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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警官普通话表达能力研究初探 

陈慧姝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基础课部，湖南长沙，410131） 

[摘要] 要提高司法部门自身的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司法警官要重视普通话水平的提高，司法警官如果没有较 

好的普通话表达能力，和服刑人员交流沟通起来就比较困难，直接影响到罪犯的矫正教育质量，为提高司法警官 

的普通话表达能力，采用问卷与访谈的方式，从目前湖南省司法警官队伍的普通话表达现状调查入手，研究司法 

警官进行普通话表达的主要情境，分析影响其普通话表达能力的主要因素，并探讨司法警官提高普通话表达能力 

的主要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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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不同语言和方 

言之间彼此交流不畅，影响信息沟通和交流效果。因 

此，大力推广普通话，培养普通话口语表达能力就显 

得尤为重要，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之一的司法警 

官也应该自觉使用普通话，发挥示范和带头作用，更 

好地为人民服务，提高司法部门自身的行政效率和服 

务水平。 

一、司法警官普通话表达能力的现状分析 

（一）问卷调查 

湖南全省现有监狱 27所，劳教所 20 所，现有 

监狱、劳教司法警官共计  15000  余人。课题组在 
2011、2012 年到湖南省女子监狱、长沙监狱、娄底 

监狱、新开铺劳教所、长桥劳教所等五所监所进行 

调研，深入了解湖南省监狱、劳教所司法警官的普 

通话水平，监所普通话的推广情况。同时，对干警 

培训班的司法警官们进行了普通话问卷调查，问卷 

调查的结果数据统计处理均是采用  SPSS15.0 软件 

进行的频数分析。其中对司法警官普通话表达能力 

的问卷调查结果如下：认为自己普通话表达能力的 

情况见表  1，认为本单位同事普通话水平的情况见 

表  2，认为自己要提高普通话水平的最大障碍情况 

见表 3。 

表 1 自认普通话表达能力 

选项 人数（人） 百分比（%） 

A.  不太好，别人听不太懂  7  9.9 

B.  一般，别人基本上能听懂  48  67.6 

C. 较好，经常有人夸我普通话说得好  14  19.7 

D.  差，我从来不说普通话  2  2.8 

合计  71  100 

表 2 本单位同事普通话水平 

选项 人数（人） 百分比（%） 

A.  好  4  5.6 

B.  一般  31  43.7 

C.  有待提高  28  39.4 

D.  很差  7  9.9 

缺失  1  1.4 

合计  71  100.0 

表 3 提高普通话水平的障碍 

选项 人数（人） 百分比（%） 

A.  语言环境较差  53  74.6 

B.  没有专业老师指导  15  21.1 

C.  我觉得提不提高无所谓  1  1.4 

A&B  1  1.4 

缺失  1  1.4 

合计  71  100 

（二）现状分析 
1．司法警官普通话表达能力整体水平不好 

从调查结果的数据统计来看，认为自己的普通 

话表达能力“不太好，别人听不太懂”占到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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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别人基本上能听懂” 占到 67.6%， “差， 

我从来不说普通话” 占到  2.8%，只有  19.7%的司 

法警官们认为自己能够准确流利地使用普通话（见 

表 1）；认为本单位司法警官的普通话水平“一般” 

