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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阶段阿泣伯留学生汉语声母习得偏误及教学策略研究

摘 要

目前 ， 随着中 国与阿拉伯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合作进
一

步加强 ， 越来越多的阿

拉伯 国家的学生开始学习巧语 ， 选择来华留学的学生人数也与 日俱増 。 然而这些

留学生在汉语语音学习过程中 ， 存在
一

些问题 ， 其中之
一

就是在声母听辨和发音

方面存在的偏误 。 为了探巧偏误的来源及类型 ， 找出解决办法 ， 本文Ｗ语言学和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作为理论基础 ， 通过文献研究法 、 对比分析法 、 问卷调查法 、

实验分析法对阿拉伯 留学生没语语音习得偏误进斤分析和研究 。

为了找出阿拉伯留学生在汉语声母习得方面的偏误 ， 本文首先对汉语和阿拉

伯语两种语言的辅音系统进行了对比 ， 然后通过大量的语音实验 ， 根据实验结果

分析了偏误类型和偏误来源 ， 并针对这些偏误问题提出 了相应的教学策略 。

从语音学角度出发 ， 本文从音位层面对没 、 阿辅音进行系统的对 比研究 ， 分

析这两种语言中辅音的发音特点 ， 对比两者的异同 ， 为之后的偏误分析从语音学

上提供了理论支撑 。 从实验语音学出发 ， 本文根据学习 的阶段特性 ， 选取合适的

实验对象 ， 制定恰当的实验发音表 ， 进行了两次语音听辨实验和声学实验 ， 然后

收集实验语音语料 ， 处理和分析实验数据 。 在实验中 ， 笔者使用 ＧｏＵＷａｖｅ 软件

进行录音 ， 获得了大量真实有效的实验数据 。 然后通过对比两次听辨实验和声学

实验的数据 ， 绘制 出阿拉伯留学生在汉语声母听辨和发音两方面的偏误率曲线图 ，

并用 Ｐｒａａｔ软件将阿拉伯 留学生的语音材料与中 国学生的语音材料进行语音频谱

对比分析 ， 找出阿拉伯 留学生没语声母听辨和发音两方面存在的问题 。 接下来从

听力和发音两方面出发 ， 研究听辨实验和声学实验的结果 ， 分析阿拉伯 留学生汉

语声母习得偏误的类型 。 然后从客观和主观两个角度 ， 分析阿拉伯留学生声母习

得偏误的来源 。 客观因素包括母语的负迁移和汉 、 阿辅音发音相异因素两方面 ；

主观因素包括学习者和教师两方面 。 最后 ， 笔者针对偏误的不同来源和不同类型

提出 自 己的解决办法 ， 提供了
一

竖学习方法和教学策略 ， Ｗ期改善阿拉伯留学生

的汉语语音面貌 ， 提高他们的汉语交际水平 。

关键词 ： 巧级阶段 ， 阿拉伯留学生 ， 汉语声母习得 ， 偏误 ， 教学策略

Ｉ



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Ｃｈ ｉ ｎｅｓｅ Ｉ ｎ ｉ ｔ ｉ ａ ｌＡｑｕ ｉ ｓ ｉ ｔ ｉ ｏｎＥ ｒ ｒｏ ｒ ｓ

ａｎｄＴｅａｃｈ ｉ ｎｇｓｔ ｒａｔｅｇ ｉ ｅｓｆｏ ｒＥ ｌ ｅｍｅｎｔａ ｒｙＡｒａｂＳｔ ｕｄｅｎｔ ｓ

Ａｂ巧 ｒ ａｃｔ

Ａｔ
ｐｒｅｓ ｅｎｔ

，
化ｅｃｏｏｐｅ

ｒａｔ 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Ａｒ池ｃｏｕｎｔｒ ｉｅｓ 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ｆｉｅｌｄｓｈａｓｂｅｅｎ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ｒｅ打ｇｔｈｅｎｅ４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Ａｒａｂｓ 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ｒｅｓ ｔａｒｔ ｉｎｇ
１ ：ｏｔｅａｍ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ｓ 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ｈｏ ｃａｍｅ

ｔｏＣｈｉｎａ化ｓｔｕｄｙＣｈｉｎ故ｅａ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 ｉｎｇ，Ｂｕｔｗｈｅ打ｔｈｅＡｒａｂ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ｒ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ｈ 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ｎｕｎｃ ｉａｔ ｉｏｎ
，
ｅｓｐｅｃ ｉａｌ ｌｙ 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 ｔｈｅａｃｑ

ｕ ｉｓ 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ｉｔ ｉａ ｌｓ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ｓｏｍｅｍｏｒｅｏｒ

ｌｅｓｓｅｒｒ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ｓｔｏｉ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ｎｕｎｃ ｉ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ｉｎｄｔｈｅｅｒｒｃｒ ｔ
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 ｅｓｏｆＡｒａｂ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ａｃｑｕ
ｉｓ 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扣ａ ｌｓ

，
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ａｎａｆｙｓｅｓａｎｄｄｏ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ｃｃｏｒｄ ｉｎｇ化

Ｌｉｎｇｕ ｉｓｔ ｉｃ ｓ
，Ｐｓｙｃ

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ｃｑｕｉｓ ｉｔ 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ｍａｔｅｒ ｉａ ｌｓａｎａｆｙｓ ｉｓ
，ｃｏｍｐａ

ｒａｔ ｉｖｅａｎａ＾ｓ ｉｓｏｎｔｈｅＡｒａｂ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ｈ ｉｎｅｓｅｐｒｏｎｕｎｃ ｉａ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ｓ ．

Ｉｎｏｒｄ巧 化ｆｉｎｄｔｈｅ巧Ｔｏｒｓｏｆ Ａｒａｂｓ 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ａｃｑ
ｕｉｓ 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 ｅ ｉｎ出过 Ｉ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ｍａｄｅ泣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ｏ打ａｎｔ ｓｙｓ
ｔｅｍｓｏｆ ｔｈｅＣｈｉｎ從ｅａｎｄＡｒａｂ ｉｃ伍ｓｔ

ｊ
ｔｈｅｎｍａｄｅ泣

ｌｏｔｏｆ
ｐ
ｈｏｎｅｔｉｃｅｘｐｅｒ ｉｍｅｎｔｓ

，ａｎａｆｙｚｅｄｔｈｅｅ打ｏｒ 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ｓｏｕｒｃ ｅｓａｃｃ ｏｒｄｉｎｇ
化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 ｉｍｅｎｔｓ
，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ｓｏｍ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皆ｅｓ油  ｌａｓｔ

Ｆｒｏｍ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ｏｆ

ｐ
ｈｏｎｅｔ ｉｃｓ

，ｔ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ａｄｅ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ｏｎａｎｔ

ｓｙｓ ｔｅｍｓｏｆ ｔｈｅＱｉ 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Ａｒａｂ ｉｃ
，ａｎａｆｙｚｅｄ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 ｉｓ ｔｉｃ ｓｏｆ ｔｈｅｃｏｎｓｏｎａｎｔｓ

ｐ
ｒｏｎｕｎｃ 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打 ｔｈｅｔｗｏ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ｎｄｍａｄｅ 江 ｃ ｏｍ
ｐａ

ｒａｔ ｉｖｅａｎａｆｙｓ ｉｓｏｎ ｔｈｅｓ ｉｍ ｉ ｌａｒ ｉｔ ｉｅ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打ｃ的ｏｆ

ｔｈｅｃｏｎｓｏｎａｎｔｓ
ｐｒｏｍｉｎｃ ｉａｔ ｉｏ打ｂｅｔｗｅｅ打ｔｈｅｔｗ ｏ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化

ｐ
ｒｏｖｉｄｅａ ｔｈｅｏｒ约 ｉｃ 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ｏｆ
ｐ
ｈｏｎｅｔ ｉｃ ｓｆｏｒ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 ｉｎｇ

ｅｒｒｏｒｓａｎａｆｙｓ ｉ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

ｅｃ ｔｉｖｅｏｆ ｅｘｐｅｒ ｉｍｅｎｔａ ｌ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ｅｒ ｉｏｄ
，ｔｈｉｓｒｅｓ ｅａｒｃｈｍａｄｅｔｗｏｅｘｐｅｒ 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ｌ 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ａｎｄ

ａｃ ｏｕｓｔ ｉｃｅｘｐｅｒ ｉｍｅｎｔｓ
，ｓｅｌｅｃ ｔｅ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ｒ ｉａｔｅｅｘ

ｐｅｒ ｉｍｅｎｔｅｒｓ
，ｍａｄｅａｐｐｒｏｐｒ ｉａｔ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 ｉｎｇｔ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ｆｉｎａｌｆｙｃ ｏ ｌ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ｅｘｐｅｒ

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ｄｍａｄｅｔｈｅｃｏ ｌｌｅｃ ｔｉｏｎ
，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ｇｆｏｒ ｔｈｅｖｏ ｉｃ ｅｃｏｒｐｕｓｅｘｐｅｒ ｉｍｅｎｔ ．Ｗｈｅｎｄｏ ｉｎｇｔｈｅａｃｏｕｓ ｔ ｉｃ

ｅｘｐｅｒ ｉ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ｕｓｅｄＧｏ ｌｄＷａｖ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化ｍａｋｅｔｈｅｒｅｃ ｏｒｄ ｉｎｇｓｏｆ ｃｏｒｐｕｓ ，ｇｏｔａ ｌｏｔｏｆ

ｒｅａｌａｎｄｅｆｆｅｃ ｔ ｉｖｅｅｘｐｅｒ 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Ｂ
ｙｃｏｍｐａ

ｒｉｎｇ
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 ｔｈｅｔｗｏｅｘｐｅｒ ｉｍｅｎｔｓｉｎ ｌｉｓ ｔ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ａｃｏｕｓ ｔｉｃｅｘｐｅｒ ｉｍｅ打ｔｓａｎｄ ｄｒｅｗ化ｅ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 Ａｒａｂｓｔｕｄｅ打ｔ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ｏｆ ａｃｑｕｉｓ ｉｔｉｏｎｏｆ Ｃｈ ｉｎｅｓ ｅ

ｉｎ ｉｔ ｉａ ｌｓ ．Ｔｈｅｎ
？ 

ｔｈｅａｕｔｈ加ｍａｄｅ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
ｉｖｅａｎａｆｙｓ ｉｓｏｆ ｔｈｅ

