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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辅音声母发音理论的记忆方法

张华莉
(周口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南 周口466001)

摘　要：文章结合现代汉语教学实践,论述了一种快速掌握辅音声母发音理论的记忆方法,即借助于框架表格帮
助学习,并详细介绍了框架表格的构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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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汉语是大学中文专业的一门基础课,同时
也是文秘、新闻等专业必须开设的课程。关于课程
的任务和目标,教学大纲规定：“以辩证唯物主义为
指导,以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法规为依据,系统地讲
授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基础理论和
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分析和
运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能力,为他们将来从事各
项工作打好基础。”笔者从事现代汉语教学多年,一
直严格按照教学大纲进行教学。与学生交流中,了
解到很多学生以前对汉语的学习,只注重实践,忽略
甚至一点儿也不懂基本理论,到大学阶段认识到理
论知识的重要性,可又苦于找不到适宜的学习方法,
找不到简易有效的记忆办法,因而感到苦闷彷徨；还
有一些学生觉得,课堂上老师讲的基础理论已经听
明白了,但是,下课后把书本一合,脑海中又是一片
模糊,一些概念性的东西乱成一团。针对这一现象,
笔者认为,作为教师不能只是思考教学内容,还应该
探索和改进教学方法,尤其是要教给学生如何学。
只有“授人以渔”,才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变枯燥的理论学习为趣味性的理解掌握。
笔者结合自己的经验,及时调整教学方法,大胆地进
行尝试,对一些基础理论的记忆方法进行了总结,并
且在连续4年的教学实践中进行验证,教学对象有
专科层次的,也有本科层次的；有师范类教育专业
的,也有非师范类文秘专业的,结果表明这些方法很
受学生欢迎,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兹整理总结出
有关辅音声母发音理论的记忆方法,希望与同行交

流,恳请指正。
现代汉语声母的教学中,要讲解声母与辅音的

比较,声母的分类,声母的发音及其说明,声母辨正,
等等。其中,声母的分类,尤其是21个辅音声母从
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两个方面的发音及其说明,对
于学生来说,记忆的难度很大,但它又是很重要的语
言学基本理论知识,必须掌握。怎样让学生快速掌
握这一难点和重点呢ꎿ 笔者的教学过程及方法如
下：

向学生阐明：掌握辅音声母的发音理论,关键在
于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因此要找准发音部位,掌握
发音方法(包括定准成阻、除阻方式,把握声带状况,
控制气流强弱)。记忆方法则是借助于一个框架表
格来理解掌握,框架表格的建立总共有五步。

第一步靠的是小学时背的声母的呼读音,这是
比较关键的一步。让学生按照我的提示来背那些声
母。

第一个提示：小学老师教大家的拼音除 a 、o 、e
等元音外,还有一些辅音,它们是：“bo 、po 、mo
……”(学生背出)接着我讲到,鼻音声母有两个,除
m 外还有一个,那就是---“n ”(学生回答)。这时,
我让学生背出 n 的同部位声母,即“de 、t e 、ne 、le ”。
然后启发：呼读音都有 e 字母的还有一组,即“ge 、
ke 、he ”(学生背出)。把以上三组有规则地排列在
一起(见框架表),之后总结：m 和 n 是鼻音,l 则是
惟一的一个边音；而塞音是6个,以上三组每一组的
前两个组成一个集合,框架表如图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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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提示：其余的声母除f 外还有三组,它们
是“ji 、qi 、xi ,zi 、ci 、si ,zhi 、chi 、s hi 、ri ”(学生背出)。
同样,把它们有规则地排列在一起(见下面的框架
表),之后总结：塞擦音是6个,每一组的前两个,又
组成了另外一个集合,框架表如图二所示。

第三个提示：把以上六组中剩余的声母加上单

独的唇齿音f ,总共也是6个,就又组成最后一个集
合(见下面的总框架表一)。

第二步,给表格中的每个集合命名。提示：塞音
是指发音时,两个成阻部位闭合,软腭和小舌上升,
声带不振动,气流爆破成音。“爆破”这两个字的声
母是“b ”和“p ”,因此可以联想,含有“b 、p ”的那个集
合就是“塞音”；那么,塞音集合下的集合则是在“塞”
字之后再加一个字,所以是“塞擦音”；这时,5个集
合中剩余的一个自然就是“擦音”了(见总框架表
一)。

第三步,区分送气音和不送气音。辅音声母中,
塞音和塞擦音的发音还有气流强弱的差异,经过比
较,从上到下,恰巧一分为二,左边的是气流较弱的
不送气音,右边的是气流较强的送气音。

第四步,辅音声母中有4个在发音时声带振动,
单独记成“浊音声母 m 、n 、l 、r ”,其余的17个则属于
声带不振动的清音。

第五步,把以上的各个要点综合一下,则最终汇
聚成一个框架表格(见总框架表一)。

另外,这种记忆方法还有一个步骤,也是分五
步。应该说与上述内容有异曲同工之妙,称得上是
殊途同归。其区别在于第一步的提示不同。具体过
程是：

第一步,按照提示背出21个辅音声母的呼读
音。

第一个提示：呼读音中有“i ”字母的声母有三
组,它们是---“ji 、qi 、xi ,zi 、ci 、si ,zhi 、chi 、s hi 、ri ”
(学生背出)。把它们有规则地排列在一起,之后总
结：塞擦音有6个,以上三组用每一组的前两个组成
一个集合,框架表如图二所示。

第二个提示：剩余的声母除f 外还有三组,它们
是“bo 、po 、mo ,de 、t e 、ne 、le ,ge 、ke 、he ”(学
生背出)。同样,把它们有规则地排列在一起,之后
总结：每一组的前两个---一共是6个,又组成了另
外一个集合(塞音),框架表如图一所示。

接下来的内容是“第三个提示”及“第二步”、“第
三步”、“第四步”、“第五步”与上面的都一样,最终也
汇聚成一个框架表格(见总框架表二)。

借助于“总框架表一”或“总框架表二”,学生在

回答每个辅音声母的发音理论要领时就比较容易

了。经过实际检验,听课的学生绝大部分能在5-
15分钟之内构建好框架总表,并借助这一表格理解
和掌握辅音声母的发音理论。这种教学方法,学生
欣然接受,学习兴趣倍增,课堂气氛很活跃,极大地
提高了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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