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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原  则  

我们的国家马来西亚决心致力：达致全体人民更

紧密的团结；维护民主生活方式；创造一个公平

社会，以公平分享国家的财富；确保国内各种不

同而丰富的文化传统获得宽大的对待；建立一个

基于现代科学和工艺的进步社会。 

因此，我们——马来西亚的人民，誓言同心协力

遵照以下原则来达致上述目标： 

信奉上苍 

忠于君国 

维护宪法 

尊崇法治 

培养德行 

 

 

国 家 教 育 哲 理 

在马来西亚，教育是一项持续性的事业，它致力

于全面及综合地发展个人之潜质。在信奉及遵从

上苍的基础上，塑造一个在智力、情感、心理与

生理方面都能平衡与和谐的人。其目标在于造就

具有丰富的学识、积极的态度、崇高的品德、责

任感，并有能力达致个人幸福的大马公民，从而

为家庭、社会与国家的和谐与繁荣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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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国民小学华语是配合教育部推出《教育发展大蓝图》，在国

民小学所提供的附加语文科目。由于国小的媒介语是马来语，华

语在国小是属于第二语文教学。语言是人与人交往和交流时最有

效的交际工具。语言能力的培养，是第二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

换句话说，国民小学华语作为第二语文教学为落实方案，其目的

主要是培养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运用华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并为他

们进一步学习华语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马来语的语言环境中成长和学习的国小生，基本上很少接

触华语。因此，华语课程内容要尽可能联系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社

会生活，内容反映我国的客观情况，以使教学更具针对性和趣味

性，并且让学生能够学以致用。 

本课程标准的内容包括总目标、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总目

标指出学生在修完国民小学华语课程后所应达到的指标；课程目

标对总目标做进一步的说明；课程内容列出华语课程的“内容标

准”和“学习标准”，概括地划定语文教材和语文基础知识的内

容范畴。 

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根据学生的个别潜能和差异、学校

的设备与环境的需求，适当地选用教材和设计教学活动，为学生

打下坚实的语文基础。与此同时，教师也需积极开发学生的智力，

陶冶其品德，并使学生掌握信息通讯技术等其他实用技能，以达

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此外，语文课外活动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语文

课堂教学相辅相成。有效地进行课外活动，对加强语文学习和达

致教学目标起着积极的作用。 

 

国民小学华语也着重加强学生对我国各族人民的文化和价

值观的认识，以提升学生的道德观念，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和团

结友爱的精神，致力于塑造在智力、情感、心理和生理都能平衡

与和谐的人，体现《国家教育哲理》的精神。有鉴于此，“小学

标准课程”把教育的各个主要层面归纳为互补互利的六个领域。

那就是：（一）交际，（二）精神、态度和道德价值，（三）人

文，（四）科学与工艺，（五）体育与美育，和（六）自我完善

等六大领域，如下图所示： 

 

 

 

 

 

 

 

 

 

 

 

 

 

 

 

  

交   际 

综合运用语文技能，进

行口头和书面的交际。 科学与工艺 

 掌握科学知识与技能，培

养科学的态度。 

 掌握数学知识与技能。  

 掌握工艺知识与技能。  

 

精神、态度和道德价值 

体会宗教、信仰、态度和

道德价值并加以实践。  

人   文 

 掌握有关社区、国家和

全球的社会与环境知

识并加以实践。  

 体会爱国及团结友爱

的精神。 

体育与美育 

 发展体育与卫生，达致个

人和谐。 

 培养想象力、创造力和鉴

赏力，发展个人潜能。 自我完善 

 通过课内与课外的

活动，培养领导能

力，发展个性。  

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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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标 

国民小学华语课程的总目标在于使学生充分掌握听、说、读、

写的技能，进而正确地应用规范的华语来学习、表情达意、与人

沟通；同时借着语文的教学，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培养爱国情

操，促进文化交流，以达致全民团结。 

 

