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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语言生态多元，普通话普及意义重大。现代汉语教育与之紧密关联，其范畴广泛，涵盖语音、词汇、

语法、文字教育，目标是提升学习者汉语素养，传承文化。普通话以北京语音、北方话、典范白话文著

作为标准，旨在全国实现顺畅交流。学校教育与社会培训二者相辅相成，前者为后者提供知识与能力支

撑，构建普通话知识体系、培养规范意识、提升运用能力；后者为前者创造实践场域。在实践中，学校

教育从课程教学、校园文化活动全方位渗透，社会培训与推广多元拓展，包含职业培训、社区教育等。

未来，现代汉语教育需创新，以应对机遇挑战，更好推动普通话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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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 the language ecology is diverse,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ndari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 Its scope is extensive, covering phonetics, vocab-
ulary, grammar and character education, with the aim of enhancing learners’ Chinese proficiency 
and inheriting culture. Mandarin takes the Beijing pronunciation, northern dialects and exemp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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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vernacular writings as its standards, aiming to achieve smooth communication across the 
country. School education and social training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e former provides knowledge 
and ability support for the latter, constructing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Mandarin, cultivating the 
awareness of norms and improving the application ability; the latter creates a practical field for the 
former. In practice, school education permeates an all-around way through curriculum teaching and 
campus cultural activities, while social training and promotion expand in multiple ways, including 
vocational training,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so on. In the future,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needs 
to be innovative to mee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better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nd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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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研究背景 

我国是一个多语言、多方言的国家，拥有丰富的语言文化资源。汉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

言之一，其内部包含着众多的方言变体，如粤语、闽南语、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等，这些方言在语

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各具特色，与普通话存在着显著差异。与此同时，我国还有 55 个少数民族，许多

少数民族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如藏语、蒙古语、维吾尔语、壮语等，这些民族语言是少数民族文化的

重要载体，承载着他们独特的历史、传统与价值观，同时也为现代汉语教育与普通话普及提出了时代性

课题，亟待深入探究与实践。 

1.2. 研究意义 

在这样的语言生态环境下，普通话的普及显得尤为重要。所谓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

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是我国通用的语言，它在消除语言隔阂、促

进社会交往、维护国家统一、推动经济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1]。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

加速、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跨地区、跨民族的交流日益频繁，普通话作为

全国通用语言，成为人们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无论是在学校、职场、公共服务领域，还是在媒体传播、

文化交流等活动中，普通话的广泛使用都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现代汉语教育在普通话普及进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现代汉语教育通过系统的教学活动，向学习者

传授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知识，培养他们的普通话听说读写能力，提升语言运用的规范意识，为

普通话的普及奠定坚实的基础。深入探究现代汉语教育对普通话普及的意义，不仅有助于优化现代汉语

教育的教学实践，提高普通话普及的效率与质量，更能进一步发挥普通话在国家发展、民族团结、文化

传承创新等方面的积极作用[2]。 

2. 现代汉语教育与普通话普及的内涵关联 

2.1. 现代汉语教育的范畴与目标 

现代汉语教育涵盖了广泛而丰富的内容，旨在全方位提升学习者的汉语素养[3]。在语音层面，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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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普通话的标准发音，包括声母、韵母、声调的准确读法，以及语流音变规律，如轻声、儿化、变调等

现象，使学习者能够清晰流畅地表达，避免因语音差异造成的沟通障碍。词汇教学聚焦于现代汉语的词

汇体系，讲解词的构造、词义的演变、同义词与反义词的辨析、熟语的运用等知识[4]，帮助学习者掌握

丰富且精准的词汇，以满足不同语境下的表达需求。语法部分则深入剖析汉语的词类、短语结构、句子

成分、句型与句类等语法规则，培养学习者正确组织语句、避免语法错误的能力，确保表达的逻辑性与

规范性。文字教育涉及汉字的起源、发展、结构、笔顺、笔画等内容，让学习者了解汉字的文化内涵，掌

握规范的书写方法，提高识字与写字能力。 
现代汉语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多维度的。致力于提升学习者的语言综合素养，使其系统掌握现代汉语

的知识体系，具备扎实的听说读写能力，无论是在日常交流、书面写作，还是学术研究、职业发展等方

面，都能运用自如[5]。其次，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汉语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数

千年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智慧结晶，通过现代汉语教育，让学习者深入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

发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将传统文化代代相传[6]。 

2.2. 普通话普及的内涵与标准 

普通话作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有着明确且严谨的内涵与标准。其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意味着其

在声母、韵母、声调等发音细节上遵循北京地区语音的规范。如北京话中的轻声、儿化等语流音变现象，

在普通话里也有着相应的体现，像“一会儿”“帮忙儿”等，使语言表达更具韵律感与亲和力。以北方话

为基础方言，涵盖了北方广大地区通行的词汇，具有广泛的通用性与群众基础，如“唠嗑”“忽悠”等具

有东北方言特色的词汇逐渐融入普通话体系，丰富了普通话的词汇库。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

