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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普通話教學的十項原則
＊

程相文＊ ＊

北京語言文化大學澳門公務員普通話培訓班自1 990年建立以來，已經9個年

頭，共培訓學員540名。這在我校每年近5000名中外結業、畢業生總量中雖然佔

的比例很小，但是，從教學安排、教師配備、教材編寫、課程設置、課題設置、課

題研究等各方面，我們都把它作為全校教學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9年來先後

主講澳門班課程的教師共1 2位，教齡一般都在1 0年以下，其中8位是教授、副教

授。我校僅有的兩位國家級普通話測試員，都在澳門班任教。1 995年以來，我校

還在原國家教授和有經驗的教師為澳門班編寫了專用系列教材《漢語普通話教

程》。該教材正式出版後配有全套錄音帶，近期學校又組織力量趕制配套光盤，計

劃於今年1 2月推出，作為向澳門回歸祖國的獻禮。全校上下對這項工作如此重

視，這是因為我們深深體會到，這項工作不但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而且從教學上

講，具有不可忽視的特殊意義。

面向港澳地區，以操粵方言的學生為對象的漢語普通話教學，不同於內地方言

區推廣普通話的教學，也不同於我校大規模進行的對外漢語教學，有其自身的特點

和教學規律。

與內地方言區普通話教學相比較：

港澳地區雖然屬於漢語粵方言區的一部份，但由於政治上長期分治，兩地實行

的語文政策大不相同，加上教育制度和歷史的原因，港澳地區多年來形成一個多語

種多方言的社會，在香港，英語與漢語並存；在澳門，葡語、粵語和英語三語流

通。由於這種複雜的語言文化現象，大多數港澳同胞使用的語言是一種混合語言，

面對的文化是一種混合文化，以至於思維方式也變成中西混合交對性的。這給港澳

同胞學習普通話帶來許多困難，如果用內地方言區推廣普通話的教材和教法來開展

教學是遠遠不夠的 。

＊ 本文是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在北京舉行由行政暨公職司與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合辦的“澳門公共

行政前瞻”研究會的發言稿。

＊ ＊ 北京語言文化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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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對外漢語教學相比較 ：