“有待提高”“差”的占到了 93%（见表 2），远远 

低于文化教育行业与服务窗口等行业，说明司法警 

官普通话水平与他们的岗位要求相差较远 [1] 。 
2．提高司法警官普通话表达能力难度较大 

从调查问卷中可以看出，认为提高普通话水平 

最大的障碍是 “语言环境差” 的司法警官占到 74.6% 
（见表 3）。而从访谈中，我们也获知大多数司法警 

官在工作和生活中使用普通话的频率不高，不是非 

要讲普通话的场合，一般不使用普通话，而是说自 

己的方言。从所周知，语言的习得，最重要的就是 

语言环境，普通话也不例外，如果工作和生活的环 

境都是方言围绕，要提高普通话水平，其难度是可 

想而知的，而要改变这个语言环境，让身边的人都 

说普通话，难度更大。 

二、司法警官进行普通话表达的主要情境分类 

（一）司法警官对服刑人员的日常教育改造情 

境 

（1）周评。周评是指警察对服刑人员一星期 

的评价。每周一评是教育改造的基本业务工作之 

一，是监区和分监区警察必须参与的工作，一般是 

针对服刑人员集体的情境。 

（2）队前训话。队前训话是指监狱人民警察 

面对服刑人员队列时，需要发表的一番训导性的讲 

话，是监狱人民警察时常遇到的情境。 

（3）劳动讲评。劳动讲评是指组织服刑人员 

每日劳动开始前和结束后，对当日的劳动进行安排 

和对全天的劳动进行总结的讲话和点评。 

（二）司法警官行政工作情境 

（1）述职述廉。近年来，各级机关工作人员 

需进行年度的述职述廉活动，有的单位甚至还在电 

视上公开述职，这对司法警官们的普通话表达也是 

一个不小的考验。 

（2）竞争上岗。各级的竞争上岗中，演讲或 

答辩是考试程序中的必要一环，而一场成功的上岗 

演讲也离不开普通话表达的支撑。 
3．接待参观。兄弟单位或社会人士来到本监 

狱、本监区参观，要对本单位的情况进行介绍，与 

外界人士交流。 

（三）司法警官日常生活情境 

（1）即兴祝酒。即兴祝酒是指在酒宴上的即 

兴讲话，一般发生在酒宴未正式开席之前。 

（2）即兴答谢。即兴答谢是指对需要感谢的 

事物进行的即兴讲话，一般发生在公开场合。 

（3）日常人际沟通。此类表达可包括多个生 

活中的情境，如在与同事、朋友的人际交往、沟通 

过程中。 

三、影响司法警官普通话表达的因素 

（一）主观因素 
1．普通话语音不标准 

有人说“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怕湖南人讲普通 

话” ，这是外省的人笑我们湖南人普通话说得不标 

准。确实，湖南境内方言众多，部分湖南人说普通 

话地方口音很浓，我省的司法警官主要来自本省， 

在这样一个大的语言环境下，司法警官普遍普通话 

水平不高，加之司法警官的工作环境相对封闭，交 

往的范围主要是在当地，交往的对象也主要是湖南 

本地人，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使用湘方言觉得非常方 

便，因此，部分司法警官交流思想、信息传递时更 

加乐于使用当地方言。这也影响着司法警官普通话 

的使用与水平的提高。 
2．语言组织能力较弱 

在当前广大司法警官中，口语表达技能反差较 

大，部分曾经过训练或有相关经验的警官口语表达 

能力较强，而部分警官却较弱，且总体水平偏低。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部分警官阅读量不够，文化 

底蕴不够深厚，在语言表达上受制于文化的缺乏， 

想要表达的时候找不到准确的词汇来进行阐述，加 

上缺乏表达技巧，因此造成了口语表达时赘语多， 

语流不连贯，中心不明确，逻辑性差，重点不突出， 

达不到表达的目的。 
3．方言语调明显 

部分司法警官在进行普通话表达时，虽然发音 

准确，但听上去总是“土腔土调” ，湘味明显、被 

人笑称“塑料普通话” ，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掌握 

普通话语调的表达形式，不注重表达时的声调、轻 

重格式、高低强弱快慢、停连、重音等变化，因而 

显现的是一种方言语调。 
4．运用普通话表达的心理素质不高 

司法警官需要当众表达的场合较多，如周评、 

队前训话、劳动讲评等，但部分司法警官当众运用 

普通话表达时会出现面红耳赤、语无伦次的现象。 

经过调查发现，这部分警官都存在当众发言时紧张 

的特点，这种紧张、羞怯的心理是影响司法警官准 

确清晰表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客观因素 
1．缺乏重视导致推广普通话的宣传、培训力 

度不够 

虽然从 1998 年第一届推普周开始，国家规 

定每年 9 月第三周是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作为 

国家机关的监狱、劳教所对推普应该有责任义务去 

宣传与落实。但是，调查发现，推普宣传周的活动 

在监所几乎没有人知道，可见湖南监所的有关部门 

对推普工作重视不够，领导也不能以身作则经常使 

用普通话，做出表率，更谈不上对司法警官们进行 

普通话培训，提高其普通话水平。 
2． “方言情结”导致难以形成说普通话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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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方言为媒介的文化因素形成了乡土观念，深 