课程目标 

修完国民小学华语课程后，学生应能： 

1．掌握语音的基本知识，以正确规范的华语，适当的语气和语

调说话和朗读。 

2．专注、耐心地听话，以获取信息，针对课题发问，流畅地叙

事说理。 

3．以口头和书面方式互相介绍、表达感受，应用适当的语言和

社交礼仪与人沟通，建立和维持良好的关系。 

4．掌握各种阅读技巧，通过各种媒体获取信息。 

5．阅读与理解各类教材，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6．掌握书写的技能，以正确的笔画和笔顺写字，进而书写短文。 

7．应用各种媒体，有效地使用各类卡和应用文，与人互通信息。 

8．以口头和书面方式说明爱国的意义，以提升爱国精神和培养

国民意识。 

 

课程概要 

《国民小学华语课程标准》的“总目标”指出学生在修完国

民小学华语课程后所应达到的指标；“课程目标”对“总目标”

作进一步的说明；“课程实施”则包括“课堂教学”、“教材范围”、

“教学评估”和“教学设备”等四个部分，其中具体地提出本课

程标准的基本理念和实施方向，并扼要地提出实施的方法。 

“课程内容”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依据，其中包括“内容

标准”与“学习标准”。“内容标准”以“课程目标”为根据，总

括性地列出从国民小学华语的教学内容。“学习标准”则较详细

地、具体地说明一年级到六年级学生应掌握的语文技能、趣味语

文与语文基础知识的标准。“学习标准”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

达到的指标，也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指南。教学活动的设计和

进行，须以“学习标准”为依据。因此，教师应当深入了解“内

容标准”和“学习标准”的内容和要求，才能有效的策划和进行

教学。 

“课程内容”以掌握语文技能为基础，同时也结合趣味语文

活动，通过适当的教材来达致“课程目标”。语文技能的教学包

括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只有充分地给学生进行听说、阅读

和书写的语文技能训练，并通过语文基础知识的教学，让学生掌

握华语的内在规律，才能提升语文应用在人际关系、信息处理等

方面的能力，以达致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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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实施 

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应该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教师则是整个学习过程

的组织者和促进者。教师须配合学生不同的学习方式，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创造性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因材施教，循

序渐进，重视语文应用能力和语感的培养，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

的整体提高、积累。教师应根据学生的个别潜能和差异，学校的

设备与环境的需求，适当地选用教材和设计教学活动，指导学生

打下坚实的语文基础。 

教学活动要密切联系社会生活，注意开发现实生活中的语文

教学资源，加强课内外的沟通。教师可以利用广播、电视、网络

等媒体，还可以组织各种文学团体，增加语文实践的机会，让语

文学习能够学以致用。 

在培养语文能力的同时，要重视学生个性的形成。教师要重

视师生的语言交际和心灵沟通，善于引导学生开发智力、提高思

想认识、道德修养、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同时注意发展学生的

多元智能和思维能力，尤其要重视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课堂教学须注意以下各点： 

一、听说教学 

听说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能听准字音和理解字义，听懂各类

说话的内容，抓住中心和要点，养成专注、耐心听话的习惯；说

话时做到口齿清楚、语调适当、态度自然有礼，并能准确地叙事

说理、表情达意。 

二、阅读教学 

阅读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能掌握基本语音知识，正确地进行

朗读，并能够应用默读、熟读等各种阅读方法以理解教材，并且

懂得使用工具书及其他媒体以帮助理解。学生更以此认识世界、

发展思维、获得审美的体验，并培养获取信息的能力。 

阅读教学的内容包括识字、理解篇章及朗读等项目。 

识 字 

识字是阅读的基础，也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点，必须力求到

位。教师应不厌其烦地指导学生辨识字形相似、读音相近或其他

容易出现混淆的字。 

识字容易写字难，识字教学，应该多识字，少写字，不可要

求识写同步，以免拖慢识字的速度，更不能把写字当作识字教学

的活动。 

识字教学要注意每个字的形、音、义三方面的联系，然而每

一个汉字都有各自的特点，教师不可能只用一个方法来进行教学，

而必须做各种尝试和探索，设计多样化的教学活动来指导学生识

字。 

阅 读 

阅读教学重视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习惯，材料的题材和体

裁必须多样化，才能够提高学生的兴趣，开阔学生的视野，从不

同的角度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养分。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必须使学

