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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各种语言的教学都分听说读写四个部分，其中听说可归类为语

音，读写可归类为文字。对于汉语来讲，语音和文字虽然同属于语言，但

却各自有着不同的规律。搞清楚这些规律，对于提高教学效率具有极大的

作用。本文对比语音与文字的不同，提出了八项基本规律，可在教学中加

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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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世界上绝大部分语言都分听、说、读、写四个部分，再细分，就可将

听、说归类为语音，读、写归类为文字。汉语亦如此，汉语教学也分为听、

说、读、写四大部分，贯穿其中的是语法和文化背景。教学时应该以哪个

为主？对于零基础的人应该先学对话还是先学汉字？或者是对话与汉字一

起学？汉语拼音要不要学？等等一系列问题，对于初入汉语教学领域的新

教师来讲，头脑中存在着一定的困惑。 

以下，本文将对语音与文字做一对比，找出其八项基本规律。这对于

搞清楚汉语教学从何处下手具有重要作用。 

 



一、中文是筷子，英文是叉子 

 

同样是教汉语，在中国，是使用汉语来教汉语，属于母语教学；在北

美，则是使用英语来教汉语，属于外语教学。而母语教学和外语教学有着

天壤之别，一个是锦上添花，驾轻就熟；一个是雪中无碳，先要产碳。 

为了更好地探讨如何在北美教好汉语，首先要弄清汉语和英语的最主

要差异。这一差异如果使用一个形象化的比喻，那就是：“中文是筷子，

英文是叉子”i。 

这是因为，汉语属于汉藏语系，使用的是表意文字。面对一个汉字，

人们能够揣测出其大概的意思，却无法读出它的发音。例如‘耄耋’这个

词，你可能始终不知道它们的发音，但一看字形就能猜到是关于老年人的

意思。同样的汉字，不同的方言会有不同的发音。“例如中文的‘我’，普

通话念 wo，上海话念 ala，广东人念 ou，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给这个方块字

赋予不同的发音。”ii  

因此，汉语的语音和文字就像是相互独立又相互结合的两根筷子，属

于文字的这根筷子可以和属于语音的普通话、上海话、广州话等各种方言

的任何一根筷子结合，属于“一夫多妻制”。 

 



而英语不同。英语属于印欧语系，使用的是表音文字，用 26 个字母

的排列组合来生成一个个单词。面对一个英语单词，人们可以读出它的发

音，却不知道它的含义。英语的听、说、读、写四大要素就好比是一个叉

子的四根齿，是连在一个手柄上的，听、说和读、写是相互联系的。英语

的语音和文字是一种固定搭配，属于“一夫一妻制”。 

由于以上差异，英语教学，可以听说读写同步进行，相辅相成。但汉

语的文字和意义相联系，和语音相分离，中国学生已从小培养的望字生意

的思维。在北美，人们没有对文字的这种思维，需要重新培养，因此一些

学生表示只想学习汉语对话，不想学习汉字。包括一些华人子弟，会说流

利的中文，却在汉字面前望而却步。 

在中国，人们学英文普遍是读写强，听说弱。这是因为很多中国人用

学汉语的方式学英文，重单词，轻听说，结果一辈子也没有学好。北美则

相反，人们学汉语则普遍是听说强，读写弱。一些中文教师用中国传统的

教学方法教授北美学生，由于文化差异，同样会遭受挫折。 

 

二、语言是思维工具，文字是附属工具 

 

知道了以上中、英文的语音和文字之间的这种差异，那中文应该先教

语音还是先教汉字呢？ 

如果我们把在学校里所学的各门课程都比喻为一种树，例如数学课是

松树，历史课是榆树，地理课是榕树……那么，外语课应比喻为什么树呢？ 

实际上，外语课不是一棵树，而是一把工具，是用来修理所有树的工



具。树木是需要浇水施肥来培育的，而工具是靠打造而成的。如果对着一

把插在地上的铁锹也每天浇水施肥，那就是用错了力量。这也是我们许多

人用教语文课的方式来教外国人汉语，把外语课当成知识课来教，从而裹

足不前的主要症结之一。iii 

无论是母语还是外语，都属于语言的范畴，语言是一门知识课吗？不

是。需要发达的逻辑思维和认知能力吗？不需要。因为，人们从婴幼儿就

开始学习语言，婴幼儿有强大的智商和记忆力吗？没有。但是，婴幼儿就

凭着这样底下的智力和记忆力就初步掌握了一种语言。 

在成长过程中，人们就利用掌握了的这门语言来学习语文、数学、历

史、地理等各种知识。因此，语言不是一门知识，而是一种思维，一种思

维与交流的工具。人们通过感官来接受外来的语言，在大脑中用语言进行

加工、消化、吸收，之后再用语言传输出去。通过这样一个语言思维与交

流的过程，与外界的联系就形成了，就完成了各项知识的输入，加工与输

出。 

“思维最初是人脑借助于语言对事物的概括和间接的反应过程。”iv 如

果没有语言这项工具，人们如何完成思维呢？尽管人们还有右脑的形象思

维，以及其他各种思维，但那是远远不够的。现代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

间都在使用左脑。建立在左脑部位的语言中枢，正是运用语言作为工具来

供人们进行左脑的逻辑思维。 

 

