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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前教育普通话教学难点浅析与策略思考 
徐华英 

（江西省电子信息工程学校 江西南昌  330096） 

摘要：中职学前教育中普通话教学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门常规课程，《幼儿园管理条例》规定：“幼儿园应当使用全国通用
的普通话”，但是当下的中职学前教育普通话教学仍然面临许多实际问题，本文着力于研究当下中职学前教育普通话教学现状，并结
合自身的教学经验，对当下教学实践中所面临问题展开研究和思考，以及重点运用 PDCA 有针对性的提升普通话教学质量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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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目前中职学前教育的普通话教学，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笔者

所在的学校地属豫章故郡，红色之城——南昌，地方语言属于赣语，
而仅仅赣语的分支就多达九种，学校的学生基本来自本省各个区
县，成长环境一般在农村，父母一辈的家庭用语都是地方话，导致
学生对于普通话热情不高甚至有抵触情绪，加大教学难度，针对这
些问题，笔者就目前的中职学前教育普通话教学主要面临以下几个
现状进行归纳，并用 PDCA 的方法，思考中职学前教育的普通话教
学工作，探讨更好的方案来解决面临的教学难点。 

2.中职学前教育普通话教学现状分析 
2.1 客观原因导致基础薄弱 
江西方言历史悠久各地差异明显，省内目前已知方言就有五种

主流方言，我校学生又多来自省内各个区县且多为农村。同时因为
我省地处南方，对于普通话中的难点例如“儿化音”，很多学生发
音觉得别扭和困难，也有许多学生平舌翘舌不分。 

2.2 主观原因造成意愿不高 
我校很大一部分学生来自农村，就存在两个典型问题。一是很

多学生说普通话时方言比较重，一开口容易带着比较重的地方口
音，导致其他学生的嬉笑，容易形成自卑心理，加之又有普通话考
试的压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容易受到影响。二是因为教育资源
分配问题，有些学生从小学到初中的老师就是用方言教学，学生意
识中缺乏学好普通话这一思想，认为普通话和方言并无太大差别，
同时因为条件差异，学生的识字量有限也加大了普通话教学的难
度。 

2.3 理论实践缺乏结合场景 
日常的学习生活中缺少口语的锻炼机会，学生普遍语感不足。

我们经常发现有些学生在识字量上并不差，在音标上也相对准确，
但是一开口发音总觉得变扭，这是平时缺乏训练的机会造成的，也
就是开口的机会不多。 

缺乏良好的普通话训练氛围和环境。有些学生的一开始的学习
积极性很高，但是面对的问题是一个人说，没有伴，也就是没有一
个很好的锻炼氛围，久而久之就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动
力。 

2.4 千人千面存在个性化差异 
每个学生的发音都有个人习惯和差异，有不一样的发音盲区，

有些学生的普通话其实听上去很好，但是就是那一两个发音难以纠
正，不仔细听很难发现，导致学生在测试的时候往往在一两个词汇
上栽跟头。 

3.针对中职学前教育面临的问题策略思考之 PDCA 
3.1 PLAN——选定教材，做好计划 
首先在选定教材方面，应当密切结合普通话等级考试要求，做

到口语训练教材和等级考试教材相吻合，教学计划和课时安排设计
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其次在课程规划方面，我们要密切结合普
通话等级考试中的难点，易错点进行针对性的专项模块解读，提高
课堂的实用性，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难题。 

在教学计划中，重视地方特色，结合地方方言进行针对性的攻
坚也很重要，比如我省方言发音中存在的平翘舌，l 和 n 的发音区
分度不高，以及前鼻音和后鼻音混淆，这些都是学生在普通话等级
考试中面对的实际难题，帮助我们的学子解决实际的难点，结合这
些易错点，制定“个性化”的教学计划。 

3.2 DO——扎实基础，多加训练 
普通话教学中，基本理论是基础，理论指导实践，我们必须把

发音的声母，韵母，声调，这些发音的基本理论知识准确传达给学
生。提高识字量以及大量的口语训练是也是非常最重要，务实基础
需要做到“三多”——多写，多听，多读。 

提高学生识字量必须多写，多写可以分为有意识摘抄和日常记
录。多听则需是多听成熟的普通话作品培养语感，例如给学生播放
优秀的朗读作品，中央台新出的电视节目《朗读者》《读一本好书》，
湖南卫视的《声临其境》，这样可以一边让学生感受到语言之美，
一边培养学生的语感。其次要多组织学生之间进行相互的发音联
系，此外学生可以用手机或者录音器等工具，把自我练习中的普通
话发音记录下来，反复听自己的普通话发音，找到自己发音中存在
的问题和可以改进的点，进行逐字逐句的修正。多读，就是进行大
量的，反复的读音练习。 

3.3 CHECK——建立考核，形成闭环 
在进行了多写，多听，多读之后，当场测评和课后评估也很重

要。 
当场测评，我们需要及时指出课堂中学生的错误，帮助学生们

及时的找到问题，不让他们带着错误认知进行拼读，在记忆中产生
混淆。做到及时表扬表现优秀的学生和有进步的学生，这样可以提
高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 

课后评估则是复盘的工作，布置学生每周把自己本周认识的生
僻字，改正的错误发音记录下来，让学生在复盘中不断提高识字量
以及发现自己的进步与不足。 

3.4 AIM——结合实践，循序渐进 
针对方言比较重的学生，帮助克服恐惧，缓解其考证压力，建

立信心是第一步，其次再来纠正其发音，多花心思，多鼓励多表扬，
让其看到自己的进步，建立信心。利用现代化信息的教学方式，例
如现代多媒体教学，微信群，抖音视频等，让传统的授课方式和现
代的技术相互结合，提高课程转化率，又可以关注学生差异化，提
升学习效率。 

4.结语 
掌握良好而精准的普通话是学前教育的学生们必须具备的专

业技能，所以中职教育普通话教学至关重要。尽管目前中职学前教
育的普通话教学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难点，但是笔者认为，坚持
科学的方法 PDCA——提前做好计划、扎实基础、建立考核、不断
复盘，不断在教学实践中积累经验，不断思考和完善普通话的教学
工作，一定能够帮助我们的学前教育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普通话
方法，提高自信心，提升就业竞争力，成功拿到普通话资格证，在
日后的幼儿学前教育工作中，继续传递语言的魅力，为祖国的花朵，
幼儿的语言发展树立良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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