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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人普通话水平测试中的

上声问题与应对策略 ①

吴锦锋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福建 泉州３６２６００）

摘　要：福建方言复杂，声调种类也比北京语音多，受方音影响，福建人在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时，上声声调往往把

握不好发音标准。对此可以采取分步骤教学法，克服上声教学的难点，发准上声音节，并掌握上声音变。福建人经过严

格训练，完全可以克服方音影响，发准上声字，顺利通过普通话水平测试的上声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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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福建人普通话水平测试中的上声常见问题
普通话的四类声调发音时，上声调值的音长最长，它的音高变化情况是先由半低音（调值２）降到低

音（调值１）再升到半高音（调值４），中间有个曲折，其完整调值是２１４。日常口语交际和朗读中真正读
上声本调的情况极少，只有在单念或者是处于词句末尾并且是强调音节时，才读原声调调值。而在语流

中，上声音节由于受到后面一个音节声调的影响，它的调值往往要发生变化［１］２０７，或读成“半上”（调值

为２１１），或读成阳平（调值为３５）。
普通话水平测试中，第一题“读单音节字词”的考试目的是测查应试者声母、韵母和声调的标准程

度，第二题“读多音节词语”则是在第一题的基础上增加了测查应试人的变调、轻声和儿化的规范情况。

然而，福建方言复杂，声调种类也比北京语音多，受方音影响，福建人在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的过程

中，上声声调往往把握不好发音标准，成了四个声调中存在错误或缺陷最多的一类。常见的有以下几

种：１）发音起点偏高，且直接上扬，中间没有曲折，听上去似阳平，调值为３５；２）发音起点偏高，把单音节
或双音节的后一个上声调（不是轻声音节）调值２１４（降升调）读成全降调，调值为５１；３）把单音节或双
音节的后一个上声（不是轻声音节）读成半上，调值为２１１；４）读曲折调，但发音中段调值没有降到低音
１度，而是只稍作下降（约１．５度左右）后就往上升，变成２１．５４调值；５）也读曲折调，中间也降到了低
音，但后面上扬时偏弱，调值只读到中音３，读不到半高音（调值４），以至于读成了２１３调值；６）读曲折
调，中间也降到了低音，但后面上扬时却太过于强调，读得太高了，以至于读成了２１５调值；７）读曲折调，
但发音中段调值没降到低音１，只稍作下降（约１．５度左右），而后又只稍作上升，只读到中音３即止，以
致把调值读成了２１．５３。以上７种发音，第一、二种是错误发音，因为把降升调读成了升调（似阳平）或
降调（去声），调形错误；后面５种属于发音存在缺陷，主要是调值不到位。

２　应对策略
针对以上上声错误或缺陷，在普通话水平测试培训班、师范院校的《现代汉语·语音》《教师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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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训练》及中小学语文老师的普通话正音中，可以采取以下对策，加以指导和纠正。

２．１　发准上声音节
对此可以采取分步骤教学法，克服上声教学的难点，使大多数学生能很快地发好上声。

第一步，讲解发音原理和声调的五度标记法，着重讲清五度音高，并示范标准发音。普通话上声的

调值是２１４，发音时，声带先是略微有些紧张，接着逐渐放松，然后迅速绷紧，但没有绷到最紧。发音过
程中，声音主要表现在低音段的２－１之间，这是下降阶段，它的发音相对缓慢些，上升阶段则由低音１
快速上升至半高音４，这阶段的发音相当短促，即慢降快升，这是上声的基本特征［２］２８。教师可反复示范

标准发音，让学生先专心细听，再跟着模仿、跟读。如此理论结合实践，使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再

转化为直觉感知，从而夯实语音基础。

第二步，指出发音不正确之处，提高听音辨音能力。讲过了理论，又进行了示范与跟读，接着就要安

排学生按发音描写进行课堂练习。教师可让学生单独发音，并逐一进行详细评析，对发音不正确的，要

指出其发音的错误或缺陷所在，再予以指导与纠正。之后，教师再对所给的练习音节进行正确与错误、

正确与缺陷的对比发音，让学生仔细分辨，以锻炼其听辨能力，使他们在课外训练时能提高自我正音或

相互正音的能力。

第三步，利用手势法引导。发音时，师生可同时用右手食指按照２１４的调值形式在空中虚画“√”
形。做手势，要强调发音的低点和高点，且手口一定要协调一致，让手带动口，发准上声音节。