ｐ
ｒｏｎｏｕｎｃ ｉｎｇ

ｓｐｅｃ ｔｒｕｍ ｂｙ
ｕｓ ｉｎｇ 

Ｐｒａａｔ

ＩＩ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ｎｕｎｃ ｉａｔｉｏｎａｕｄ ｉｏ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 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Ａｒａｂ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 ｉｆｉｅｄｔｈｅ ｅｒｒｏｒ

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ｏｆＡｒａｂ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ｉｓ ｔｅｎ 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ｏｎｕｎｃ ｉａｔ ｉｏｎ ．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ｏｔｈｏｆｔｗ ｏａｓｐｅｃ ｔｓ ，ｂｙ

ａｎａｔｙ血ｇ
ｔｈｅｒｅｓｕｆｔｓｏｆ ｅｘｐｅｒ ｉｍｅ打ｔｓａｎｄａｃｏｕｓｔ ｉｃｅｘｐｅ

ｒｉｍｅｎｔｓ
，

化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ｆｏｕｎｄ化ｅｅｒｒｏｒｔｙｐｅｓｏｆ

Ａｒａｂ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ａｃｑｕ ｉｓ ｉｔ ｉｏｎ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ｉｔ ｉａ ｌ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ｂ
ｊ
ｅｃｔ ｉｖｅ 細ｄｓｕｂ

ｊ
ｅｃ ｔ ｉｖｅａｓｐｅｃ ｔｓ

，

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ｔｈｅｓｏｕｒｃ ｅｓｏｆＡｒａｂ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ａｃｑｕ ｉｓ ｉｔ ｉｏｎｏｆＱｉｉｎｅｓｅｉｎ ｉｔ ｉａ ｌｓ ．

Ｏｂ
ｊ
ｅｃ ｔ ｉｖｅｆａｃ ｔｏｒｓ ｉｎｃ ｌｕｄｅｔｈ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 ｎａｔ ｉｖｅＡｒａｂ ｉｃａｎｄｔｈｅ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 ｅｓ ｉｎｃｏｎｓｏｎａｎｔｓ

ｐｒｏｎｕｎｃ ｉ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 Ａｒａｂ ｉｃ
；ｓｕｂｊｅｃ ｔ ｉｖｅｆａｃ ｔｏｒｓ ｃ ａｍｅ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ｓｅｅｒｒｏｒ
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

，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
ｐｒｏｐｏｓ ｅｄｓｏｍ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 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ｏｒｄｅｒ化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ｎｕｎｃ ｉ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ｃ 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 ｉｎｇ

ｌｅｖｅ ｌｓｏｆＡｒａｂｓ 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ｌｅｖｅ ｌ
，Ａｒａｂ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ｃｑｕ
ｉｓ ｉｔ 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ｉｔ ｉａ ｌｓ

．Ｅｒｒｏ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 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阳



目 录

摘要 Ｉ

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 ＩＩ

第
一

章 绪论 １

１ ． １ 本女的研巧背景与现状 １

１ ．２ 本文的研究 目 的及意义 ３

１ ．３ 本文研究内容 ４

１ ．４ 本文的研究方法 ４

１ ． ４ ． １ 文献研究法 ４

１ ． ４ ． ２ 对比分析法 ４

１ ． ４ ． ３ 观察访谈法 ５

１ ． ４ ． ４ 实验法 ５

１ ． ４ ． ５ 问卷调查法 ５

１ ．４ ． ６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５

第二章 汉语声巧和阿拉伯语辅音系统对比 ６

２ ． １ 汉阿辅音对比的意义 ６

２ ．２ 汉语声母和阿拉伯语辅音对照表 ７

２ ． ３ 汉阿辅音发音对比 ８

２ ．４ 汉阿发音相似辅音对比 ９

２ ． ５ 汉网辅音中差别较大的辅音 １ ０

第Ｈ章 实验步骤 １２

３ ． １ 实验发音者选取 １ ２

３ ．２ 实验发音表的制定 １ ３

３ ．３ 听辨实验方法及过程 １ ５

３ ．４ 声学实验方法及过程 １ ５



第四章 实验结果分析 １ ７

４ ． １ 听辨实验数据分析 １ ７

４ ．２ 声学实验数据分析 １ ８

４ ． ３ 声学实验图示分析 １ ９

４ ． ３ ． １ 单个声母声学结果分析 ２０

４ ．３ ．２ 单音节词声学结果分析 ２２

４ ．３ ．３ 双音节词声学结果分析 ２３

４ ．３ ．４Ｈ音节词声学结果分析 ２４

４ ．３ ．５ 多音节词声学结果分析 ２５

４ ．３ ．６ 短句声学结果分析 ２６

４ ．４ 听辨实验与声学实验结果对比分析 ２７

第五章 阿拉伯留学生声巧习得偏误研究 ２９

５ ． １ 声母习得偏误类型分析 ２９

５ ．２ 声母习得偏误来源分析 ３０

５ ． ２ ． １ 客观因素分析 ３０

５ ．２ ．２ 主观因素分析 ３ １

第六章 阿拉伯留学生汉语声母习得教学策略及建议 ３５

６ ． １ 短期集中教学与长期严格要求相结合％

６ ．２ 音素教学和语流教学相结合％

６ ．３ 对比辨别和夸张示范相结合％

６ ．４ 按照声母发音难度适当地调整声母教学顺序 ３７

６ ．５ 丰富发音操练活动增加语音学习 的趣味性 ３ ７

结 ３９

参考文献 ． ４ １

附录 ４２

在学校期间的研究成果 ５８

致 谢 ５９



兰州大学硕±研究生学位论文 初级阶段阿拉伯留学生汉语声母习得偏误及教学策略研究

第一章 绪论

１ ． １ 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现状

中 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传统友谊源远流长 ， 新中 国成立后 ， 中阿友好关系

进入了
一

个新阶段 ， 尤其改革开放 来 ， 中 国与阿拉伯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合作进

一

步加强 。 在此背景下 ， 越来越多阿拉伯 国家的学生开始学习汉语 ， 在当地学习

汉语及来华留学的学生人数都与 日俱增 。 对阿拉伯国家的学生在没语学习过程中

出现的偏误研究逐渐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
一

个重要领域 。

语言教学
一

般都是Ｗ语音教学作为起点 ， 为了更好地提高对外汉语的教学质

量 ， 使国际汉语学习者有
一

个 良好的语音基础 ， 对外汉语学者们对汉语语音的教

学与研巧
一

直很重视 。 许多前辈在注重汉语本体知识教学的基础上 ， 不断结合教

学实践 ， 建立并逐步完善没语语音教学体系 ， 出版了多部汉语语音教学与研巧方

面的专著 ， 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 ， 为众多对外汉语教师在语音教学实践中指明

了方向 。 刘巧 （ ２０００ ） 指出
＂

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的任务是让学习者掌握汉语语音

的基本知识和汉语普通话正确 、 流利的发音 ， 为用 口语进行交际打下基础 。

＂ １

声

音是语言的载体 ， 外国学习者要想学好没语 ， 就必须正确掌握汉语语音的发音特

点 。

奴语声母教学研巧的现状 ：

近年来 ， 没语语音教学虽受到国 内外学者的重视 ， 但对汉语语音教学的研巧

大多集中在汉语声调的学习和偏误研巧方面 ， 针对没语声母教学的研究相对较少 。

而且 ， 之前大部分学者对汉语声母教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亚和欧美国家的学习

者汉语声母学习 中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偏误 ， 对阿拉伯 国家学生的汉语声母学习

情况研究较少 。

柴俊星 （ ２００巧 研巧 了汉语声母 、 韵母同元音 、 辅音的差别 ， 并且进
一

步探

讨了声母 、 韵母发音训练的方法 。 陈梅 （ ２０ １ ０）对声母进行了分组 ， 并对这几组声

母的教学方法和策略进斤了分析 。 孙靖 、 田华 （ ２０ １ ０ ） 研充了网络对外汉语声母

教学中 的图示运用 。 程棠 （ １ ９ ７ ７ ） 对比了汉法语音对比 ， 指 出母语为法语的学习

者 ， 学习汉语的困难在于辅音方面 。 王汉卫 （ ２００２ ） 根据外国学习者学习汉语声

母时的困难 ， 从发音方法方面探讨了声母教学的顺序 。

朱川 （ １ ９８ １ ） 、 陈亚川 （ １ ９８３ ） 、 李明 （ １ ９８７ ） 等前辈 ， 从实验语音学的角度

＇

刘辄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 的 ］ ．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化 ２０朋 年 Ｉ 月 ， 第 ３扣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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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 ， 对不同的 日 本学习者进行了听辨实验和发音研究 ， 对汉 日语音中的清音进

行对比 ， 对 日本学习者所发的不送气音与送气音的 ＶＯＴ 值进巧比较 ， 通过重复

测量统计出方差 ， 最终指出汉语声母中的送气音是 日本学习者的困难之
一

。

朱川 （ １ ９９巧 从语音学角度对普通话卷舌声母 ｚ ｈ 、 ｃｈ 、 ｓｈ 做了分析 ， 认为卷

舌声母是 日本学习者语音习得难点 。尹润梦 （ １ ９８５ ） 、侯精
一

（ １ ９９ １ ） 、余维 （ １ ９９５ ） 、

何平 （ １ ９９ ７ ） 、 王志芳 （ １ ９９ ９ ） 等人对初级阶段学 习者将舌尖中音 ｚｈ 、 ｃ ｈ 、 ｓｈ

同舌面音 ｊ 、 ｑ 、 Ｘ 及舌尖中音 ｚｈ 、 ｃｈ 、 ｓｈ 与舌尖前音 ｚ 、 ｃ 、 ｓ 的相互混淆的现

象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研究 ， 并针对 日本学习者提出 了宝贵的教学建议 。

朱英月 （ ２０００ ） 通过对韩国汉字音和普通话声母及古声母从音位层面 、 发音

方法方面进行了
一一

对比 ， 他认为这两者之间保持着有规律的对应关系 ， 并指出

韩国汉字音基本上保存了 中古汉语的语音特点 。

郭晓郁 （ ２００９ ）Ｗ 中介语理论为基础 ， 对中介语音的声母系统在泰国学习者

在汉语声母学习 的过程中的使用进行了研巧 ， 并分析了这种中介语音声母系统的

特点及形成原因 。

许艳艳 （２００９ ） 和张凡 （
２０ １ 〇 采取了对比分析的方法 ， 对没、 泰语音中的辅音

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对化 ， 分析了泰国学习者学习汉语语音时的难点 ， 指出泰国学

