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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理念的碰撞

　　語音教學理念，主要體現在語音教學的性質、

目標、原則和規範等方面。語音是語言三要素之一，

是語言的物質外殼，是語言的載體，與辭彙、語法

存在明顯的差異，它具有自然性與社會性兩種屬性。

語音教學包括語音知識傳授和技能訓練兩個方面，

在技能訓練中又含生理性機能體認、開發和對生理

機能的調控以及形成語音習慣的訓練，因此它具有

特殊性。

　　趙元任等老一輩語言學家，一貫堅持系統、標

準、規範的語音教學理念。（趙元任，1980）但是

這一理念在實際教學中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相

反在當今強調應用的前提下，嚴重忽視甚至否定了

這樣的理念，而主張“基礎”性、個性化，期待語

言自身的限定與修復。（王漢衛，2002）為了行文

的方便，我們姑且將這兩種理念分別稱為傳統理念

與非傳統理念。

　　語音教學，作為一種教學，首先接受教育學總

體教學理念的指導。現代教育學的核心理念是以人

為本。語音教學界對此存在不同觀點。傳統理念認

為語音教學對於學習者需要有統一的比較嚴格的標

準和要求，這是基於對學習者長遠利益負責的考

慮。而非傳統理念則認為傳統理念 “沒有把學習者

看作有自主權、選擇權的行為主體”，是“家長制的、

命令性的，完全以教師為主宰的思維模式。”（王漢

衛，2002）

　　語音教學理念的碰撞有利於教學研究的發展。

語音教學的不同觀點有的已經直接付諸文字，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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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則體現在具體的教學活動中。語音教學理念的

