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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职院校课堂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探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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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课堂教学提高学生用语用字的规范水平，是地方高职院校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的主渠道。针对课

堂教学中语言文字规范化程度不高的现状，只有提高教师的责任意识，充分发挥教师的专业特长科学施教，切实做好方

音辨正教学，并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才能加快工作进程提高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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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是学校语言文字建设工作的主阵地。利用课堂教学提升学生说普通话、用规范字的能力水平，

是学校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的主渠道。为了充分利用好这一主渠道，我们从增强教师的责任意识、

发挥教师的专业特长和聪明才智、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实践证明，这些举措

能较好地提高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合力推进工作并确保工作持续高效运转。

１　明确课堂教学的主渠道地位，增强语言文字工作责任意识
思想决定态度，态度决定行动。认识没有到位、态度不够端正，是课堂教学中语言文字规范化程度

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是学院部分领导的认识没有到位。比如，对教学人员没有严格执行普通话达

标的有关规定，没有将说普通话用规范字纳入教学检查、考核的内容，相关教学人员配备严重不够，相关

课程开设严重不足。调查显示［１］，将普通话课程作为必修课的仅为２３．３％，还有４４．３％的班级没有开
设普通话课；各学院平均有２１．２％的学生没有参加过普通话培训和水平测试。二是教师的认识没有到
位。调查显示［１］，有５７．３％的教师普通话一般，基本能听懂，有３．６％的教师普通话不标准，难以听懂。
专业课教师认为规范用语用字是文化课教师的事，文化课教师则认为是普通话教师、语文教师和书法教

师的事，工作互相推诿、消极被动。　
为了提高认识、端正态度，学院组织教学人员开展了语言文字工作的专题学习培训。一是学习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等法规和文件。二是举办了普通话培训班。利用星期二下午的教研活动时间，由省级普通话测试

员陈瑛等老师主讲，对全体教职工进行较为系统的培训。针对教职工绝大多数是益阳本地人的特点，授

课教师重点进行了益阳方音辨正教学。三是学院针对语言文字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组织文化课

教师进行了多次专题研讨和攻关，并将研究成果推广应用于课堂教学。

通过学习培训，课堂教学的主渠道地位得以明确；任课教师逐步树立了责任意识，增强了工作积极

性和主动性，提高了工作能力；学院初步形成了全体教师齐心协力推进语言文字工作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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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发挥全体教师的专业特长，提升学生用语用字的规范程度
做好课堂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工作，仅仅有高度的责任意识、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还远远不够，

全体教师要明确自己在该项工作中的职责，做好角色定位，并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和特长，个性化

地开展工作，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推进工作。

２．１　语文教师的职责
语文教师要抓住学生学习语言文字的契机，讲授正音正字的理论知识并结合适当训练，帮助学生打

牢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根基。为了帮助学生夯实语言基础，课题组组织编写了《常见易错字词辨析手

册》（以下简称《手册》）。《手册》第一部分收集容易写错用错的字词１９９例，其中有从理论上进行辨析
的例子，也有改错、选择等实践训练题目。《手册》第二部分收集容易读错的字词（主要是多音字）９０
例，首先分析了字词容易读错的９种原因，然后对常见容易读错的字词进行了辨析。这些例子可供教师
教学时选用，也可供学生课堂练习和课外自学之用，师生反映效果良好。

２．２　普通话教师的职责
普通话教师除了讲授语音知识并进行相应训练之外，还要切实做好方音辨正教学。我们根据学院

学生多数处在益阳方言区的特点，很有针对性地开展了益阳方音辨正教学，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其

