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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普通话学习者通常受到自身方言的干扰，学界称之为“负迁移”现象，这种方言“负迁移”给当前普通

话教学带来了不小挑战。要消除方言“负迁移”，破解普通话教学难题，需改进教学方式，改变“以教

师、教材、教室为中心”的传统教学，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翻转教学。然而以粤方言区高校为例，

教师运用翻转课堂进行普通话教学的不到五成，且普通话翻转课堂在消除学习者的方言负迁移的成效方

面尚且缺乏实验数据的支撑。本研究通过前测、后测、控制实验及问卷调查，旨在探索翻转课堂对于消

除普通话学习者的方言负迁移的成效。研究表明，相较于传统教学，翻转课堂对消除普通话学习者的方

言负迁移具有显著优势，建议在教学中推广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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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darin learners are often influenced by their own dialects, which is known as the “negative 
transfer” phenomenon in academia. This dialect “negative transfer” pose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o 
current Mandarin teaching. To eliminate the negative transfer of dialects and solve the difficulties 
in teaching Mandarin,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eaching methods, chang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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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ed on teachers, textbooks, and classrooms, and advocate for flipped teaching centered on 
students. However, taking Guangdong dialect universities as an example, less than 50% of teach-
ers use flipped classrooms for Mandarin teaching, and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experimental data to 
support the effectiveness of flipped classrooms in eliminating negative dialect transfer among 
learner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flipped classroom in eliminating dialect 
negative transfer among Mandarin learners through pre-test, post test, controlled experiment,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flipped classrooms have significant advantag-
es in eliminating dialect negative transfer among Mandarin learners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teach-
ing, and it is recommended to promote and popularize them i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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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当前我国高校已普遍开设普通话课程，但普通话教学仍存在诸多问题，从学生层面来看，很多大学

生对普通话口语学习并不重视，造成了学习积极性不高等问题。高校是跨地区招生，学生来自不同方言

区，由于语言障碍，不免给学习普通话带来诸多不便。高校普通话教学对象多为成年人，并不处于语言

学习的关键期，加之地域方言养成了固定的发音习惯，短时间内纠偏需非常困难。 
笔者为广东白云学院的一名普通话教师，所教授的学生主要来自广东省，方言主要包括粤语(以广州

话为代表)、客家话、潮汕话。无论从语音、词汇还是语法层面看都与普通话存在非常大的差异。笔者所

教授的学生为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普通话仅作为选修课而非专业课，并没有引起学生足够重视；加之自

身方言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发音习惯，学生的语音问题很难在短期内得到纠正，学习上的挫败感特别强烈；

另外大部分学生“方言情节”特别严重，除了在课堂及其他公开场合必须使用，其他场合几乎都使用方

言进行交流。 
当前普通话的教学问题主要归咎于教师，因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背景分析不够深入，不能结合学生的

个性化需求，加之长期受教师耳提面命，学生鹦鹉学舌的传统教学模式影响，因此对于方言与普通话存

在较大差异的那部分学生来说，难以摆脱方言母语的不利影响，这种由方言母语对普通话学习造成的干

扰现象，被 Ellis (1997)称之为语言迁移中的“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现象。 

2. 语言迁移理论 

2.1. 方言负迁移现象 

语言迁移分为两种类型：正迁移和负迁移。Ellis (1997)分析指出，如果使用母语可以帮助目标语言

的学习，那么这种迁移称为“正迁移”；如果母语对目标语言的学习产生负面影响，这种迁移称为“负

迁移”。 
李宇明(1993) [1]在《语言学习异同论》中提出了“第一语言学习”和“第二语言学习”。大学生学

习普通话属于“第二语言学习”，他们大多数人都以某种方言为母语，进入大学后才开始学习普通话，

其学习过程必然会受到母语(即方言)的干扰。普通话的表达带有方言烙印和地域特征，方言对普通话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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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扰特别大，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负迁移作用，因方言对普通话学习造成的干扰现象叫做“方言负迁移”。 

2.2. 方言负迁移的表现 

方言体现某个地区的语言特色，对母语者的二语习得产生了不利影响，即学习者在进行二语习得时，

会下意识地使用母语特征进行言语交流，甚至参考母语思维。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差异表现在语音、词

汇和语法三个层面，语音层面尤为突出。 
本次研究对象的学生主要来自粤方言区和客家方言区，笔者通过普通话前测发现，他们的方言负迁

移主要体现为平翘舌音发音混淆、前后鼻音不分、介音脱落、无撮口呼等问题。 
施仲谋(2001) [2]认为，粤方言区存在舌叶音[tʃ]、[tʃʰ]、[ʃ]，而不存在普通话中的舌尖前音(z/c/s)、

