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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资源在语文课堂中的教学研究
许红晴

（桂林旅游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6）

【摘 要】 语文课程教学不仅承担着语言文字的教育，也承担着继承和弘扬文化的任务。而方言是地域语言文化、
传统语言文化的载体，是一定地区人民的交际工具、思维工具。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普通话的普及，方
言使用范围越来越小。因此，语文课堂中的方言教学就更具紧迫性和重要性。挖掘初中语文教材中的方
言语音、词汇、语法资源是初中语文课程方言教学的首要任务，目前最重要的是制定语文课程中方言教
学的总体目标、促进师资队伍建设、探讨有效的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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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古诗中的韵母

古代诗歌讲究押韵，读来朗朗上口、富有音乐美。

教材中诗歌押韵字的读音是我们了解方言韵母的一个重

要资源。如：

七年级下册《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

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这是唐代杜牧的一首七言绝句，在现代汉语普通话

中，第一、三、四句尾字“沙”“家”“花”押韵，押的

是 [A] 韵。而在湖南双峰方言中，“沙”“家”“花”的读

音是 [so]、[ko]、[ho]，[4] 是押 [o] 韵。

有些学者依据“叶音说”的观点，根据诗歌押韵的

特点来推断诗歌押韵字古代的读音。比如，根据杜牧的

《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

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中的“斜”“家”“花”的普通

话读音，认为“斜”的古音应当是 [tɕʰ iA]。但现代方言

里“斜”字有多种读法。如“斜”字在长沙话和成都话

中白读均为 [ia]；南昌话白读 [tɕʰ ia]；梅县话白读 [tsh ia]；
厦门话中文读 [sia]，白读 [tsh ia]。用这些方言去读《山

行》，“斜”“家”“花”是押韵的。[6] 而湖南双峰方言的

“斜”读作 [dʑio]，虽然和普通话“家”“花”的读音不押

韵，但在双峰方言中“家”“花”分别读作 [ko]、[ho]，[5] 

因此，用双峰话来读《山行》也是押韵的。

利用诗歌的押韵特点，通过使用方言诵读古诗，可

以让学生了解到汉语语音是发展变化的；让学生感受到

古代诗歌的读音和普通话读音存在不同；让学生意识到

各地方言和普通话之间存在对应关系。

1.1.2 古诗中的声母

用方言诵读古诗和用普通话诵读古诗，语感很不一

样。因为有些方言诵读古诗时，诗歌中的字不仅韵母和

普通话不同，声母也可能不一样。因此古诗的读音也是

我们了解方言声母的重要资源。如：

七年级下册《春夜洛城闻笛》：谢家玉笛暗飞声，

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其中诗歌中的韵字“声、诚、情”在现代汉语普通

新冠疫情时期，祖国各地的援鄂医疗队编写和使用

的武汉方言手册、宜昌方言手册、黄冈方言手册等，再

一次证明了方言的重要性。方言是文化的“DNA”，在

文化传承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在特殊时期，方言还可

能是维护国家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可见，方言教育

刻不容缓。方言不仅是一定地区的人民交际的工具，也

是一定地区人民的思维方式的体现、地域文化的载体、

古代文化的传承。然而，随着普通话的推广，越来越多

的青少年已经不会说方言；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在越

来越多场合已经不再使用方言交流。虽然语言的发展遵

循着“优胜劣汰”的规律，但面对濒危方言现象和方言

走向消亡的形势，我们并不能袖手旁观，放任自流。相

反地，我们应该积极干预，而且也可以有所作为。[1] 语

文课程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

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

不可替代的优势。[2] 考虑到初中生有一定的语文基础，

思维、研究等能力也优于小学阶段。因此，我们以初中

语文的方言教学为例，探析方言资源在语文课程中的教

学。首先分析初中语文教材中的方言资源，然后以《义

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初中语文教材编写目的及课程思

想政治德育目标为依据，探析初中语文课程教学中的方

言教学。

1  方言在初中语文教材中的资源

教材既是师生教学活动的基本依据，也是师生教学

活动的对象和客体。[3] 为了更好地进行方言教学，我们

首先需要挖掘初中语文教材中的方言资源。方言在初中

语文课程中的教学主要以展示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特

点来激发学生对方言和方言文化的兴趣，因此，我们主

要挖掘教材中方言的语音资源、词汇资源和语法资源。

1.1 方言语音资源

“乡音未改鬓毛衰”，语音是方言最大的特点。根据

学生能感知和理解的方言语音特点，我们主要分析方言

语音资源中的韵母和声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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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中押 [η] 韵，声母分别是舌尖后音 [ʂ]、[ʈʂʰ] 和舌面