碰撞是多方位多層次的，下面將對其中的三對矛盾

問題進行辨正分析。

二．有無標準語音

　　在討論標準語音之前，首先要明確什麼是“標

準”。按照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提出的定義是：“得

到一致（絕大多數）同意，並經公認的標準化團體

批准，作為工作或工作成果的衡量準則、規則或特

性要求，供（有關各方）共同重複使用的文件，目

的是在給定範圍內達到最佳有序化程度。”1）標準

本身是人為的規定，但它不是隨意的，是建築在科

學研究與廣泛實踐的堅實基礎上的，因此標準既具

有科學性，又具有民主性。標準的本質特徵是統一，

有了標準就有了公認的“衡量尺度”。

　　有沒有標準的語音？非傳統理念的觀點是：“從

語言學的角度看，有沒有‘標準語音’呢？”“根

本不存在學術意義上的標準音”。“任何彰明的是 A

而不是 B的所謂標準都只能是規定標準。從自然屬

性上看，這個標準是假的，因而也就不具備自然的

強制性。” （王漢衛，2002）

　　我們知道，人類的語音本身存在著雙重屬性，

既有自然屬性又有社會屬性，脫離社會屬性的音，

只是一種聲音，不能叫做語音。任何語言的語音本

身都是約定俗成的，這就是一種規定性。社會中的

人都必須遵從這種規定性，人們才能進行交流與溝

通，因此這種規定便帶有強制性。我們認為摒棄語

音的社會屬性，孤立地強調自然屬性，並將其推向

極端，認為“標準是假的”，這不是科學的態度。

　　我們論證的對像是漢語，它有明確所指，即中

國規定的“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

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

規範。”對於這樣一個確定對象我們不能採取虛無

主義的態度，否認標準的存在。從普通話語音的定

義講，北京語音是標準音，當然這個標準音是經過

整理與規範的，而不是現實中的北京話的所有的

音，這種標準音存在於字典、教科書、廣播以及現

實交際中。主張根本不存在一個“真”的標準，這

是脫離論證對象的、似是而非的一種觀點。假如真

的沒有一個標準音，那怎麼會有漢語普通話等級測

試呢？測試的級別評定將怎樣操作？對外漢語語音

教學也正是以這種標準音為依據的。

　　每個國家的語言都有一個標準音，日語以東京

音為標準音，英國英語以英國東南部的音為標準音，

法語以巴黎音為標準音，漢語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

各個國家的廣播電視、教學語音、詞典標示的國際

音標就是標準音。漢語“普通話”是中國在 1955

年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形式確定下來的標準，

並要求在全國範圍內推廣，在學校教育中具體實現，

因此與其他國家相比，漢語的標準音具有更強的規

定性和約束力。

　　當然標準語音還有一個規範度的問題。在現實

中，中國人能夠達到完全標準的也不是很多，而外

國人則更是鳳毛麟角了。在不產生歧義的原則下，

標準音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彈性，但是並不能因此

就否定標準的存在。無論交際還是教學，標準語音

都是一個圭臬，沒有規矩無以成方圓。如果從觀念

上對漢語語音的“真”標準採取無視的態度，勢必

會影響實際的教學行為。

三．語音教學目標的高下

　　在第二語言教學中，語言教學所追求的目標一

直是一個大的理論命題，歐洲功能學派就曾有過“標

準發音，有效交際”與“有缺陷而有效的交際”的

爭論。時至今日這對矛盾仍然存在。

　　語言教學的直接目的就是進行交際，只要實現

有效交際，即達到目的。我們常常把語音比作人的

臉，一打眼就能分辨出是否好看，而以“有效交際”