学习者声母习得偏误来 自 于母语的负迁移 。

傅氏梅 （ ２００ １ ） 通过对汉语与越语音节结构及辅音系统进行了对比 ， 并分析

了汉语和越语声母系统之间的差异及其可能对汉语语音习得带来的影响 ， 研究了

越南学习者汉语的声母习得在听觉和发音方面的偏误情况 ， 描述了听觉和发音的

偏误形式 ， 探索汉语声母听觉和发音偏误的特征 ， 发现听觉与发音偏误产生于越

语的母语负迁移 、 没语音系 内 因素之间的负迂移两方面 ， 同时划分了越南学生学

习汉语声母难度层级 ， 最后对越南学生汉语声母教学提出 了 ；Ｉ点思考 。

目 前 ， 对母语为阿拉伯语的留学生没语声母习得偏误的研究不多 。

曹惊殊 （ ２００５ ） 针对汉 、 阿辅音的不同特征 ， 根据阿拉伯学生学习没语时的

语音难点 ， 预测可能遇到的及产生的语音偏误 ， 通过对不同国家的多位阿拉伯学

生的汉语发音进行调査 、 测试 、 记录和分析 ， 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 ， 对比分析了

阿拉伯学生在汉语辅音和元音方面的所出现的偏误种类和原因 ， 对阿拉伯学生声

母学习的偏误进斤了统汁 、 结果分析和偏误验证 ， 并针对这些偏误 ， 提出 了可行

的教学建议 。

杨娜 、 董正存 （ ２０ １ １ ） 选取了沙特阿拉伯的留学生为研究对象 ， 听辨和朗

读两种形式对所调查的学生进行了测试 、 记录 、 对比分析 ， 根据测试结果 ， 对沙

特阿拉伯学生习得汉语辅音偏误通过声学分析手段进行了探析 ， 并提出 了相应的

教学策略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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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新 （ １ ９９７ ） 通过长期的观察和实验 ， 记录了阿拉伯学生在不同阶段的没

语语音资料 ， 分析了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声母时的特点和难点 ， 总结了他们在声

母学习方面的偏误 。

１ ． ２ 本文的研究目的及意义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 ， 这
一

重要性决定了语音教学在语言教学中的地位 。

对汉语学习者来说 ， 语音是掌握听说读写技能的前提 ， 更是掌握运用汉语进行交

际的前提 。 如果语音没有学好 ， 会影响到 口语的表达 ， 也会影响到听力 。 反之 ，

如果语音发音标准 ， 往往在交际中能给人留下 良好的第
一

印象 ， 能给交际对方留

下好感 ， 这样就比较容易营造融洽的交际气氛 ， 促进交际能力的提升 。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 ， 汉字是语素－音节文字 。 在汉语中普通话中 ， 共有 ３９ 个

韵母和 ２ １ 个声母 。 除少数的韵母外 ， 大部分的韵母都可 独立构成音节 ， 即我

们通常所说的零声母音节 ， 而声母则必须通过与韵母相拼才能构成音节 。

阿拉伯语是
一

种由阿拉伯字母与表音符号相结合的表音文字 。 阿拉伯语中有

２８ 个辅音字母 ， 其中有Ｈ个字母被称为半元音字母 。 阿拉伯语中没有严格意义

上的元音 ， 元音必须通过发音符号与辅音字母拼读才能构成音节 ， 辅音却可Ｗ不

通过和元音相拼而独立构成音节 。

１

这
一

语音现象与汉语截然相反 。

汉语中有些声母的发音同阿拉伯语中某些辅音的发音相 同或相近 ， 这些声母

对阿拉伯学生来说并不困难 。 但是 ， 有些汉语声母的发音在阿拉伯语中完全找不

出与之近似的发音 。 送些声母因其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特殊性 ， 对阿拉伯学生

在汉语听力和发音两方面均造成了
一

定困难 。

本选题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对比汉 、 阿两种语言的辅音系统 ， 通过实验设计 ，

针对母语为阿拉伯语的哲学生汉语声母习得偏误现象加 声学研究 ， 探索偏误的

的类型和来源 。 针对造成偏误的客观和主观两方面 ， 提出
一

些合理的教学建议 。

在客观方面尽量减少母语负迁移对 目 的语干扰 。 在主观方面让学生有更强的学习

动机并适当调整学习策略 ；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寻找有效的教学策略 ， 避免误导学

生 ， 增加偏误来源 。 最终期望通过偏误的分析研究来指导实践 ， 改善母语为阿

拉伯语的留学生的汉语发音 ， 提高他们的没语表达能为 。

１

马福德 ． 从字母到阿拉伯语会话 曲］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第 １ 版 ， 第 １ 页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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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３ 本文研究内容

本文的研巧 内容主要由 Ｗ下几方面构成 ：

（

一

） 回顾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 ， 介绍本文的基本研究内容 、 研究方法和意

义等 。

（二 ） 汉语声母和阿拉伯语辅音系统对比 。 在音位层面上 ， 从发音部位 、

发音方法、 音位对称 、 区别性特征等四方面对两种语言的辅音系统进行对比 ， 找

出两种语言系统中发音相同 、 相近及差别较大的辅音 。

（Ｈ ） 听辨实验和声学实验的实验 。 笔者根据阿拉伯 留学生汉语声母习得

的阶段性 ， 分别进行了两个阶段性的听辨实验和声学实验 ， 选取合适的实验发音

者 ， 制定恰当的实验发音表 ， 最后进行实验语音语料的收集及实验数据的采集 、

测量和处理 。 在做声学实验时 ， 笔者用 ＧｏＵＷａｖｅ 软件对实验语料进行了录音 ，

获得了大量真实有效的实验数据 。 然后通过对比两次听辨实验和声学实验的实验

数据 ， 绘制出阿拉伯留学生汉语声母在听辨和发音两方面的偏误率曲线图 ， 并用

Ｐｒａａｔ 软件将阿拉伯留学生的发音音频和中 国学生的音频进行语音频谱对比分析 ，

找出阿拉伯留学生没语声母听辨和发音两方面的偏误问题 。

（ 四 ） 声母习得偏误研巧 。 从听为和发音两方面出发 ， 通过分析听辨实验和

声学实验的结果 ， 分析阿拉伯留学生汉语声母习得的偏误类型 。 从客观和主观两

个层面 ， 找出阿拉伯留学生声母习得的偏误来源 。 客观因素包括母语的负迁移和

汉阿拉伯语辅音发音相异因素两方面 ； 主观因素包括学习者和教师两方面 。

（五 ） 教学策略探究 。 针对这些偏误问题提出有效的教学策略 ， Ｗ期改善留

学生的汉语语音面貌 ， 提高他们的汉语交际水平 。

１ ． ４ 本文的研究方法

１ ． ４ ． １ 文献研究法

笔者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书籍 ， 这为本文提供了理论

来源和坚实的基础 。

１ ． ４ ． ２ 对比分析法

本文对没语声巧和阿拉伯语辅音系统进行了对比 ， 根据阿拉伯留学生在初级

阶段中没语语音习得的阶段性 ， 将本文的实验分为两个阶段 ， 分别进行两次听辨

实验和声学实验 。 对两个阶段的听辨实验结果和声学实验结果进行分别对比 ， 对

两个阶段的听辨实验和声学实验进斤综合对比 ， 对中国学生的标准发音和阿拉伯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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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的没语声母发音进行对比 ， 通过对这
一

系列的对比 ， 找到阿拉伯留学生学

习汉语声母问题及偏误来源 。

１ ． ４ ． ３ 观察访谈法

通过观察和记录在课堂教学中阿拉伯 留学生汉语声母发音 ， 教师和学生课后

的交谈及 口语考试中阿拉伯留学生的汉语表达 ， 了解并记录他们在正常的语流表

达中声母的听力和发音方面出现的问题。

１ ． ４ ． ４ 实验法

Ｗ实验语音学为理论基础 ， 对受试者进行了两个阶段的汉语声母听辨实验和

声学实验 。 实验过程中用 ＧｏＨ Ｗａｖｅ 软件进行录音 ， 用 Ｐｒａａｔ 软件对录音样本的

数据进行采集 、 测量和处理 ， 得出实验所需数据 。

１ ． ４ ． ５ 问卷调查法

笔者为了配合语音实验 ， 制定了
一

份非常详尽的调查问卷 。 通过问卷调查 ，

了解学生学习汉语声母习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动机和学习策略 。

１ ． ４ ． ６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定性法主要体现在对两种语言辅音进行系统的对比分析 ， 定量法主要是通过

样本调查 、 语料收集 、 分析和处理 ， 依靠数据 、 表格等形式 ， 描述两种语言辅音

系统的异同及偏误类型和来源 ， 使实验更真实有效 ， 更有说服力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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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汉语声母和阿拉伯语辅音系统对比

２ ．１ 汉 、 阿辅音对比的意义

一

些主张对比分析的的学者认为 ， 母语对第二语言 习得会产生
‘

气
＂扰

’ ’

， 这种干扰

表现在 ， 第二语言学习者将某些母语特征迁移到第二语言表达过程中 。 因此 ， 第

二语言学习者的任务就是客服母语对第二语言 习得的干扰 。 在这
一

理论的影响下 ，

语言教师开始进行大量的语言对 比 ， 通过对 比找到学习者的母语和 目 的语的差异 ，

并针对此差异改进教学方法和策略 。

对阿拉伯 留学生来说 ， 他们的母语是阿拉伯语 ， 而汉 、 阿两种语言的语音系

统么间存在 巨大的差异 ， 这无疑给他们的汉语学习 ， 特别是汉语发音造成
一

定的

障碍 。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 ， 汉字是语素
－

音节文字 ， 是中 国 ５ ６ 个民族及全世界华人

华侨的共 同语 。 在现代汉语中普通话中 ， 共有 ３９ 个韵母和 ２ １ 个声母 。 汉语声母

是就汉语音节 内部的结构和位置分析 出来的单位 ， 是指音节开头的辅音 。 除少数

的韵母外 ， 大部分的韵母都可Ｗ独立构成音节 ， 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零声母音节 ，

而声母则 只能出现在音节的首位必须通过与韵母相拼才能构成音节 。 辅音的发音

不 同是 由于发音器官接触 、 阻碍变化和发音方法的不 同而形成的 。 在现代汉语语

的普通话中辅音共 ２２ 个 ， 其中 ２ １ 个可 Ｗ做声母 ，

＂

ｎ
＂

既可 做声母也可 Ｗ做韵

尾 ， 而
＂

ｎｇ

＂

只能做韵尾 ， 不能做声母 ， 因此本文只对这 ２ １ 个声母进行研究 。

阿拉伯语属 闪含语系 ， 是全世界穆斯林人民的共 同语 ， 是 ２２ 个阿拉伯地区

国家的官方语言 ， 又是联合国 的工作语言之
一

。 阿拉伯语是
一

种 由阿拉伯字母与

表音符号相结合的表音文字 。 阿拉伯语 中有 ２８ 个辅音字母 ， 其中有王个字母被

称为半元音字母 。 阿拉伯语 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元音 ， 元音必须通过发音符号与

