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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杭州全球旗袍日”还开展了海内外

的线上活动。海外线上活动主要通过与 Tiktok

合作，向美国、澳洲、欧洲定向推广杭州全球

旗袍日线下活动主题视频，并发起官方挑战赛

#Dance for Beauty。TikTok#DanceforBeau-

ty 挑战赛总曝光量超过 4706 万次，赢得了 407

万次的互动点赞，吸引了2.2万个视频投稿。国

内也配套进行了线上宣传，在浙江电视台教育

科技频道官方抖音账号“橙意视频”上传了

“2019 杭州全球旗袍日”活动相关宣传视频，

上线了#中国优雅杭州见证#话题，将海外挑战

赛中海外受众的互动视频进行整合剪辑上传至

话题，播放量达到45万。

2019 杭州全球旗袍日活动影响广泛，也获

得了业内的各种肯定。2020年，旅游业深受疫

情影响。“旅游+媒体”的合作，只有做精线下

主题活动，做好全媒体推广维运，提升旅游目

的地的全域认知度，观众和用户才能精准获取

最新最全的信息，放心旅游。

（作者单位：浙江电视台教育科技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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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一个完整又复杂的系统，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普通话的

语音系统主要包括声母、韵母、声

调。声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又

很难掌握的一种相对音节的音高变

化，是汉语音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普通话的声调读不准，会导致普通

话听起来不标准、不地道，甚至让

人觉得你讲的不是普通话。如同老

外学中文，关键点就在声调拿捏与

把控。声调准确了，就会觉得老外

的普通话学得也很标准，反之，听

起来就会很奇怪。因此，声调的准

确性非常重要。声调就是一个字的

字魂。

在日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

时，会发现部分节目主持人在主持

或配音中，调值存在各种问题，主

要表现为以下几种：阴平调高低不

稳定、阳平调带曲势、上声调不到

位、去声调缺乏音高概念，下不来、

弱化等现象。

一、主持人在调值把握中存在的问题

1.阴平调高低不稳

我们知道，在普通话的声调里面，第一声

的调值是最高的，为55调，因此第一声还叫作

高平调。全调时值比上声、阳平略短，比去声

略长①。而实际交流和使用中，很多人都会发成

33调或者44调以及前后高低不同的现象。很难

准确到位，并达到标准的高度。例

如：“鲜花”一词，当被发成 33 调

或者44调的时候，受众根本感受不到花朵的色

彩斑斓和鲜艳欲滴。如果发成 53 调或 43 调，

重音表达在“鲜” 字上，“花”字自然被弱化，

被发成轻声词。而“鲜花”作为独立词组是不

能被发成轻声的。“鲜花”一词如果能把控好调

值的度，准确发音，就会让受众瞬间产生联想，

仿佛看到了争奇斗艳的美丽鲜花，甚至嗅到鲜

花的阵阵芳香，从而也很好地表达了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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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阳平调带曲势

阳平调带曲势，通俗的说法就是“拐弯”