對外漢語教學的對象是外國人，母語與目的語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言；我們的

教學對象是操粵方言的成年人，母語與目的語是同一種語言中方言與標準語的關

語。對外國人來說，漢語的字、詞、語音、語言功能以及語言所包含的文化因素等

都是全新知識，需要全面的一點一滴的去學習、去訓練、去掌握。對於操粵方言的

學生來說，學習普通語的難點主要在語言及普粵詞滙與語法的不同之處。

內地方言區推廣普通話的過程中，面對的語言文化負遷移現象來自方言。外國

人學習漢語的過程中，面對的語言文化負遷移現象來自母語。而港澳同胞在學習普

通話的過程中，面對的語言文化負遷移現象卻來自外語和方言兩個方面。他們面臨

的學習任務和難度，不同於外國人，又近似外國人。所以說，對港澳地區的漢語普

通話教學，具有第一語言教學的性質，同時又具有第二語言教學的性質。從這一特

定的語言教學性質出發，我們經過長期的探索，在教學實踐中總結出漢語普通話教

學的十項基本原則。

1．以語音為重點、語音教學貫穿始終的原則

對於操粵方言的學生來說，學習普通話的難點主要在語音。普通話聲母21

個，韻母39個；粵方言聲母1 9個，韻母53個。這些聲、韻母不但數量不等，

而且具有十分複雜的對應關係。學生常常因為聲母的差異把“開花”讀成“開

發”，“姓胡”讀成“姓吳”；因為韻母的差異把外邊”讀成“外賓”， “有

限”讀成“有汗”。普通話有4個聲調，粵方言有9個聲調，每個聲調的調值

都與普通話不同。加上粵方言保留了古代入聲字的韻尾，元音分為長短兩個音

等因素，使得語言音教學成為整個教學過程的重點。

為了突出和加強語音教學，我們在設計和編寫教程時，使《語音課本》獨立成

冊，完全按照漢語的語音系統，由易到難、科學地安排教學內容，把普通話語音

與粵方言語音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仔細地進行對比，有針對性地安排了充分的練習

材 料 。

語音教學貫穿始終，首先是貫穿於每一種課程。實際上語音教學是以兩種方式

進行的，一種是語音課，按照語音知識的系統循序漸進地進行；一種是其他語言技

能課，按照所需字、詞的發音，打破漢語拼音方案的順序，急用先學。

語音教學貫穿始終，是分階段分層次進行的，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要求。第一

階段為語音階段，以普通話的發音、正音教學為主，教授和練習普通話的聲母、韻

母、聲調、輕聲、兒化、變調、重音、語調等。同時進行一些簡短的會話練習，使

音素教學和語流教學相結合。要求學生掌握普通話的語音系統，了解普通話的音變

規律，發音的時聲韻調調型正確，調值概念清楚，發現錯誤能自覺改正。第二階段

為綜合訓練階段，以普通話的詞滙和語法知識教學為主，以話題為語言技能訓練的

基本單位，進行語音、詞滙、語法、普通成段表達的綜合訓練。要求學生熟練掌握

漢語拼音方案和普通話的音變規律，發音時不但調型正確，而且調值基本符合標

準，能夠流利地用普通話進行交際，沒有中外文混合使用的現象和明顯的廣東話方

音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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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重語音、詞滙和語法對比的原則

粵方言與普通話在語音方面的差別很大，在詞滙和語法方面也存在着不容忽視

的差別。但是，這種差別跟兩種語言的差別有質的不同。任何兩種語言，雖然可以

互譯，可以進行對比的研究，但很難找到一一對應的規律。比如英語與漢語比較，

have≠有，and≠和，al l ≠都，其對比關係之複雜，每一個詞論證起來都可以寫成

一篇文章。粵方言與普通話的關係則不同，。從語音到詞滙和語法，絕大部分都具

有—— 對應的規律。比如語音，粵方言聲母g出現在齊齒呼和掫口呼之前，普通

話讀成j ，其他仍讀g。比如詞滙，“我的、你的、他的”，英語分別譯為mine，

yours，h i s，粵方言中與“的”對應的是“嘅”。只要記住這個規律，把“我嘅、你

嘅、佢嘅”讀成“我的、他的”就行了。再比如語法結構，“對你不住”，“追我

不上”，“找他不着”，“打你不死”等言一數句式，只需要記住把賓語放在補語

之後，變成“對不住你”等等就可以了。“把這種一一對應的規律全面地系統地

進行對比，是操粵方言的學生學習普通話的一條捷徑。因此，我們的教材和課堂教

學都十分注重語言、詞滙、和語法的對比。

3.語言知識與語言技能相結合、以技能訓練為中心的原則

對港澳地區的漢語普通話教學是以培養語言交際能力為目標，以語言技能訓練

為核心的語言教學。這一性質決定了，課堂教學的重點不在於詳盡的知識講授，而

在於語言技能訓練。課堂教學話動的中心不是學生聽老師“講”，而是學生在老師

的指導下“練”，也就是在語言理論知識的指導下，進行大量的、有效的語言技能

訓練。這一原則我們稱之為“精講多練”。所謂“精講”，就是要講得少而精，第

一要“少講”，把大量的時間留給學生去練習，第二講得要“精”，要精確地選擇

講授內容、講授範圍和講授方法，精心設計解決問題的程序，要用最少的話把有關

語言知識講清楚。力求講授過程符合學生的認知規律。所謂“多練”，就是課堂上

70％以上時間要用來進行大量的、多種形式的語言技能訓練，包括由知到能的訓

練，由能到熟巧的訓練。教師在學生的操練過程中隨時糾正學生在發音、用詞及語

法方面的錯誤。

“精講多練”體現在語音教學中，是把語音知識通過口型、手勢、圖表、教具

等，變成形象的教學手段，使學生在課解的基礎上自覺模仿、自覺糾正錯誤。我們

的老師在教學實踐中總結出許多成功的經驗和方法，例如：

觀察法。讓學生注意觀察老師發音時的口形，然後對着小鏡子再觀察自己的口

形，看一看自己發音時，u圓不圓唇，o露不露下齒，j q x的上下齒接近不接近，

前後鼻音的舌位有什麼變化等。

帶音法。用一個學過的音素或學生母語中存在的音素帶出另一個發音部位和

方法相關的新音素，或者用一個易發音的音素帶出另一個發音部位相近而發音比

較困難的音素。如用o帶出e，用sh帶出r ，用n i 帶出nu，用“一根”帶出“一

斤”等。

手勢法。zhe che she re 這幾個音節學生很難發準，因為粵方言既沒有zh ch sh

r 這一組翹舌音，也沒有e這個韻母。學生發音時顧此失彼，注意了zh ch sh r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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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動作，到發韻母e時舌尖仍緊張，依然上翹，常常會發成zher cher sher rer 老師

