY、WWWW的用法：改写、加写。

（二）隔音符号的用法：aaaa、oooo、e e e e 开头。

（三）省写：iou,uei,ueniou,uei,ueniou,uei,ueniou,uei,uen; ; ; ; üüüü。
（四）标调法：主要元音

（五）连写和大写：按词连写；专有名词、标题等。    



第六节第六节第六节第六节        音音音音        变变变变

学习要点：    
� 学习普通话常见的几种音变现象

� 掌握普通话音变词语的规范读音



                音变音变音变音变

                                            人们说话时，不是孤立地发出一个个音节，
而是把音节组成一连串自然的““““语流””””。在语流
中，由于受相邻音节的影响，有些音节的读音发
生一定的变化，这就是语流音变，也叫音变。普
通话的音变主要包括：

                                （一）变调

                                （二）轻声

                                （三）儿化

                                （四）语气词““““啊””””的音变等。    



一、变调一、变调一、变调一、变调

                                        在语流中，有些音节的声调由于受相邻音
节的相互影响，声调发生变化，这种音变现象
叫做变调。普通话的主要变调情况有：

                （一）上声的变调，

                （二）““““一””””、““““不””””的变调，

                （三）““““七”“”“”“”“八””””的变调。



（一）上声的变调（一）上声的变调（一）上声的变调（一）上声的变调

                                        上声在普通话中调值为214214214214，在语流
中，只有单念或处在词语、句子的末尾才
读原调，其余都会产生变调，其变调规律
是：

                                                            上上相连前变阳（35353535），

                                                            非上之前变半上（21212121）。



（二）（二）（二）（二）““““一、不一、不一、不一、不””””的变调的变调的变调的变调

                                            普通话““““一””””的单字调是阴平55555555调值，““““不””””的
单字调是去声51515151调值，这两个字在单念、表序数
或处在词句末尾的时候，不变调。变调取决于后
一个连读音节的声调，其变调规律是：

                                                                                                    非去声前读去声，

                                                                                                    去声之前变阳平，

                                                                                                    夹在中间变轻声。



二、轻声二、轻声二、轻声二、轻声

（一）什么是轻声？

                                        在一定条件下，音节失去原有的声调，读得
既短又轻，即为轻声。轻声是一种声调的变体，
而不是第五种声调。轻声音节的变化与语音的四
种物理属性都有关系。



（二）（二）（二）（二）    读轻声的音节读轻声的音节读轻声的音节读轻声的音节

1111．助词““““的、地、得、着、了、过””””和语气词““““吧、嘛、呢、啊””””等。

2222．叠音词和动词重叠式后头的字例如::::娃娃、弟弟、看看、玩玩。

3.3.3.3.双音节动词重叠式ABABABABABABABAB的第二个音节。例如：研究研究            观察观察

4.4.4.4.词的后缀““““子、头””””和表复数的““““们””””。例如：桌子        石头        他们

5.5.5.5.方位语素和词。例如：桌子上        地里

6. 6. 6. 6. 趋向动词““““来、去、起来、下来””””等。

7. 7. 7. 7. 一些常用的双音节词的第二个音节习惯上读轻声例如：事情、消息、西
瓜、力量、吩咐、关系等等。

8.8.8.8.个别习惯读法。如：糊里糊涂        罗里啰嗦    黑不溜秋    傻不愣登



（三）轻声的作用（三）轻声的作用（三）轻声的作用（三）轻声的作用

                有些轻声音节具有区别词义和词性的作用。例如：

� 区别意义：孙子与孙子（儿子的儿子）（人名）    
                                                                                        本事与本事（本领）（此事）            
� 区别词性：大意（形容词）            大意（名词）

                                                                                        利害（形容词）            利害（名词）

    



三三三三    、儿化、儿化、儿化、儿化

                    （一）什么是儿化

                                ““““儿化””””是指词的后缀““““儿””””与其前音节
的韵母结合为一体，并使该韵母带上卷舌
色彩的一种特殊的音变现象。这种韵母也
叫““““儿化韵””””。例如：花儿



