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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院校普通话课程教学方法与改进初探 ①

李贝贝
（重庆市工艺美术学校，重庆４０００５３）

摘　要：针对现阶段中职院校普通话教学面临的问题，要根据不同地区语言发音特点和现状有针对性地更新教材中
普通话教学内容；因材施教，采用科学有趣的教学方法；运用多媒体技术，创新教学模式，启发式教学，使学生变“被动”

为“主动”；采用新颖灵活的练习方法，融合多种方式，寓知识于快乐，构建学习普通话的良好氛围；评价体系革新，激励

机制趋向多元，评价方法多样化并灵活运用奖励模式，以激发学生学习普通话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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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话是人们从事各种职业必需的核心技能之一，
也是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体现。中职院校学生掌握一口

标准流利的普通话，无论是对今天的学习还是对今后的

求职和就业，都是十分重要的。但由于不同地区之间长

久以来形成的发音习惯及语言氛围，部分学生普通话基

础较差，发音短板各不相同，且学习自主性不强、积极性

不高，给普通话教学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作为《普通话》

课程的中职院校教师，笔者以重庆地区《平舌音与翘舌

音》一堂课为例，设计科学、有趣、高效的教学方法，以激

发学生学习普通话的兴趣并提高普通话的训练技巧。

１　引入方式有趣，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为强化学生的职业意识，我们首先要突出课程的重

要性。通过对不同专业学生职业生涯的启发，使他们认

识到学好普通话可以更好地为就业服务，为岗位服务。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笔者首先给出了这样一句话

“我今天上班坐的是出租车”。这句话中出现了很多平、

翘舌音字，如：“上、坐、是、出、租、车”等。由于长久以来

形成的发音习惯，翘舌音是重庆方言的短板；而遇到一句

话中平舌音字和翘舌音字连续、大量出现的时候，重庆人

往往难以快速、准确地加以区分。这就导致了大部分学

生在读这句话时对于平舌音和翘舌音判定和发音不准

确。而快速准确地区分平舌音和翘舌音，学生会觉得有

针对性和实用价值，并很有“成就感”，所以兴趣高涨，有

几位学生还主动要求朗读，引发了学生阵阵笑声。这时，

老师适时提出问题“哪位同学读得更准确一些？”“我们如

何辨别并读准平舌音字和翘舌音字？”引发学生的思考和

讨论，从而引出并完成课堂教学内容，避免了课堂上单纯

讲授的语音理论、单纯练习说平舌音字与翘舌音字的枯

燥乏味。当学生掌握好了平舌音与翘舌音的发音规律之

后，再让学生朗读，使学生在练习中感受到说好普通话在

将来能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对学习普通话有了更浓厚

的兴趣，课堂效果十分显著［１］。

２　训练方式创新，练习方法新颖灵活
２．１　启发式教学，变“被动”为“主动”

传统的普通话教学采用“填鸭式”教学，教师在课堂

上单纯向学生灌输普通话的语音知识和发音规律，学生

学习兴趣不高，很容易厌倦，课堂效果不佳。笔者在教学

过程中，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采用启发式教学，让学生

自己思考、主动学习。例如，在讲授平舌音与翘舌音的发

音规律时，让学生首先试读重庆方言中容易辨别、出错率

不高的平舌音字，让学生自己进行思考并总结平舌音的

舌位和发音规律，然后由教师引导并通过多媒体课件中

的平舌音与翘舌音的舌位动画对比学习翘舌音的发音规

律［２］。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学生认真思考，真正做到由

“被动学”变成“主动学”、由“要我学”变成“我要学”，注

重了学生能力的培养。

２．２　融合多种方式，寓知识于快乐
普通话教学要求“讲练结合、以练为主”，但中职院校

的学生普遍静不下、坐不住。为使让学生乐于学习，不觉

得枯燥，在普通话课堂教学中，需要歌词、绕口令等多种

轻松活泼的方式来活跃课堂气氛，形成师生互动、生生互

动。如在进行长段落的平舌音字与翘舌音字练习时，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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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设置了一个小游戏：用多媒体播放插曲，教师演唱《游

击队之歌》，会有很多同学很有兴趣地跟着教师一起唱。

这时教师会让大家练习阅读这首歌的歌词，读准里面出

现的大量平舌音字与翘舌音字；最后请２位同学阅读，其
他同学挑毛病并帮助纠正。一方面可以融洽师生感情，

增进师生情谊，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另

一方面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对平舌音与翘舌音

的发音规律，教师进行归类，反复使用，并配合生动有趣

的绕口令练习，如：“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

是四十。不要十四说‘实事’，也别四十说‘细席’。要想

说对四，舌头碰牙齿；要想说对十，舌头别伸直。要想练

对四和十，多多练习十和四。”这个绕口令主要练习了

“四”、“是”、“十”等非常难以读准的平、翘舌音字，并在

其中归纳了辨别技巧，学生在有趣的绕口令练习中愉快

记忆，学习兴趣高涨，就不易遗忘。

２．３　评价体系革新，激励机制趋向多元
２．３．１　评价方法多样化

为突出教学重点，帮助学生认清自我，建立自信，笔

者重视教学过程的评价，采用分组对抗、互评、教师点评

等，实现评价方式的多元化。如学生朗读完后，让本组成

员或其他小组的同学评价一下朗读等级、说一说发音的

优点、指出存在的问题，也可以由老师点评，根据评价适

当计分。通过多种评价方法？，学生的学习效果明显提

高，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也明显提高，学习普通话的兴趣

也较浓厚［３］。

２．３．２　巧用奖励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在普通话教学中，要注意经常表扬或奖励，如：“你的

平舌音与翘舌音已经发准了，只要日常交流中稍加注意

就行了”，“这段绕口令你读到这个程度已经非常不容易

了，但是要完全读准确还需要课下多多努力练习”等。还

可在练习中采用分组比赛并积分，最终优胜组获得小礼

物等让学生不断地看到自己的进步，增强信心和学习的

兴趣。

总之，要让学生认识到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有信心，

多说，多练，创设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而普通话课堂教

学要以就业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为本位，体现

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更好地为学生的前途和

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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