化了人们对于方言的特殊感情，认为说方言可以拉 

近人们的距离，亲密些， “方言情结”可以说是每 

个人都有的，司法警官们也不例外，这也造成了他 

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不愿讲普通话而是只用方言 

进行交流，说普通话的氛围难以形成。 

四、提高司法警官普通话表达能力的主要方法 

（一）司法警官加强自学，多读、多听、多练 

习。 
1．掌握一定的语音理论知识，纠正语音缺陷 

掌握一定的语音理论知识是学好普通话的基 

础。司法警官们应详细讲解每个声母、韵母的发 

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发准声、韵、调，掌握语流 

音变。湖南人说普通话的语音难点主要在于平舌 

音  z、c、s 和翘舌音 zh、ch、sh 的区分、鼻音  n 
和边音 l 的区分、唇齿音 f 和舌根音 h 的区分、前 

鼻音 n 和后鼻音 ng 的区分。对于这些难点音，司 

法警官们要找出自己的发音与普通话之间的差 

异，进行比较，从中发现规律，并能运用规律去 

纠正自己发音中的语音错误，而语音缺陷指的是 

虽说没有读错音但发音明显不到位的现象，这是 

许多人说普通话不够准确的重要原因，司法警官 

们应注意语音缺陷的纠正 [2] 。 
2．重视词汇、语法的训练，做到语音、词汇、 

语法三位一体 

长期以来，很多人对普通话的认识似乎存在着 

某种误区： 认为语音标准了， 就等于学好了普通话。 

其实不然，因为普通话系统包括语音、词汇、语法 

三个方面。只有这三方面都合乎规范，才是纯正、 

标准的普通话。比如，一位司法警官对服刑人员说 

“今天晚上的菜就蛮多来，大家做死地呷啊” ，虽 

然这位警官普通话语音标准，但这并不是标准的普 

通话表达，因为他使用的是方言词汇。所以只关注 

语音，忽视词汇、语法训练会严重影响司法警官们 

的普通话口语表达能力。 
3．感知语调，提高语感 

在普通话训练中，我们发现仅仅是语音训练不 

能解决语言表达的问题，因为学习者在进行口语表 

达时仍然是“土腔土调” 。训练语调最好的方法就 

是朗读，我们知道，一些名家名篇都是训练普通话 

语感形式最好的文章，是语感获得的最佳途径。司 

法警官们可通过听范文录音和自身朗读进行比较， 

反复摹仿，这将有助于普通话语感的获得，有益于 

养成日常交际中运用正确语调进行表达的习惯 [3] 。 
4．克服心理障碍、提高普通话表达质量 

普通话表达与心理素质有密切关系。心理素质 

好，镇静大方，表达就自然流畅;反之，心理素质不 

好，存在心理障碍，就会影响正常表达 [4] 。司法警 

官在普通话表达时常见到一些失态现象:当众表达 

时面红耳赤、语无伦次;普通话测试时手足无措，汗 

如雨下等等。这些失态现象反映出表达者不稳定的 

心态，无疑将会给表达带来障碍。课题组已对司法 

警官如何克服心理障碍、提高普通话表达的质量做 

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在此不做赘述。 

（二）监狱、劳教所加大普通话宣传、培训力 

度，为司法警官创设良好语言环境 
1．组织培训 

要想提高司法警官的普通话水平，组织全面系 

统的普通话培训是行之有效的途径，监狱、劳教所 

可以邀请普通话测试员到各个监狱、劳教所和司法 

所等基层单位为干警们进行普通话专项培训，也可 

以通过司法警官到湖南省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参加 

警衔晋升培训时，将普通话培训内容纳入到警衔晋 

升培训课程内容之中，让干警们在系统了解普通话 

理论知识的同时，掌握正确的发音方法，快速找出 

自己的发音误区，找到最佳的纠正办法并纠正自己 

的方言土语，提高普通话水平。 
2．营造氛围 

方言是小时候自然而然习得的，共同语的习得 

需要彼此影响，努力学习才能得到。在司法警官学 

习普通话的过程中，各监狱、劳教所和司法所等基 

层单位需要重视普通话的工作，为普通话的学习、 

使用营造一个语言的氛围，例如：司法警官可以经 

常在单位组织开展演讲比赛、朗诵比赛等与语言有 

关的比赛，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自觉地练习 

普通话，互相正音，彼此纠错，互相促进，才能共 

同进步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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