三、语音是原始和本能的，文字是后生的 

 



语言分语音与文字两大类，语言思维是语音思维，还是文字思维呢？ 

人类在原始时代就如同其他动物一样产生了语音交流，直到六千年前

人类才产生了文字。孩童、文盲与成人、知识分子相比，前者是只会语音，

不懂文字；后者是语音与文字皆通。然而，无论人们懂不懂文字，都不妨

碍用语音进行交流和思维。因此，语音思维具有原始的，本能的属性。而

文字，是通过语音思维之后的书面表达。语言思维归根结底是语音思维，

而不是文字思维。 

人们每天要接触大量的语音，那些听不懂的，或者需要停下来慢慢分

辨和翻译的语音都不叫语音思维。真正的语音思维是那些能超高速地直接

链接要表达的对象，本能地做出反应的语音。 

那为什么在中国，孩子一上小学就开始学习汉字呢？那是因为小学生

在其童年阶段就建立了汉语的语音思维；到了学校，老师会以汉字为主来

进行读写方面的教学，是用汉语的语音来教汉语的文字，属于同类叠加。 

但在北美，很多学生学习汉语是从零开始，在汉语的语音还没掌握之

时，一上来就直接用英语的语音来教汉语的文字，学生用英语思维来加以

揣摩，就好比是用西餐厨具和调料来烹饪中餐一样，效果大相径庭。 

 

四、语音靠的是练，文字靠的是学 

 

语音思维如何建立呢？通俗地说，语音思维就是一种条件反射。条件

反射是怎样形成的呢？是靠不断重复练出来的，是已变成神经记忆、肌肉

记忆的一种本能反应。而不是像上语文课、数学课那样学书本学出来的。



我们很多人学习外语为何这样艰难，就是因为把外语课当成一门知识课那

样去学习，把铁锹工具当成树木去浇灌，结果一辈子也没有学出来。 

语音靠的是“练”，要像体育运动那样去练。就像骑自行车和游泳，

不是看书本看会的，而是在行动中练会的。练会之后多年不接触，一拿来

车跳上去就能骑，一下水照样还能游。这种技能的形成所依靠的不二法则

就是重复，就是反复地练，直至形成条件反射。 

相反，文字不属于语言思维的范畴，特别是汉字，和语音是两张皮而

不是一张皮。尽管人们读书时默不做声，但实际上已把读到的文字转换成

语音在头脑中回旋。 

学习汉字，不同于学习汉语的语音，学习汉字需要依靠记忆的功能。

记忆是会忘却的。尽管这个字，这个词已印刻在脑海中，但时间久了还是

会忘记。甚至一些作家、教授很多年习惯于打键盘了，一拿起笔来还会提

笔忘字。 

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学生来讲，背字典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

因为是在用汉语思维、汉语的语音去记忆汉字，是一种相辅相成。但对于

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来讲，因为是在用英语思维、英语语音在翻译汉字，

就得不偿失。 

因此，掌握了语言教学的规律性，应该分阶段地实施教学，先教会学

生汉语的语音，练到不假思索就能听懂一篇文章，练到脱口而出就能表达

思想的时候，汉语的语音思维就建立了。这时再进入读、写的学习过程。

正好比用中餐的厨具和调料来烹饪中餐的食品，效果就会有很大的改观。 

 



五、语音是流动的，文字是静止的 

 