辅音字母拼读才能构成音节 ， 辅音却可 没有元音独立构成音节
１

。 这
一

语音现

象与没语恰好截然相反 。 阿拉伯语从右往左写 ， 无大小写之分 。 字体除 了 印刷体

之外 ， 还有手写体和艺术体么分 。 毎个字母在连写时 ， 因其在词首 、 词 中和词尾

的不同 ， 而有不同 的书写形式 。

没语中 ，

一

些声母 的发音是在阿拉伯语中有相 同 的辅音相对应的 ， 或者存在

比较相近的辅音发音 ， 这些声母对阿拉伯学生来说并不困难 。 但是 ， 有
一

些声母

却在阿拉伯语的语音系统 中完全不存在的 ， 这些声母的发音部位和放音方法的特

殊性 ， 对阿拉伯学生在学习汉语声母时 ， 在听力和发音两方面均造成 了
一

定 困难 。

因此通过对 比没阿两种语言的辅音系统 ， 发现两种语言中辅音的差异 ， 找到他们

１

周 烈 ． 阿拉伯语语言学 ［ Ｍ ］ ． 外语教学与研充 出版社 ， １ ９ ９ ５ 年 ９ 月 第
一

版 ， 第 ２ 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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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狭语声母时存在的困难 ， 并预测他们在习得汉语声母过程中所出现的偏误 ，

为本文在之后为探索偏误的类型和来源所进行的实验设计提供了依据。

２ ．２ 汉语声母和阿拉伯语辅音对照表

罗常培 、 王均 （ ２００２ ） 指出
＂

你要是打算研巧语音学 ， 首先就得学会有意识地分析 自 己

的语音所有的特点 ， 而不是无意识地和模糊地使用它 ， 然后才可Ｗ 由近到远 、 由此及彼地逐

渐推广到别处方言 、 少数民族语言和外国语言 。

＂ １

为 了找出阿拉伯留学生在汉语声母习得的

过程遇到的困难可能出现的偏误 ， 我们就要对汉语和阿拉伯语 下简称汉阿 ） 设两种语言

的辅音进行系统地对比 ， 仔细地分折这两种语言种的每个辅音发音特点 ， 从发音部位及发音

方法 、 发音过程 、 区别性特征 、 音位对称等方面找 出两种语言的辅音的异同 ， 从而对送两种

语言 中的辅音的发音恃点有
一

个客观的认识 。 下表为汉阿辅音音位对比 ：

表 １ 汉 、 阿辅音对照表
２

＾ 发音塞音塞擦音擦音鼻音 边音 颤

法
^

＼
＼
＼清音浊音清音浊

＼

＾
音音

＼不 不浊

化＊ ＼送送 清音 浊音 浊音 浊音一

发音 ＼送送 音

部位
＼

气 ： 气 ：

、 音
章

双
ｍ

［
ｍ

］

唇 ｂ的 ｐ ［ｐ

‘

］Ｗ阳 Ｊ州

音伽 】

唇 唇
ｆ
［
ｆ
］

齿 齿

化 化叫ｑ

曰

齿

ｈ
么脚 ；闲

间

側
音

 ■
■ ■ － —… ■ ■

＇

罗常培 、 王均 ． 普通语音学纲要 曲 ］ ．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２ 年修订版 ， 第 ２ ７ 页

２

马福德 ． 从字母到阿拉伯语会话 曲 ］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第 １ 肪 第 ３
—

４ １ 页

黄巧荣 ， 皮序东 ． 现代汉语 （増好四版 ） ［的 ． 高等教育 出版社 ， ２朋 ７ 年 ６ 月 ， 第 ２９ 页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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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闷
舌尖

ｚ
［
ｔｓ

］Ｃ
阳 ｔＷｓ

］ 姻
前音 ｒ，

ｕ＾
［
ｓ

］

工 ，化
‘

］

Ｊ
【
ｄ

］

舌尖 ． ｎ时叫
ｄ的 占护 １Ｗ呀刷

中音 纠Ｗ冲 ］

舌尖
油

［甸 ｃｈ
［削 ｓｈ

［ｇ

‘

］ ｒ材
后晉


舌面音


孔ｔｅ］ｑ ［
ｔｅ

‘

］


Ｘ闷巧 ［ｙ］


舌叶音
Ｅ

 ＼Ｍ

邮
‘

］ ｈ
［
ｘ
］

舌根音 ｇ ［
ｋ

］ ＜％
‘

］ ｔ问ｎｇ由 ］

ｊｍ ４１ｘ３

晒壁音 ｅ ｉｑ

喉壁音＊
［
？

１ ？阳 １

２ ．３ 汉阿辅音发音对比

根据表 １
， 我们可 ｙ ？将汉、 阿辅音按

一

下Ｈ类进行分类 ；

（ １ ）发音部位 ： 阿拉伯语的辅音发音部位相对于没语辅音发音部位较为复杂 。

根据表 １ ， 我们可 ＾义发现汉语中不存在阿拉伯语中 的齿间音 、 咽壁音和喉壁音这

Ｈ类发音部位 ， 而阿拉伯语中不存在汉语中 的舌尖后音 ｚｈ ［ ｔ ｇ ］ 、 ｃｈ ［ ｔ ｇ

‘

］ 、 ｓｈ ［ ｇ

‘

］

和 ｒ ［对 。 阿拉伯语中虽然也有舌尖前音和舌面音 ， 但化语 中的舌尖前音 ｚ ［ ｔ ｓ ］

和 ｃ ［ｔ ｓ ］ ， 化及舌面音 ｊ ［ｔｅ ］ 、 ｑ ［ ｔｓ

‘

］ 、 ｘ ［ｅ ］在阿拉伯语中也并不存在
１

。 因此 ，

我们可Ｗ预测 出 ， 对阿拉伯留学学生来说 ， 在他们学习汉语语音时 ， 汉语中的舌

尖前音 Ｚ ［ ｔ ｓ ］ 、 ｃ ［ ｔ ｓ ］和舌尖后音 ｚｈ ［ ｔ ｇ］ 、 ｃｈ ［ ｔ ｇ

‘

］ 、 ｓｈ的 、 ｒＷ及舌面音 ｊ ［ ｔ （
Ｓ ］ 、

ｑ ［ ｔｅ

‘

］ 、 ｘ ［ｅ ］ 的发音 ， 可能会存在
一

定的困难 。

（ ２ ） 发音方法 ； 根据发音时 ， 气流的发出 Ｗ及形成阻碍和消除阻碍的方法 ，

汉语辅音有五类发音方法 ， 而阿拉伯语则有六类发音方法 ， 其中颤音是紋语当 中

所没有的 。 因此 ， 从发音方法层面 ， 对阿拉伯留学生来说 ， 在学习汉语声母的发

音方法时 ， 不存在困难 。 而如果中 国学生要学习阿拉伯语 ， 颤音则是中国学生学

１

曹
一

俊 ． 汉阿辅音对比及其对阿拉伯语语音教学的启示
一语言迁移理论视角 阳 ］ ． 上海外 国语大学硕±

学位论文 ， ２０ １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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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阿拉伯语发音的
一

大主要难点 。

（ ３ ）音位对立 ； 音位对立主要体现在相同的发音部位的辅音的区别特征上 。

在奴语辅音中 ， 共有 １ ７ 个清辅音巧 ５ 个浊辅音 ， 其中浊辅音 ｎｇ ［扣 只能做韵尾 ，

不能做声母 。 在没语辅音中 只存在
一组清浊对立的音位 ， 即擦音中的 ｓ ｈ ［ ｇ

‘

］和

ｒｂ］ ， 因此清浊对立不属于汉语辅音音位的区别特征 。 汉语的辅音中存在
一

个

非常重要的区别特征 ， 即送气与不送气 ， 巧六沮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音位 ， 它们

是 ： ｂ ［ｐ ］与ｐ ［ｐ
‘

］ 、 ｄ ［ ｔ ］ 与ｔ ［ ｔ
‘

］ 、 ｇ帖 与ｋ比
‘

］ 、 ｚ ［ ｔ ｓ ］ 与ｃ ［ ｔ ｓ ］ 、 ｚｈ ［ ｔ ｇ ］ 与ｃｈ ［ ｔ §

‘

］

［＾及 ＾如 ］ 与 ９ ［扣
‘

］ 。 阿拉伯语有十二个清辅音 ， 十四个浊辅音 ， 其中有＾组清

浊对立的音位 ， 它们是 ［ ｔ

‘

］ 与山 ［ ｄ ］ 、 糾ｅ］与 ｉ閒 、 ｕ－ ［ ｓ ］与 ｊ ［ ｚ ］ 。 送气音只

有四个 ， 它们是 ：
立

［ ｔ
‘

］ 、 却ｋ
‘

］ 、 ６［ｑ

‘

］和Ｗ ｔ ］ ， 但它们的送气程度较较 。 因此

在阿拉伯语辅音中 ， 不存在送气与不送气对立的音位 。 因此 ， 我们也可Ｗ预测 ，

阿拉伯 留学生在学习汉语语音时 ， 他们在汉语中 的送气音的听辨和发音方面都可

能有
一

定的困难 。

２ ．４ 汉阿发音相化辅音对比

根据表 １ 和汉阿捕音的发音特点 ， 汉阿辅音中 ， 完全相同的音位有 ４ 组 ，

即 ： ｍ ［ｍ］与 ｆ［ｍ］ 、 ｆ的 与。的 、 ｎ ［ ｎ ］ 与ｕ ［ｎ ］ 、 １山 与 ＜Ｊ ［ １ ］ 。 还有十组发音相似

的辅音 ， 现将送些相似辅音的异同总结如下表 ：

表 ２ 汉阿发音相近辅音异同表
２

 阿拉伯语辅音

、

？
相同之处不同之处

没语辅音＾

＾

＾Ｗ辰巧立
ｂ

［ｐ ］
为清音 ’ 声带不震动

的ｗ
【 ］双唇塞 曰

４ｂ
］为浊音 ， 声带震动


ｄ阳为清音 ， 舌位略前声带不震动

４ｄｌ小！
！和 巧为浊音 ， 舌位靠后 ， 声

ｄ的钟巧舌尖中塞音
带震动

’