生明白内容概要，然后才探求文章的形式；先求理解，而后求记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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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教学是阅读教学的起点，也是阅读教学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因此，词语教学不能脱离文本单独进行。在进行词语教学时，

教师要从课文中挑出生词，结合上下文，以课文的语境，指导学

生了解有关的词语的意思和用法，协助学生积累语言材料。 

朗读是阅读教学中的重要环节。反复朗读，能让学生更深入

的了解教材内容，掌握其中意境，更有助于语感的发展。朗读教

学要求学生读得正确、流利，而有感情，要求教师能够进行良好

的范读。汉语拼音教学是实现正确朗读的重要手段，小学生只要

学会认读音节，并能够读准字音就好了，不需要知道“声母”、

“韵母”等名词术语，不要有繁琐的知识要求。 

三、书写教学 

第一学段的书写活动主要是写字，第二学段则主要在于写话

和各类文体的写作。写作能力的培养必须循序渐进，因材施教，

写作教学应从写话、写段到写作逐步为学生打好基础，同时强调

情感和态度方面的因素，把重点放在培养写作的兴趣和自信，让

孩子愿意写作、热爱写作。 

写 字 

写字教学要求习写的字以“习写字表”为根据。 

写字教学要求学生会使用田字格练习写字；执笔方法、坐姿

正确；掌握基本笔画、常用偏旁部首、简单结构的字的写法；按

照笔顺规则书写；要求字写得正确、端正、整洁。 

汉字是由不同的笔画交错构成的。写字的时候，由落笔到提

笔，叫做“一笔”或“一画”。构成字形的各种形状的点和线就

是笔画。汉字书写的基本笔画是横、竖、撇、捺、点、提、钩、

折等八种。这些基本笔画的名称和写法，最好在识字写字前先进

行教学。此外还要注意笔顺，一个字先应写哪一笔，后写哪一笔，

都有一定的规律，这就是笔顺。 

分析笔画和教学笔顺之后，还要进行书空练习。书空的作用，

除了帮助学生识字，熟悉字的笔画、笔顺外，还可以培养学生自

觉的写字习惯。因此，学生在书空的时候，念完了笔画之后，一

定要读出字音和了解字义，千万不能只是机械式地用手画画，随

口唱唱而已。 

写字教学应注重写字基本功的培养，由简至繁，由独体字到

合体字。由于汉字形体特殊，所以教师必须分配足够的时间来进

行写字教学，让学生会写了才布臵习字作业。学生习字，每一画

的落笔、提笔，每个字的间架结构都要有所要求，但是不可以写

太多，每天写两三个字，每字写 2 至 3 次为宜。 

写 话 

写话是写作的基础，主要在三、四年级进行，其重点是要学

生写自己想说的话，并对写话有兴趣。 

语文学习是循序渐进的，写话是写作训练的初始阶段，不必

强调种种规矩，应让孩子放胆去写，因此，在低年级不必过于强

调书面语的表达，应鼓励学生把心中所想、口中要说的话用文字

写下来，让学生处于一种放松的心态“我手写我口”。 

“写话”是“写学生想说的话”，因此说和写的训练是同步

进行的。说话容易写话难，说话的量可以多一些，要求高一些；

写话的量可以少一些，要求低一些。“写好一句话”是写话的基

本要求。要写好一句话，学生必须在识字、写字方面先有一定的

基础，因此，要开始进行写话教学，一定要先充分考虑学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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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起点，不能操之过急。 