舌尖后音(zh/ch/sh/r)、和舌面音(j/q/x)，因此给本地学习者发这三组音的时候带来不少的干扰和阻力。例

如，粤方言区学生把“师”读成“sī思”；把“自己”读成“jì jǐ”，把“谢谢”读成“siè siè”。 
普通话的声调只有四个，而粤方言有“九声六调”，詹伯慧(2002) [3]认为如此复杂的声调系统将对

普通话学习产生很大的干扰，例如粤方言区学习者在发普通话第三声(上声)时，容易出现尾音脱落现象，

表现为将普通话第三声(调值 214)发成粤语的第四声(调值为 21)。 

2.3. 方言负迁移对普通话教学的影响 

宋晓岩(2021) [4]提到，在普通话教学中，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方言的差异造成了在普通话训练过程

中遇到的语音难点及发音障碍的差异；加之部分学生辨音能力较差，即便教师进行了正确示范，也听不

出自身发音到底存在何种缺陷。方言负迁移无疑增加了方言区学生学习普通话的难度，也给教师带来了

不小的压力。 
因地域文化差异，诸多以方言为内核的文化因素会强化学生的乡土观念，加重他们对于方言母语的

感情，因而对其他语言产生抵触心理。 

3. 广东大学生课外使用普通话情况分析 

笔者向省内 10 余所高校学生共发放问卷 200 份，回收问卷 187 份，其中有效问卷 170 份，有效率达

90.90%，这表明本次调查符合实证调查要求。在整理和分析问卷中发现问题如下。 

3.1. 大学生使用普通话主要受到场合的影响 

学生主要是在课堂内学习、讲座等公开场合使用普通话，而在其他场合很少使用。调查的结果显示，

在课堂上经常使用普通话的学生达到调查人数的 96.5%，而在课堂之外的其他场合，如饭堂、寝室等场

所不使用或者偶尔使用普通话的学生高达 69.5%，经常或者一直坚持使用普通话的学生只占 30.5%，二者

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tatistics of the frequency of Mandarin used by college students 
表 1. 大学生使用普通话的频率统计 

 项目 占比 

第一种 在课堂上经常使用普通话的。 96.5% 

第二种 在课堂之外场所不使用或偶尔使用的。 69.5% 

第三种 经常或者一直坚持使用普通话的。 30.5% 

3.2. 学生多数认为周围的普通话氛围不佳 

调查时发现，96.5%的学生认为普通话的氛围对于提高自身水平起着重要影响。在调查学生对周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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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环境是否满意时，47.8%的学生认为不太满意，35.6%的学生认为一般，10.1%的学生认为较为满

意，只有 6.5%的学生认为满意。绝大多数学生表示，在普通话学习过程中存在着难以持之以恒的问题，

只是在普通话学习的课堂和测试前进行大量练习，在日常的交流中并没有意识到普通话的规范性和要求，

发音极为随意，因此自身的普通话没有实质性的提高，如表 2 所示。 
 

Table 2. Survey of college students’ satisfaction with the surrounding Mandarin environment 
表 2. 大学生对周围普通话环境满意度的调查 

 项目 占比 

第一种 认为不太满意。 47.8% 

第二种 认为一般。 35.6% 

第三种 认为较为满意。 10.1% 

第四种 认为满意。 6.5% 

3.3. 启示与反思 

从问卷的总体情况来看，很多学生表示日常使用普通话会感到别扭和不习惯，某些激进的学生母语

情节十分严重，甚至反对使用普通话，认为说普通话的人比较“做作”。这种方言负迁移让学生对普通

话口语产生了抵触心理，不敢走出自身语言“舒适圈”，降低学生日常使用普通话的频率，将不利于普

通话教学的课后巩固，终究影响普通话的教学效果。 
教学针对性不强、重理论而轻实践、学生机械跟读的传统授课模式的弊端日渐凸显，这种集中授课

的教学模式无法针对性地解决学生普通话学习的难点问题。若要真正解决母语负迁移，提升二语学习者

的语言学习效果，李宇明(1993) [1]、金海玉(2012) [5]等学者建议：在于大量可理解性输入、“意义协商”

的互动、“有意识的”输出，更要把输入、输出与互动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反观传统课堂存在的诸多

问题，无疑导致语言材料的“输入”和“输出”减少，在质和量上都无法得到保障，也缺乏“互动”，

这无疑加剧方言负迁移的影响。 
二语学习需要丰富的输入、输出与互动环节，二语教学应该把输入、输出与互动有机结合。而翻转

课堂能实现有效输入和输出，促进师生的有效互动，从而提升学生的二语能力。因此研究者认为普通话

教学应该改进教学模式，要针对不同地域方言的特点，关注学习者个体差异，实施“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这一新型教学方式起源于美国。早期的实践可以追溯到 2000 年，当时美国迈阿密的三位教

授 Lage 等讲授“经济学导论”课程，为了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要，提高学习兴趣，他们尝试引导学生