用四指彎曲的手勢指導學生發聲母，然後把四指放平，讓學生明白舌頭有個放平的

動作，這幾個音節就能發好了。

難點突破法。z c s ，zh ch sh這兩組聲母是大家公認的教學難點。如果不加分

析，平均用力，帶着學生念來念去，費了好大力氣還是念不好。老師經過認真研

究，發現s是一個單純的擦音，在西方很多語言中都有這個音，英語中的狄更斯，

法語中的s。可見s是一個突破口，老師引導學生先讀s，通過個音把這一組音的

舌位告訴學生，接着再教塞擦音z，第三步用一張紙片放在嘴上，演示送氣不送氣

的區別，發出c。三個音發準以後，保持原舌位，把舌頭卷起來，再示範zh ch sh

的發音。整個教學過程老師沒講幾句話，學生順利的掌握了這一組聲母的發音。看

起來在教學中只是簡單的顛倒了一下順序，但是能夠設計出這樣一個方案，說明我

們的老師對漢語語音系統的知識以及學生的母語情況是了如指掌的，同時也說明，

任何一個教學環節的成功，哪怕是極細小的環節的成功，都是以雄厚的語言知識及

教學法理論為基礎的。

另外，還有聽辨法、比較法、跨張法、同調練習法、異調練習法、定譜練習法

等等，都是十分有效的“精講多練”的教學方法。

4．語言技能全面訓練、有所側重的原則

前面講到教學對象的特殊性，特別是外文學校畢業的公務員，他們是一個特殊

的群體。他們有的是澳門出生的葡裔居民，有的是具有中葡兩種血統的人士，有的

是在澳門定居、讀書、長大的外籍人，他們雖然會講廣東話，但不會讀寫中文，外

語綜合能力高於漢語綜合能力，對於他們來說，使用內地推廣普通話的教材和教法

單純進行發音、正音訓練是遠遠不夠的，必須進行聽說讀寫全面的語言技能訓練。

但是他們又不完全等同於外國人，他們長期生活在中國語言文化的環境中，受到中

國語言文化的熏陶，具有一定的漢語語言基礎和一定的中國文化背景知識。他們對

漢語普通話接受能力比一般外國人要強的多。我們分析了澳門班學生的試卷，和外

國學生的試卷加以對比，發現他們的錯誤有各自不同的規律，我們把這些錯誤分為

理解性錯誤和表達性錯誤，外國留生理解性錯誤佔38％，表達性錯誤佔62％。而

澳門班學生理解性誤為1 2％，表達性錯誤為88％。雖然二者反映了表達比理解難

度更大的規律，但兩類學生的差距告訴我們，對外國留學生來說，理解性訓練是一

個不容忽視的基本環節；對於澳門班學生來說，理解基本上沒有什麼大問題，應該

集中力量抓表達的訓練。因此，在語言技能全面訓練的同時，必須有所側重。即：

在聽說與讀寫的關係中突出聽和說：在聽與說的關係中，進一步突出說的訓練。

5．課程教學交際化，以培養交際能力為目標的原則

學習普通話是為了用普通話進行交際。課堂教學的最終目的是培養學生的交際

能力。所謂交際能力，就是把握在什麼場合、對什麼人、用什麼方式、說什麼話的

能力。這裏包括選擇恰當的語音形式、恰當的詞語、恰當的句式、恰當的應對方

式、恰當的語氣和語體。培養交際能力的重要途徑是課堂教學交際化，課堂教學交

際化的主要手段是語法結構與語言功能相結合，創造一種交際化的語言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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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普通話教程》在總體設計上採取多元化教學法體系，精讀課以語法結構

為綱，合理安排功能項目；口語課以功能項目為綱，盡量重現語法結構。比如口語

第一課安排的功能項目是“打招呼”和“問候”，分為陌生人之間、熟人之間、長

幼之間、家庭成員之間、上下級之間五類，以五組小對話的形式出現。精讀第一課

在使本語法結構高頻率出現的前提下，要把上述五類功能項目融進課文。我們經過

反複斟酌，設計了“黃小玉，祝賀你！”這篇課文，寫黃小玉的家人及親朋好友在

黃小玉家裏聚會，為黃小玉送行，來的人有小玉的哥嫂，小玉的同事，還有小玉爸

爸的學生，他們之間的關係有主有客，有長有幼，有的比較熟悉，有的比較陌生，

把各種打招呼和問候的方式融合在一起，為課堂教學的交際化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我們的老師在教學中十分注意利用這些條件，並千方百計的創造真實的語境，努力