写 作 

写作教学是写话教学的延续和提高，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写作

各种体裁文章的基本能力。写作教学须注重养成学生从阅读和生

活中积累语言素材的能力和习惯，同时兼顾思维的开发，指导学

生搜集、筛选、组织写作材料，掌握基本的写作知识。 

写作教学应训练学生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心的能力，强调

学生在作文中说真话，抒真情。教师应珍视个人的独特感受，要

求学生根据个人特长和兴趣自主写作，多想多写，做到有感而发，

有个性、有创意地表达。 

四、趣味语文 

趣味语文的教学的材料要合乎学生的生活经验，并富有教育

意义。教师在教学时要寓教育于游戏，教师在教学时要寓教育于

游戏，不要板起脸孔说教，更不要采用庸俗的手法，一味搞笑，

流于低级趣味，并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参与活动，合力完成学

习，以培养团结合作的精神。 

五、语文基础知识 

语文基础知识的教学，其目的是使学生能有系统地学习华语。

借着语文基础知识的学习，学生能掌握华语的内在规律，提升语

文能力。因此，语文知识的学习是融入语文技能的教学之中，在

解读文本的时候，视情况的需要将语文知识随文带出。语文基础

知识包括汉字的基本知识、语音、字词、熟语、标点符号和词汇。 

 

 

语文教材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人们在学习第二语文的过程中，必然会

遇到大量不熟悉或难以理解的文化现象。教材的编写除必须侧重

语言的实际运用外，还要有计划地纳入所学第二语文的必要文化

背景知识，以避免在日后交际时，造成因文化障碍所导致的交际

失误。 

由于国小缺乏学习华语的语言环境，若只孤立地教给学生字、

词或句子，而不安排适当的语言应用场合和情境，他们所学的语

文知识就不能转化为实际的语言交际能力。要使学生能够真正地

学好华语，就必须通过一定的语言环境，让学生学了华语后能有

实际的用处。因此，教材的编写，要尽量创设接近自然的语境，

使学生能够把所学的，正确且灵活地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 

因此，国民小学华语课程的教材范围内容，必须以课程标准

为依据，涵盖各个方面的知识，包括人文、科普、自然环境和时

事等，尽可能反映学生的生活和社会生活。所选教材除了要“文

质兼美”，注重实用性和趣味性，更应该注重语言的规范，从而

养成学生正确使用规范语言的习惯。 

语文教学也须顾及当今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因此，华

语教材应融入思维技能、信息通讯技术、学习技能、未来研究技

能和多元智能等实用技能，为学生日后踏足社会作好准备。 

此外，教材也应该强调道德观念，国民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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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口语交际 

内容标准 一年级学习标准 二年级学习标准 备注 

1.1 聆听后正确地辨别读音；听

懂指示与要求，能抓住重点，

做出适当的反应。 

1.1.1 聆听后，正确地辨别字词的

读音。 

1.1.3 聆听后，正确地辨别词语的

读音。 

 

1.1.2 聆听和理解单项指示与要

求后，能抓住重点，做出适

当的反应。 

1.1.4 聆听和理解两项指示与要

求后，能抓住重点，做出适

当的反应。 

 

1.2 听读和理解字词、句子、段

落、短文和各类故事，并能

针对问题，及时给予正确的

答案。 

1.2.1 听读和理解字词，并能针对

问题，给予正确答案。 

1.2.4 听读和理解句子，并能针对

问题，给予正确答案。 

 

1.2.2 听读和理解有关我国各族

节日的故事，抓住文章的要

点。 

1.2.5 听读和理解有关我国各族

节日的故事，抓住文章的要

点。 

 

1.2.3 听读和理解对话，抓住文章

的要点。 

1.2.6 听读和理解生活故事，抓住

文章的要点。 

 

1.3 与人交谈或讨论时，能认真

地倾听，并根据不同的情况

使用婉转有礼、措词得体的

语言说话和发表意见。 

1.3.1 在日常交谈中，向他人请

安、问候、道谢、道歉、告

别，做到感情真挚， 态度

有礼。 

1.3.3 在日常交谈中，向他人借

光、请教、做出请求，做到

感情真挚，态度有礼。 

 