２．２　掌握上声音变
语流中，音节与音节相连，就有可能发生连读变调。变调在汉语里是很常见的一种语音现象，普通

话中的上声变调又是连读变调中最主要的现象。普通话上声字在实际语流中如果位于其他音节之前都

不读原调，而应该变调。要读准上声字只有全面地掌握它的变调规律才行。上声字的变调规律如下：

２．２．１　两个上声相连
如果上声字在另一个上声字前面出现，即两个上声相连，前一个上声就要读成阳平，即调值由原来

的２１４变成３５。例如：理［３５］想［２１４］、勇［３５］敢［２１４］、采［３５］取［２１４］、美［３５］好［２１４］、演［３５］讲
［２１４］。
２．２．２　上声字在非上声字前

上声字在非上声（阴平、阳平、去声、轻声）字的前面时，调值就要由原来的２１４变为２１１。即变为半
上。例如

上声在阴平前：首［２１１］都、老［２１１］师、北［２１１］京、普［２１１］通、水［２１１］中；
上声在阳平前：祖［２１１］国、旅［２１１］行、语［２１１］言、古［２１１］文、海［２１１］峡；
上声在去声前：感［２１１］谢、晚［２１１］饭、准［２１１］确、朗［２１１］诵、里［２１１］面。

２．２．３　上声在轻声前
上声在轻声前有两种读法：

一是上声在非上声转化来的轻声前，读半上，调值为２１１，例如：伙［２１１］计、尾［２１１］巴、本［２１１］
钱、里［２１１］面、比［２１１］方、稳［２１１］当、打［２１１］听、妥［２１１］当、眼［２１１］睛、洒［２１１］脱、老［２１１］实、老
［２１１］婆、脊［２１１］梁、暧［２１１］和、体［２１１］面、扁［２１１］担、耳［２１１］朵。

二是上声在上声转化来的轻声前，又有两种读法：其一，前面的上声字读为半上，调值为２１１。这一
般是亲属称谓中的上声重叠词、后缀“子”构成的名词以及个别形容词，例如：婶［２１１］婶、嫂［２１１］嫂、姐
［２１１］姐、奶［２１１］奶、姥［２１１］姥、老［２１１］子、椅［２１１］子、膀［２１１］子、脑［２１１］子、嗓［２１１］子、马［２１１］
虎。其二，前面的字读为阳平，调值为３５。这一般是单音节动词重叠和一些习惯上第二个音节读轻声
的双音节词［３］１８２：找［３５］找、想［３５］想、讲［３５］讲、瞅［３５］瞅、走［３５］走、打［３５］扫、哪［３５］里、馆［３５］
里、手［３５］里、碗［３５］里、眼［３５］里、嘴［３５］里、口［３５］里、把［３５］手、打［３５］手、想［３５］法。
２．２．４　三个上声相连

三个上声相连，则有两种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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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双单格”式。即三个音节中，前两个音节合起来是个词，再加后面一个字。这种“２＋１”结构
的词，前面两个上声音节都要读成阳平，调值为３５，最后一个上声音节读原调，调值为２１４。例如：演
［３５］讲［３５］稿［２１４］、选［３５］举［３５］法［２１４］、洗［３５］脸［３５］水［２１４］、蒙［３５］古［３５］语［２１４］、展
［３５］览［３５］馆［２１４］等。

二是“单双格”式，即三个上声字中，后面两个音节合起来是一个词。这种“１＋２”结构的词，第一个
字变半上，调值２１１，第二个字变得似阳平，调值３５，第三个字读上声原调，调值２１４。例如：吕［２１１］小
［３５］姐［２１４］、小［２１１］两［３５］口［２１４］、老［２１１］保［３５］守［２１４］、小［２１１］组［３５］长［２１４］、短［２１１］粉
［３５］笔［２１４］、很［２１１］美［３５］满［２１４］、小［２１１］老［３５］虎［２１４］等。
２．２．５　三个以上的上声字连读

三个以上的上声字连读时，先根据结构两个一节或三个一节的切分开，然后再根据两个上声相连或

者三个上声相连的上声连读变调规律去读。但这里得注意，切分后，除了句子的最后一个上声字读上声

外，句中每节的最后一字都变为半上。例如：吕［２１１］小［３５］姐［２１１］／指［３５］导［３５］你［２１１］／洗［３５］
脸［２１４］。

总之，福建人学习普通话，只要按照以上策略应对，循序渐进，严格训练，完全可以克服方音影响，发

准上声字，顺利通过普通话水平测试的上声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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