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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汉语拼音方案3"以下简称2方案3$自 !8)*

年正式公布以来#在我们的语文教学和生活中发

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基础教育中#

2方案3是小学语文最先学习的教学内容#重要性

不言而喻' 2方案3进入小学课本并不是原方案

照搬的#而是进行了相应的适应性改进' 作为小

学语文教师不仅要掌握小学拼音教学的相关知

识#还应该从理论上系统地掌握2方案3及汉语语

音知识#才能更好地促进教学#避免出现因语音理

论修养不足带来的教学失误'

通常#做学术研究的不注意教学应用#会存在

教学上的误区#用学术系统去要求教学系统#这样

在教学中会碰壁' 而教学一线的老师#缺乏足够

的理论修养#会存在学术上的误区#在教学中就不

能很好地解读2方案3#甚至会导致错误的解读'

因此#作为教师#对2方案3的制订原则&设计理

念&音理依据等#都应有一个基本认识#能够从理

论上正确地解读2方案3#在此基础上进行教学解

读' 这样#才能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才能更高效

更准确地进行汉语拼音教学'

!4(汉语拼音方案)的理论解读

2方案3颁布时说明#它的主要功能是!"!$给

汉字注音#帮助识字教育,""$推广普通话#建立

民族标准语'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3第

!*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2汉语拼音方

案3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2汉语拼音方案3是中

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

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

2方案3自颁布以来#在%拼音&识字&推普(等

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效' "# 世纪 *# 年代起#随着

改革开放和信息时代的到来#2方案3在汉语国际

化&信息化等领域取得了制定之初未预料到的功

绩#2方案3的功能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得到开发

和强化#因此2方案3具有历史前瞻性'

不管2方案3衍生出多少功能#它的基本功能

是不变的#即%拼写和注音工具(!拼写普通话&给

汉字注音' 其他功能都是以基本功能为基础的'

正是由于2方案3基本功能的科学性#才能在此基

础上不断发展#在历史的检验中不断焕发新的生

命力' 吕叔湘先生做出如是评价!%2汉语拼音方

案3是拼写汉语的最佳方案'(苏培成先生称%汉

语拼音是中国语文的瑰宝(

*!+

'

事实上2方案3从颁布实施以来#持续不断地

有人提出意见#建议修改#其中也不乏新创制的各

种方案' 但周有光先生始终坦然直言#%新建议

中很少是在 )#年代没有仔细研究过的(#也没有

#(

4收稿日期#"#!8#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ee!2($

作者简介#颜红菊"!8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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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 周有光先生认为!

%2方案3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改掉一个缺点往往

会产生另一个缺点' 缺点和优点是共生的'(我

们很赞成这种辩证的观点#也认为在社会应用中

出现的多数问题#是具体的&局部的问题#毫不影

响2方案3的价值和意义*(+

'

2方案3受到最多质疑的主要在两方面!一是

表音不准确#二是改写和省写的规则复杂' 而这

些质疑#王理嘉先生认为是方案设计蒙受的不白

之冤#是由于对汉语拼音方案设计原理的认识不

足导致的误解*"+

'

从2方案3发布到现在#语言学理论研究也发

展了 0#余年#我们站在今天的理论角度来看2方

案3的这些%缺点(#也许能有新的思考'

!'!4(汉语拼音方案)的符号学解读

2方案3的拼写功能源于它的符号性质' 2方

案3是一种书写符号#是视觉符号#是依靠视觉感

知的#是用来看的#因此#书写需求与表音需求相

冲突的时候#书写需求是优先的#表音需求就会作

出牺牲或让步'

总起来说#方案的拼写设计要求是%阅读醒

目#书写方便('

赵元任在2国语罗马字的研究3首创%文字尚

形(原则' %文字尚形(指的就是作为一种书写符

号#书写形式的要求是放在第一位的#要醒目清

楚#不易混淆' %无论何种文字#在实行的时候都

是见面认字的#))用0视觉读法1( %所以#为长

久计为大多数计#就须把易认看重些#易写看轻

些'(在不背离基本语音事实的前提下#拼音系统

的首要原则是音节拼写形式"字形$的清楚醒目#

不易相混#而不是拼音上的精细准确*2+

'