1.3.2 以适当的语言和态度自我

介绍，并介绍家庭成员。 

1.3.4 以适当的语言和态度介绍

近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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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一年级学习标准 二年级学习标准 备注 

1.4 针对生活中的人与事物讲述

或说明，做到语言流畅、态

度自然有礼。 

1.4.1 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 1.4.3 针对自己与家人的感情，简

单地表达自己的感受。 

 

 1.4.4 根据连环画讲述图意，能简

单交代时间、地点、人物和

情节，做到语言流畅、态度

自然有礼。 

 

1.4.2 说明实物的外形或特征，做

到描述准确。 

1.4.5 说明实物的功用，做到描述

准确，语言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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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阅读 

内容标准 一年级学习标准 二年级学习标准 备注 

2.1 认识汉字，做到认清字形，

读准字音，理解字义，并能

应用的汉字构成词语。 

2.1.1 认识所规定的汉字，做到认

清字形，读准字音，理解字

义。 

2.1.5 认识所规定的汉字，做到认

清字形，读准字音，理解字

义。 

 

2.1.2 认识汉字的笔画和部件名

称。 

2.1.6 认识汉字的笔画和部件名

称。 

 

2.1.3 掌握汉字的基本笔顺规则。 2.1.7 掌握汉字的基本笔顺规则。  

2.1.4 应用所规定的汉字构成词

语。 

2.1.8 应用所规定的汉字构成词

语。 

 

2.2 掌握汉语拼音，读准音节。 2.2.1 正确认读音节，主要注意带

有单韵母的音节和声调。 

2.2.2 正确认读音节，主要注意送

气和不送气的音节。  

 

2.3 理解词语的意思，并正确应

用有关词语。 

2.3.1 理解量词和反义词，并正确

应用。 

2.3.3 理解量词、同义词和反义

词，并正确应用。 

 

2.3.2 理解多音多义字，正确辩读

并应用。 

2.3.4 理解多音多义字，正确辩读

并应用。 

 

2.4 朗读教材，能根据标点符号

的作用，领会语句的意思，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 

2.4.1 朗读各类型句子，根据标点

符号的作用，领会语句的意

思，正确、流利和有感情地

朗读。 

2.4.2 朗读各类型句子，根据标点

符号的作用，领会语句的意

思，正确、流利和有感情地

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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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一年级学习标准 二年级学习标准 备注 

2.5 阅读与理解句子和各类体裁

的短文。 

2.5.1 阅读与理解各类型句子。 2.5.3 阅读与理解各类型句子。  

2.5.2 阅读与理解各类体裁的短

文，主要注意对话的阅读。 

2.5.4 阅读与理解各类故事，主要

注意生活故事。 

 

 2.5.5 阅读与理解各类体裁的短

文，主要注意记叙文的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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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书写 

内容标准 一年级学习标准 二年级学习标准 备注 

3.1 以 铅 笔 在 田 字 格 上 书 写 字

词，学会正确的笔画和笔顺，

做到端正、美观和有一定的

速度。 

3.1.1 以铅笔在田字格上书写基

本笔画，做到坐姿、执笔和

笔画正确。 

3.1.3 以铅笔在田字格上书写正

楷，做到笔画和笔顺正确，

字的间架结构匀称，字体端

正。 

 

3.1.2 以铅笔在田字格上书写正

楷，做到笔画和笔顺正确，

字的间架结构匀称，字体端

正。 

3.1.4 以铅笔在大方格上书写正

楷，做到正确、端正和整洁。 

 

3.3 写话，能初步书面表达自己

想说的话，并正确使用标点

符号。 

3.3.1 书写短句，写自己想说的

话，并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3.3.2 书写短句，写自己想说的

话，并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3.6 设计各类卡，能根据情况和

活动的需要，正确应用祝颂

语。 

3.6.1 设计生日卡和教师节卡，能

根据情况和活动的需要，正

确应用祝颂语。 

3.6.2 设计感谢卡、母亲节和父亲

节卡，能根据情况和活动的

需要，正确应用祝颂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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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趣味语文 

