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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留學生在學習漢語聲母時會產生一些偏誤。在發音部位方面主要是

唇齒與舌根音相混，舌尖與舌面相混。究其原因是由於他們的母語中存在吹

火音和舌葉音。由於它們的干擾，使原來涇渭分明的兩組音發生了混淆。在

發音方法方面主要是有無鼻音、是清是濁以及送不送氣的問題。在發音方法

的偏誤中，原因比較複雜。鼻音有無的問題是在發音器官控制方面的問題，

也就是軟齶的升與降，鼻腔的通路是否打開的問題；但也存在音位是否對立

的問題，也就是有無鼻音是否構成音位對立的問題。其他的問題也是如此。

清與濁在許多語言中都構成音位對立而在漢語中不構成系統性對立（對立的

只有sh與r）；漢語中有系列性的送氣與不送氣對立而日語送氣與不送氣只是

條件變體。因此日本留學生對於送氣與不送氣就不敏感了。

第一節　發音部位的難點及其對策

難點一：唇―唇齒―舌根―吹氣音

（一）難點表現

兒童學習語言的時候，最容易學會的輔音大概是唇音了，像「爸爸

（bàba）」、「媽媽（māma）」這些兒童最早發出的音節，其聲母都是唇

音。道理很簡單，唇音的發音動作是看得見的，易於摹仿。孩子們是不大會

把「爸爸」、「媽媽」念成其他什麼音的；但是，即使是兩三歲的孩子，不

會叫「哥哥（gēge）」的卻大有人在，你會經常聽到有的孩子管哥哥叫「多

多（dūoduo）」，這是因為g是舌根音，在漢語的聲母中，其發音位置最靠

後、藏在裡頭，當然就不像唇音那樣能簡單地依樣畫葫蘆了。

但是，學習漢語的外國人是不會將「哥哥」念成「多多」的。他們是

成年人，不會犯兒童的發音錯誤；然而，在唇和舌根這一前一後兩個發音部

位上，並不就因此萬事大吉了。我們不是經常聽到有外國人把「飛機」念成

「灰機」，把「學費」念成「學會」的嗎？不僅如此，我們還會發現，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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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機」，那個「灰」也跟中國人念得不一樣，他們說「開會」總讓你覺得

十分彆扭。看來，問題還不小。

（二）音理分析

普通話中，唇音和舌根音的聲母有以下這些：

唇音
舌根音

雙唇 唇齒

b p m f g k h

上表是根據發音部位的分類。從發音方法上來看，還可以作以下分類：

鼻音 塞音 擦音

m b p g k f h

鼻音m[m]的情況最簡單，幾乎沒有人不會發。但是塞音和擦音都是一組

發音部位最前，一組發音部位最後，為什麼b、p與g、k不會搞錯，而f與h卻

時常發生混淆呢？

我們先從音系方面來考查一下。

英語、日語、韓語中的塞音與漢語中的塞音在發音部位上基本對應，

也就是說，英、日、韓、漢在雙唇、舌尖中、舌根部位都有塞音分佈，而且

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塞音；因此，漢語同英語、日語、韓語在塞音的發音部

位分佈上是完全一致的（發音方法上並不一致，有送氣不送氣、清濁等的差

別，參看本書有關章節）。對於外國人來說，不管他的母語是英、日、韓中

的哪一種，他在小時候學會說母語的時候，事實上已經掌握了漢語中相應塞

音的發音部位，因此學習b、d、g易如反掌那是很自然的。

可惜，英、日、韓語與漢語在擦音上卻找不到像塞音那樣的對應，除了

舌尖前擦音[s]之外，其他擦音在分佈上顯示出極不一致的特點。正是由於母

語與目的語（漢語）在擦音的發音部位上分佈的這種不一致，引起了學習漢

語擦音時，發音部位的混亂。就唇和舌根兩個部位來說（關於舌尖前、舌尖

後、舌面、舌葉的擦音，請參看本書相關章節），主要有這幾個表現：1.把



外國學生漢語語音學習對策（增訂版）52

舌根擦音h[x]發成喉擦音[h]；2.把舌根擦音h[x]發成雙唇擦音，即所謂吹氣音

[!]；3.把唇齒擦音f[f]發成雙唇吹氣音[!]。下面分別討論。

1.關於h[x]的問題

漢語中的h是舌根擦音[x]，其成阻部位是軟齶小舌與抬起的舌根。英語

的h，其成阻部位較[x]後，是喉擦音[h]，這兩者差別不算太大。但是，日

本、韓國、新加坡人有時用[!]來代替[x]，問題就比較大了。因為吹氣音[!]

