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解决学生难发声调教学建议 

 

通过对慈容初初中生调查分析后，发现学生在发声调时，最难发的声调是阳

平（第二声）和上声（第三声）。难发声调的原因除了母语的负迁移外，目的语

的干扰与课堂教学方法也有一定的关系。本文提出了一些对慈容初中学生学习汉

语声调的教学建议，让学生比较轻松地学习和掌握声调。 

5.1. 教师 

想作为一名优秀的汉语教师，就必须掌握好汉语声调的知识和规律。教师要

先了解在汉语声调中，对学生来说，最难学习的声调是哪个、最难掌握的声调是

哪个、要教给学生的重点是哪部分，这些教师都要先准备好。例如：汉语声调中，

对学生来说最难的就是第二声和第三声，因为这两种声调都是一种转换点的发音

方。而而第一声和第四声的发音方式与印尼语有些相同，降低了学生的难度。学

生除了在声调上偏误之外，也被汉语拼音里面的声母和韵母所受到影响。 

如此可见，教师可以使用对比法，可引用学生的母语发音方式来帮助学生掌

握声调上的难点，让学生能够找到发准声调的规律。还可以使用手势法，来帮忙

学生纠正声调上的错误。这是一种较漫长的教学法，尽管学生没能够快速地掌握

正确的发音方式、在发音时还会存在很多偏误，但能帮助学生解决发音时的困难。

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老师也要注意形成偏误的外在因素，例如：学生学习汉语

的兴趣、课堂上的气氛等，老师应当对造成学生声调上的偏误原因进行分析并得

出解决方案来帮助学生。 

5.2. 学生 

学习任何一门语言都是不简单的，需要有耐心和决心。所以想要学习好汉语

和能说出一口流利的汉语。首先，学生要学会去喜欢它，去接受它，这样在学习

上才会有收获。接下来，无论在哪种环境中，都要勇敢的使用汉语来跟别人沟通。

例如：在学校环境中，学生要经常使用汉语来跟朋友沟通或者跟老师沟通，虽然

刚刚学习的时候，会说的很差，但是只要勇敢的迈出第一步说出口，就已经进步

很多了。接下来的就是慢慢的去掌握汉语声调上的规律，如：学生可以做一个简

单的声调表，表的材料可以按课本上的生词表进行练习，也能自己设计的一种类

推法的办法。就是按照莫一种词的读法声调，推出同类其他词的读法情况，例如：



“气”可以加上一个词，变成“凉气”、“才气”、“暖气”等加上手势法。先把词

的类推出来，然后进行一个个的的读法，这样能帮助学生在学习汉语声调中，起

来很大的作用。 

5.3. 声调方面的建议 

（一）单音节声调练习对策 

单音字是学生开始练习声调的基本基础。[15]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加

强学生对单字调的练习。练习声调的顺序可以按照平常的阴平、阳平、上声、去

声的正常顺序。但如果为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掌握的更好，教师可以按照从最

简单学习的声调到最难声调，一一的跟学生解释，好让学生能够分辨出，声调上

的读法和规律。 

首先第一步可以从阴平调开始教起。针对慈容初中印尼学生非声调的情况，

阴平是最简单的声调，只需要在发音的时候，拖长而稳。[16]对刚开始学习汉语

声调的学生来说，也是掌握比较好的一个调值。 

接下来第二步可以教阳平和去声。这两个声调发音可以放在一起教，因为很

多学生会在这两种声调中产生搞混的情况。还没开始教的时候，老师要先标好调

号，好让学生可以分清楚，并在学习过程中告诉学生这两种调的区别是在于，一

个是读中升调（第二声）和全降调（第三声），还可以加用手势法来帮助学生的

学习。 

最后要学习的就是上声。上声是学生最难学，也最难掌握的声调。慈容初中

生，在学习汉语过程中，朗读生词表、或者阅读课文时，一般情况下，学生会在

发上声的时候，发成半上声，意思就是降得够低然后上得不够高。教师在纠正学

生发上声的时候，可以把调值写作白板上或者在 PPT里面做标志。随后教师先带

领学生读几遍，准确的发音后，再让学生跟读。第三声的时候，可以使用手势法，

加上解释法，跟学生解释在读第三声时，需要把降下去的音拖长，到上升的时候

缩短。让学生无论在学校、或者在家里联系的时候，要多示范，多练习，这样学

生自然会发得比较准确。 

（二）双音节词的声调练习对策 

赵元任先生曾指出：“两个音节连起来呐，要成词或者成词组，就不完全用



单音节的声调了”1。经过这次的调查研究，本文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让学生

单独地发单词音节，在声调上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读双音节时，出现的偏误比

较高，因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要重视双音节词的声调练习。可以让学生进行

大量的双音节的词声调朗读练习，能使学生在汉语声调上大大的提升。 

第一是对于阴平在前的连读。慈容初中学生容易出错主要是因为单字音不熟

练，当一个不熟练的字出现在学生眼前，学生本身会从自己的大脑中筛选自己所

学过或者是了解的信息，而发出来的。告诉学生在发前字的阴平调的时候要把音

拖长一点。学生发错的地方都在阴平+阳平与阴平+上声，这两种组合声调。学习

阴平+阳平的时候要记得提醒学生在发音的时候不要有滑落或降落的情况，可以

的用手势来引导帮助。阴平+上声的练习时拖长高音的时长，然后顺着手势往下

滑后直接上去。 

第二是对于阳平在前的连读。首先要加强阳平单字音的练习。阳平+上声，

阳平+去声这样的偏误组合，老师要更多的去利用手势来引导学生朗读。阳平+

上声主要问题在于学生很难找准发音的起点从哪开始，而阳平+去声，要注意的

是去声的终点要够低。 

第三是对于上声在前的连读。上声最难的部分是上声+上声的连读，因为这

种组合的转点对学生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就是把前面的变阳平，后面的不变。会

出现偏误的问题，在于前面阳平的影响，导致了发上声起点高，到了 35 的尾音

后 214 的起点音降不下来。还有上声+阳平与上声+去声这两种组合偏误率也是

蛮高。老师也是要多注意学生在这两方面的连读发音。在上声+阳平时，学生很

容易把后面的阳平读成 55和在读上声+去声的时候一样。学生常常因为前面的上

声有一个转换点，而到后面的时候很难往下滑落。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用慢

性的办法，中间有个停顿，给学生有一个缓解和调整的空间，还可以加上手势法。 

第四是对于去声在前的连读。在这些的组合中最难掌握的是去声+去声。这

种组合都是要把起点和后点都发成高调和平稳，但从这次的调查发现学生们会把

起点发高调，然后后边都降下来了，不能保持在高调上。教师可以采用类推法，

就是通过不同事物的某些相似性类推出其他的相似性，从而预测出它们在其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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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存在类似的可能性的方法。2首先教师可以先把一个组合的字拆开，分别发好

每一个单字音加上别的调的词，然后慢慢合起来。让学生先学好一个词语以后才

顺着这种感觉训练一个组合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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