舌面下凹 ， 舌位最靠后

ｋ
［

ｋ
‘

］ ，舌根塞清送 ｋ
［
ｋ

‘

］舌位略前



Ｉ
Ｉｊ

 Ｉ气音 Ｉ
ｄ 化＾舌位靠后


１

穆罕默德 ． 汉语与阿拉伯语语音对比 ［Ｄ ］ ． 天津师范大学硕±学位论文 ２ ００９

２

曹惊巧 ． 汉阿语音对比及阿拉伯人汉语发音偏误 ［时 ． 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学位论文 ， ２００６

黄伯荣 Ｉ 麽序东 ． 现代汉语 （増订
？

四版 ） 曲 ］ ． 髙等教育 出版社 ，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 第 ３０
－

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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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Ｉ 壬巧坪宝立 Ｉ
ｇｆ
＾

］
不送气 ’ 舌位略前



诚 】舌根盾塞 日

加
‘

惜气 舌位靠后 ．

ｈ
［
ｘ
］舌位略前 ， 无明显摩擦

ｈ
［
ｘ

］
ＣＷ舌根清擦音 ｃ凹巧 ￡ ［Ｙ］舌位靠后 ， 有明虽摩擦

＾ 含阳舌位最靠后


＾ Ｓ间舌位略高 ， 发音硬而清晰
Ｓ间〇－

［
ｓ
］舌尖

＾

清擦
帥 ］和刪舌位略低 ， 舌面下化


＾

胃
发音部位靠后 ， 舌位最靠后

浊
［§

‘

］
为舌尖后音 ， 舌尖上翅

ｓｈ松 ］ Ｓ间为舌尖前音 ， 舌位低 ， 发音硬而

Ｓ间〇＾的清擦音清晰

冲Ｓ
］ 冲Ｓ

］为舌面音 ， 舌面抬高



ｇ＾ｍ为舌叶音 ， 舌叶抬高


ｒ肉为舌尖后浊擦音 ， 舌位略前 ， 声

、如 立带震动但舌尖不发生颤动
ｒＦｚ ｌｊ ｆｒｌ組音＜ 曰

Ｊ
［
ｒ
］
为舌尖后颤音 ， 舌位靠后 ， 声带



震动 ， 且舌尖颤动


４词为不送气清擦音 ， 发音时需先

玉 化
完全堵塞再除阻 ， 短而有力 ， 声带

ｍ Ｊ闷舌尖前音了
不震动



Ｊ间为浊擦音 ， 发音时声带震动

ｊ ［
ｔｅ

］
是舌面不送气清塞擦音 ， 声带不

． 震动

Ｓ ［电 １塞擦音ｚｈ
［
ｔ
ｇ ］
是舌尖后不送气清塞擦音 ， 声

ｚｈ
［
ｔ
ｇ］化乐一^

带震动



ＩＥ ［电］
是舌面浊塞擦音 ， 声带震动

２ ．５ 汉阿辅音中差别较大的辅音

根据表 １ ， 我们找出 了五个没语中存在而阿拉伯语中不存在的辅音 ， 且在阿

拉伯语辅音中没有找到与之发音相似的辅音 ， 即 ： ｐ ［ｐ

‘

］ 、 ｃ ［ｔ ｓ ］ 、 ｃｈ ［ ｔ ｇ

‘

］ 、 ｑ ［
ｔ ｅ

‘

］ 、

ｚｈ ［ ｔ ｇ
］和 ｎｇ ［ｇ ］ ， ， 因化 我们可Ｗ预测 ， 阿拉伯 留学生在学习这五个辅音时 ，

可能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 现将这个辅音的发音方法、 发音部位及发音过程总结如

下表 ：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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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阿拉伯语中不存在的汉语辅音
１

辅音
Ｉ

发 音 部
［

发音方法 Ｉ

发音过程


也

ｐ ［ｐ

‘

］双唇送气清塞音成阻时双唇紧闭完全阻塞气流 ， 除阻时双唇

突然打开 ，

一

股较强的气流冲开双唇 ， 声带



不震动 。



ｃ
［
ｔｓ

］舌尖前送气清塞擦音 成阻时舌尖靠下齿背完全阻塞气流 ， 除阻时

舌尖松开
一

道小缝 ，

一

股较强的气流从这个



小缝中挤出 ， 声带不震动 。



ｃｈ怕
‘

］
舌尖后送气清塞擦音 成阻时 ， 先把舌尖抬高 ， 抵住齿漲和硬聘前

部 ， 形成完全阻塞 ， 除阻时舌尖突然打开
一

道小缝 ，

一

股较强的气流直接由肺经声 口直



接送出 ， 声带不震动 。



ｑ ［
ｔｅ

‘

］舌面送气清塞擦音 成阻时 ， 先用舌面前部抵住硬聘 ， 形成完全

阻塞 ， 除阻时 ， 舌面稍微放松 ， 留出
一

道窄

缝 ， 声口打开 ，

一

股较强的气流从这个小缝



中摩擦而出 ， 声带不震动 。



ｎｇ［ｇ ］舌根浊鼻音只能做韵尾 ， 不能做声母 。 成阻时 ， 苦根向

软聘抬起 ， 形成完全阻塞 ， 除阻时 ， 口腔打

开 ， 双唇 自然张开 ， 气流从鼻腔 自离而下流


１
＿＾

根据表 １ 和表 ３ ， 我们可 レ义发现在送五个音中 ， 只有最后
一

个 ｎｇ ［ｇ ］为浊辅

音 ， 而且只能做韵尾 ， 不能做声母 ， 因此在本文中不做过多描述 。 表 ３ 中前四个

辅音均为送气清辅音 ， 而送气音在阿拉伯语中不是
一

个区别特征 ， 因此送气音对

阿拉伯留学生来说 ， 如何掌握送气这
一

发音要领将成为他们是否能够正确习得送

气音的难点和关键之处 。 因此 ， 送气清辅音可能是阿拉伯留学生学习汉语声母的

一

大难点 ， 应当是我们在汉语声母教学中的重中之重 。

１

黄伯荣 ， 麼序东 ． 现代汉语 （增订四版 ） 抽 ］ ． 髙等教育 出版狂 ， ２００ ７ 年 ６ 月 ， 第 ３ ０
－

３ ２ 页

Ｉ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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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Ｈ章 实验步巧

３ ． １ 实验发音者选取

不 同 的学习者 由于 自 身 的身份 、 性别 、 年龄 、 性格 、 学 习 目 的 、 学习策略等

不 同 ， 对语言的感知能力和 习得能力也不相 同 。 本文为 了检测在初级阶段 ， 阿拉

伯 留学生汉语声母习得过程中 的偏误情况 ， 选取 了１ ５ 位兰州大学国 际文化与交

流学院初级班的阿拉伯 留学生 ， 其中男性 １ ３ 名 ， 女性 ２ 名 。 从统计学的角度 出

发 ， 本实验的实验样本略少 ， 而且男女性别不均衡 。 但 由于实际的客观因素和文

化 习俗的限制 ， 笔者未能更多的女性阿拉伯 留学生 。 这 １ ５ 位留学生虽来 自 不 同

的阿拉伯 国家 ， 但母语均为阿拉伯语 ， 且非常标准 。 这 １ ５ 位留学生在来中 国前

都不 曾接触过汉语 ， 都是 ２ ０ １ ４ 年 ９ 月 起在当州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初次学习

没语 。 作为初学者 ， 他们在 同
一

个班级学习 ， 拥有相 同 的教师 、 教材和教学环境 ，

确保 了 外界条件的统
一

性和公平性 。 下是本实验 １ ５ 位发音者的具体信息 ：

表 ４ 试验发音者情况表

＾姓名国籍母语第二语言 ＾学习奴语时间

互 

１杜拉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语汉语２４ 男４ 个月

２伊那德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语汉语２ ３ 男４ 个月

３汉恣也 口阿拉伯语英语２８ 男４ 个月

４达弗也 口阿拉伯语英语３ １ 男４ 个月

５莫汉也 口阿拉伯语英语２９ 男４ 个月

６法沃兹也 ｎ阿拉伯语英语２８ 男４ 个月

７伊布也 口阿拉伯语英语３ ２ 男４ 个月

８布诗拉也 口阿拉伯语英语２９ 女４ 个月

９己萨姆也 口阿拉伯语英语３ ０ 男４ 个月

１ ０马力苏丹阿拉伯语英语３ ３ 男４ 个月

１ １巴希尔苏丹阿拉伯语英语２ １ 男４ 个月

１ ２阿里苏丹阿拉伯语英语２ ５ 男４ 个月

１ ３阿麦德苏丹阿拉伯语英语２７ 男４ 个月

１ ４米度埃及阿拉伯语英语２ ５ 男４ 个月

１ ５ Ｉ

纳佳摩洛哥 Ｉ
阿拉伯语

Ｉ英语
Ｉ２５ Ｉ

女
Ｉ４ 个月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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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实验发音表的制定

为了考察阿拉伯 留学生汉语声母习得是否存在困难和偏误 ， 也使本实验可 １＾；

有效进行 ， 制定恰当的实验发音表很有必要 。但是汉语声母数量较多 ， 词汇丰富 ，

音节数量更是繁多 ， 我们无法将送些音节
一一

呈现 ， 因此如何选取合适的音节作

为测试内容 ， 就需要
一

定的根据 。

笔者根据初级留学生汉语声母学习的时间的阶段性 ， 发现在不同阶段他们可能面

临的 问题和困难也不
一

样 。 第
一

阶段为他们刚学习汉语的第
一

个月 ， 这个阶段所

学习 的汉字和词汇较少 ， 汉语表达能力较差 ， 实验重点是发现他们学习汉语语音

的发音的困难之处。 第二阶段为他们学习汉语的第二至四个月 ， 在这
一

阶段 ， 他

们 已经学会了 比较多的汉字和词汇 ， 汉语表达能力有所提升 ， 实验重点是检测他

们在第
一

阶段出现的发音偏误是否得到了改善 ， Ｗ及依然存在的偏误问题 。 因此 ，

笔者先后进行了两次听辨实驗和声学实验 ， 两次实验根据学生的汉语学习程度不

同 ， 选取不同的发音内容 。 本实验的实验发音表主要是针对朗读测试而设计 ， 共

有两化 第
一

份内容参考兰州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所选取的初级 口语教材
￣一

《汉语 口语速成入口篇上 》

１

， 第二份内容参考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 》

２

中 的 甲级和 己级词汇 ， 尽量选择在汉语交际时常见 、 常用 的字和词汇 。 实验发

音表包括五部分 ： 单个声母发音表 、 单音节词发音表 、 双音节词发音表 、 Ｈ音节

词发音表和多音节词发音表 ， Ｗ音节数 目 的递増和音节难度的増加为测试梯度 ，

来测试阿拉伯 留学生汉语声母习得的情况 。 Ｗ下是两个阶段的实验发音表的制定

依据 ：

表 ５ 两个阶段的实验发音表的制定依据

阶段第
一

阶段第二阶段

１ 、 制定时间 ： 受试者学 习汉语 １ 、 制定时间 ： 受试者学习汉语四

Ａ Ｉ
—

个月 后 。个月 后 。

债 Ｉ

２ 、 实验 目 的 旨在发现阿拉伯留 ２ 、 实验 目 的 旨在考察他们在第
一

Ｊ学生汉语声母发音 的难点和存 阶段所出现的偏误问题是否己经

＾在的偏误问题 。克服 ， 汉语语音面貌是否得到提

３ 、 发音表 内容来 自 教材 《汉语 升 ， 及仍然存在的偏误问题 。



Ｉ口语速成上 》 ， 便于 同课堂教学
Ｉ２ 、 发音表 内容参考教材 《汉语 口

＇

马箭飞 ． 汉语 曰语速成入 口篇 ． Ｍ ． 北京语言大学 出版杜 ，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第二版
２