规范，确保了普通话语法的规范性、逻辑性与严谨性，从经典文学作品到正规的新闻报道、学术著作，

都为普通话语法的运用提供了范例，使语句表意清晰准确。 
普通话普及的目标是在全国范围内，使得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群都能够

熟练掌握并使用普通话进行顺畅交流。无论在何种场景下，普通话都能成为人们沟通的得力工具，打破

地域与方言造成的隔阂，促进信息流通、知识传播与社会融合，构建和谐统一、交流无碍的语言环境。 

2.3. 二者的内在逻辑联系 

现代汉语教育与普通话普及之间存在着紧密且相辅相成的内在逻辑联系。现代汉语教育为普通话普

及提供了坚实的知识支撑与能力培养途径，通过系统的语音教学，让学习者掌握普通话的标准发音，纠

正方言口音，为流畅交流奠定基础；词汇教学丰富学习者的普通话词汇储备，使其知晓普通话与方言、

古语词、外来词的差异与选用规则，避免用词不当；语法教学助力学习者构建规范语句，理解主谓宾定

状补的合理搭配，避免不合语法的表达。同时，培养学习者的语言规范意识，使其在日常交流、书面写

作中自觉遵循普通话标准，提升普通话运用的准确性与得体性，养成良好的语言习惯。 
另一方面，普通话普及为现代汉语教育创造了实践场域，推动教育发展。普通话在社会各领域广泛

应用，学习者在实际情境中频繁使用普通话，能及时检验所学知识，发现自身不足，进而反馈到现代汉

语教育中，促使教育者优化教学内容与方法，更精准地聚焦学习者难点痛点，如针对网络时代新兴词汇、

流行语融入教学，增强教育的时效性与实用性，让现代汉语教育与时俱进，更好地满足社会语言需求。 

3. 现代汉语教育在普通话普及中的基础支撑作用 

3.1. 系统构建普通话知识体系 

现代汉语教育通过精心编写教材与合理设置课程，为学习者搭建起系统全面的普通话知识体系[7]。
依据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标准，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呈现知识要点。声母章节详细阐述声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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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音部位与方法，通过直观的口腔舌位图、示例字词及绕口令练习，助力学习者攻克发音难点；韵母章

节细致讲解单韵母、复韵母、鼻韵母的发音特点，配合大量含韵母的词语、短语诵读，强化记忆与发音

熟练度；声调环节重点突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调值变化，借助五度标记法图示，让学习者直观感

受声调的升降走势，搭配诗词朗读感受韵律美感。词汇编写涵盖普通话常用词汇、新词新语、成语俗语

等，剖析词的构造方式以及词义的演变拓展，帮助学习者准确把握词义、恰当用词。语法内容则从词类

辨析入手，明晰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的语法功能，到短语结构剖析，理解主谓、动宾、偏正等短语组合

规律，再到句子成分划分、句型转换，为学习者构建严密的语法逻辑框架。不同阶段课程层层递进、环

环相扣，为学习者全方位、系统性地掌握普通话知识提供坚实保障，助力其逐步构建扎实的普通话基础。 

3.2. 培养普通话规范意识 

现代汉语教育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公众的普通话规范意识。在校园推广方面，各类学校以“推广普通

话，共筑中国梦”等为主题，在推普周期间精心策划系列活动[8]。如举行国旗下讲话，由校领导或教师

向全体师生阐述普通话的重要性，发出规范使用普通话的倡议；开展主题班会，低年级通过儿歌、童谣

朗诵，高年级借助演讲、辩论等形式，让学生在趣味中感受普通话魅力，强化规范意识；举办经典诗文

诵读会，从《论语》《诗经》等经典篇章到近现代优美散文，学生们在抑扬顿挫的诵读中，体悟普通话韵

律之美，同时加深对词汇、语法规范的理解，像“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精准的读音、恰

当的停顿尽显语言规范力量，以校园为阵地辐射家庭与社会，带动身边人规范用语。 
社会层面，各地语委、文化部门等组织丰富多样的宣传活动。“啄木鸟行动”鼓励民众走上街头，查