2方案3中%文字尚形(的理念体现为两点#一

是注重字母符号的清晰度和区分度#二是注重书

写形式的简短便捷'

字母符号的清晰度和区分度要求字母形式的

设计在视觉上方便辨认#不易混淆#一些符号与实

际读音有出入即是为了满足视觉辨认的需求'

如!%f%&%W&%.g&&%.g(等#按实际读音来说#应写

成%fW&EW&W.g&h.g(#但前者形式更清晰#也避免

由于% W(与% .(形体上的相似带来与相应韵母

%f.&h.g&E.(等的相混#区分度更高'

隔音符号的设计同样是出于视觉辨认的需

求#隔音符号是为了让音节界线更清晰' 2方案3

中起到隔音作用的符号有两种#一种是隔音字母

%G&B(#一是隔音符号% 1(' %G&B(用在%&&W&h(

开头的零声母音节前#隔音符号用在开口呼的零

声母音节前#因此隔音字母用的频率比隔音符号

大得多' 在书写形式上#隔音字母%G&B(占据了

声母的位置#使零声母音节在拼写形式上与辅音

声母音节取得了一致' 隔音字母%G&B(的设计不

但起到清楚音节界线的作用#还保持了书写上声

韵结构的平衡' 从视觉上也更美观#不必到处都

是隔音符号%1(这种与字母不一致的%小耳朵('

书写形式的便捷主要体现在复韵母 %&%W&

WE&&WE.(和%h(的省写' 省写规则会给学习带来

一定的困难#但是#学习时的困难是一次性的#学

会之后便不复存在#书写的不便却是次次都存在#

因此#2方案3省写规则的设计是用增加学习项目

来减少实际使用中的不便'

2方案3不是专为音韵家字典家的方便设"定$

的#是为一般人&普通人的使用设计的#不必也无须

讲究拼音上的准确&精细#%无用处不细分辨(#%于

无妨碍处#字形要求短("赵元任$' 对2方案3所谓

表音不确切&拼音设计有误的批评#其实正是2方

案3在总结了历史经验后的精彩之笔*2+

'

!'"4(汉语拼音方案)的音系学解读

我们提到2方案3的功能#就会提到它的基本

功能是给汉字注音#拼写普通话' 2方案3不仅与

汉字相联系#而且直接与汉语"普通话$相联系'

2方案3的科学性的基础就在于它对普通话的语

音系统进行了科学系统的整理'

在2方案3之前#我们也有很多的拼音方案#

再往前追溯#在各种拼音方案之前#我们会用各种

方法给汉字注音#比如直音法&反切法等#为什么

这些注音方法与2方案3相比#都不是最佳的&科

学的- 根本的原因是#这些方案功能单一#就是给

汉字注音#是为了帮助识字而建立的#并没有明确

的音系学意识#也就是说#没有系统地分析和整理

汉语的语音系统' 而2方案3明确提出方案与普

通话的关系#建立了普通话的语音标准' 2方案3

用现代语音学和音系学的理论系统地整理了普通

话语音系统#这是2方案3科学性的基础#也是2方

案3与所有注音方法和拼音方案的根本差异#正

因为如此# 2方案3才具有前所未有的科学性'

2方案3提供了普通话的语音标准#从此#让普通

话在语音上有了明确的概念#国家语言的推广也

就有了明确的语音标准' 概念的明确保证了普通

话推广和教学在实际操作中有明确可依的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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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地提高了推普工作的可操作性和可行性#因

此#普通话推广的巨大成效与普通话语音系统的

理论研究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而2方案3就是普通

话语音理论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

2方案3制定有三大原则!%拉丁化&音素化&

口语化(#%拉丁化(指的是2方案3采用的字母形

式#%音素化(则是指2方案3字母符号的记音单

位#字母符号与音素对应#%口语化(是指2方案3

记录的语言对象是普通话' %音素化&口语化(体

现了2方案3与普通话语音系统的关系#%音素化(

用现代音系学的概念说#实际上是音位化'

