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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院校大学生普通话水平测试

失分原因及对策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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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院校大学生普通话水平测试失分原因主要有三种：一是因识字量少使得第一题和第二题失分率高，二
是因发音有系统性错误或缺陷导致前三题都有不少扣分，三是因第四题说话时间过短导致大幅度扣分。根据上述原因，

可采用的对策：一是提高普通话水平；二是进行测试技巧培训，包括将课程教学与技能训练相结合、进行模拟测试培训、

培养良好的电脑使用习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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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院校大学生由于汉语基础差异较大，其普通话水平及测试成绩也有很大差别。以湖北民族学

院为例，该校的少数民族学生主要来自全国不同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县。根据国家相关要求，文科师范类

专业普通话水平测试成绩应在二级甲等以上，理科相关专业在二级乙等以上，将来从事播音主持行业的

学生必须在一级乙等以上［１］。从湖北民族学院学生的测试结果来看，近半数学生通过多次测试才达到

预期等级。测试成绩差的学生失分原因大体相似，有的因识字量少导致第一题和第二题失分率高，有的

因发音有系统性错误导致前三题都有不少扣分，还有的是因为第四题说话时间太短而失分严重。

１　失分表现及原因探析
１．１　操作失误

部分学生由于测试前没有认真了解测试流程，导致测试时无法正确操作电脑，从而出现了不应有的

失误。具体表现为读单音节字词时采用了按列认读的顺序，没有按规范顺序逐行认读，因此导致扣分。

第一题的字词是单行与双行采用不同颜色交错印制的，有的学生只认读了其中一种颜色的字词，结果漏

读了一半。还有一些学生使用电脑的习惯不佳，测试时右手一直放在鼠标上，出现了前面的试题还没有

读完就不小心点击进入下一题的情况。另有部分学生进行第四题说话测试时没有及时说话，经过长时

间等待才开口，导致扣掉了缺时分。这些失误除了极少数是因为紧张过度所致以外，大多是由于没有进

行考前培训，或者没有认真学习测试流程导致的，完全可以避免。

１．２　普通话水平低
普通话水平低下呈现出三种不同情况：一是从小学习本民族语言，到了高年级才学说汉语，识字量

偏低；二是受方言影响，声韵调发音出错的频率很高；三是前两种情况的综合表现，识字量低，发音不准。

１．２．１　识字量少
民族院校少数学生自幼学习并使用民族语言，高年级时才学习汉语，汉语基础较差，识字量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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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生认读单音节词语和多音节词语均有一定障碍，常常碰到不少生字，只能错读或不读，从而导致

失分，比如该校新疆籍的维吾尔族学生就存在这种情况。其实这些学生发音标准度还是比较高的，只要

加大识字量，测试成绩就会有大幅度提高。也有少量已不懂自己民族语言的学生，自小在汉语环境习得

汉语但不注意生字的学习，自身汉字储备量太少，在测试中对一些单音节字词的读音把握不准，对不认

识的字胡乱给出读音，最后导致失分较多。

１．２．２　发音错误或有系统性缺陷
规律性发音错误在声韵调上均有体现。就声母而言，主要的系统性错误表现为平翘舌不分、鼻边音

不分或ｆ、ｈ不分。湖北民族学院的民族学生以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为主，绝大部分学生平时使用西南官
话，只有少数学生仍然使用民族语言。西南地区多数方言区没有鼻边音的差异，两者混用，使得学生在

测试中无法摆脱方言的影响，如将“水牛”说成“水流”。有部分地区只有平舌音没有翘舌音，有的学生

在测试中一律把平翘舌音读为平舌音，如将“山水”读成“三岁”。还有的学生由于记不清楚或矫枉过

正，又把本就是平舌音的字读成了翘舌音。西南地区ｆ、ｈ不分的方言片不多，因此只有这些方言小片的
学生常将二者混淆。相对而言，平翘舌不分的学生基数大，单音节字、多音节词语及朗读、说话部分均有