找公共标识、广告牌、店名中的错别字、繁体字、异体字等不规范用字，拍照记录并反馈整改，如将“家

具”误写为“家俱”、“停车”写成“仃车”等，以实际行动净化语言环境[9]；社区举办普通话培训讲

座，邀请专业教师为居民讲解普通话发音技巧、易错字词辨析，针对老年人重点辅导日常问候、就医购

物等场景用语，提升交流能力；图书馆、文化馆设置普通话学习角，配备丰富资料，供市民自主学习，定

期组织交流分享会，大家交流学习心得、探讨难点，如“儿化音”“轻声”运用，在互动中强化规范认

知，营造全社会学普通话、用普通话、爱普通话的浓厚氛围，让规范意识深入人心。 

3.3. 提升普通话运用能力 

在现代汉语教育架构里，普通话运用能力培养极为重要。凭借多样教学手段与精彩实践项目，为学

习者提升普通话实用水平开辟道路。口语训练方面，教师独具匠心，设计角色扮演、情景对话等互动练

习，还原职场竞聘、商务洽谈、旅游接待等场景，让学习者实战打磨口语功底。如商务洽谈模拟，学习者

需用专业术语与礼貌用语精准阐述观点，锻炼沟通应变能力；旅游接待模拟，要用生动语言展现景点、

热情服务游客，提升感染力。演讲和辩论活动能优化逻辑思维与语言组织能力，帮助学习者表达时层次

分明、论证有力，克服紧张、展现自信。书面表达训练同样关键，教师依大纲布置记叙文、议论文等多种

体裁写作任务，要求学习者创作时恪守语法准则，用词精准、杜绝方言词汇与语法错误，还着重培养驾

驭文字能力，巧用修辞为文章添彩。此外，定期组织写作互评与教师点评，帮学习者发现问题、汲取经

验、改进书面表达。如此从口语与书面语协同发力，全方位提升普通话运用能力，为学习者流利精准用

普通话筑牢根基。 

4. 现代汉语教育推动普通话普及的实践路径 

4.1. 学校教育中的全方位渗透 

4.1.1. 课程教学的核心引领 
在学校教育体系里，课程教学是现代汉语教育推动普通话普及的关键力量。语文课程作为母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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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部分，承担着培养学生普通话综合素养的重任[10]。在汉语拼音教学初始阶段，教师运用直观教学

工具，如拼音卡片、动画演示等，引导学生准确掌握声母、韵母、声调的发音方法，为普通话学习打下坚

实基础。进入识字写字教学环节，教师着重引导学生正确认读与书写汉字，将多音字、形近字的辨析作

为重点，防止因字形、读音相近产生误读误用，同时融入汉字演变知识，加深学生对普通话词汇的理解

与记忆。在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严谨挑选经典文学作品，有序组织学生开展朗读、默读、精读活动，让

学生体会普通话的韵律、词汇丰富性及语法规范性，鼓励学生分享阅读体会，锻炼口语表达能力，提升

普通话的流利度与逻辑性。写作教学环节，要求学生用规范的普通话进行书面创作，教师从词句通顺、

语法正确、修辞恰当等方面层层把关，借助作文批改与讲评，及时纠正学生写作中的语言问题，强化普

通话书面运用能力。 
播音主持等专业性课程，依据专业需求，开展深入、系统的普通话专项训练。播音专业的普通话课

程涵盖播音发声、普通话语音、语言表达等板块。播音发声课程教授学生科学的发声方法，如胸腹联合

呼吸法，使学生发出圆润饱满、持久有力的声音，保障普通话的清晰流畅表达；普通话语音课程针对声

母、韵母、声调、语流音变等关键内容精细讲解、强化训练[11]，利用专业音频设备，让学生反复聆听、

模仿标准发音，纠正发音偏差；语言表达课程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感与表现力，通过朗诵、演讲、即兴口

语表达等实践练习，让学生掌握语调、语速、停顿、重音等运用技巧，准确传递信息，为从事播音主持工

作筑牢语言基础。对于理工科等非语言类专业，院校也开设大学语文、普通话口语交际等公共课程，旨

在提升学生基本语言素养，满足日常交流与职业发展需求，确保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通过课程学习提升

普通话水平，为融入社会、参与交流做好准备。 

4.1.2. 校园文化活动的辅助推动 
校园文化活动是普通话普及的有力助推，为其营造浓厚语言氛围，辅助课程教学。朗诵比赛是校园

热门活动，学生们挑选经典诗词、散文或现代文学作品，反复诵读，体会普通话的音韵美，感受作品情

感。比赛时，学生不仅要读音准确、语调自然，还要注意肢体语言、表情神态与朗诵内容的配合，展现普

通话的表现力，激发同学们对普通话的热爱。演讲比赛为学生提供表达见解、展现自我的平台，学生围

绕社会热点、人生理想、校园生活等主题，用流畅的普通话阐述看法，在准备过程中锻炼逻辑思维与口

语表达能力，避免口语随意性，提升普通话的精准度。 
辩论比赛是语言与思维的激烈较量，正反双方围绕辩题迅速组织语言、清晰表意、有力反驳，对普

通话的反应速度、表达清晰度和逻辑连贯性要求极高。参赛者在交锋中不断提升普通话运用技巧和语言

驾驭能力，拓宽知识面，增强团队协作精神。此外，学校还组织普通话角、话剧表演、经典诵读社团等活

动。普通话角为学生提供日常交流场所，大家在此自由交流，分享学习生活点滴，互相纠正发音，形成

常态化普通话练习环境；话剧表演让学生在角色塑造中用普通话演绎故事，感受语言情境感染力；经典

诵读社团定期开展诵读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夯实成员普通话基本功。通过这些多样活动，激