是靠撮攏雙唇形成狹窄通道而產生摩擦、發音動作如吹蠟燭，其摩擦聲源的

位置與[x]相差甚遠，因而聽感上便有較大差異，從聲學上也可以解釋這種差

異，見下圖：

hua[xua]                      [hua]                             [!ua] 

圖1.1-1　「畫」的三種發音

從上圖可以看出，[x]與[h]由於其成阻位置靠後，聲源的摩擦噪音在經

過口腔時，是經過口腔這個共鳴腔的調制的，因此，在其後接元音共振峰的

相應位置會出現能量集中區。圖中[hua]與[xua]的開頭，在600Hz、2600Hz、

3700Hz附近出現的亂紋橫槓，便是能量集中區的表現，它們分別對應於[ua]

的第一、第二（這兩個共振峰挨得很近）共振峰、第三共振峰和第四共振峰

的起始頻率。雖然圖中顯示[h]的低頻區域能量較[x]要強一點，但整體格局是

一樣的，因此，[h]與[x]相混，在聽感上仍然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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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與[x]相混卻是難以接受的，這是因為，[!]的成阻部位是雙唇，

在口腔的最前部，摩擦產生的噪音沒有經過口腔調制便直接衍射到空氣當中。

從語圖上看，[!]沒有[x]、[h]那樣與後接元音共振峰對應的噪音橫槓（即強頻

集中區域），其能量大多集中於低頻，700Hz以下，由低頻向高頻遞減，呈現

出與[x]、[h]完全不同的能量分佈格局，在聽感上造成較大差異是自然的。

由此可見，在學習漢語h[x]時，如果發生與喉擦音[h]相混的情況，問題

不大；但如果發生與雙唇吹氣擦音[!]相混的情況，就會嚴重影響聽辨中的自

然度。引發問題的原因，主要是母語的影響，即所謂負遷移。日語、韓語、

以及漢語的一些南方方言都會產生類似的負遷移，對以這些語言或方言為母

語的人學普通話會產生不良影響。

2.關於f[f]的問題

漢語普通話的f[f]是唇齒清擦音，是上齒和下嘴唇形成狹縫而摩擦發出

的音。在學習過程中同f[f]相混淆的仍然是前面提到過的那個雙唇擦音（吹氣

音）[!]。[!]與[f]同是唇音，一個是雙唇，一個是唇齒，對有的人來說很難辨

別，而事實上，在一些語言和方言裡，[f]與[!]是不分的，屬於同一音位。但

是，以北京話為母語的人更容易將[!]聽辨成[x]而不是[f]，也就是說，按中國

人的聽感，[f]與[!]音色的差異是很大的，我們同樣可以在語圖上看到二者音

色差異的聲學原因。見下圖：

[fa]                                                  [!a]

圖1.1-2　 唇齒擦音與雙唇擦音圖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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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上顯示，[f]的亂紋頻率分佈極廣，其能量集中區的下限在1000Hz左

右，6000Hz附近形成中心頻率。其他研究①也表明，[f]的能量很分散，中心

頻率和頻率下限都較高，中心頻率一般在5000Hz以上。可見，高頻成分相對

較多。而[!]則不同，正如我們前面所分析的那樣，它的能量分佈在0-1000Hz

之間，且大多集中在700Hz以下。正是由於[f]與[!]能量集中區的差異，使得

以高頻為主的[f]聽起來較以低頻為主的[!]要尖銳一些，[!]較低沉。這種差異

還可以從發音的生理機制上得到解釋。我們知道，摩擦較堅硬的東西比摩擦

較柔軟的東西所發出的聲音要尖銳。發[f]時，摩擦的發音體是上齒和下唇，

牙齒質地堅硬，自然就給[f]帶來了許多高頻的成分，同時，通道特別狹小也

是引起高頻成分的重要原因；發[!]時正好相反，發音體是柔軟的嘴唇，氣流

通道又相對比較開闊，自然低頻成分就較多。

因此，雖然[!]與[f]一樣都是唇擦音，但由於它們產生摩擦的發音體不

同，使得二者的能量集中區域產生不同的分佈。強頻集中區是人們感知輔音

的重要線索之一，而在擦音這樣的久音就顯得更為重要，高頻集中尖銳的[f]