汉语的语音和文字具有各自明显的特征。汉字是山，是静止的；语音

是水，是流动的。山水环绕，相依相偎，却又各自独立，特征不同。英文

同样语音是水，水是流动的；但英文的文字是漂木，漂木和水流是紧相随

的。 

人每天会说很多的话。“心理学上一个著名的调查显示,男人平均每天

说 2 千句话,女人平均每天说 7 千句话,”v有的调查则说男人平均每天说 7

千多个单词，女人说 2 万多个单词；有的精神病患者从早说到晚说个不停，

能说 10 万句以上的话。但是，人们每天接触的文字有多少呢？除了作家

和文字工作者，普通人一年也看不了几本书，一天也写不出一篇满意的千

字短文。有的吵架大王争辩起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可是写起文章，却

错字连篇，语句不通。文盲则更是不看书也不写作。 

我们观看古文，文字及其精简，篇章非常短小，那是因为古代书写工

具落后，必须用最为言简意赅的文字来表达思想，节省成本。但古人说话

也是这样吗？那可不一定，说话是不费成本的，古人每天所说的话不一定

就比今人少。 

当人们听广播，聊天时，语音就像流水一样流过舌尖，飘过耳旁，上

一句没听懂就是没听懂，下一句接着又来了，根本容不得你去揣摩词句美

不美，语法对不对。语音的第一要素就是能立刻听懂，跟上节奏。而文字

是静止的，这一句你没看懂，你可以停下来去查字典，去翻译。为了一个

词，一句话，你可以反复推敲，慢慢领会。这就注定了学习语音和学习汉



字的方法的不同。 

 

六、语音是必需品，文字是奢侈品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几个层次，用“生理”、“安

全”、“归属感和爱”、“社会需求”或“尊重”、“自我实现”和“超

越”等术语来描述人类需求和动机通常移动的模式。人们在满足和实现较

低层次，然后才能进行更高层次的追求。vi 才能去一步步追求更高层次的

奢侈品，去满足享受。 

语言教学也有类似的过程，听和说是包括人类和动物在内的所有生物

交流的最基本的需求。在古代社会，识文断字的文人只占少数，绝大部分

的百姓是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人

们只有拥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和受教育条件的情况下才进入文字的学习。这

就说明，语音是必需品，文字是奢侈品。如下图，听、说、读、写是在文

化大背景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或许有人可以拿出证明，他们在教学中语音与文字齐头并进，在学生



还没学好对话的情况下，已经认识了许多汉字。我们不否认有这种教学方

法。就像有学者批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有证据表明人的需求水平是

不断相互重叠的。 

然而，设身处地地回顾一下我们很多人学习英语的过程，或许能够得

到一些警醒。我们很多人过去学习的都是哑巴英语，有的人对于英语能读

能写，却不能听不能说，有的人 GRE、托福考取高分，但到了海外却是聋

子和哑巴。 

这说明，我们用自己的母语去学习他人的文字，一切都通过翻译和转

换来进行，自己头脑里从来没有那个语言的思维和语言区，在学习过程中

会遇到以下问题： 

首先，要走漫长的弯路，花费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的时间和精力，到头

来也只获得一知半解。 

第二，人们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语音交流。由于只懂文字，

不识语音，到了海外寸步难行。 

第三，由于是用自己的母语来学习外语，外语的单词都只是暂存在母

语记忆区里，时间一长就逐步忘却，前功尽弃。 

我们教授汉语听、说、读、写的难度会逐步提高。从易到难，按语言

的发展规律来教，符合外语学习的成长规律。如果把容易的和最难的放到

一起让学生来“啃”，一方面违背了语言发展规律，一方面也容易使学生

产生挫折感。 

 

 



七、语音是交际的，文字是文化的 

 

语音首先是用来交际的。动物都有自己的语音，人们站在树林中听鸟

鸣，有时会听到两只鸟儿你一言我一语地发出不同声调的鸟语，实际上这

是它们用自己的语言在交流。印第安人等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是

拥有自己的语言。 

因此，无论有文化的人类，还是没文化的动物，都能用自己的语音与

同族交流。语音的第一功能就是交际，外语的交际法教学正是因应这一现

象诞生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交际法的特点就是鼓励学生大胆地交流，

先不强求字正腔圆和信达雅；能打开学生的嘴，让其将自己的意思快速表

达出去，对方能够快速听懂就是胜利。 

听、说要训练的是人的大胆表诉，快速反应力，读、写要培养的是人

的准确理解力，这是两种不同的能力。 

当学生有了对语音的快速反应力，信心与胆量就会增强，就会在今后

的学习中慢慢地自我纠错，自我提高。 

到了学习文字的读写之时，才是进入到文化学习的阶段，才是对语法、

修辞、逻辑、文化背景等方面知识的灌输。 

所以，听、说是语言学习的初级阶段，读、写是语言学习的高级阶段。

听、说训练的是人的本能的快速反应力，一切围绕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为

主；读、写培养的是人对语言文化的感知力，在文化的大背景下全面提高

学生的汉语水平。 

 



八、语音属于口语范畴，文字属于书面语范畴 

 