内容标准 一年级学习标准 二年级学习标准 备注 

4.1 进行各类语文游戏。以有趣

的形式，扩展词汇，操练语

音，加强基本功的掌握。 

4.1.1 猜哑谜，能观察动作并正确

地说出谜底。 

4.1.2 猜谜语，能理解谜面，并说

出正确的谜底。 

 

4.2 诵读教材，做到语音正确，

语调恰当，表现生动自然而

有感情。 

4.2.1 演绎儿歌，做到语音正确，

语调恰当，表现生动而有感

情。 

4.2.2 演绎儿歌，做到语音正确，

语调恰当，表现生动自然而

有感情。 

 

4.3 演绎儿童歌曲，做到语音正

确，咬字清晰，表现生动自

然有感情。 

4.3.1 演绎儿童歌曲，做到语音正

确，咬字清晰，表现生动自

然有感情。 

4.3.2 演绎儿童歌曲，做到语音正

确，咬字清晰，表现生动自

然有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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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画 一年级生字表 字数 

1 一 1 

2 二十七八人几九了又 9 

3 三下大上小口个么门子也女 12 

4 开天五不友牙少日中水见午手气长什今六心尺

队以书 

23 

5 去本可只叫四生们白他用包头写出边对 17 

6 老扫地耳过再在有师早同吃吗岁回年先华后会

朵名多色衣问羊关兴字安那好妈红 

35 

7 进走把花来时里男听我体低你住身坐条饭这弟

汪没 

22 

8 玩青拍枝到齿果明和的爸朋服鱼狗放河学话妹

姐 

21 

9 草要面咩是星看种很美前洁洗室穿说给 17 

10 起都桥校哥桌哭笔笑拿爱高站家请读 16 

11 球排教黄菜眼晚唱做得脚脸猜着清蛋 16 

12 期椅最跌喝黑短就谢 9 

13 蓝睛新 3 

14 歌鼻 2 

16 糕 1 

 总数 204 

 

笔画 一年级习写字表 字数 

1 一 1 

2 二十七八人几九了又 9 

3 三大下上小口个门子也 10 

4 开天五不友牙日中水见午手今六书 15 

5 去四生们白他包头 8 

6 老耳再在有师早同回衣安 11 

7 走花来我你这 6 

8 玩青到果朋鱼 6 

9 要是看很说 5 

10 起哥笑爱家 5 

11 晚唱脸 3 

12 喝 1 

 总数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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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画 二年级生字表 字数 

2 儿 1 

3 干山 2 

4 木太车牛毛片父分公月丹为双 13 

5 打功节东叶瓜乐外鸟礼记奶发母 14 

6 动圾场西光虫因休伤爷灯汗忙讲阳收如欢级 19 

7 运找抄护块声园呀吵吧告每伯位系间汽快完诉

改张鸡纸 

24 

8 表抹抱垃拉板事厕虎易呢物爬所采兔饱净刷 19 

9 帮持拾指树耍昨哈咬香保食狮饼亮亲音养浇活

举觉客语孩勇点 

27 

10 班赶捉热真原鸭啊圆铅借倒息留座病凉流容课

谁谅能难 

24 

11 堂常蛇甜您假象猫粒剪婆情敢 13 

12 喜植棵喊跑答猴痛童渴游窗 12 

13 摇想睡跳路跟矮鼠数 9 

14 貌慢 2 

15 鞋蕉踢颜 4 

16 整糖澡 3 

17 擦 1 

 总数 187 

 