（二）儿化韵的发音（二）儿化韵的发音（二）儿化韵的发音（二）儿化韵的发音

1.1.1.1.无韵尾或有uuuu韵尾加卷舌动作。例如：小车儿、小
鸟儿

2.2.2.2.有-i-i-i-i、-n-n-n-n韵尾的韵尾丢失或添加韵腹。例如：一块
儿、一点儿

3.3.3.3.有高元音iiii、üüüü韵腹的加央元音。例如：有趣儿、小
鱼儿

4.4.4.4.有舌尖元音[i][i][i][i]的变音。例如：瓜子儿        树枝儿、
5.5.5.5.有----ngngngng尾的韵尾丢失且元音鼻化。例如：小瓶儿、

帮忙儿



（三）儿化的作用（三）儿化的作用（三）儿化的作用（三）儿化的作用

� 区别词义：头————————头儿    眼————————眼儿    
� 区别词性：画————————画儿    尖————————尖儿

� 表示细小、轻松或带有感情色彩：小猫儿    小王
儿    小淘气儿



四四四四    、语气词、语气词、语气词、语气词““““啊啊啊啊””””的音变的音变的音变的音变

                                        语气词““““啊””””发音时往往受前
字读音的影响而产生音变。



    第七节第七节第七节第七节    音位音位音位音位

学习要点：

� 掌握音位理论的基本知识。    
� 了解音素和音位的区别。    
� 掌握归纳音位的方法和原则，熟悉普通话音
位常见的音位变体。    



一、一、一、一、    音位概说音位概说音位概说音位概说

（一）音位及其归纳方法

                                        音位是一个语音系统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
小语音单位。

            音位归纳的基本标准：    
            1. 1. 1. 1. 辨义功能    
            2. 2. 2. 2. 互补分布

            3. 3. 3. 3. 音感差异



（二）音位变体（二）音位变体（二）音位变体（二）音位变体    

� 一个音位往往包含一些不同的音，这些音就叫做这个
音位的音位变体。音位与音位变体的关系是类别与成
员的关系，音位变体是音位的具体表现形式。

� 音位变体有两类：

            条件变体————————在一定条件下出现的变体。

            自由变体————————没有条件限制，可以自由替换而不影                                                                                            
响意义的音位变体。



二、二、二、二、    普通话音位普通话音位普通话音位普通话音位

（一）普通话元音音位，共10101010个。

（二）普通话辅音音位，共22222222个。    21212121个声母+/+/+/+/η////
（三）普通话声调音位，共4444个：阴平55555555、阳平35353535、
                                上声214214214214、去声51515151。
                                轻声可视为原调位的变体。



第八节第八节第八节第八节            朗读和语调朗读和语调朗读和语调朗读和语调

学习要点：

� 掌握朗读的基本技巧

� 能有感情的朗读文学作品



一、朗读一、朗读一、朗读一、朗读

                                    朗读，是把文字作品转化为有声语言的
创作活动，也就是朗读者在理解作品的基
础上用自己的语音塑造形象，反映生活，
说明道理，再现作者思想感情的再创造过
程。

                                    



二、语调：二、语调：二、语调：二、语调：

� 说话朗读时句子声音轻重、停顿，快慢和高
低的变化就是语调。说话和朗读是靠声音传
达内容的，要传达得好，便于理解，必须注
意语调。



（一）停顿（一）停顿（一）停顿（一）停顿

停顿指的是词语之间声音上的间歇。

停顿有三种情况：

1111、语法停顿

2222、句读停顿

3333、逻辑停顿



（二）重音（二）重音（二）重音（二）重音

                                    在词或句子里念的比较重的音叫重音。
重音分语法重音和逻辑重音两大类。

            



（三）句调（三）句调（三）句调（三）句调

                                句调是指整句话的音高升降的变
化，是语句音高运动的模式。



第九节第九节第九节第九节        语音规范化语音规范化语音规范化语音规范化

学习要点：

� 掌握正音标准

� 推广标准音

� 掌握异读词的规范读音



                    语音规范化，主要包括：语音规范化，主要包括：语音规范化，主要包括：语音规范化，主要包括：

                                                        一、确立正音标准
                                                二、推广标准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