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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少数民族中职生国语口语教学中纠正声调 

有效方法的可行性研究 
◆张渲婷 

（乌鲁木齐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摘要：母语为无声调语言的新疆少数民族中职生（以下简称少数民族中

职生）对国家通用语（以下简称国语）语音的学习和掌握情况普遍不理

想，他们在使用口语语音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声调调号发音偏误，即把

阳平误发成阴平、把上声误发成阴平等现象，声调学习是他们所面临的

一大难题。教师在语音教学中，应在既有教学方法的基础上努力实践，

创新声调教学法，有针对性地纠正学生声调调号发音偏误，激发学生的

兴趣和内动力，从而提高声调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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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林焘曾提出，“洋腔洋调形成的关键并不

在声母和韵母，而在声调和比声调更高的语音层次”，一语道出
声调学习的重要性。国语是一种声调语言，声调学习对母语为无
声调语言的少数民族中职生而言无疑存在诸多困难，与之相对
应，声调教学亦成为国语教学一直以来的重点和难点。国语声调
有四种基本的调类，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习惯上称为第
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调号即声调的符号，是指标写
声调所用的符号，如ē、é、ě、è，分别用四个不同的符号代
表四种不同的调类。少数民族中职生普遍缺乏学习国语的兴趣，
对声调调号的掌握更是不尽如人意。因此，如何在国语口语教学
中运用有效方法纠正少数民族中职生声调调号发音偏误还需重
点关注和深度探究。 

一、创新课堂声调教学方法 
少数民族中职生普遍认为声调深奥难懂，很难掌握，如何将

声调教学以形象生动、深入浅出的形式强化于这些少数民族学生
且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传统的课堂讲授型
声调教学方式偏重于教师讲解，学生实践运用的机会较少，很难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教学效果自然不理想。于是，创新
课堂声调教学方法随即呼之欲出。只有采用激发学生兴趣、便于
操作且教学效果良好的新型教学方法，学生才能切实有效地掌握
声调规律并准确把握声调调号。 

教师可以在沿用固有教学方法的同时，克服单一教学方法，
综合运用诸如视频教学法、“口耳相传”游戏法、录音分析比对
法等方法把复杂的声调教授给学生，也可以整合多种声调教学
法，通过反复实践，创新声调教学法，使声调学习通俗易懂、充
满趣味，营造师生互动的良好学习氛围，从而整体提高课堂教学
效果。这里着重介绍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手势象形标注
声调法结合学生开火车练读教师分别纠错的教学法，供教师们参
考。 

这种教学方法是利用手势形象地表示水平型阴平（即一声）、
爬斜坡型阳平（即二声）、V 字型上声（即三声）、下斜坡型去声
（即四声），在朗读字、词、句时，教师面对学生，一边用手势
标注出声调调号，一边大声朗读，学生模仿教师，边用手势标注
调号边大声跟读，同时动用手、口、脑等多个器官学习声调调号，
学生实现用手势进行自我提示和矫正声调发音。然后，组织学生
开火车练读课文并用手势标注调号，教师进行针对性的个别指
导。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调号的印象和记忆，激发学习
兴趣，而且可以提高学习效率，教学效果明显。 

二、课后辅助教学 
鉴于课堂声调教学因受时间、空间限制不能充分展开，我们

可以把课内无法展开的教学放到课后去完成。作为课堂声调教学
的辅助教学方式，课后教学以其无限延伸的巨大优势已引起广泛
关注，备受教师们青睐。 

1、充分利用学习软件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中指出，通过创

新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途径与方法，大力推进信息
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随着信息化社会程度的提高，智能
手机已在中职生中广泛普及，几乎人手一部手机。各种手机学习
软件诸如“普通话学习”、“普通话发音及训练”、“拼音一点通”
等层出不穷，且这些学习软件易操作，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
择国语声调学习语料，随时随地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自由展
开声调学习。手机的普及以及手机学习软件的便捷为中职生进行
课后声调学习提供了可能性和可行性。 

2、布置人性化的课后作业 
教师让学生根据个人喜好和程度自行收集、整理并完成课后

口语作业，作业形式多样，可以是自我介绍、名人名言、唐诗、
诗歌、散文、也可以是学过的课文，要求声调调号正确，有感情
地朗读，为下次上课的课前五分钟口语展示比赛做准备。因为充
分尊重学生个体差异，符合中职生心理发展需求，因而可以很大
程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内动力。 

三、定期检测 
教师可以使用普通话官方测评软件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

检测，建议每半个月进行一次，认真记录每次的测评结果并截屏
保存，给每位学生建立一个学习档案，记录学生的进步历程。针
对学生声调调号偏误率高的字、词、句集中进行重点专项训练，
同时要求学生课后有的放矢地大量练读，充分掌握偏误的内容后
再次使用同一个普通话官方测评进行自我检测，并将检测结果截
屏，以备教师检查。 

结语： 
在国家大力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今天，面对新疆少数民

族中职生国语声调调号偏误普遍存在的现状，本文试图从创新课
堂声调教学方法、开展课后辅助教学以及定期进行声调检测等三
个方面提出可行性建议以及具体的改进措施。在实际教学过程
中，教师可以根据各自学校的教学目标以及具体学情进行有机整
合，以便达到最佳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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