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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1956年开始至今，汉语普通话的推广与普及工作已经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
在国内，普通话成为各民族之间重要的交际工具。
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在高新科技迅猛的发展中，普通
话正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社会作用。
在国际上，普通话已成为世界各国之间高层访谈、贸易往来、信息交流的纽带和桥梁，并在“多元并
存，相互融汇”的世界文化大潮中显示了其重要意义。
推广和普及普通话，提高国民普通话水平，加强国民口语表达素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作为冶炼教师的“熔炉”——师范院校，大力推广和普及规范化的普通话，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
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加强教师职业技能的训练，原国家教育委员
会1991年下发的教办[1991]522号文件规定，各级各类师范院校都要开设普通话课程。
随后，原国家教委决定把普通话课程改为教师口语课程，并于1993年3月8日正式颁布了《师范院校“
教师口语”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标准》中，把“普通话训练”作为教师职业口语训练的基础内容，贯穿于课程的始终。
“一般交际口语训练”作为师范生人际交往基本能力的辅助训练，是普通话训练的继续和深化。
“教师职业口语训练”是普通话训练和一般交际口语训练的扩展和提高。

　　根据《标准》，针对不同方言区学生学习普通话的实际，我们编写了这本教材。

　　全书分上、下两编内容。
上编为普通话训练部分，包括普通话及语音概述、声母及其辨正训练、韵母及其辨正训练、声调及其
辨正训练、语音流变及其训练、朗读训练、命题说话训练、普通话水平综合训练等内容。
这部分内容按照“理论要点——难点分析——单项训练——综合训练”的体例编写。
通过各章的教学和训练，使师范生熟练地发准普通话声母、韵母、声调，具备一定的方言辨正能力；
掌握语音流变的规律；掌握基本的朗读技能；掌握命题说话的类型及基本技能。
努力做到发音准确、朗读流畅、说话得体。
从而增强师范生的语言文字规范化意识，使不同方言区的地方普通话逐渐向标准普通话靠拢，为做一
名合格的教师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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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导人语要求新、求奇、求情，必须是艺术和美的和谐统一。
并非是单个形式，更不是花拳绣腿的“花架子”，在使用中各种形式的导入语常常是综合运用的，都
要以目标意识、效率意识、新颖意识为前提，以知识性、生动性、灵活性、情感性为原则。
　　二、讲授语　　一）讲授语的性质与作用　　讲授语是教师继导课环节之后，系统地向学生传授
知识或技巧的主要教学环节口语。
它在各学科教学中分量最重、频率最高、投入最大、占时最多、运用最广，是教学口语的主体。
尽管现代媒体等形式的运用，丰富了课堂教学，拓宽了学生视野，但它始终替代不了教师对情境画面
的精要点拨，对传播内容的叙述解说，对概念属性的诠释评述。
　　（二）设计讲授语的策略　　设计讲授语的策略有情境式、案例式、设疑式、活动式、推导式、
讨论式、类比式、归纳式，等等。
这些形式，不同程度地体现于讲授内容的选择与组织之中，融汇于“存疑——释疑——生疑一探疑”
的过程之中。
结合新课程的理念，下面就案例式、推导式、类比式几种讲授方式作重点探讨。
　　1.案例式　　案例式讲授，是指教师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或理论对某一社会现象或实际问题
所构成的案例的讨论和评述。
一个典型的案例，一般基于教学的需要和一定的教学目标，能反映教学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
如心理测试、模拟求职、主题讨论、热点透视、调研汇报、案例分析、环保提案，等等。
这些形式，作为独立的课程形态进入教学领域，意味着要摒弃传统的“认知一活动一检验”的求证模
式，积极尝试“设计活动——探索新知——实践运用——迁移创新”模式，体现着敏锐的时代意识和
先进的教育理念，故具有鲜明的特点：实践性、主体性、创造性。
　　案例式讲授语与学科教学的其他内容相比，为学生创新品质的形成提供了更为宽松、自由的空间
。
它不过多地受学科知识体系和逻辑事理的限制，学生始终处于主体地位，围绕活动课程所提供的情境
，自己发现问题，自己设计活动方案，自己收集资料，自己解决问题。
而这些是学生主体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得以发挥的前提和基础，符合新课程改革的理念。
它可以提高学生运用理论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它比平铺直叙的理论教学，更能拨动学生求知
的心弦，引发其探索的热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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