體現課堂教學過程交際化的原則。

6．語言與文化相結合、文化教學為語言教學服務的原則

語言與文化是共存的，二者息息相關，不可分割。語言結構本身具有一定的文

化內涵，語言的使用也總要遵循一定的文化規約。要學好一種語言，必須學習他的

背景文化。外國人學習漢語，遇到一些文化含義比較豐富的詞語和句子，如；“黑

手”“紅人”“小意思”“意思意思”“打點打點”“電視紅娘”等，不講清楚文

化背景是怎麼也理解不了的。粵方言區的人士學習普通話也會遇到類似的情況，北

京人常說的“板爺”“刺兒頭”“單元房”“卷鋪蓋卷兒”等，許多南方人也不明

白什麼意思。據說廣東籍著名作家秦牧先生第一次到北京的時候，看到街上有一個

牌子，寫着“口內鑲牙”，心裏想，北京人真囉嗦，“鑲牙”難道還會鑲在口外

嗎？走了幾步看見一個牌子，寫着“口內存車”，他不明白了。再往前走又看見一

個牌子，寫着“口內厠所”，他更糊塗了。不得不向路邊的北京人請教，一問才知

道，原來北京的胡同特別多，這“口內”指的是“胡同口內”

澳門和香港一樣，是一個雙語雙文化的社會。兩種不同的文化相互交流、相互

影響，各自從對方的文化中吸收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作為補充，又各自保持了自己的

獨立系統。這種複雜的文化現象給漢語普通話教學帶來的負面影響，有時表現為中

西文化差異造成的干擾，如把“給我打電話”說成cal l 我”（cal l me），把“一箭

雙雕”說成“一石二鳥”（kil l two bird with one stone）等。有時表現為中國南北地

域性文化差異造成的干優，如把“對牛彈琴”說成“鷄同鴨講”，把“吃啞巴

虧”說成“食死貓”，把“一個夢蔔一個阬”說成“一個蜆一個肉”等。有時同一

個詞，在普通話和粵方言中意思是完全不同的，如“班房”在普通話中是關押犯人

的“牢房”，在粵方言中是學生上課的“教室”。“打靶”在普通話中是以靶子為

目標的射擊訓練活動，而在粵方言中卻是真正的“槍斃”人。如果遇到語言差異、

文化差異、中西差異、南北差異交織在一起，對漢語普通話中的一些句子就很容易

產生誤解。

語言與文化相結合，首先要體現在教材。《漢語普通話教程》文化項目的設

置，兼顧中國當代文化和傳統文化，但以介紹當代文化為主，充分展示當代中國

的新國情、新觀念、新風俗；兼顧中國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但以介紹北方文化

為主，注意北方文化和港澳文化的對比。《教程》文化項目的設置分為三種類型，

一類是專題介紹文化的課文，如“早點與早茶”、“姥姥家的四合院”、“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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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文化”等，這類課文佔20％左右。二類是含有文化內容的課文，以生活、工