跟低頻集中低沉的[!]對說漢語的人來說是不能相混的；不然，「理髮」就會

變成「理化」，而那個「化」的聲母[!]，既不像[f]，也不像[x]，難怪聽起來

彆扭。

3.聲母h[x]、f[f]誤讀為[!]對韻母的影響

在漢語音節的聲韻配合中，逆同化（即韻母對聲母產生同化作用）是經

常發生的（參見本書「音節篇」），但當h[x]、f[f]誤讀為[!]後，聲母卻會反

過來，改變韻母的性質。

我們每個人都有這樣的經驗：吹火時都是將嘴唇撮攏吹氣的，這樣可以

保證氣流比較強；因此，發[!]時，嘴唇都是撮攏的，後邊無論接什麼韻母，

元音開始的時候嘴唇形狀都是圓的。要是本來就是圓唇元音或有圓唇介音的

如u或uei等，沒有什麼影響；要是韻母不是圓唇元音，那麼起始的圓唇唇形

就會給韻母元音增加圓唇音色，然後再展開嘴唇，聽感上就好像在聲母和韻
                          
① 參見吳宗濟、林茂燦主編《實驗語音學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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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元音間增加了一個不是很到位的介音u。在語圖上也可反映這種影響，在圖

1.1-2中，音節[fa]中，[a]第二共振峰前有一段小小的彎頭，這是[f]的第二共

振峰過渡音徵，它表明前面[f]的存在；而將[f]換成[!]，[a]第二共振峰前的彎

曲段加長而且起點降低，這時的彎曲段已不再是音渡的彎頭，而是由[u]到[a]

的滑動，雖然這個[u]不似介音u那樣後那樣高，長度也不夠，但已足以讓人感

覺到，整個音節念的是[!ua]。

元音前增加介音[u]是h[x]、f[f]誤讀為[!]的伴隨現象。

（三）教學對策

(1)教學建議

通過音理分析，我們發現本難點有四個問題：

1. 把舌根擦音[x]發成喉擦音[h]；

2. 把舌根擦音[x]發成雙唇擦音[!]；

3. 把唇齒擦音[f]發成雙唇擦音[!]；

4. 由於[x]、[f]誤發成[!]，而在其後接開口呼韻母前加了一個介音[u]。

由於[h]與[x]發音部位類似，聽感接近，因而問題1可以忽略；由於問題4

完全是由問題2、問題3引起，只要問題2、3解決，問題4便自然消失，故本難

點的教學重點是幫助學生解決問題2和問題3。

解決問題2的教學建議：

在對外漢語教學中我們發現，其實要學生發一個舌根或喉部的擦音並不

難，幾乎人人都能準確無誤地發出一個單獨的[x]或[h]，但是一旦與韻母拼合

成音節，其母語的習慣力量便發生作用，[x]就時常變為[!]；因此，我們建

議，沒有必要做過多的單獨發音練習，而應該結合音節的整體認讀來解決這

個問題。

普通話中h[x]可以同合口呼與開口呼相拼，但h[x]分別與合口呼、開口呼

相拼時，出現[!]的機率不同，糾正的難易也有別。同開口呼相拼，[!]出現

率低，容易糾正；同合口呼相拼，[!]出現率大，糾正也較難。糾正應由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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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可按以下順序安排：