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考试中也指定 ．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 ． ［Ｍ ］经济科学 出版社 ， ２００ １

年 ６ 月 修订本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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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相结合 。
＇

 Ｉ

语速成上 》 ， 并结合 《汉语水平词

４ 、 发音表只有单个声母发音表、 汇与汉字等级大纲 》 中的 甲级和

单音节词发音表和双音节词发 石级词汇 ， 尽量选择在汉语交际

音表 ， 音节数 目较少 ， 较为简单 ， 时常见 、 常用 的字和词汇 ， 在结

且只有拼音 ， 没有汉字 。合课堂教学的基础上对测试难度

５ 、 尽量选取声母发音相近且易 有所提升 。

混淆的词进行分组测试 ， 来检测 ３ 、 发音表没有有单个声母发音

学生是否可 Ｗ辨别这些发音相 表 ， 有单音节词发音表和双音节

近的声母的
一些区别特征 ， 如是 词发音表 ， 增加了Ｈ音节词发音

否送气 、 气流是否摩擦 、 是否卷 表和多音节词发音表 ， 音节数 目

舌 Ｗ及气流是从 口腔通过还是 较多 ， 难度增加 ， 每个词有巧字

从鼻腔通过等 。也有拼音 。

６ 、 同
一

组词发音辨析时 ， 尽量 ３ 、 单音节词选择单字 ， 同
一

声母

选取韵母和声调相同 ， 减少实验 的单音节词数 目增加 ， 双音节尽

变量。量选择两个声母均相 同 的双声

词 ， 检测在于不同的韵母进行拼

合时 ， 声母的发音变化 ， 进
一

步

检测学生是否掌握声母的
一

些区

别特征 。

４ 、 同
一

组词发音辨析时 ， 尽量选

取韵母和声调相同 ， 减少实验变

量 。

我们知道 ， 汉语拼音中共有 ２ １ 个声母 ， 但是单个声母的发音与其在音节中

的发音有
一

定的差别 ， 因此本实验在第
一

阶段首先对这 巧 位阿拉伯留学生进行

单个声母的发音进行测试 。 第
一

阶段试验发音表选择易发生混淆的音节 ， 采取分

沮对比的形式 ， 其中单音节词共 ２８ 组 ５６ 个音节 ， 双音节词共 １ ５ 沮 ３０ 个词 ６０

个音节 ， 巧计 ４３ 沮 ５６ 个音节 ， 具体试验音节参见附录 ３ 。

第二阶段试验发音中 ， 单音节词共 １ ９０ 个 ， 双声双音节词 １ ０５ 个 ２ １ ０ 个音

节 ， 双音节词辨析共 ４２ 组 ８４ 个词 １ ６８ 个音节 ， Ｈ音节词 ４ ０ 个 １ ２０ 个音节 ， 多

音节词 ２４ 个 １ ０４ 个音节 ， 共计 ７９２ 个音节 ， 具体试验音节参见附录 ４ 。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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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听辨实验方法及过程

在语音习 的过程中 ， 学习 者 目 的语语音 的听觉感知和辨别程度和他们的发音

水平之间有密切 的关系 。 要 了解阿拉伯 留学生汉语声母习得的情况 ， 应先从听辨

实验入手 。 由于学习 阶段不 同 ， 阿拉伯 留学生在韩语音声母的听辨方面所存在的

问题也不 同 ， 因此 ， 笔者对他们进行 了两个阶段的听辨实验 。 第
一

阶段的听辨实

验在他们学 习 汲语语音
一

个月 后 ， 听辨实验材料来 自 教材 《汉语 口 语速成上 》 。

实验步骤为 ： 第
一

步 ， 用 ＣＤ 播放和教师朗读实验音节各
一

遍 ， 让学生根据所听

到的音节写 出相应的声母或选 出所听到的音节 。 第二步将他们的听辨结果进行数

据统计 ， 分析阿拉伯 留学生在第
一

个阶段没语声母听辨方面的情况 ， 找出存在听

辨困难和偏误的声母 。 第二阶段的听辨实验在他们学习汉语语音四个月 后 ， 听辨

实验材斜来 自 教材 《汉语 口语速成上 》 ， 并参考并结合 《《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

级大纲 》 中 的 甲级词汇 ， 尽量选择在
＇

汉语交际时常见 、 常用 的字和词汇 ， 在结合

课堂教学的基础上对测试难度有所提升 。 实验步骤为 ； 第
一

步 ， 由两位普通话
一

级 乙等的 中 国学生录制所需音频 。 第二步 ， 播放所录制的音频
一

遍 ， 让学生快速

选 出所听到的音节 。 第呈步将他们的听辨结果进行数据统计 。 第 四步 ， 通过两次

听辨实验数据 的对比分析 ， 找 出阿拉伯 留学生在第
一

阶段汉语声母听辨方面 已得

到克服和改善的 问题 ， 找 出在第二阶段仍然存在听辨困难的声母偏误 问题 。

３ ． ４ 声学实验方法及过程

笔者根据阿拉伯留学生学习汉语语音的阶段性 ， 对他们进行 了两次声学实验 。

两次声学实验均采用 Ｇｏ ｌｄＷａｖｅ 软件进行录音 ， 采用 Ｐｒａａｔ 软件对录音材料进行

声学分析 ， 并统计实验数据 。 两次的录音地点均在兰州大学国 际文化交流学院 ，

选取
一

间非常安静的 自 习 室 ， 避免外界声音的干扰 ， 确保实验录制音频清晰 。 第

一

个阶段声学实验在他们学习没语语音
一

个月 之后进行 ， 实验步骤为 ： 第
…

步 ，

将实验发音表发给每个阿拉伯 留学生 ， 让他们提前熟悉发音表 ， 从而录音时能将

真实地展现 自 己的发音情况 。 第二步 ， 让每个阿拉伯 留学生依次朗读实验发音表

上的所有音节 ， 用 Ｇｏ ｌｄＷａｖｅ 软件进行录音 ， 录音格式为 ＷＡＶ 格式 。 第Ｈ步 ，

用 Ｐｒａａ ｔ 软件处理声音 、 分析声谱 ， 所得数据用于和两位中 国学生的标准音进行

对 比 ， 找到他们声母发音方面存在的 问题 。 第 四步 ， 统计实验数据 ， 并绘制各种

图表 。 第二阶段的声学实验前 四步与第
一

阶段相 同 。 第五步 ， 两个阶段的实验声

学数据和发音图示 ， 找 出他们在第
一

阶段己经得到克服和改善的声母发音偏误问

题 ， 及仍然存在偏误的 问题 。 第六步 ， 对他们在期末考试中 的 口 语会话也用 Ｇｏ ｌｄ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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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ｖｅ 软件进行录音 ， 用 Ｐｍｔ 软件进巧声学分析 ， 统计分析他们在 自然语流中存

在的声母偏误 问题 。 最后 ， 由这 １ ５ 为阿拉伯留学生完成与实验相关的调查问卷 ，

结合实验数据和调査问卷 ， 得出最终偏误结果 。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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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实验结果分析

４ ． １ 听辨实验数据分析

根据两次听辨实验 ， 所统计的实验数据如下 ：

表 ６ 两次听辨实验数据统计表

声母ｂ ｐ
ｍ ｆ ｄ ｔ ｎ ｌ ｚ ｃ ｓ

阶

出现频次８ １ ０３４ １ ５ １ ０８ １ ３ １ ０３ ５

段


正确率％９４ ． ６９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９８９４ ． ５ ８８ ． ７化． ４６５ 乂巧 ． ７７ １ ． ２

偏巧率％ ５ ． ４ １ ０００２５ ． ５９ ． １８ ． １ ３ ４ ． ２４ ２ ． ３２４ ． ８

阶 出现频次３ ４ １ ７５ １ ２２４ １ ５ １ ６２ ５３ ４３ ８ ３ ６

段 正确率％Ｗ ． ８９５ ． ７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９８ ． ２９６ ． ８９ ７ ． ４８ ５ ． ３ ８ ３ ． ９８ ７ ． ８

二 偏误率
。

／〇 １ ． ２４ ． ３０００ １ ． ８３ ． ２２ ． ６ １ ４ ． ７Ｗ ． １７ ． ２

声母 ｊｑＸｚ ｈｃｈ ｓ ｈ ｒｇｋｈ等声巧
阶

出现频次７ １ １ １ ０ １ ０８８８７８７ １ ０

段


正确率％３ ３ ． ９５ ５ ． １６５ ． ５６６ ． ８７ ３ ． ２８ ８９３ ． ２９ ５ ． ９８ ７ ． ８ １ ００ １ ００

偏误率％ ３ ６ ． １４４ ． ３５扣． ２２ ６ ． ８ １ ２４ ． ４４ ． １６ ． ５００

阶 出现频次５４５ ６５０４ ５４７６ １２ ２３４３ ７ １ ８ ２２

段 正确率
。

／〇 ８４ ． ６８３ ． ８８ ７乂８ ５ ． ３９ １ ． ８９３ ． ３ １ ００ １ ００９ ８ ． ２ １ ００ １ ００

二
Ｉ偏误率％ １ １ ５ ． ４ Ｉ １ ６ ． ２ Ｉ１ ２ ． ４ Ｉ１ ４ ． ３ Ｉ８ ．２ Ｉ６ ． ７ Ｉ０ Ｉ０ Ｉ １ ． ８ Ｉ０ Ｉ０

通过对这 １ ５ 为阿拉伯 留学生的两次听辨实验所得出 的统计数据来看 ， 他

们在汉语声母听辨方面的偏误率 曲线图如下 ：



５ ０ ．０％
１



４０ ．０％＾


３ 〇 〇
〇
／？
—— －？－第

一

阶段声母听辨偏误

、 率

２ ０ ．０％
 ＼ 第二阶段声母听辨偏误
—

Ｖ 率

１ ０ ．０％
 

ｌｉ ｍ ａ

０ ．０％ Ｉ Ｉ ， Ｉ ？ Ｉ Ｉ Ｉ ？ ：

ｑ ｃ
ｊｚ ｚｈ ｘ ｃ ｈ ｓ ｓｈ ｐ ｎ Ｉｋ ｔ ｂ ｒ ｇ ｄ ｍ ｆ ｈ

图 １ 两个阶段声母听辨偏误率对比 图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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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表 ６ 和图 １ ， 我们发现 ， 在两个阶段的听辨实验中 ， ｍ 、 ｆ及 ｈ Ｈ个声