明显的平翘舌音混淆错误，失分比例也高。

就韵母而言，最突出的失误是前后鼻音不分，如将“声明”读成“申明”。也有少数学生将舌面后圆

唇元音ｏ［ｏ］与舌面后不圆唇元音ｅ［］混淆，如将“过河”说成“过活”。另有极少数学生将舌面前圆唇
元音 ü［ｙ］与舌面前不圆唇元音ｉ［ｉ］混淆，如将“小鱼”说成“小姨”。因为前后鼻音出现的频率要高于
其他几种容易混淆的韵母，因此前后鼻音不分的学生失分率要高于其他学生。另外是儿化韵的错读，儿

化韵根据韵腹和韵尾的不同读音会有差异，许多学生不管有什么区别，见儿化韵就直接加读 ｅｒ［?］音。
结果往往错读２～３个，导致０．４～０．６不等的扣分。

就声调而言，主要是调值有系统缺陷，其次才是读错声调的情形。最突出的失误是上声的发音不完

整，２１４调值仅读到２１部分。根据《湖北省普通话水平测试评分细则》［２］，测试的每个题都跟语音标准
度有关系。第一题读单音节字词规定“语音错误，每个音节扣０．１分；语音缺陷，每个音节扣０．０５分”。
第二题错误和缺陷的扣分标准均高出第一题一倍。第一题１００个音节中四种声调大约各占２５％，若每
一个上声都有缺陷，那么仅在声调一项上就会扣掉１．２５分，若第二题出现上声缺陷则会扣得更多。另
外，第二题还容易出现的声调类错误是轻声的误读，该题一般会有３～４个轻声词，若都读错，则会失掉
０．６～０．８分。
１．２．３　语法错误

语法错误常出现在说话题中，部分考生由于平时说普通话没太在意语法规范，对普通话的语法规则

不熟悉，说话时方言语汇及方言表达形式频繁出现，导致词汇语法项扣掉了２～４分［３］。该校的民族学

生除了维吾尔族都会说本族语言外，其他少数民族只有少数学生能说本族语，大多数民族学生均说不同

的汉语方言。测试中不少同学受方言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方言词汇，如把“猪、羊、鸡”说成“猪子、羊子、

鸡子”，把“看不见、听不见”说成“不看见、不听见”等等。这些错误对最终考试等级的确定影响很大。

１．３　说话不合要求
第四题说话题共计４０分，占测试总分的４０％。测试能不能达到相应级别，与这个题的得分密切相

关。很多测试不理想的学生都与说话题发挥失误有很大关系。常见的失误主要有以下几种：

１．３．１　说话时值太短
部分考生选完说话题目后开始长时间思索，没说多少内容３ｍｉｎ时间已到。还有部分考生自始至

终重复几句话，信息量太少。另有部分学生断断续续说了几句话，总时不超过１ｍｉｎ。这些情况都导致
了大幅度的扣分，甚至作无效语料处理了。无效语料以０分记，这样无论前面考得多好都没法入级了。
１．３．２　语料无效

有少量学生直接把刚朗读的文章借用到说话题中，以朗读文章来代替说话，结果被判为无效语

料［４］。也有极个别学生出于恶作剧心态以唱歌代替说话，这些均为无效语料，也会使该题作０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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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无效语料往往是考生对考试极不认真，对自己极不负责的一种表现。这种极端情况出现频率很低，