语音是属于口语范畴的，讲求通俗易懂、随心所欲，不追求语法精确、

辞藻精美。文字是属于书面语范畴的，因此要求语法规范，语句精雕细琢。

这就注定了二者在教学方法上的不同。口语教学可利用发散性思维，书面

语教学可利用聚合性思维。如果用教书面语的方式教口语，就会将口语教

死，教僵化。用教口语的方式教书面语，也会将书面语教浅，降档次。 

经济领域最讲究的就是经济效益，产供销围绕着如何提高经济效益来

运行。所谓经济效益，就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语言教学也应

如此，就是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成本，让学生的成绩获得最大的提升。 

反复、单调的语音练习，久而久之会使人产生疲惫，无聊和厌倦。学

生一旦厌倦和走神，所听到的语音就是无效语音。就像我们的眼睛，对周

围频繁见到的事物会熟视无睹、视而不见一样；长期听闻一种声音如果不

集中精力去辨识，就会让大脑对这种语音自动地列入杂音而忽略。 

如何克服疲惫、无聊、厌倦这三种情绪呢？ 

首先，可采用仰卧式学习法克服疲惫感。 

仰卧是人们休息的最放松、最舒适的方式。“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认

为，对大多数人来说，仰卧是最好和最健康的选择。它能让人把头、颈部

和脊柱保持在一条中线上，不会扭曲、歪斜，有助于身体在夜间得到充分

休息。另外，仰卧也能减轻身体压力，避免胃酸反流。”vii  人类从婴儿开

始学语就是躺着来学的。躺在摇篮中，听着父母的声音，模仿着父母的口

型来牙牙学语。这已注入人们的基因之中。 



为此，可设计一种可以躺平的座椅，在教室天花板上镶嵌教学屏幕，

在语音教学时，让学生躺着来学。这样身体得到完全放松，注意力将会集

中在大脑。人们采取坐姿 20 分钟后就会感觉疲倦、精力分散；而采取卧

姿，60分钟都不会感觉倦怠。练习听和说仅仅使用眼睛和耳朵，不需要双

手平举去写字，因此，卧姿是练习语音的最佳方式。 

当然，如果有学生觉得躺着不舒服，也可以坐着、站着，自我选择最

舒服、最放松的姿势。还可让学生练习瑜伽打坐方式，坐禅方式，练习空

劲气功的站桩方式，调节好腹式呼吸，以身体的配合来练习语音。任何形

式都是为了让人进入最佳学习状态，以提高外语水平这一目标为导向。 

第二，把游戏运用到教学中，克服无聊感。 

游戏是老少皆宜，很多人喜闻乐见、爱不释手，甚至为之上瘾的娱乐

方式。有些人说自己脑子笨、反应慢，可是玩起游戏来却表现非常聪明。

有些人说自己精力不够，一看书就犯困，可是玩起游戏来却通宵达旦不知

疲倦。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心理上的强心剂。如果把教学内容和游戏

结合起来，能让人们在游戏中完成学习任务，那么这世上就没有人们攻不

克的堡垒。 

因此，教师在设计外语课堂教学中，可以设计一些游戏，将所教内容

揉进游戏中，让学生边玩边学，就会起到寓教于乐、事半功倍的作用。 

第三，用背景音乐环绕在学习过程中，以克服厌倦感。 

人们在看电影时会发现，至始至终都有背景音乐在播放，很具有带入

感。有研究表明，“人们通过从事欣赏与创造音乐的活动，脑内产生出大



量的α脑波，正是这些α脑波能使脑内吗啡肽大量加速分泌，能极大地提

高右脑的使用频率，并促使左右大脑两半球相互协作与沟通，从而实现了

开发右脑的目的。”viii 

中国古代音乐最初就是用来治病的，因此仓颉造字，繁体字的药

（藥）字是从乐（樂）字而来，乐是药的祖先。因此，在练习语音时放

一些轻柔舒缓、悠扬平和的背景音乐，会起到陶冶情操、净化心灵、舒

缓神经的美妙享受，可以提高学习效率，克服厌倦感。 

上述三种方法有利于语音练习。而文字的学习不同，文字需要动笔或

敲键盘，就需要坐着来进行。 

随着打字机、电脑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们习惯于键盘打字，疏远了

手写汉字。尤其是智能翻译技术的出现，让一些人依赖于机器进行文字翻

译，感觉学不学汉字不是那么重要了。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最早来源于

图画，是形象思维的产物。因此，把汉字的原始图像功能介绍给学生，使

用形象教学法开发其右脑来加深汉字的记忆更为有效。 

语音不同于文字，语音是主要用于交际的，其功效是机器无法取代的。

例如，一对情侣每天面对着一部机器来相互交流，会感觉满意吗？一个人

要想融入到其他族群中，还是要学会使用其他族裔的语言与人面对面自如

地交流。两人见面各自拿着一个机器来对话毕竟无法达到关系的和谐和紧

密。因此，口语交际仍然会被人们坚持学习。 

综上所述，汉语的语音与文字拥有各自不同的属性，认识了其间的八

项基本规律，在教学中使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按听说读写的顺序循序渐进

地开展教学，将会使学生少走弯路，提高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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