為標準就好比說人的美醜均無大礙。事實上，語音

不只是一個好看不好看的問題，而是能否實現有效

交際的重要條件。

　　如果以世界上“幾十億操非標準音者每天都在

進行著有效的交際”為依據，斷言在一般情況下語

音不標準是不會影響交際的，特別是在一定的語境

中不會造成誤會，甚至把教科書、論文中所舉的引

起誤會的例證稱之為“段子”，這種看法與現實的

距離太大了。任何一個從事對外漢語教學的人，不

必刻意去尋求“段子”，隨時隨地都會碰到因語音

不標準，而影響正常交際的例證。這種現象，不僅

存在於學習者的初級階段，而且到了高級也依然嚴

重存在。

　　我們舉一個典型例證，應該不是什麼段子：



− 16 −

關於對外漢語語音教學理念的思考

− 17 −

2002 年在中國海南博鼇論壇的首屆年會上，中國

朱鎔基總理發表演講後，回答代表提問。一位懂中

文的外國代表提出問題後，朱總理笑著說，“對不起，

你的英國中文我聽不太懂。”隨後，另一位中文稍

好的外國代表又用中文提問，朱總理仔細聽過以

後說，“你的香港中文我也聽不懂，你可以 say it 

in English（用英語說）。”2）此報導，並沒有確切

地告訴我們提問者的語言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但

是憑經驗判斷應該是語音惹的禍。在這種情況下，

代表的話語當然是有語境的，但是聽者卻完全不明

白。這是不是已經影響了正常交際？因此，不能簡

單地說，語音不標準一般不會影響交際。

　　英國學者 James Milroy & Lesley Milroy 認

為“標準化的整個主張都和語言功能的效率這個目

標緊密相連。最終，最迫切的就是每個人都應該

以同樣的方式、以最少的誤解和最大的效率使用

和理解語言。”（James Milroy & Lesley Milroy，

1999）我們贊同這個觀點。

　　有效交際是語言學習後的綜合結果。語音教學

在起始階段就需要確定具體目標。而怎樣確定語音

教學的目標，其間涉及的問題很多，如漢語學習者

的目標追求與學校教學目標的關係，學校正規教育

與非正規教育的區別等等。我們認為特別需要辯證

的問題是教學目標該由誰來決定，是教育者還是學

習者？傳統理念的教學目標是由教育者確定的。以

趙元任的觀點為代表：“發音的部分最難，也最要

緊……所以起頭兒這個目標人人得要以百分之百為

目標。”（趙元任，1980）

　　語音學習主要是技能的訓練，特別對於第二語

言學習者，原有的語音習慣會嚴重幹擾新語音習慣

的形成，因此必須用一種強刺激的方式使學習者認

識新的語音模式，熟悉具體的語音。其方式主要是

耳朵的聽辨、發音器官的訓練和發音方法的模仿，

在不斷的聽辨和模仿中逐步形成新的習慣。這樣的

訓練與各種技能訓練是相通的，比如彈琴，指法就

很重要。在語言教學中，老師多願意從零起點的學

生教起，因為能夠在初始階段確立語音方面的規矩，

好的習慣一旦形成，以後的學習就是一種良性的循

環，會終身受益。

　　作為學習者當然有確定自己學習目標的權力。

有人通過調查的方式，瞭解學習者所追求的語音目

標，結論是多數學習者都不想具有標準的語音。這

種調查本身可能有一定的缺陷。它沒有顯示學習者

為什麼不希望自己具有標準的語音，是因為意識到

自己達到標準有難度，於是放低標準呢？還是學習

者就是要追求不標準的有缺陷的語音？調查者指

出：“學生的語音追求是多層次的，而且值得重視

的是，這裏面顯然隱含了他們的理性思考。這樣看

來我們的語音一刀切、標準化，也就隱含了對學生

的不理解、不尊重。”學校教育應該有適合學生要

求的“語音功能表”。（王漢衛，2002）

　　語言學習目的性很重要。比如，有人只想看文

獻，不需要說話；有人只想在中國短期旅行，會說

幾句應酬語就行了；或者是個太太購物漢語學習班，

只學習幾天，那麼語音的標準性問題是可以忽略不

計的。但是在現代語言教學中，特別是面對大、中、

小學生的漢語教育，要為繼續學習奠定基礎，正常

情況下，語音學習是必不可少的。只要學習語音，

就必定要按照標準音來教，就像英語，不論是英國

音還是美國音，總是有標準的。而對於標準的重要

性，學習者自身的意識有時是不明確的，但是教育

者卻十分清楚。學習者因為確定了低標準而形成了

壞的發音習慣，日後則很難改變，將貽害無窮。

　　我們不否認學習者有個性追求。滕振湧指出：

“其實，外國腔的外語不僅有其生存環境和條件，

而且有生存的必要。因為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

有時有些學習外語和使用外語的人往往有意要突出

自己的外國腔，以表明或強調自己的身份和特徵。

在錯誤分析中，研究者們發現了一個十分有趣的現

象：本族語人不但對過分的外國腔反感，過分地道

的外語更加令他們反感！也許過分地道在他們看來

是過於裝腔作勢。”（騰振湧，2003）在漢語學習中，

不排除有這種追求的人，但畢竟不是多數人的想法。

　　北京大學的中級選修正音課，選課人數年年爆

滿，從開始每年 1 － 2 個班，到現在每學期 7 － 8

個班，充分顯示了學生的需求。他們的漢語水準達

到中級，已經能夠比較流利地表達，由於語音不標

準而影響了正常交流，學生為此而感到苦惱。在教

學中我們明顯地看到在初級階段語音教學低標準造

成的惡果：學生不會讀拼音字母，根據母語字母音

類比、套用現象嚴重；漢語學習中不記聲調，在語

流中洋腔洋調……因此，語音教學的返工率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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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學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時再回過頭來糾正發