在课前自学原本应在课堂中讲授的新知识，而将课后的反思与作业调换到课堂中，并由老师指导，学生

之间协作完成。翻转课堂也叫反转教室、翻转教学或倒转教学。这是对传统课堂模式从教学步骤，学习

主体和教师角色上的一种颠覆。 
笔者通过走访发现，广东地区高校的普通话教师主要采用传统授课模式，除了播音主持艺术等特殊

专业采用小班、小组教学外，几乎所有专业采用集体大课模式，仅有五成左右的教师在普通话教学中实

施翻转课堂。 

4. 普通话翻转教学设计与研究设计 

4.1. 普通话翻转教学设计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控制实验的量化研究，希望通过实施翻转课堂，了解其在消除普通话学习中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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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负迁移的成效，了解学生的普通话水平是否因翻转课堂提升。研究主要以前后两次测试印证课程对消

除普通话学习中的方言负迁移的影响，由于普通话水平与方言负迁移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故此可以检视

翻转课堂消除负迁移的成效；最后通过问卷调查学生对于翻转教学的观感。 
翻转教学作为本研究中的自变项，在实验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必须保证普通话的翻转教学设计

合理、科学。普通话翻转教学设计包含“可理解性输入”(Krashen, 1982)、“意义协商”的互动(Long, 1985)、
“有意识的”输出(Swain, 1985a; Swain, 1995b)三个元素，同时借鉴了李宇明(1993)、金海玉(2012)提出的

语言学习一般模式，形成了普通话翻转教学设计的总体思路。 
翻转教学分为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所使用的教学平台为超星学习通以及微信课程群。其中

课前主要任务是语言输入(分层输入)，学生须完成课前教学视频的学习(包含了语音理论知识、文本、音

视频语言材料)；同时学生还须完成课前录音，分层输入体现为练习任务因方言负迁移的轻重程度而不同，

负迁移突出的进行字词录音，而负迁移较小的进行句段、绕口令的录音。课中主要是教师组织并指导学

生练习、小组协作正音、在不断练习和反馈中达到内化吸收。课后主要任务是语言输出(分层输出)，学生

须完成与本节课相关的故事编讲、朗诵、口头评论等音视频作业，分层输出体现为学生可根据自身情况

和兴趣完成不同类型的课后任务。互动则贯穿了课中和课后，体现在教师的指导、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等。 

4.2. 普通话翻转教学的研究设计 

4.2.1. 研究问题 
翻转课堂对消除普通话学习中的方言负迁移的成效如何？ 

4.2.2. 研究方法阐述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控制实验的量化研究，希望通过实施翻转课堂，了解其在消除普通话学习中的方

言负迁移的成效，量化研究部分主要以前后测试印证课程对消除普通话学习中的方言负迁移的影响(了解

学生的普通话水平有否因翻转课堂提升，因为普通话水平与方言负迁移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故此可以检

视翻转课堂消除负迁移的成效)；同时开展控制实验，从而通过量化分析，对比翻转课堂后测与传统教学

后测的成绩，检视普通话翻转课堂是否更加有利于消除方言负迁移；再配合课程前问卷调查学习者的方

言背景，以及课程后问卷了解学生对普通话翻转课堂的观感与反馈，翻转课堂是否有效解决了学生普通

话学习中的方言负迁移问题。 

4.2.3. 研究对象 
本次的实验对象为广东白云学院 22 级影视表演专业两个班共计 60 名学生，研究者会随机确定实验

班级与对照班级，每班 30 人，以减少实验过程中的人为干扰因素。本研究实验组学生用的纸本教材均一

样，以翻转课堂进行教学，控制组则以常规的方法教授普通话，纸本教材与实验组一致。本次研究的周

期为 16 周，两个班级的学时均为 64，每周 4 学时。 

4.2.4. 实验中的教学设计 
笔者以声母发音中的平翘舌音正音教学为例，介绍实验中的翻转教学设计。 
第一，发布课前任务。 
任务一：视频学习。学生观看章节视频(平翘舌音的发音原理、动态演示、错误类型及矫正)，并完成

章节测试题，教师依据后台监控，及时督促未完成的学生学习视频。同时记录学生测试过程中错误率较

高的知识点，便于课中答疑。 
任务二：课前讨论。设置话题讨论区，学生展开讨论。结合翘舌音发音错误类型解析视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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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存在翘舌音发音不规范？如何解决此类问题？ 
任务三：音频作业，内容为绕口令挑战。绕口令分为基础版和进阶版，学生必须完成基础版绕口令

的视频录制，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继续完成进阶版的视频录制。教师依据后台监控数据，及时督促未完