音 [tɕʰ]。但在有些方言里面，“声、诚、情”押 [n] 韵，

声母分别是 [ɕ]、[tɕʰ]、[tɕʰ]。通过这个方言资源，教

师再引导学生了解某一些方言音中的 [t ɕ ]、[tɕʰ]、[ɕ] 和

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 [ʈʂ]、[ʈʂʰ]、[ʂ ] 对应关系。再举例

引出有些方言中的 [ʈʂ]、[ʈʂʰ]、[ʂ] 和现代汉语普通话中

的 [k]、[kʰ]、[x] 对应关系。掌握方言和普通话语音的对

应关系，既有利于学生学习普通话，也有利于学生了解

方言的特点。

1.2 方言词汇资源

教材的课文中，不管是古文还是现当代文学都有不

少方言词汇资源。如：

七年级上册《陈太丘与友期》中的：元方时年七岁，

门外戏。

其中“戏”在文中是“玩耍”之义，独立成词。《现

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戏”的意思有“①玩耍；游

戏。②开玩笑；嘲弄。③戏剧，也指杂技。④姓。”[7] 其

中“戏”作为“玩”的语素意义时不能独立成词。但是

在湖南永兴县柏林镇的方言中，“戏”作为“玩”的语素

意义时能独立成词。如现代汉语的“来玩啊”，在柏林话

中说成“来戏啊”。

八年级下册《安塞腰鼓》中的：一群茂腾腾的后生。

其中，“茂腾腾”是陕北方言词。《现代汉语词典》（第

七版）中并没有这个词，但陕北人民一看到“茂腾腾”