从记录语音的功能这个角度来说#2方案3是

一种记音符号#是一种音标' 不过#跟国际音标不

同#2方案3采用的标音方法是宽式标音#并不与

音素对应#而是与音位对应' 而且#2方案3记录

普通话音位也不是一一对应#甚至还有音位合并#

即一个字母符号记录几个音位#如字母 &#就记录

了舌面前高不圆唇元音&舌尖前元音&舌尖后元音

等 (个音位#因为这三个音位从不出现在相同的

语音环境中#因此不会搞混' 在不引起标音混乱

的前提下#使用尽量少的符号#可以减轻记忆负

担&简化记音系统'

"4汉语拼音方案的教学解读

2方案3走过 0# 多年的历程#2方案3的教学

也走过了 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教材和教法都在

不断地探索和改进'

"'!4小学语文(汉语拼音方案)的教学系统

2方案3刚发布的时候#教学基本上是照搬方

案#原样不动地搬进教科书#这套方案对于普通人

和刚入学的儿童是有难度的#实践证明直接教效

果并不太好'

从 !80(年开始#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初级小学

课本2语文3#第一册里的拼音教材在内容安排和教

学方法上做了一些改进' 改进之处主要有!"!$采用

声介合母的拼音方法#省去十四个复鼻韵母不教,

""$G&B当%准声母(处理#不教G&B的使用规则,"($

韵母&%W&WE&&WE.直接教省写形式&W&W&&W.

*)+

'

这些对2方案3的基本处理一直延续到现在#

并不断改进#形成与2方案3不同的教学系统'

!$编排顺序不同' 小学汉语拼音的编排顺

序与2方案3不同#先教单韵母 0 个#然后教声母#

接下来是复韵母&鼻韵母' 不单独教声调#不教隔

音符号' 这个顺序兼顾了汉语音节的结构特点和

教学的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原则'

"$声韵系统内部层级不同' 小学拼音教学

系统对2方案3中的声韵系统进行了选择性教学#

并建立了声韵系统的教学层级' 小学拼音教学将

声母韵母的构成要件分成了三级!一级要件是单

元音韵母和辅音声母,二级要件是无韵头的复韵

母和单元音鼻韵母,三级要件是有韵头的复韵母

和复元音鼻韵母' 一级要件是基础要件#从语音

学上说#是只有一个音素的元音韵母和辅音声母'

汉语音节元音是必有音素#可以没有辅音#单元音

比复元音简单#所以#最先教的是单元音韵母' 单

韵母与声母共同构成拼音系统最基础的构成要

件#也建立基本的声韵拼合概念' 二级要件由一

级要件构成' 三级要件由韵头&&W&h 加一级要件

或二级要件构成' 在教学中#先教一级要件#再教

二级要件#二级要件不分析#整体认读#三级要件

穿插在二级要件中分散教学#不整体认读#不设教

学记忆要求#会拼读即可' 因此#在小学汉语拼音

教学系统中的声母韵母实际上只有 2) 个#其中#

声母 "!个#韵母 "2个#这与汉语拼音方案系统中

的 0# 个""! 个辅音声母#(8 个韵母$是有区别

的#减轻了记忆负担'

($设立整体认读音节' 小学汉语拼音教学

系统还设整体认读音节#对这些音节进行整体教

学#不作内部结构分析#也不作拼写规则的讲解'

整体认读音节包括两类#一类是舌尖元音充当主

要元音的音节#一类是G和B改写的音节#具体包

括 !0 个!\&&-&&D&&\?&&-?&&D?&&F&&G&&BW&GW&GE&

GWE&GWO.&G&.&GW.&G&.S' 舌尖元音不单独发音#

并有严格的声母拼合限制#因此#不作为单韵母教

学#而是与辅音构成音节整体教学' G和 B改写

规则繁复#&&W&h 作为韵头的韵母也没有作为独

立整体的韵母加以教学#属于上文说的三级要件#

教学只要求学生记住 G&B具体的使用#而不要求

记住使用规则#这一方面是降低学习难度#另一方

面是与教学的声韵系统相匹配'