但却是不入级的主要原因之一。

１．３．３　离题
部分考生所说内容与自己所选的题目毫无关联，出现离题情形［５］。一部分是因为没有充分准备，

临时用自己准备过的话题来凑数。如有的同学说的话题是“我向往的地方“，但自始至终在谈对一位明

星的看法。还有的考生离题是因为看错题目，如把“节日”看成了“节目”，结果一开口就离题万里。

２　提高普通话水平的相应策略
提高普通话水平需要一个过程，既需要有一定的理论认识，又需要不断的训练和实践。要把普通话

学好首先要有强烈的学习兴趣和提高意愿，需要通过现代汉语、写作、普通话训练等多门课程的综合学

习打下坚实基础。

２．１　课程教学与技能训练相结合
语言类课程可以让学生学到普通话的一些基础知识，诸如声韵配合规律、音变规则、语法规范、书面

表达技能等等。只有将这些理论知识及实践训练内化为自己的知识体系才能以口语形式准确熟练地展

现出来。这些理论要熟练掌握并内化到知识体系中必须有长时间的反复训练。因此，学完理论后的技

能训练同样举足轻重。技能训练主要包括声韵调发音技巧，音变发音技巧，听辨音训练等等。由于课堂

时间有限，只能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将课内学到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实践之中。

２．２　增强对我国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了解
部分学生缺乏加强普通话学习的意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对我国的语言文字政策没有足够的

了解，认为自己所说的话别人能听懂就行，标不标准，水平高不高都无所谓。湖北民族学院有不少师范

类专业，普通话作为师范生的一项基本技能，不能停留在能让人听懂的程度上。将来这批学生如果从事

教育教学工作，必须持证上岗，若普通话水平达不到要求将对其职业生涯产生不利影响。

２．３　一对一帮扶训练
不同的方言区的发音缺陷不尽相同，可以相互取长补短，如鼻边音分不清楚的同学可以与平翘舌音

分不清楚的同学相互结对帮助。经过一段时间的勤说多听练习以后再请专业老师评测其进展和不足，

并提出相应的矫正建议。学生根据教师建议再次开展训练，这样循环往复，直到学生能熟练流利地使用

普通话为止。

３　提高测试成绩的技巧和策略
３．１　养成良好的电脑使用习惯

要求学生不要一直将右手放在鼠标上，避免尚未读完时不小心点击进入了下一题。说话时音量适

中，耳麦调到合适位置，以使录音能清晰可辨。题目要看仔细，避免漏读。加强机测流程介绍，机测前进

行必要的心理疏导，消除学生的紧张情绪。

３．２　培训测试技巧
要取得好成绩，必要的应试技巧还是应该掌握的。根据测试内容的不同，各题的应试技巧略有

侧重。

３．２．１　各题应试技巧
第一题主要强调对上声的准确把握，另外若对某个单字的声调把握不准，注意不要与前后的单字声

调重复。因为试题设置时一般会把同一声调的单字错开排列。第二题留心关于轻声词、儿化韵的误读，

在预习时可以先把这些词语找出来，避免认读时遗忘。第三题朗读注意不要回读，避免扣不流畅分，若

读错，不用纠正，把后面的内容认真读好就行［６］。同时注意语速和必要的感情表达。第四题需提前准

备好多个话题，以免抽到不太熟悉的话题时不知所措。进行测试模拟时要计算自己在中等语速情况下，

３ｍｉｎ内可以说多少内容，然后根据需要准备。准备的材料要多于３ｍｉｎ，防止因为遗忘某一部分而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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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相应时值。如果准备的内容已说完而时间还未到，可以通过举例的方式弥补。

３．２．２　避免系统性发音错误或缺陷
发音缺陷对每一个题的得分均有不小的影响，因此纠正发音失误对考试等级的确定十分关键。从

第一题开始就尽量减少错误，否则就没有达到二级乙等以上的可能。有声韵调发音缺陷的同学，如上声

调值不全、平翘舌不分、ｆ与ｈ不分或鼻边音不分等，可以偶有错读但绝不能全部读错，否则就要算系统
性错误。这就需要平时有意识地对这些错误加以纠正。

随着学校教育的加强和广播、电视等媒体的广泛宣传，普通话使用的场合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普通

话水平相较以往已有了大幅度提高。民族院校大学生的普通话测试成绩还不尽人意，他们的普通话水

平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需要学校、学生、教师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以使民族院校大学生都能熟练准确地

使用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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