的现象。我们都知道，阳平调为 35 调，是斜

直线的走向，起点偏高并逐渐升到最高，调值

在升高时，要直接上升，否则就成了带有曲势

的上升，造成阳平调拐弯。例如：“长毛”一

词，这两个字都是阳平，如果不是直接上升，

发音一拖沓，就会造成拐弯。听起来很奇怪，

更无从谈标准了。另外，有些主持人为了避免

“拐弯”的出现而发声急促，不同程度地影响

了普通话语感上应有的舒展。

3. 上声调硬拐弯、不到位

上声的标准调值是 214 调，属于降升调，

即先降后升走势。发音时，由半低起调，先降

到最低，然后再升到半高音。全调时值在四个

声调中最长。先由 2 度降到 1 度，再由 1 度升

到4 度。②期间，不要有折起的硬拐弯的感觉。

最重要的一点是，升高的过程是音高逐渐升

高，音量逐减，到最后变为升高的一种趋势，

而不能随音高的升高逐渐加大音量。上声音节

在单念或词句末尾时念原调，其它时候都需要

变调 （今天只讨论原调）。上声是普通话四个

声调中最难学的一个调值。上声存在多种发音

缺陷，一是调头起得太高 （读 314 调）；二是

调尾太高 （读 215 调）；三是调尾太低 （读

212/213 调）；四是整个声调都偏高，几乎无

趋势 （读 324 调）；五是声调中断，曲折生硬

（读 21-4 调）。在非变调的情况下，上声的落

脚点是 4，而不是 3 或者 2，当上声的字位于

双音节词语后面位置的时候，很多主持人都会

发音不到位。例如：“教养”一词的“养”字

是上声，在先降后升的过程中，如果有折起的

硬拐弯的感觉、或达不到 4 度、或莫名地加大

音强，都会导致这个字听起来生硬、或归音不

到位，甚至造成喊字的感觉。

从而给受众以发音不完整、表达词义不到

位以及奇怪难听的感觉。

4. 去声缺乏音高概念，有下不来、弱化

现象

去声的标准调值是51调，是从最高5度降

到最低 1 度。发好去声的关键是起调要高、迅

速下降，要干脆、不拖沓，全调时值在四个声

调中是最短的③。去声的发音缺陷表现在三个

方面：一是缺乏音高，也就是起调偏低，从 3

度或 4 度起调，再用加大音强的方法去发音，

发成 41 调或 31 调；二是去声下不来，起调时

在 5 度，很标准，但是在降落的过程中，达不

到最低点，往往只发到 3 度或者 2 度，发成 53

调或 52 调；三是去声在与其它三个声调组词

时，会受到其它声调的影响，导致发音不到

位。另外，两个字都是去声的双音节词语，由

于受到个人表达习惯的影响，后一个去声字会

发生弱化。例如：“政策”一词的组合为“去

去”，结合双音节词语正确音长的发音规律为

前短后长的这个参照，重音表达点应该在

“策”字上，但是往往会把重心前移，发在

“政”字上，导致“策”字弱化，更不要说调

值的标准了。

二、调值把控与转换的建议对策

普通话四个声调的发音，需要注意调值高

低抑扬的变化要和气息控制结合起来。应做

到，阴平——起音高平莫低昂，气势平均不紧

张；阳平——从中起音向上扬，用气弱起逐渐

强；上声——先降再上升，降时气稳、扬时

强；去声——高起直降向低唱，强起到弱气通

畅。④要做到以上几点，基础练习必不可少。

可以借用手势感知五度标记法的形象化，通过

对单音节同声韵四声发音练习；双音节词语四

声不同组合练习；四字词按阴阳上去的顺序、

倒序、变位和借用古诗进行夸张练习。在练习

时，还要注意发音与气息、声带的有机组合，

通过控制气息、感受声带的松紧等方法来练习

巩固。

1. 手势感知法

（1） 用手势找到具体的位置

笔者自创一种音行合一的方法，能快速找

到调值的准确位置。也就是把“五度标记法”

和人体体位与动作有机结合，并划分为上下五

个部分，头发上面为 5 度、头发顶部——额头

为 4 度、额头——鼻子为 3 度、鼻子——下巴

为 2 度、下巴——脖子锁骨处为 1 度。用右手

的食指 （其它握拳） 在这个区间带手势学习调





TELEVISION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 2020·4…………
…
…

▲

播音主持

值，手势方向遵循 “五度标记法”。例如：阴

平的手势——用右手的食指在自己的头发上从

左到右 （阴平调的指示尖头线方向） 划一条直

线，表示第一声的走势。对于音高 5 度的把

控，本人也有自己独创的方法，那就是将右手

手掌平放在头顶上，手臂伸直，发第一声，感

觉自己被拉高了，很容易找到 55 调的位置。

这个方法适用于第一声音高偏低的朋友。这里

要特别提醒的一点是，决不能用左手，必须用

右手，可以面对镜子把控手势的每一个位置和

走向。

（2） 带着手势练习四声

首先，练习单音节同声韵四声发音。例

如：ba——巴、拔、靶、爸，结合手势，感知

调值的走向与高度。其次，将双音节词语的四

声进行不同组合再练习。例如：阴阴组合——

春天、机关、鲜花；阴阳组合——新闻、森林、

发言；阴上组合——歌曲、发展、公款；阴去

组合——播送、通讯、观众。像这样依次组合，

在练习词语时依然带着手势，将两个字音的手

势划完整，这样更利于找到调值间的把控与转

换。第三，四字词按阴阳上去的顺序、倒序、

变位进行练习，例如：四声顺序排列——阴阳

上去、非常好记、高扬转降、区别起落；四声

倒序排列——逆水行舟、背井离乡、智勇无

双、热火朝天；四声变位排列——光辉灿烂、

气贯长虹、方兴未艾、富贵荣华。结合手势对

每一种组合进行练习，这样就可以熟练掌握四

声调值走向，对打牢调值基础有很重要的作

用。第四，借用古诗进行声调综合练习。例

如：阴平调训练——李白的 《望庐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

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第五，四字词和古

诗的夸张练习，指的是放慢速度并拉长音长，

用慢发音的方式，带着手势把每个字音、字调

发准确。在四字词和古诗的夸张练习中，要注

意的关键点是达到声断气不断的发音状态。

2．结合气息、声带进行巩固练习

训练时应结合用气，体会气息在运动，

“阴平”练习时注意平稳；“阳平”上升时气要

拉住，这时口腔要立起，力度要加强，避免高

音窄、挤；用夸张的“上声”来体会气息下沉

较为明显；“去声”下降时，气要托住，口腔

要有控制、避免衰弱。通过这个练习，可以锻

炼灵活运用四声来正音的技巧。练习的时候，

气息要控制好，应该有强弱、虚实的表现，放

开声一口气很通畅地发出来。

汉语声调高低升降的形成是发音时声带松

紧造成的。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进行声带控

制的感知训练,体会到发四声时，声带的活动

情况无非是收紧和放松。阴平——拉紧声带并

始终保持紧张；阳平——声带呈不松不紧的状

况后,很快地拉紧；上声——放松声带并始终保

持松驰；去声——声带突然拉紧,然后逐渐放

松。⑤

三、结语

在实际的学习和训练当中，声母、韵母的

学习会被更加重视，而声调的学习往往会一带

而过。另外，调值的音高是相对的，不是绝对

的，所以高音 5 度的定音非常重要，定高了，

其它声调也相应升高，反之亦然。声调的升降

变化是滑动的，不是从一个音阶到另一个音阶

那样跳跃式地移动。声调本身并不是特别难

学,关键是在学习每个词的时候,不仅要记住声

母、韵母,还要记住单字声调以及词语之间声

调的正确走势。总之，感受、体会、练习并记

忆是掌握普通话声调的根本办法。

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之父”的赵元任先

生，对于声调和语调的研究有很大的贡献。他

认为，一种声调语言的旋律是由三个因素构成

的，最基本的因素是声调，这些声调在语流中

相互影响，从而来表达说话者的态度或情绪。

由此可见声调在普通话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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