"'"4(汉语拼音方案)的分项教学解读

2方案3包括五个部分!字母表&声母表&韵母

表&声调符号&隔音符号#这五个部分都应从教学

需要的角度出发来进行解读'

"'"'!4字母表的教学解读

%字母表(的作用有三个!第一#规定汉语拼

音字母的形体,第二#规定汉语拼音字母的名称,

第三#规定字母的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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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中#教师往往不教字母表#往往也不知

道字母表名称音的正确读音' 字母表一方面在小

学识字中用处不大#小学查字典一般用部首检字#

不用拼音检字#另一方面字母表的教学有难度'

字母表难教主要原因在以下三点!字母表的名称

音与呼读音不同,字母表的名称音与汉语语音系

统不匹配#自成一套系统,字母表的名称音用注音

字母标音#而注音字母现在已淘汰'

为什么字母表的名称音自成一套系统- 实际

上字母表的名称音是兼顾了罗马字母的国际读

音#并考虑发音的和谐#辅音基本上加了同一个元

音*

!

+#读起来响亮而朗朗上口' 因此#字母表应

该教#并且应教给学生名称音的读法'

"'"'"4声母表的教学解读

声母表是按发音部位排列的#在教学时#要特

别注意学生的发音部位的准确性' 拼音教学中的

%支架法(#便是先准备好辅音的发音部位#然后

再发音' 这就要求教师首先要对辅音的发音部位

有清晰而明确的概念#其次要将发音部位用学生

能接受的方式教给他们' 比如翘舌音#是南方方

言区的难点音#教学时给出三个发音步骤!"!$舌

身略往后缩,""$舌头前部翘起放在齿龈后,"($

舌尖松开留出窄缝#气流呼出发声' 关键步骤是

第二部#要引导学生反复练习#不对的反复调整#

找准部位'

声母发音的第二个关键要素是发音方法#也

需重点关注方言区的难点音#如边鼻音的发音'

在教学中#不能给小学生讲专业的语音术语#

但是#具体的发音动作的指令一定要清晰明确#如

翘舌音#没有翘舌的#指示翘舌,舌尖位置偏后的#

指示再往前一点,舌尖位置偏前的#指示再往后一

点' 这样给出具体的操作指令#而不是抽象的语

音术语#学生就能得到切实可行的指导'

教学中常见的实际情况是#教师本身并不系

统掌握发音原理#给出的发音指导笼统而模糊#教

学效果可想而知' 因此#教师不可忽视理论学习'

"'"'(4韵母表的教学解读

教学时#我们注意难点教学#韵母的教学难点

有两个#一个是拼写规则#还有一个就是韵母

发音'

拼写规则难点主要是韵母的改写和省写规

则' 改写规则涉及 G&B的改写#小学课本中#将

G&B改写的音节按整体音节来教#伴随相应的韵

母一个一个来教#而并不是以 G&B的规则为纲来

教' 但是#教师在教学中#还是应该教规则#不过

不采取刻意教学的方式#而是采取伴随教学的方

式#将规则结合在具体运用中#并不断重复强调#

建立对这两个隔音字母的正确认识#这样才能记

得牢&记得准&记得久'

省写的韵母主要是 WE&&&%W&WE.#加上 h 上两

点的省写' 小学课本中的处理是直接教省写形式

W&&&W&W.#不单独教原式#原式在三级要件的音节

中教' 也就是说#小学课本中#不教原式和省写形

式的关系#原式和省写形式是分开教的' h 也如

此#直接教整体认读音节 GW#而不将规则提出来

教' 这种处理是符合小学生的认知程度的#规则

尽可能地简单#能简单就简单#能不讲就不讲'

发音难点#有两个地方教师应该注意' 一是

发音与字母符号不相符的韵母#如! % f%&%.g&

&%.g(等,一是方言区的发音难点#教师应在这些

难点音上加强练习和指导'