作、交際等話題為明線，以文化內容為暗線，如“北京人的夜生活”、“游子

情”、“音樂之家”等，都含有豐富的文化內容。這類課文佔30％左右。第三類

是含有文化內容的詞句，包括不同文化造成的詞滙空缺現象、詞義的非對應現象、

詞滙引伸意義的不等值現象以及俗語、成語、歇後語等在表達方式上的差異等。這

些文化因素造成的語言差異，我們稱之為“文化點”。在編寫教材的過程中，我們

力求使“文化點”均匀的分布在課文和練習之中，以便教材和課堂教學充滿豐富的

文化內涵。

另外，我們還根據學生的普通話水平，適當開設文化課，以講座的形式向學

生介紹一些文化知識。所有這些文化教學內容，都是為語言教學服務的，都是為

了掃清語言理解和語言表達中的障礙，使學生的普通話說得更地道，達到一個更

高的層次 。

7．傳統文化與當代生活話題相結合、以當代生活話題為主體的原則

漢語普通話教學中涉及到的文化內容，包括中國傳統文化和當代生活話題。傳

統文化如中醫、四合院、孔子、京劇等，約佔課文內容的20％。當代生活話題包

括的內容相當廣泛，從學習到工作，從運動到醫療，從交通到旅游，從政治到經

濟，從愛情婚姻到家庭生活等等，約佔課文的80％。

作為澳門政府的公務員，將來要用普通話和內地的各級幹部進行交往，必須了

解內地當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必須掌握有關這方面的大量詞滙。比如政治

方面的常用詞有：黨中央、國務院、人大、政協、四個堅持、改革開放、毛澤東思

想、鄧小平理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等。比如經濟方面的常用詞有：國營企

業、三資企業、市場經濟、商業經濟、集市貿易、多種經營、企業家、個體戶等。

比如社會生活方面的常用詞有：“五大”生產、下崗、轉崗、再就業、獎酬金、鐵

飯碗、走後門、開綠燈、反腐敗、計劃生育、希望工程等。這些詞語不論你讀書看

報，還是跟內地人交談，都是非常有用的。學生可以通過學習這些詞語進一步加深

了解內地社會生活，同時進一步提高普通話表達能力。因此，我們的普通話教材和

課堂教學堅持以當代生活話題為主體的原則，兼顧中國傳統文化。

8.提高口語能力與提高語文綜合能力相結合的原則

不論是澳門行政暨公職司派來我校學習的公務員，還是港澳地區的其他人士，

他們學習普通話的主要目的是使用普通話進行交際和工作。特別是澳門公務員，學

習目的更加明確，就是要用普通話作為一種工作語言。他們結業以後回到澳門，不

但是使用普通話進行口頭翻譯和接待，而且要用普通話閱讀和起草信件和文件，收

集中文信息資料。也就是要具有運用普通話進行工作的能力。在某種意義上講，語

文能力就是工作能力。所以，我們的普通話教學，在注重聽說訓練的同時，也要抓

讀寫訓練。在語言教學中，我們常常遇到一些外國留學生，他們不喜歡寫漢字，要

求只練聽說，不練讀寫，甚至要求教材中不要出現漢字，只使用漢語拼音。我們有

些老師在國外作過這樣的試驗，教出來的學生是只會說幾句漢語的文盲。因為不識

字，不能看書，學會的幾句話很快就忘掉了。要掌握一種語言，必須具有聽說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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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能力。澳門公務員學習普通話也是這樣，缺乏讀寫能力或者讀寫能力比較差的

學生必須補上這一課。我們在教材和教學中對語文綜合能力的培養都有明確規定。

學生每天都有書面作業，要求也很嚴格。教學目標之一是通過本套教材使學生學

會甲乙丙三級漢字2200個。高級班配以公文寫作、行政、文化等課程，使學生在

學完這套教材之後，不但能講一口流利的普通話，而且具有一定水平的普通話語

文能力。

9．針對不同教學對象，因材施教的原則

澳門班的教學對象分為普通班和短期強化班兩類。普通班分為A班、B班、翻

譯員班，短期強化班分為 A 班、B班、C班和主管班四種。教學對象的普通話基礎

不同、學習時間不同，當然必須使用不同的教材，必須有不同的教學內容、教學目

標和教學要求。根據因材施教的原則，我們制定了專門的授課計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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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課程教學與豐富多彩的語言實踐活動相結合的原則

港澳人士到北京來學習普通話，最大的優勢是這裏有一個講普通話的大環

境。大街上、商店裏、廣播裏、電視裏、到處都能聽到普通話，這是一個學習普

通話的大課堂。語言教學如果只在教室裏進行，往往會造成這樣一種怪現象：學

生聽得懂老師的話，卻聽不懂其他人的話；看得懂教科書，卻看不懂其他的報刊

雜誌。原因是老師的話和教科書上的話是最標準的，詞滙量和語法規則都受到嚴

格的限制。走出校門聽到的普通話可能會有一點南腔北調，語速比較快，用詞和

語法都不是那麼講究，學生很難一下子適應。所以我們主張課堂教學與豐富多彩

的語言實踐活動相結合，一方面鼓勵學生課餘時間大膽走出校門，到商店裏、公

共汽車上去聽、去說，另一方面，我們還專門安排了語言實踐課，帶着學生走出

課堂，走進社會 。

語言實踐課一般每周一次，我們先後組織學生去過北京的四合院、老舍茶館 、

故宮、長城、香山公園等，有條件的還組織學生外地旅行。語言實際踐課與一般的

游覽大不同，課前老師都作了充分的準備，根據學生的水平把每一個景點的資料編

寫整理好，打印出來提前發給學生。出發前老師把要去的地方、要看的內容先講一

遍。參觀過程中，老師帶着學生一邊看一邊講，有時還根據學生的水平，請專業的

講解員講解，以鍛煉學生的聽力和理解能力，通過語言實踐活動，我們努力做到：

參觀一個地方，了解一文化，增長一些知識，提高一步普通話交際能力。以此作為

我們普通話課程教學正規語言訓練的重要補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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