1. h[x]與a及以a為韻腹的韻母相拼。只需強調張大嘴，[!]便不會出現，

當然也不會冒出一個介音[u]；

2. h[x]與e及以e為韻腹的韻母相拼。發e時，唇形向兩邊展開，嘴唇是

不相合的；但是，有的學生在唇形展開的同時，雙唇相合，也能發出[!]，

因此，要提醒學生注意，發音時唇形雖然展開，但雙唇之間仍要保持相當距

離，甚至可以讓學生用手指撐開雙唇，待熟練後再放掉；

3. h[x]與ou等以o為韻腹的韻母相拼。[o]為圓唇元音與[!]拼合比較自

然，因而[!]出現率較高，也較難克服。可讓學生先張大嘴發[x]，可以拖長一

點，再接ou、ong。逐漸加快。整個音節發音過程中，唇形由大圓到小圓，發

[x]時大圓，發[o]時小圓。待到熟練之後，學生已能很自然地將[x]與ou、ong

相拼時，發h[x]時是不是一定要張大嘴就無所謂了，但開始糾正練習時一定要

採用這個方法；

4. h[x]與合口呼（u或u開頭的韻母）韻母相拼。合口呼韻母發音時，不

僅圓唇而且收攏，因此最容易出現[!]，也最難改正。糾正辦法參照步驟3，

即發h[x]時盡量張大嘴。

解決問題3的教學建議：

由於唇齒擦音f[f]的發音動作非常直觀，因而糾正並不難，關鍵是反復練

習，養成習慣，看見f，不是去撮雙唇，而是用上齒自然接觸下唇的內側。有

的老師教學生咬住下唇，這樣說略顯不妥，因為這樣容易使學生矯枉過正，

有的人會真的咬住下唇外部，發音動作異常難看。其實，不需要「咬」，只

要「碰」到下唇上部或內側就可以了。

在拼讀中養成良好習慣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我們建議採用音節整體認讀

的方式。

(2)自學指要

導致f、h相混的原因是吹氣音[!]的存在。因此我們首先要弄清[!]與f發

音的主要區別。f發音時上齒輕觸下唇，唇形不圓，兩邊的嘴角微微上翹（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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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3）；而吹氣音[!]發音時唇微斂，嘴角微微下垂，看不見上齒。二者

唇形的外觀明顯不同。如果要描述一下[f]發音的唇形外觀，可以用「露齒微

笑」來形容。大家不妨用一面小鏡子驗證一下，當你發對了[f]時，你應該看

見自己的笑容。

                                         [f]　                                                     [!]

圖1.1-3　[f]和[!]唇形比較

其次，多練習聲母ｆ的音節和詞語，並且把容易相混的音節放在一個詞

語中來練習，是一個很好的方法，例如：

f f h h f h h f
豐 富 火 花 憤 恨 恢 復

奮 發 繪 畫 放 火 活 佛

肺 腑 航 海 繁 華 和 風

蜂 房 歡 呼 發 還 花 粉

反復練習這些詞語，可以體會到聲母f和聲母h發音部位的區別。同時也

習慣這兩種部位的相互轉換。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做轉換練習。這種練習可

以幫助我們體會到在漢語音位系統中f、h的對立。任何一個轉換為另一個都

會構成意義上的轉化：

會話 ―― 廢話 飛機 ―― 灰雞 轟鳴 ―― 蜂鳴

hh fh f h h f
彷彿 ―― 恍惚 梅花 ―― 沒法 歡騰 ―― 翻騰

ff hh h f h f
方地 ―― 荒地 花肥 ―― 發回 風箱 ―― 烘箱

f h hf fh f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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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練對比的時候切莫貪快，一定要把握住音節的發音，突出兩相對比的

那一對音節，目的是反復體會它們的不同。我們所設計的對比音節都在相應

的位置，只要認真去做，就一定能達到目的。例如第一對詞語，我們要對比

的音節顯然是第一個音節，因此在練習時就要集中注意第一音節。先做好發h

的準備――唇微斂，嘴角向下，發出「會」；然後做好發f的準備――微微展

唇，露齒一笑，輕觸下唇，發出「廢」來……。

除了詞語的對比之外，我們還可以把容易混淆的音節編成繞口令。初說

的時候當然很拗口，但反復練習之後，就會從拗口變為順口，這就意味著你

已經變化自如了。下面就是一些繞口令，不妨試著練一練：

天上飛的飛機是灰的。

　                                                  f　   f　      h

回話吩咐換幅畫。

                                                  h  h  f   f  h  f   h

老費的灰雞不會飛回來了。

　                                          f　   h　　  h  f  h

粉紅牆上畫鳳凰，

                                                  f  h　　  h  f   h

紅鳳凰，黃鳳凰，

                                                   h f   h　  h f   h

粉紅鳳凰花鳳凰。

                                                  f   h f   h  h  f   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