"'"'24声调符号教学解读

在汉语拼音方案中#除了轻声#未明确规定其

余连读变调的声调标注规则' 2汉语拼音正词法

基本规则3关于标调有补充!%一( %不(一般标原

调#不标变调,在语言教学等方面#可根据需要按

变调标写'

小学语文教材采用的是按变调标写#同样不

明确教变调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轻声教学' 轻声在教材中也没

有专门的教学内容#但是#在一年级上下册&二年

级上册的注音中#轻声音节都作了注音' 而到了

二年级下册#就基本没有标注轻声#如!%刺猬&唠

叨&月饼&屁股&窟窿&街坊&窗户&咳嗽&吆喝&扫

帚&簸箕&玻璃&裁缝&师傅&庄稼(#这些词中的轻

声音节都是标的原调'

这些注音有些是注单个字的#有些是注整个

词的' 有些人认为轻声音节标原调是教材的失

误#没有考虑轻声的音变#建议轻声词语按整词标

注#并标出轻声*0+

' 不过#我们认为#如此处理并

不是失误' 到了二年级下册#就不再整篇课文注

音#只标注生字词#所以#上文轻声词语中的注音

不全是注整个词的#有注单字的#那么就单字读音

来说#的确是没有轻声的#因为轻声是一种音变#

只在连读中发生#单字是没有变调的#自然就应该

注原调' 如果按整词标注标出轻声#也会有不便#

就是会让学生不知道原调' 因此#教材中轻声音

节标原调的处理是出于生字认读的考虑'

((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年第 !"卷

但是也有标出轻声的#如!%说我不会结果子

呗 ]E&"二年级下#第 2! 页$( %月亮姑娘做衣裳

D?O.g"二年级下#第 !#!页$(#这是因为这两个字

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轻声#没有不读轻声的时候'

教材并没有将变调作为专门的教学内容#更

没有变调规则的教学' 但是#教师在教学时要注

意单字原调和连读变调的差别#要给他们建立变

调的概念#要做出正确的发音示范#否则#就会带

来认识上的混乱'

实际上#我们在大学教学实践中就发现#大学

生普通话学习的难点之一#就是轻声词语#他们不

但不会读轻声#也不知道哪些词是必读轻声' 这

种现象与小学阶段的拼音教学不无关系#他们在

基础教育阶段没有建立相关的概念'

"'"')4隔音符号教学解读

隔音符号未纳入教学内容' 但是我们要知

道#G&B的功能就是明确音节界线#与隔音符号的

作用是一样的#不表音#是隔音字母' 教学中将

G&B处理成准声母#这是教学系统的处理#实际上

G&B并不是声母'

"'"'04&汉语拼音方案'与小学普通话正音教学

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到2方案3对普通话正音

教学的重要作用' 在小学拼音教学中#一般重视其

注音功能#通过拼音学习汉字#而另一个功能#拼读

普通话就不是很重视#或者不太有自觉的意识' 对

学习普通话#2方案3有很重要的正音功能#这个功

能被老师忽略了#在教学中不太注意正音' 基础教

育中的正音教学往往到了大学来补课#这是一种倒

挂' 这一方面与师资有关#教师本身的普通话水平

跟不上,另一方面也许跟语文教学的评价体系有

关#课程标准未对普通话的标准程度作明确的要

求#只是要求能用普通话交际阅读就可以了' 所以

普通话的正音往往不是教学重点#带来的结果就

是#学生普通话不标准#汉语拼音会写不会读' 教

师应在教学中关注学生的发音#给他们良好的发音

示范#培养普通话的语音语感'

(4结语

2汉语拼音方案3用途广泛#在不同的领域会

有不同的运用和解读方式' 不管在哪个应用领

域#掌握2方案3的理论基础是用好用对2方案3的

前提' 在教学领域#也会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提

出不同的教学要求#建立不同的教学系统' 小学

拼音教学同样如此#教师在教学中#要加强2方

案3的理论学习#懂得运用相关理论去解读教学

系统#将理论和教学实践相结合#才能将2方案3

教得准确&教得透彻&教得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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