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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介绍发音器官和普通话的语音系统；第二部分讨论声母辨正、韵母辨正、声调辨正、韵母和
押韵、语调和朗读、口语表达等问题。
其中为配合理论学习编写的大量的正音练习和朗读练习，是本书的主体部分。
本书以突出“训练”和注重“实用”为主要特色。
突出“训练”：本书的每一节后都安排了大量的单音节、双音节、多音节正音练习，除此之外，还从
绕口令、谜语、现代诗文、古典诗词以及歌剧、京剧、歌词等语言材料中，精心筛选聘用制部分有代
表性的内容。
注重“实用”：全书所有内容都是从练好发音这一实际出发的。
本书的目的是训练，而不是讲知识，知识以够用为原则，语音的社会性、音位理论等问题都未涉及，
专业性太强的名词术语也用得很少，但是在实证训练、教学方法方面却下了较多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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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语音常识和语音训练　　第一节 发音器官与发音机制　　一、发音器官　　语音是由人
的发音器官发出来的，发音器官的活动可以产生种种不同的声音。
人的发音器官由三部分组成。
　　（一）肺和气管　　肺是呼吸器官的中心，也是发音的动力站，它提供发音所需要的气流。
气管是气流出入的通道。
语音是由呼出的气流造成的，肺部呼出的气流通过支气管、气管到达喉头，作用于声带、口腔、鼻腔
等发音器官，就发出了各种不同的声音。
　　（二）喉头和声带　　喉头是由四块软骨（甲状软骨、环状软骨和两块勺状软骨）组成的圆筒形
空腔，声带就在这个空腔的中间，是两片薄薄的有弹性的肌肉。
两片声带可开可合，之间的空隙即声门可大可小。
当呼吸和发噪音时，声门大开，气流出入都不冲击声带，所以声带不振动。
当发乐音时，声门关闭，两片声带合并在一起，气流冲击声带，声带振动，就发出响亮的声音。
　　声带是两片薄薄的肌肉，比较娇嫩，要注意保护。
过量吸烟，饮用烈性酒，吃刺激性的食物（如辣椒），都会刺激声带，影响声带的功能；长时间喊叫
，会引起声带疲劳、充血；受凉或受热，声带也会有不适感。
所以，要注意声带的卫生保健。
同时，也应该加强声带的锻炼，增强声带的运动功能和抗病能力。
锻炼声带也叫“练声”，最主要的方法是“喊嗓子”。
戏曲演员每天清晨在空旷无人的地方调整呼吸，然后发“啊”和“衣”两个音，由低到高，由弱到强
，声音悠长缓慢。
这样长期坚持，可以使声带受到锻炼，练出一副宏亮饱满、经久耐用的好嗓子。
我们学习普通话语音，一要注意声带的卫生保健，二要适当地练练嗓音，这对学好用好普通话语音肯
定会有好处的。
　　（三）口腔和鼻腔　　口腔和鼻腔都是共鸣腔。
口腔是个可以活动的空腔，口腔的活动，一是可以改变共鸣器的形状和大小，从而发出不同的声音（
这主要是指元音）；二是可以对气流形成各种阻碍，从而造成声音上的各种区别（这主要是指辅音）
。
口腔的活动可以产生丰富多彩的声音，所以说口腔是声音的制造场。
口腔从前往后，从外到里，依次为上下唇、上下齿、上齿的后边是齿龈、硬腭、软腭和小舌，下齿的
后边是舌，舌又分舌尖、舌面、舌根三部分。
口腔的上边是鼻腔，由软腭和小舌把两者隔开。
说话时，有时软腭和小舌上升，关闭鼻腔的通路，气流从口腔出去并在口腔中形成共鸣，这样发出的
音就是口音（口腔音）；有时软腭和小舌下垂，关闭口腔通路，气流从鼻腔出去，引起鼻腔共鸣，发
出的就是鼻音。
　　二、共鸣和呼吸　　（一）共鸣　　在发音器官中有六个共鸣腔，除口腔、鼻腔外，还有咽腔、
胸腔、腹腔和脑腔。
口腔和鼻腔是最主要的共鸣腔，它们共鸣的情况前边已经谈到，下边简要介绍其他几个共鸣腔在发音
中的作用。
咽腔里边有声带，所有声带振动的音（元音和少数辅音），都有咽腔共鸣，发舌根音g、k、h和带舌
根鼻音的韵母ang、iang、uang、eng、ing、ueng、ong、iong时，咽腔共鸣也比较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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