主要做法是，首先从学生中收集语音资料，并结合相关研究文献，从整体上把握益阳方音的特点，然后设

计并实施辨正方案。我们还将相关教辅资料编成《手册》第三部分“益阳方音辨正”，其中主要设计了语

音辨正、词汇辨正两项内容，语音辨正又包括声母辨正、韵母辨正和声调辨正。下面简要举例加以说明。

２．２．１　声母辨正
益阳方音声母发音的主要特点［２］８１－８２：一是鼻音ｎ和边音ｌ混淆。具体表现为除了与ｉ开头的齐齿

呼相拼的字之外，鼻音ｎ都发音成了边音ｌ。比如，“农村”的“农”发成了［１ｕｌ３］，“能够”发成了［１ｌ３

ｋｏｕ］，“拿手戏”的“拿”发成了［１ａ３３］，等等。二是基本上没有舌尖后音 ｔ、ｔ、‘（分别被舌尖前音 ｔｓ、
ｔｓ‘、ｓ代替，其发音比普通话稍微靠后一点，但又不是舌尖后音）。比如，“知道”发成了［ｔｓｉ３３ｔｏｕ４５］，“汽
车”的“车”发成了［ｔｓ‘３３］。三是ｘ与ｆ混淆，主要表现为将声母 ｘ与合口呼相拼的字误发成唇齿音声
母ｆ。比如，“灰尘”的“灰”发成了［ｆｅｉ３３］，“回家”的“回”发成了［ｆｅｉ１３］。四是部分声母 ‘被发成舌尖
前音。比如，“红薯”的“薯”发成了［ｙ２１］，“读书”的“书”发成了［ｙ３３］。
２．２．２　韵母辨正

益阳方音韵母发音的主要特点是，除了以“ａ”和“ｏ”为韵腹的后鼻尾韵母之外，其他后鼻尾韵母都
被发成前鼻尾韵母。比如：ｙ被发成 ｉｎ，“作用”的“用”发成了［ｉｎ４５］，“勇气”的“勇”发成了［ｉｎｌ３］；ｕ
被发成ｎ，“穷困”的“穷”发成了［ｔ‘ｉｎｌ３］。
２．２．３　声调辨正

益阳方音声调的主要特点［３］：一是阴平调值比普通话低。普通话阴平调值为５５，是高平调，益阳方
音的调值往往是３３（或４４）。二是阳平调值上升不够。普通话阳平调值为３５，是高升调，益阳话阳平调
值大概为１３（或２４）。三是上声没降到位也没升到位。普通话上声调值为２１４，是降升调，益阳方音上
声为中降调４１（或３１）。四是益阳方音去声发成高升调４５（入声），或降调２１，而普通话的调值为５１，属
于高降调。

２．２．４　词汇辨正
学生在使用词汇时会不自觉地将一些方言词汇带入普通话中，具体表现为方言实词和方言虚词的

介入。典型的方言实词如搞、蛮、好多、边（一边饼干）、坨、作死等，典型的方言虚词如撒、咯、啵、嘞等。

这些词语，有的普通话中也有，但作为方言表达的意思比普通话要宽泛得多，也有些词语是普通话里没

有的。

普通话教师在讲授语音知识的基础上，将益阳方音与普通话发音对照比较进行辨正教学，这样就帮

助学生逐步摆脱了对方音的依恋情结，提高说普通话的能力水平。随着合作办学的日益加强，地方高职

院校生源结构将更趋复杂，比如最近我院就有了“西藏班”“贵州班”等合作办学班级。学生来自我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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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陌生的方言区，怎样加强普通话教学？方音辨正教学应该是很有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的。

２．３　书法教师的职责
书法教师要加强学生写字基本功的训练，还要大量收集学生容易写错的字词材料，有针对性地进行

纠偏教学。教师既要根据学生实际，对汉字的基本笔画、书写的基本笔顺和书写要领严格把关，提升学

生写字的基本功，又要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引导学生养成互相学习、主动

纠正书写错误等良好习惯。

２．４　其他教师的职责
专业课教师、其他文化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等，既要做规范用语用字的表率，也要发挥监督员和

辅导员作用。教师一方面要注重言传身教，起到示范作用，潜移默化影响学生；另一方面要结合所教课

程，将领域内高频字词的发音及其写法准确无误地教给学生，并随时发现和纠正学生学习过程中不规范

的用语用字。

实践证明：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工作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持之以恒地学习和实践；只要我们利用好

课堂教学这一主渠道，坚持用科学的方法指导学生，用顽强的毅力引导学生，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

性和积极性，就一定能大幅度提升学生用语用字的规范程度。

３　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保障语言文字工作的高效运转
语言文字工作要持续高效运转，除了提高教师的责任意识，充分发挥其各自的专业特长和聪明才

智，还必须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有制度作保障。我们的做法：一是将相关课程设置、课时安排纳入人才培

养方案并严格执行，不得随意削减。二是建立相关制度明确课堂教学的主渠道地位，明确相关领导以及

各类教师的工作职责。三是将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工作情况纳入相关领导的绩效考核，将课堂用语用

字纳入教师教学考核，与绩效工资挂钩；将普通话达标作为优秀教师、教学能手、青年骨干教师等的评选

条件。四是将学生规范用字的情况纳入考试评分标准，将课堂用语的情况纳入平时成绩计分标准，将普

通话达标作为评选三好学生、优秀干部、优秀班级和优秀党团组织的条件。五是建立专项工作点评制度

和奖励制度。定期进行工作总结，对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对工作效果不佳的提出批评并限期

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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