发学生学习普通话的兴趣与热情，推动普通话普及工作深入发展[12]。 

4.2. 社会培训与推广的多元拓展 

4.2.1. 职业培训的精准助力 
在职业培训领域，现代汉语教育依据不同行业从业者的实际需求，制定了极具针对性的普通话培训

方案，为从业者提升职业能力、优化服务质量提供有力支撑。 
如教师群体，普通话水平直接关系到教学效果，是衡量教师职业素养的重要指标。各地教育部门定

期组织教师参加普通话培训，涵盖普通话语音规范、朗读技巧、口语表达等关键方面。在语音规范培训

环节，针对南方教师普遍存在的平翘舌音、前后鼻音混淆问题，以及北方教师的轻声、儿化发音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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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由专业教师进行精准示范，通过对比练习清晰呈现发音差异，结合口型纠正，助力教师掌握标准

发音。朗读技巧培训着重引导教师合理运用语调、语速、停顿、重音等朗读要素，以规范且富有表现力

的朗读为学生树立良好的语言范例。口语表达培训聚焦提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语言组织与沟通能力，

确保教师能够条理清晰、准确无误地讲解知识，有效引导学生参与课堂互动，以自身规范的语言示范，

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 
服务行业从业者，如酒店、餐饮、旅游等行业员工，良好的普通话沟通能力是提供优质服务的必备

条件。以酒店行业为例，其普通话培训围绕服务流程展开，从宾客接待的问候语、引导语，到客房服务

的询问需求、解答疑问，再到餐饮服务的点餐推荐、处理投诉等环节，均制定了统一、规范的普通话用

语标准。培训过程中，采用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教学方法，让员工在模拟的工作场景中反复练习，熟

悉不同场景下的普通话表达方式，提升应对突发情况的语言应变能力。餐饮行业着重培训服务员对菜品

名称、特色、烹饪方法等进行准确的普通话介绍，同时规范运用礼貌用语，保障顾客用餐过程中的沟通

顺畅，提升顾客满意度。旅游行业针对导游人员开展深度普通话培训，不仅要求导游能用标准普通话清

晰讲解景点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还注重培养导游的语言感染力，使其讲解既能准确传递知识，又能引

发游客的情感共鸣，为游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通过这些精准化的职业培训，各行业从业者的普通话

水平显著提升，为行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4.2.2. 社区教育的广泛覆盖 
社区作为社会的基础单元，在普通话普及工作中起着基础性作用。为向广大居民普及普通话知识，

社区精心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育活动，营造出全民学习普通话的良好氛围[13]。 
许多社区定期举办普通话培训班，根据不同年龄段居民以及他们的语言基础差异，开设了基础班、

提高班、老年班等多种类型的班级。基础班主要面向普通话零基础居民，从汉语拼音基本发音开始教学，

借助简单易学的拼音儿歌、口诀，配合有趣的拼音游戏，帮助学员掌握声母、韵母、声调的正确读法，为

后续学习打下基础。提高班侧重于纠正学员的方言口音，通过组织朗读、对话练习等活动，帮助学员克

服方言习惯，提升普通话的流利度。老年班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学习特点，教学内容紧密围绕老年人日常

生活需求，如就医、购物、社交等场景的常用语[14]，采用缓慢清晰的教学语速、通俗易懂的讲解方式，

结合图文并茂的教学资料，让老年人能够轻松学习普通话，增强他们融入现代社会生活的信心。 
除了培训班，社区还积极组织各类普通话推广活动。举办普通话讲座，邀请业内资深的语言专家或

经验丰富的教师深入社区，为居民讲解普通话的发展历史、文化内涵，以及在日常生活、职业发展中的

重要性，提升居民对普通话的认知与重视程度。开展普通话文化节，设置普通话朗诵比赛、书法展览、

文艺表演等项目，吸引居民广泛参与，让居民在活动中感受普通话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紧密联系，激

发居民学习普通话的热情。此外，在社区宣传栏张贴普通话宣传海报、发放宣传手册，宣传普通话的基

础知识与规范用法，营造出随处可学普通话、随时可用普通话的语言环境，推动普通话普及工作向基层

深入拓展[15]。 

5. 总结 

展望未来，现代汉语教育在普通话普及的征程上前景广阔，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社会需求的日益多元化，现代汉语教育需要与时俱进，不

断创新优化，以更好地肩负起推动普通话普及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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