母的偏误率均为零 ， 即阿拉伯 留学生对这Ｈ个声母不存在听辨偏误 。在第
一

阶段 ，

即这 １ ５ 位阿拉伯留学生学习汉语
一

个月 时 ， 这个时期是出于对汉语语音的感知

阶段 ， 他们在大部分的声母的听辨方面均存在较多的偏误 ， 按偏误率由高到低的

顺序 ， 出现偏误超过 １ ０％ （含 １ ０％的情况 ） 的声母依次是 ； ｑ （ ４４ ． ３％ ） 、 ｃ （ ４２ ．３％ ） 、

ｊ
Ｇ６ ． １％ ） 、 ｚ （ ３４ ．２

〇
／〇 ） 、 油Ｇ ３ ．２

〇
／〇 ） 、 ｘ （ ３２ ．５

〇
／〇 ） 、 油 （％乂％ ） 、 Ｓ（ ２４ ． ８

〇
／〇 ） 、

化 （ １ ２％ ） 、 Ｐ（ １ ０％ ） 。 而在第二阶段的听辨实验中 ， 即这 １ ５ 位阿拉伯 留学生

在学习没语 ４ 个月 后 ， 结合表 ６ 和图 １ ， 我们发现在第
一

阶段中 ， 存在的偏误率

较大的声母的偏误率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

一

些声母在听辨方面存在的偏误

问题己经得到 了克服 ， 如声母 Ｐ 、 ｎ、 １、 ｋ 、 ｔ 、 ｂ 、 ｒ 、 ｇ及 ｄ
；
—

些声母在听辨方

面存在的偏误问题得到了显著改善 ， 但仍然存在
一

定的偏误 ， 按偏误率由高到低

的顺序 ， 在声母听辨方面仍然存在偏误问题的声母依次是 ： ｑ （ １ ６ ．２％ ） 、 ｃ （１ ６ ． １％ ） 、

ｊ（ １ ５ ．４％ ） 、 ｚ （１ ４ ．７％ ） 、 ｚｈ
（
ｌ ４ ． ５％

）
、 ｘ

（
１ ２ ．４％

）
、 ｃｈ

（
８ ．２％

）
、 ｓ

（
７ ．２

〇
／〇

）
、 ｓｈ

（
６ ． ７

〇
／〇

）
。

４ ．２ 声学实验数据分析

根据两次声学实验 ， 所统计的实验数据如下 ：

表 ７ 两次声学实验数据统计表

卢巧ｂ ｐ ｍ ｆ ｄ ｔ ｎ ｌ ｚ ｃ ｓ

阶
出现频次３ ３ ８ ４ ３ ５ ４ ７ ４ ７４

段


正确率％９８巧．８ １ ００ １朋９８９２ ． ５始 ． ５９ ５ ． ３４ ３ ．２５ ３ ．８９ １ ．６

偏误率％２６ ．２００２７ ． ５３ ． ５４ ． ７４６ ． ２９ ．４

阶出现频次４ １３４２８２６５４４０２６４０３ ３２６ ３２

段正确率％ １ ００９７ ． ８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００８９ ． ６９３ ． ５９７ ．６

二偏误率％０ １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 ０ ．４６ ．５２ ．４

卢母 ｊｑＸｚｈ ｃｈ￥ｈｒｇｋｈ零声毋
阶

出现频次８ １ ２ １ ３７ ９ ４ ３ ８ ８ ９４

段


正确率％４５ ． ７４３ ． ７７ １ ． ５５ １ ．２８８ ． １９２ ． ５７２ ． ７９７ ． ６９ １ ．８９６ ． １ １ ００

偏误率％５４ ． ３５６ ．３２８ ． ５４８ ． ８ １ １ ．９７ ． ５２ １ ．３２ ．４８ ．２３ ． ８０

阶出现频次５４４７４５４ １４５ ５４２７２８３ ５３ ５２ １

段正确率。
／〇８７ ． ６８５ ．９９４ ． ５８５ ． ８９３ ．６９７ ．３ １ ００ １ ００９８乂 １００ １ ００

二偏误率％ １ ２ ．４ １４ ． １５ ．５ １ ４ ．２６ ．４２ ． ７００ １ ．２０


０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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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这 １ ５ 为阿拉伯 留学生的两次声学实验所得出 的统计数据来看 ， 他们

在汉语声母发音方面的偏误率 曲线图如下 ：

６０ ． ０ ０％１



５ ０ ． ０ ０％


４ ０ ． ０ ０％Ｖ


３ 〇 ． 〇 〇
〇

／？
１第

一

阶段声母发音偏误率

＼ 第二阶段声母发音偏误率

２ ０ ．０ ０％


气


１ ０ －０ ０％
ｊ



０ ．０ ０％
＂

１

＂…

Ｔ
－。－

，
＂

Ｊ １画 ＞ ｉ 誦

ｚ ｑ ｊ
ｚｈ ｃ ｘｒ ｃ ｈ ｓ ｋ ｔ ｓ ｈ ｐ Ｉｈ ｎ ｇ ｂ ｄ ｍ ｆ

图 ２ 两个阶段声母发音偏误率对 比图

根据表 ７ 和图 ２ ， 我们发现 ， 在两个阶段的声学实验中 ， ｍ 和 ｆ 这两个声母

的偏误率均为零 ， 即阿拉伯 留学生对这两个声母不存在发音偏误 。 在第
一

阶段 ，

即送 １ ５ 位阿拉伯 留学生学习汉语
一

个月 时 ， 对汉语语音 出于感知和模仿阶段 ，

因此他们在大部分的声母的发音方面均存在较多 的偏误 ， 按偏误率 由高到低的顺

序 ， 出现偏误超过 １ ０％的声母依次是 ： Ｚ（ ５６ ．８ ０％ ） 、 ｑ（ ５ ６ ．３０％ ） 、 ｊ（ 日４ ．３ ０％ ） 、

ｚ ｈ（ ４８ ．８０％ ） 、 Ｃ（ ４６ ．２０
〇

／〇 ） 、 Ｘ（ ２８ ．５０％ ） 、 ｒ（ ２ １ ． ３０
０

／０和ｃ ｈ（ １ １ ． ９０％ ） 。 而

在第二阶段的声学实验中 ， 即这 １ ５ 位阿拉伯留学生在学习没语 ４ 个月 后 ， 结合

表 ７ 和 图 ２ ， 我们发现在第
一

阶段中 ， 存在的偏误率较大的声母的偏误率均 出现

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 大部分母在发音方面存在 的偏误 问题 已经完全得到 了克服 ，

仅有四个声母仍然在发音方面存在
一

定的偏误 。 按偏误率 由高到低的顺序 ， 阿拉

伯 留 学在 声母 发音 方面仍 然存 在较 大偏 误 问 题 的声母依 次是 ｚ
（
１ ４ ．４０％） 、

ｑ （ １ ４ ．１ ０％） 、 ｊ （ １ ２ ． ４０％） 和ｚｈ （ １ １ ． ２ ０％） 。

４ ．３ 声学实验图示分析

在人们 的观念里 ， 声音是
一

种听得到但看不见的东西 ， 我们很难精确地对声

音进行描述和分析 。 根据实验语言学中 的声学语言学 ， 将语音的频率 、 音长 、 音

髙 、 强度 、 共振峰和脉冲等基本声学现象看作是
一

个个独立的物质 ， 都是可 Ｗ借

助
一

定的实验仪器和语音分析软件分别进行测量 、 处理和分析的 ， 使得声音不仅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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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Ｗ听得到 ， 也可 Ｗ真实地看得到 ， 人们也会对语音的物质特征产生更直观更也

更精确的认识 。 Ｐｍａｔ 是
一

款 目 前非常方便实用 的语音分析软件 ， 可 Ｗ录制 即时

音频 ， 也可 导入 已录制 的音频文件进行分析和操作 。 笔者将已经事先用 Ｇｏ ｌｄ

Ｗａｖｅ 软件录制的格式为 ＷＡＶ 的语音音频材料导入 Ｐｒａａ ｔ 语音分析软件中 ， 分

别得到 了不同的单个声母 、 单音节词 、 双音节词 、 Ｈ音节词 、 多音节词和短句的

语音波形图谱 。 利用这些语音波形 图谱作为评判阿拉伯留学生声母发音方面是否

存在偏误的重要依据 ， 测量出不 同声母在发音时的频率 、 音长 、 音高 、 强度及开

口度等特征 ， 通过阿拉伯 留学生的发音与 中 国学生的标准音进行对比 ， 从声学语

音学的角度找 出阿拉伯 留学生汉语声母发音方面的偏误 问题 。

４ ． ３ ． １ 单个声母声学结果分析

在图 ３ 至图 １ ４ 中 ， 横轴为时间轴 ， 单位为 Ｓ
（秒 ） ； 级轴为频率 ， 单位为 Ｈｚ

（赫

兹
）
。 图 中粉色区域为声母测量区域 。 上端 Ｃｈａｎｅ ｌ ｌ 和 Ｃ ｈａｎｅＥ 为音节波形频谱 ，

波形密集部分为元音部分 。 下端灰色部分为音节的光谱图 ， 蓝色虚线为音高 ， 单

位为 Ｈ ｚ
（赫兹 ）

。 因为清音发音时声带不震动 ， 不产生音高 ， 波形清晰 ， 音高线之

前的部分即为声母测量部分 。 而浊音在发音时 ， 声带震动 ， 波形 图谱比较杂乱 ，

声母不容 易清晰地测量到 。 因而 ， 本文均选取清辅音声母作为测量和分析对象 。

图 中粉色区域左端红色数字为声母发声起始时间 ， 右侧红色数字为声母发声结束

时间 ， 中 间黑色数字为声母音长时间数据 。

因为没语声母数 目 众多 ， 无法在此呈现所有的声母学语音波形图谱 ， 本文Ｗ

声母制Ｐ ］

＂

为例 ， 对中阿学生的声母节
’