音，其結果是事倍功半。在每次課程結束的調查中，

學生都懊悔語言學習初期沒有打好基礎，希望正音

課成為必修課，提議在初級階段開設。這才是學習

者的理性思考。面對這種現實，仍要詬病語音教學

的目標，認為過分強調標準音了，顯然不符合目前

語音教學的現狀。

　　對於那些明確表示追求語音低標準的學生，我

認為應該是已經有一定基礎的語音學習不成功者，

其語音基本定型，曾試圖改正，但改起來非常困

難。顯然學生是站在自己語音現狀的基礎上給自己

提出了相應的目標。學習開始時，每一個學生都希

望自己得到一百分，但是在學習一段以後，不少學

生覺得七八十分就行了，有的甚至會高喊六十分萬

歲。如果在這時對學生進行調查，並據此來確定我

們的教學目標，分別定出以六十分、七十分、八十

分、一百分為完全標準的“菜單”，然後由學生選擇，

這可行嗎？其實在這種情況下，學生的自主權和選

擇權，只表現在自己追求的等級上，而不能改變整

體的標準和課程目標。

　　王力先生說“對外漢語教學是一門科學。”所

謂“科學”，應該是理性的、規範的，不能是隨意的。

學校教育要講究標準、質量、水準和等級。一個語

言學習者如果準備以語言為工具，有持續深入學習

的願望，就應該接受正規的訓練，在語音方面就應

以標準為目標，而我們也應該按照正規的標準來衡

量一個學習者的水準。

四．漢語聲調是否屬於基礎語音項目

　　對外漢語教學的科學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現於

層級教學，現在中國國內教學已有統一的教學大綱

和等級大綱，其中辭彙和語法教學的層級標準比較

明確，但語音部分還沒有很好地劃分等級。傳統理

念下的語音教學，強調系統性，在學習之初用兩三

周的時間集中學習《漢語拼音方案》，因為語音是

一個有限的封閉系統，在不考慮語流音變的情況下

是可以窮盡的。當然，語音學習不是一次完成、一

勞永逸的，學生不可能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完全掌握。

但只有以整體語音框架為基礎，才有可能通過長期

的漢語學習，不斷強化、不斷訓練、不斷矯正錯誤，

逐漸形成正確的、自然的語音習慣。

　　有人明確主張對語音教學內容劃分等級，強調

區分初級語音教學的“基礎性”與“非基礎性”內

容，（王漢衛，2002）這種要求是合理的。從原則

上說區分也是可行的。關鍵在於哪些內容屬於基礎，

哪些屬於非基礎？《漢語拼音方案》很好地體現了

漢語語音系統，而且不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其中聲

母、韻母、聲調都是最基礎的內容。有此基礎，在

以後的語言運用中出現語流變體，學生就有了判斷

的準繩。而《漢語拼音方案》中不包括的內容，如

語流中的一些音變現象、不區別意義的兒化、輕重

音、語調等，應該是非基礎語音項目。從現有漢語

教材看，大致也是這樣處理的。

　　問題提出者主張聲調應該算作非基礎性語音項

目（王漢衛，2004），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漢語表達以音節為單位，音節是聲、韻、調的集合

體。作為語音系統，從數量上看，韻母最多、聲母

其次、聲調最少，但各部分的重要性、基礎性並不

能以數量而論。在語流中聲、韻、調三部分不是一

個簡單地線性體，而是一個組合在一起的結構被整

體感知的。

　　外國人學習漢語，首先要瞭解漢語與其母語的

根本性差異。從語言類型學的角度看漢語與印歐等

其他系語言的不同就是有聲調語言與無聲調語言的

區別。因此在語音教學中必須強調聲調概念，建立

聲調意識，而不能在進門時給學習者造成聲調不重

要、可有可無的錯覺。聲調意識是漢語語音教學必

須灌輸的最“基礎”的項目。

　　趙金銘先生曾多次提出簡約式教學方案（1985、

2009），他從音系學的角度比較了漢語語音與印歐

語語音的差異，主張突出教學難點和差異點，進行

變通式的有重點的語音教學。在這個方案中並沒有

忽視聲調，而是主張“聲調的大類不錯”。換言之，

不同音系的母音、輔音是有同有異的，教學中突出

重點進行教學，是可行的。而聲調是有無的問題，

聲調間的類別很重要。對於一個母語為非聲調語言

的學習者在學習初始階段就應該讓聲調概念植根，

在今後的學習中才能得到充分的重視，才有可能擺

脫洋腔洋調。

　　漢語聲調的重要性在於它可以區別意義，在感

知漢語語音時聲調必含其中，聲調的可寬容範圍為

“大類不錯”。聲調的寬容度到底有多大？非傳統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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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認為聲調具有超強寬容度。理由有三：一是，由