成的学生完成课前任务，同时根据视频作业情况，记录每一位学生的优缺点，对每一份作业进行反馈，

结合前测情况将学生分层：平翘舌方言负迁移严重、较重、轻微或无问题三个层次，分别用 C、B、A 标

注。 
第二，课中教学。 
1) 答疑环节。教师针对学生课前视频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答。若无学生提问，教师则对大

部分学生课前测试易错知识点进行梳理与解析。 
2) 优秀课前作业展示。然后进行课堂分层练习，练习内容：节选教材、教师指定素材。教师巡回针

指导，必要时进行示范。方言负迁移严重学生(C 级)练习单字、词组；方言负迁移较重学生(B 级)练习基

础绕口令；方言负迁移轻微或无问题(A 级)学生练习高阶绕口令及文章朗读。 
3) 你读我听环节。① 学习通将 36 名学生分成 6 组，确保 ABC 三个层级的人数均衡分布(每组 6 人

围坐)。② 组内学生轮流进行之前练习的内容展示 1 分钟，其他学生记录发音人平翘舌发音存在的问题，

教师巡视，必要时按需参与小组活动。③ 组内针对每个学生的发音交流、讨论听辨的结果，必要时，可

反复进行“发音–听辨记录–听辨结果交流”活动。教师巡视，按需参与小组活动。④ 教师组织学生组

间交流听辨结果和感受，必要时，可邀请典型发音人朗读展示。 
4) 小组互助正音环节。① 针对刚刚内部组员出现的平翘舌发音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正音(主要由

A 级学生协助 B、C 级学生)，正音材料为课堂分层练习内容。教师巡视，必要时按需参与小组互助正音。

② 教师组织全班学生检查正音效果(发音情况和现场正音效果，作为评价协作小组学习质量的一项内容)：
邀请 2~3 位典型发音人朗读难点音节，其他学生听辨。③ 随机邀请其他学生说说发音人是否存在发音问

题，若有，是哪种类型的发音问题，并用针对性的辨正方法，帮助发音人进行正音。教师示范正音。 
5) 组织学生聊聊发现。以协作学习小组为单位，组员分享本次平翘舌音正音的学习收获和感受。 
第三，课后的“第二课堂”。 
笔者通过定期开展“趣味绕口令比拼”、“演讲比赛”、“朗诵角”等活动，一方面是学生进行语

言输出，另一方面通过这些活动巩固了教学成效，增强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5. 实验结果与启示 

5.1. 实验结果 

笔者于 2023 年春季学期开展研究，随机将两个班分为对照班和实验班，在实验班开展翻转教学，对

照班采用传统教学，通过前后两次普通话测试，其中对照班的前测班级平均分为 84.37，后测班级平均分

为 85.26；而实验班的前测班级平均分为 86.02，后测班级平均分为 93.86，表明翻转教学在消除方言负迁

移方面具有显著成效，同时经问卷调查发现，超过 8 成的学生对于翻转课堂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翻转

教学帮助他们减轻了地域方言对普通话学习带来的影响，解决了普通话学习的难点问题，也增强了自身

的学习兴趣，提升了普通话水平。 

5.2. 消除方言负迁移的策略 

翻转课堂对于消除大学生的方言负迁移具有显著成效，为普通话的个性化教学提供了全新视角，其

他方言区的教师可批判性地借鉴。 
普通话翻转课堂对于教师和学生都是一次极大的挑战，例如对教师的课件制作能力以及如何科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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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教学设计都提出了一定要求，而学生的课前与课后任务的完成则需要学生提高学习的自主性。 
笔者认为普通话教学运用翻转课堂的优势明显，翻转课堂能将一部分学习任务转移到课外，增加了

普通话课堂的实际时间，更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对普通话教学的翻转，能针对不同方言区学生的负迁

移，亦或是同一方言区学生的不同类型的负迁移问题，增加了普通话习得的语言材料输入与输出，能有

效减轻和消除方言带来的负迁移。对于翻转课堂的普通话教学设计有如下几点建议。 
1) 课前要做好学习者背景调查，例如学生来自哪个方言区、日常主要使用何种方言、普通话学习遇

到何种困难等等，归纳方言负迁移问题的类型，以便实施针对性的教学。 
2) 教学内容(微视频等)应考虑学习者的个性诉求还有实践的指导性，学生可以随时观看和复习这些

知识。 
3) 课中弱化教师角色，增强学生的主体地位。主要引导学生进行各种研讨、反思活动，加强个性化

练习指导，为学生创设普通话学习的各种情境。 
4) 注重课后的学习活动。普通话教学不仅指单一的集中授课，还包括一切以提高口语水平、自如应

用标准普通话为目的的课外活动和其他教学活动形式。教师要打破时空限制，普通话教学不应局限于课

堂内，重视普通话教学的课后延伸。例如开展普通话“第二课堂”活动，或者鼓励学生配音秀等软件，

增加学生普通话练习时间，巩固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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