这个词，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表演安塞腰鼓的后生们的活

力形象。

1.3 方言语法资源

方言的语法资源主要集中在古文中。如：

八年级下册《卖油翁》中的：尝射于家圃，有卖油

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

其中“尝射于家圃”是状语后置句，意思是“曾在

自家的园圃里射箭”。这种状语后置句的语法特点在粤语

方言中也存在。如普通话“对不起，我先走”用粤语方

言表达为“对不起，我行先”。

2  方言在初中语文课堂中的教学

下面主要从总体教学目标的制定和具体教学的实施

两方面来探析方言在初中语文课堂中的教学。

2.1 方言总体教学目标的制定

根据《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十八大报告、十九

大报告以及统编本初中语文教材的编写目的和原则，我

们从知识目标、能力培养目标、价值引领目标三个方面

制定方言教学目标。

2.1.1 方言知识目标

初中语文教材上的方言资源是我们教学内容重要的

“引子”，我们要充分挖掘。但教材上的方言资源有限，

因此我们要通过教材上的方言“引子”引导学生学习书

本外的更多方言知识，了解更多方言文化。

（1）语音方面

引导学生去收集民谣、民歌，最好是音频或视频形

式，了解方言语音特点；引导学生对方言语音和普通话

语音进行对比，了解语音的发展变化。

（2）词汇方面

引导学生对方言和普通话中的近义词进行对比，了

解词汇的发展变化；引导学生对方言中的近义词进行

比较。

（3）语法方面

引导学生对方言语法和普通话语法进行比较。

2.1.2 能力培养目标

培养学生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培养学生严谨的学

习和研究态度；培养学生的调查能力、创新能力和钻研

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自我表现、与人沟通的能力。

2.1.3 价值引领目标

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怀；培养学生方

言、方言文化自豪感；培养学生为国家语言文化事业服

务的理想信念；培养学生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观；培养

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2 具体教学探析

2.2.1 师资建设

一线教师是教材具体应用、知识点具体传授、教学

法具体运用的实施者，因此一线教师师资的建设举足轻

重。为了在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更好地运用方言资源进

行方言和方言文化的教学，师资建设是首要任务。我们

主要从语言专业知识水平特别是方言专业知识水平提升、

师德师风建设两个方面探析师资队伍建设。

（1）教师专业知识的提升

中学语文老师一般为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汉语国

际教育等专业背景。其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

课程是中学语文老师一般都主修过的语言方面的专业课

程。而“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课程涉及的内容主要

是现代汉语普通话的理论知识，有关方言的理论知识很

少。因此，中学语文教师还需通过各种途径学习一定的

方言专业知识。可通过查阅相关书籍、论文充实方言专

业知识，通过调查教学当地方言，大致了解当地方言特

点。除了个人专业知识提升外，建议中学语文老师以教

研组为单位一起探讨教材中的方言教学资源。

（2）教师师德师风的建设

语文教学不仅仅是语文专业知识的传授，思想政治

德育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线教师需要

关心时事政治，加强理论学习，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思想

政治修养；同时，在教书育人中要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

展露正面的理想信仰、品行修养、生活作风和工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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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将师德师风建设贯穿于教学过程始终。师德师风建

设具体贯彻到语文课堂中的方言教学时，教师应当充分

领悟并实施语文课程的思想政治德育教学，挖掘方言教

学的思想政治德育教学要素。

2.2.2 语文课堂方言教学

（1）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中心

虽然方言作为一定地区人民的思维方式的体现、地

域文化的载体、古代文化的传承，其作用毋庸置疑。但

因为语文课程教学主要侧重普通话的语言文字教学，方

言资源在初中语文教材中比较少，且不是作为语文教学

的主要知识点。因此，需要教师主导方言的学习。教师

可以通过某一些课文的学习，引导学生探究课文中的方

言要素，进而引导学生进行更多的方言学习。例如，通

过七年级上册《陈太丘与友期》中的“元方时年七岁，

门外戏。”引导学生思考普通话和方言的“戏”的异同、

探讨古今词语的变化。继而引导学生对一些其他普通话

和方言中近义词进行比较、探寻古今词语的变化。如

“脸、面”“听、闻”在方言和普通话中的异同。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方言特点的调查、方

言特点的总结等等都需要学生积极参与和思考，因此学

生是方言学习的主体。我们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主动性，让学生成为方言学习的中心。

（2）第二课堂的建设

方言在语文课程中的教学的主要目的不仅是让学生

了解一些方言理论，更是为了达到激发学生对方言、方

言文化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地域文化自信，培养学生热

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怀等思想政治德育培养目的。这

种教学目的在第二课堂教学中更容易实现。第二课堂是

指在常规教学的基础上开辟的课堂教学之外的教育活动。

第二课堂活动是中小学生提高综合素养和能力的主要途

径。第二课堂的建设对方言在语文课程中的教学非常重

要。方言特点的具体调查和分析需要学生按照老师布置

的任务以个人或小组为单位在课堂教学之外进行。第二

课堂不仅能让学生了解方言及方言文化，更能提高学生

人际交往、调查和研究等综合素质和能力。

（3）建设和运用方言媒体资源

将学生从方言区收集来的方言民谣、民歌的音频、

视频等建设成一个资源库。建设属于学生们自己学习成

果的方言媒体资源库是对学生学习和调研的肯定，可以

提高学生对语言文字学习的热情，增强学习语文的自信

心。同时，资源库的建设也能为国家语言文字研究、特

别是方言研究提供一定价值的材料。

初中语文教材可利用的方言资源有限；师生所掌握

或调查的方言种类有限；师生能掌握或调查的方言的特

点也有限。为了让学生能更好地感受方言的特点，各种

媒体资源是教学内容的一种重要来源。中国语言资源有

声数据库、各地语委网站的方言资源、暨南大学语言资

源保护暨协同科研中心的公众号“语言资源快讯”、中国

慕课上有关方言课程中的“方言版诗歌”音频资源等，

都是教师可以用来进行方言教学的重要媒体资源。运用

各种方言媒体资源有利于引导学生感受祖国各种方言的

特点和魅力，增强学生的语言文化自信。

3  结语

方言是我们语言文化的瑰宝。2016 年 8 月 23 日教

育部、国家语委发布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

发展规划》中的“重点工程：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与

保护工程”要求“实施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收集整

理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民间口头文化的实态语料

和网络语料，建设大规模、可持续开发的多媒体语言资

源库，开发语言展示系统，编制和完善中国语言地图集、

语言志等基础性系列成果。”我们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中

语文教材的方言资源进行分析、对初中语文课程的方言

教学进行探析，希望能为汉语方言资源的收集和保护工

作添砖加瓦；希望能抛砖引玉，让更多学者关注和探究

义务教育阶段方言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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