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简介  

 
一、指导思想与课程定位  

汉语方言学课程自 1955 年开设至今已有半个世纪，是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与应用语

言学两个国家重点学科本科高年级的主要基础课之一，1998 年被定为北京大学主干基础课，

2002 年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课程，曾获国家级和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奖。 
汉语方言学课以学习过现代汉语普通话和语言学概论的知识体系的汉语专业学生为对

象，帮助他们掌握汉语方言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汉语方言的概貌，强化用国际音标记音的技

能，学会汉语方言调查的方法，培养他们运用语言学理论知识观察、捕捉、分析、处理语言

现象的能力。 

二、教学内容  

汉语方言学课的教学内容分为四章。 
第一章，绪论。分三节：第一节阐明方言的基本概念，着重辨析以下三组概念：1、语

言和方言，2、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3、方言和共同语。第二节从三个方面分析方言差异的

成因：1、产生语言差异的根本原因，2、语言系统的内部演变和外部接触，3、语言演变的

社会条件。第三节概述汉语方言学史，要点如下：1、古代的汉语方言研究，2、近代西方传

教士和汉学家的汉语方言研究，3、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建立和发展，4、新时期的汉语方言学，

5、汉语方言学的意义和方法。 
第二章，汉语方言的分布。分三节：第一节从三个方面讨论汉语方言分区的方法和原则：

1、事物分类和方言分区，2、汉语方言分区的历史，3、汉语方言的分类和方言区的划界。

第二节从两个方面描述汉语方言的共时分布：1、现代汉语七大方言的地理分布，2、方言岛

和海外汉语方言的分布。第三节分四个阶段勾勒汉语方言的历史：1、史前汉语的多源融合，

2、上古汉语的共同语和方言，3、中古汉语方言格局的形成，4、近代汉语方言的发展演变。 
第三章，汉语方言的调查。分四节：第一节分六个环节详细讲授汉语方言语音调查的知

识，并进行语音训练：1、国际音标和音素的记录，2、声调的记录，3、音节和音节结构，4、
语流音变，5、音系归纳和字音的记录，6、汉语方言字音的差异和语音对应规律。第二节从

三方面概要地介绍汉语方言词汇调查的方法：1、方言词汇和方言词，2、汉语方言的词汇差

异和特点，3、方言词汇调查要点。第三节从三方面举例介绍汉语方言语法调查的方法：1、
汉语方言的语法特点，2、方言语法特点的发掘，3、方言语法特点的调查和记录。第四节分

四点简介方言调查的实施程序：1、方言调查的目的和任务，2、方言调查的类型，3、方言

调查的方式，4、方言调查的工作要点。 
第四章，现代汉语方言概况。从方言特点、次方言的划分、代表方言的面貌等方面逐一

介绍七大汉语方言的概况。第一节，官话方言。第二节，吴方言。第三节，湘方言。第四节，

赣方言。第五节，客家方言。第六节，粤方言。第七节，闽方言。 

三、教学方式 

汉语方言学课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在不同的教学阶段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 
基础理论部分采用合班讲授的方式，既注重基础知识的讲授，使学生打牢基础，也适当

介绍学术前沿和不同的学术观点，以引起学生的专业兴趣，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素质。教学

中充分利用多媒体手段，通过投影大幅面方言地图，使学生对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建立起比



较直观的空间概念；通过播放方言音档，使学生对汉语方言的差异产生真实的感觉。 
基本技能部分采取分班训练的教学方式，每个小班不超过 15 人。用 20 课时进行国际音

标强化训练。教师在课堂上耳提面命，组织学生反复进行听音、发音练习，逐一纠正发音错

误。待学生掌握了国际音标后，再用 10 课时进行从严式记音到宽式记音的国际音标记音和

音位归纳示范练习。 
修完汉语方言学课的学生已基本具备汉语方言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但还缺少

完整的实践环节。为此，本课设有一门后续课程——汉语方言调查实习，由主讲教师带领学

生到方言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 

四、教师队伍育教学条件 

汉语方言学课多年来形成了一支稳定而富有经验的教学队伍，目前的两位主讲教师是李

小凡教授和项梦冰副教授。他们分别有 20 多年和 10 多年从事本课程教学的丰富经验，并以

本课程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他们各自发表过数十篇学术著作和论文，承担过多项国

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博士点基金以及 211 工程等科研项目。除了两位主讲教师外，本课的后

继课程汉语方言调查实习还有若干名博士后和研究生担任助教，协助指导田野调查。 
汉语方言学课文革前已有完整的教材系列：主教材《汉语方言概要》，配套工具书《汉

语方音字汇》和《汉语方言词汇》。这套教材文革以后作了全面的增补修订，先后出了第二

版，均已多次增印，最近一次重排增印分别在 2001 年、2003 年、2005 年。这套教材多年来

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至今在教学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汉语方言学课每年都编印新

的教学讲义，在此基础上，新教材也即将出版。 
本课作为系列课程的核心基础课，有若干配套课程的支持和补充，使本课有充足的时间

进行语音训练，这是保证教学效果的重要条件。 

五、课程特色 

北京大学汉语方言学课开设早，影响大，其主要特色有以下三点： 
1、知识体系完整。在讲授汉语方言学理论体系的同时，还将语言学科各先行课的理论

方法用于汉语方言的分析研究。以方言现象为切入点，将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

汉语史、音韵学等分支学科的理论方法融会贯通，有助于学生形成汉语言学的完整的知识网

络。 
2、基础训练扎实。与讲授基本理论并重，本课程强化进行以下三方面的基本功训练：

（1）运用国际音标准确记录语音，（2）在记音的基础上归纳整理音位系统，（3）在系统记

录字音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语音对应规律。 
3、实践环节到位。本课程既有充分的语音口耳训练，又有完整的音系分析处理实践，

还有田野调查的后续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