笔画 二年级习写字表 字数 

2 儿 1 

3 干   1 

4 木太车牛毛片父分公月为双 12 

5 功东瓜乐外鸟礼记发母 10 

6 动虫爷汗忙阳欢 7 

7 找园伯位每间快   7 

8 表抹物采兔净刷   7 

9 帮指树昨亲养活  7 

10 班赶热真圆借病凉课谁能 11 

11 常您粒婆敢  5 

12 喜棵跑答痛 5 

13 想跳跟数 4 

14 慢 1 

15 鞋踢 2 

16 整糖澡 3 

 总数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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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教学 

语音教学的目的在于使学生能说一口标准的华语，正确、流

利、有感情地进行朗读。 

音节的认读是语音教学的基础，通过认读音节，学生能自己

掌握和读准字音，教师因而可以把重点放在字形的分析和字义的

讲解上，使学生能正确地认清字形，了解字义，并有更多的时间

练习写字，掌握汉字的基本笔画、偏旁部首、间架结构和笔顺。

这样，学生对汉字不仅识得快，而且记得牢，有利于提高识字教

学质量。 

进行语音教学时，教师应以实际应用为原则，配合教材，指

导学生打好语音基础，同时借助多媒体和录音器材等设备，应用

歌唱、游戏等不同的教学活动进行教学，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教学效率。在学生掌握了认读音节的能力后，教师应指导学

生应用字典，培养自学能力。 

教师应该明确认识语音教学的目的，不要把重点放在音节的

拼写和名词术语的介绍上，而应该以“直呼法”指导学生直接认

读音节。教师应有能力给予良好的示范，着重学生的口头训练，

配合说话和朗读教学反复进行练习，让学生能够说一口标准的华

语，并养成在日常生活中讲标准华语的习惯。 

第一学年语音教材共有 11 课，内容主要是音节的认读。 

教材范围如下： 

 

第一课 : a、o、e 

   

第二课 : yi、wu、yu 

   

第三课 :   ba、bo、bi、bu、pa、po、pi、pu 

   

第四课 :   ma、mo、me、mi、mu、fa、fo、fu 

   

第五课 : da、de、di、du、ta、te、ti、tu 

   

第六课 : na、ne、ni、nu、nü、la、le、li、lu、lü 

   

第七课 : ga、ge、gu、ka、ke、ku、ha、he、hu 

   

第八课 : ji、qi、xi、ju、qu、xu 

   

第九课 : za、ze、zi、zu、ca、ce、ci、cu、sa、se、si、

su 
   

第十课 : zha、zhe、zhi、zhu、cha、che、chi、chu、sha、

she、shi、shu、re、ri、ru 
   

第十一课 : ya、ye、wa、wo、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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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年语音教材共分 9 课，内容主要是音节的认读。 

教材范围如下： 

第一课 : ai、bai、pai、mai、dai、tai、nai、lai、gai、

kai、hai、zai、cai、sai、chai、shai、zhai 
   

第二课 : ei、bei、pei、mei、fei、dei、nei、lei、gei、kei、

hei、zei、zhei、shei、wei 
   

第三课 :   ao、bao、pao、mao、dao、tao、nao、lao、

gao、kao、hao、rao、zao、cao、sao、zhao、

chao、shao 
   

第四课 :   ou、pou、mou、fou、dou、tou、nou、lou、

gou、kou、hou、rou、zou、cou、sou、zhou、

chou、shou 
   

第五课 : lia、jia、qia、xia、bie、pie、mie、die、tie、

nie、lie、jie、qie、xie 
   

第六课 : gua、kua、hua、zhua、chua、shua、duo、

tuo、nuo、luo、guo、kuo、huo、ruo、zuo、

cuo、suo、zhuo、chuo、shuo 
   

第七课 : yao、biao、piao、miao、diao、tiao、niao、

liao、jiao、qiao、xiao、you、miu、diu、niu、

liu、jiu、qiu、xiu 
   

 

 

 

 

第八课 : wai、guai、kuai、huai、zhuai、chuai、shuai、

dui、tui、gui、kui、hui、zui、cui、sui、zhui、

chui、shui、rui 
   

第九课 : nue、lue、jue、que、xue、y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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