於語音的歷史變化，現在中國各地方言與普通話在

聲調上有許多差異，而中國人仍然能夠進行交流；

二是，外國人說漢語時聲調有很多錯誤，但是他們

仍然能夠進行交際；三是通過《現代漢語詞典》、《漢

語等級大綱》的資料統計說明在雙音和多音節詞中

聲調的別義度“不算大”，在有語境的情況下，“聲

調的表義價值是很微弱的。”（王漢衛，2004）

　　我們認為由於語音的歷史變化，現在各地方言

與普通話在聲調上確實有許多差異，而中國人仍然

能夠進行交流。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方言與普通話

的聲調在類別上有一定的對應關係。而外國人在說

漢語的時候，四聲串調的現象非常嚴重，其錯誤與

普通話聲調的大類不具有對應關係，他們所進行的

交際是有限的交際。不可否認，在一定語境中，聲

調不正確還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它的前提是要限

制在熟悉的漢語環境中，對於生疏的詞語，就會出

現問題。對於外國人來說，所掌握的語言有限，如

果聲調不對，則難以理解。比如人們在唱歌時，往

往將漢語詞的聲調多讀為一聲，或隨曲調改變字詞

的聲調。人們常常遇到聽不明白歌詞的歌曲。比如

歌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第二買賣價錢要公

平，公買公賣不許逞霸道。”歌曲中的“買”和“賣”

在歌唱時都是第一聲，在這種語境中儘管中國人能

夠明白，並容忍著，但是對不熟悉漢語的外國人則

完全不能理解。

　　語言感知是一個複雜的問題，語義理解是有條

件的。如果僅從書面材料、面向母語者進行調查，

所得結論與第二語言學習者的實際可能會有很大距

離。所謂“辨義度”，必須考慮母語者與第二語言

學習者的不同。它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語言背景

不同，漢語母語者頭腦中的詞庫已經貯存了大量的

辭彙，在一定的語境中猜測、辨識詞義的能力很強；

而對於一個頭腦中辭彙儲量很少的非母語者，其猜

測、識別能力就會大大打折扣。二是語音錯誤不同，

母語者的語音錯誤，特別是方言區的人說的普通話，

是有規律的，有的錯誤是很嚴重的，不僅是聲調，

而且是聲母、韻母，如 n ＼ l 不分、z ＼ c ＼ s 與

zh ＼ ch ＼ sh 不分、an\ang 不分，但是在一定的

語境中也沒有太影響交際，那麼我們是否因此就可

以說這些聲母具有超強寬容度，可以不算在語音基

礎之內呢？顯而易見，將對立的聲母算作非基礎項

目是不對的，那麼聲調的問題也是同樣的道理。

　　作為知識和技能，聲調是否具有超強難度？在

外國學習者的語音錯誤中，聲調的問題居於首位。

如果說“聲調是令大多數留學生‘色變’的東西。”

那是誇大其辭了。

　　漢語每個字都有聲調，而普通話的聲調只有四

個，正因為數量少，相應出現錯誤的頻率就很高。

但是四個聲調本身說不上有多大的難度。從教學看，

聲調並不怎麼難學，學生不管是順讀四個聲調，還

是標好聲調單個讀一個音節，一般都沒有太大問題，

在語流中，學生出現四聲錯誤的時候，只要提示一

下應該是第幾聲，學生也可以自行改正。這怎麼能

說有超強難度呢？問題的關鍵是學習者原本沒有聲

調意識，在學習漢語時沒有特別去記憶聲調，在語

流中對於具體的音節，常常記不得它是第幾聲，於

是不得不胡亂地加一個調，或者習慣性地讀成什麼

調。我們看到有些初級漢語教材不標注聲母和韻母，

只標聲調的，效果很好，大大降低了錯誤率。當然

在語流音變中，還有複雜的問題，但那也是有規律

可循的。比如第三聲，如果採取一些變通式教學方

法，將其調值按照 211 教，就可以使聲調的整體面

貌大為改觀。

　　我們認為漢語聲調屬於漢語語音基礎項目。在

對外漢語語音教學中必須在學習者頭腦中牢固樹立

“聲調”的概念，無調不成漢語。在語音教學的初

級階段，要強化字調訓練，為以後的語流變化奠定

基礎。如果開始就將聲調排除在基礎項目之外，那

麼學習者就會永久性地浸泡於洋腔洋調之中，久而

久之，還會以中介音或錯誤音為正確的音，對什麼

是標準音反而搞不清楚了。

　　語音教學理念方面的矛盾會長期存在，還要不

斷地碰撞，只有在碰撞中才能逐漸達到對立的統一。

積極的探討是必要的，它將有利於矛盾的轉化，可

以促進語音教學更加切實有效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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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１）1986 年國際標準化組織發佈的 ISO 第 2 號指南。

２）2002 年 4 月 14 日京報網 -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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