的发音情况作 出对比分析 。 下图 中 ， 图 ３

与图 ４ 分别为阿拉伯 留学生和 中 国学生声母
‘

古
＂

的语音波形图谱 ：

０涼３０ 泣絲 如
許

ｔ


 ：


： 谏雜

—

ｒ
Ｑ

 苗亨 芦９
＊

１ 获野巧
．

巧 运— 

：

．

：
，

弓

．＂

ｆ汾ａ Ｓ 成 １巧＆ ＜？、 ０ ０ １ ２７污苗 ４

图 ３ 隅拉伯 留学生声母 Ｐ 语音波形 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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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中 国学生声母 ｐ 语音波形图谱

图 ３ 和 图 ４ 中的粉色区域为声母韦的
＂

的测量区域 。 声母市
＂

是清辅音 ， 清辅

音发音时声带不震动 ， 因此不产生音高 。 因为声母
‘

护
’

的实际发音为辅音
＂

ｐ ［ｐ］

’ ’

加上元音
＂

〇
［
〇

］

＂

的呼读音 ， 所Ｗ３ 与图 ４ 中波形密集部分实际是元音
＂

〇
［
〇

］

＂

的发音

频谱 。

根据图 ３ 和 图 ４ 所示 ， 将阿拉伯 留学生和 中 国留学生声母 Ｐ 发音的声学数据

统计如下 ：

表 ８ 中阿学生声母 Ｐ 发音声学数据统计表

中 国学生阿拉伯 留学生

声学特征数据


音节总时长


０ ． ７ １ ８ ９３４ ｓ


０ ． ６ １ ２７６６ ｓ

声母时长


０ ． １ ４ ７ １ １ ３ ｓ


０ ． ０５ ３ ｓ


几乎等同于 ２ ２８ ６Ｈ ｚ ， 低于 ２０６９Ｈｚ ， 且音高不
胃胃
音高稳定无明显波动 稳定有明显波动

开 曰度小 ， 共振峰集 开 口度大 ， 共振峰松散 ，

波形图像中 ， 波形图像相对小 波形图像相对大而杂



Ｉ
而清晰 。

 

通过图 ３ 、 图 ４ 和表 ８ ， 我们可 Ｗ得知 ， 在声母 Ｐ 的发音中 ， 阿拉伯 留学生

的音节时长比中 国学生短 化 １ ０６ １ ６８ 秒 ， 声母时长 比中 国学生短 化 ０９４ １ １ ３ 秒 ， 音

高频率至少低 ２ １ ７Ｈｚ ， 波形图像相对较为杂乱 。 造成音节时长 、 声母时长差异的

原因为声母 Ｐ 为送气音 ， 中 国学生送气程度强 ， 所Ｗ声母时长和音节时长就长 ；

而阿拉伯 留学生送气程度低 ， 所Ｗ声母时长和音节时长短 。 造成音高的频率和波

形图像的差异的原因是在发音过程中 ， 中 国学生 口型小而且相对稳定 ， 口腔 内气

流没有摩擦 ， 因而音高稳定 ， 产生的波形图像较为清晰整齐 ； 而阿拉伯 留学生在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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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音过程中 ，
口型略大 ， 而且发音过程中有所变化 ， 口腔 内气流有摩擦 ， 因而音

高不稳定 ， 产生的波形图像较为杂乱 。

４ ．３ ．２ 单音节词声学结果分析

单音节词 家
＂

为例 ， 下图 中 图 ５ 、 图 ６ 分别为阿拉伯 留学生和 中 国 留学

生单音节词
＂

家
＂

的语音波形图谱 ：

０ ． ００技 ；ｇＳＳＱ＿ ｉ ７艺０２Ｓ巧０ 台７每




５ｗ。 …

巧ｐ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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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 ｒ Ｖ ｔ ｓ ｔｔｏ ｌｅ ｒ

ｐａ ｒ ｔ ０ ６污＆０ １ １ ｓｅ巴ｏｎｃａ ｓ 巧 １ Ｔ

＾
；

＂

Ｔｏｔａ ｌ ｄｕｒａ巧ｏｎ ０
，
０＾ ５０ １ ｉｓｅｃｏ ｒｖｊｓ 巧

？ 兹

图 ５ 阿拉伯 留学生单音节词
＂

家
＂

的语音波形图谱

０ ０２０谷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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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難诚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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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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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幻Ｖ ＊ ｓ ？ｂ ｔｅ

ｐａ ｒｔ ０Ｇ２９ ：
＞ ／ ４ｓｅｃｏｎｄ ｓＯ ￡＞２９２７ －

^

一＾  ＿＿
； ； ； ， 。 进

－

、 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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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 ， 沾 ＂

一 ，
。 ０ ＆２９２ ７＾ ｓｅ ＾Ｇｃ＞ ＾？ｃｌｓ

图 ６ 中 国学生单音节词
＂

家
＂

的语音波形 图谱

图 ５ 和图 ６ 中粉色区域为声母
‘

化冲俯测量区域 。 通过对比发现 ；

在单音节词
‘

每Ｔ
’

的发音中 ， 两图 中最为明显的特征是 ， 中 国学生发音时 ， 声

母Ｔ
’

的测量部分没有 出现蓝色音高线 ， 而阿拉伯 留学生的声母Ｔ
’

的测量部分出

现了蓝色音高线 。 造成这
一

现象的原因是声母Ｔ
’

为清音 ， 清音在发音 时声带不

震动 ， 因此不 出现音高 。 而阿拉伯 留学生把 发成 了浊音 ， 因而引 起声带震动 ，

产生了音高 ， 同时 ， 阿拉伯 留学生音高不稳定 ， 有明显波动 。 声母Ｔ
’

是舌面音 ，

在发音过程中 ， 中 国学生发音舌位高 ， 口型相对稳定 ， 成阻时开 口度大 ， 舌位较

高 ， 成阻面积大 ， 口腔 内气流没有摩擦 ， 因而音高稳定 ， 产生的波形图像面积大

而且较为清晰整齐 ； 而阿拉伯 留学生在发音过程中 ， 开 口度较小 ， 舌位较低 ， 且

发音过程中 口 型有所变化 ， 口腔 内气流有摩擦 ， 因而音商不稳定 ， 产生的波形图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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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面积小而且较为模糊 。

４ ．３ ．３ 双音节词声学结果分析

双音节词 的声学分析
＂

桑叶
＂

和
＂

商业
＂

这
一

组词为例 ， 图 ７ 和 图 ８ 分别

为阿拉伯留学生和 中 国学生双音节词
＂

桑叶
＂

和
＂

商业
＂

的语音波形图谱 ：

２ ４２９ ｒ 

 ■
－

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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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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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Ｔｏ娩 ＜＾ｔｋ？ｃ ３ 受幾巧游 ｓｅａ？供挺
；

—＂

Ｊ


图 ７ 阿拉伯 留学生巧音节词
＂

桑叶
＂

和
＂

商业
＂

语音波形图谱

Ｏ ｄ ＳＳ Ｏ ＾

＾

Ｏ Ｏ  １ ４ ｊ ＣＭ 玲４５
ｇ
５

掛


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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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中 国学生双音节词
＂

桑叶
＂

和
＂

商业
＂

语音波形图谱

图 ７ 和 图 ８ 中粉色区域为声母、间
＂

的测量区域 。 通过对比发现 ：

两图 中最为明显的特征是蓝色音高线的分布 。 中 国学生发音时 ， 声母
‘

Ｖ
’

的

测量部分没有 出现蓝色音髙线 ， 而且第Ｈ个音节中 的声母
＂

ｓｈ
［ｇ

‘

ｒ的测量部分虽

然没有标记处 ， 但是我们可 Ｗ在光谱图上清楚地看到声母部分也没有 出现蓝色音

高线 ， 在这两个词的四个音节中 ， 可Ｗ看到清楚的随字音声调变化的蓝色音高线 。

而阿拉伯 留学生的声母
＂

Ｓ间
＂

和
＂

ｓｈ
［ｇＴ

’

的测量部分均 出现 了蓝色音高线 ， 且在这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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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音节中音高均波动 明显 。 造成这
一

现象的原因是汉语声母
＂

Ｓ

＂

和
“

ｓｈ
＂

都是清

擦音 ， 清音在发音时声带不震动 ， 且摩擦程度非常小 ， 因此不出现音高 。 而阿拉

伯语中 ， 一村 、 和ｕＨｆ］
在发音过程中 ， 气流摩擦程度大 ， 而且这两个音和汉语中

的声母
＂

Ｓ

＂

和
＂

ｓｈ
＂

的发音部位不
一

样 ， 因此共振图像也不
一

样 。

４ ． ３ ． ４Ｈ音节词声学结果分析

Ｈ音节词 Ｗ
＂

自 行车
＂

为例 ， 图 ９ 和 图 １ ０ 分别为阿拉伯 留学生和 中 国学生

Ｈ音节词
＂

自 行车
＂

的声学波形 图谱 ：

二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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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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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０ 中 国学生三音节词
＂

自行车
＂

语音波形图谱

图 ９ 和 图 １ ０ 中粉色区域为声母
“

Ｘ
［沖

’

的测量区域 ， 通过对比发现 ：

两图 中 比较明显的特征是阿拉伯 留学生声母
＂

Ｘ闷
＂

的时长比中 国学生声母

＂

ｘ
［
ｅ ］

＂

时长短 ０ ． ０８２ ７８ 执 共振峰松散 ， 波形图像小而杂乱 ， 且声母
＂

Ｚ
＂

部分出现

蓝色音高线 ， 同时在这个词 的Ｈ个音节 中 ， 音高线没有随这Ｈ个字的声调变化而

出现明显波动和起伏 。 中 国学生发音时 ， 声母
＂

Ｘ
＂

的测量部分时间长 ， 共振峰集

中 ， 波形 图像大而整齐 ， 声母
＂

Ｚ
＂

部分没有出现蓝色音高线 ， 在这个词的Ｈ个音

节中 ， 音高线随着这Ｈ个字的声调变化出现了 比较明显的波动和起伏 。 造成这些

现象的原因是汉语声母
＂

Ｚ
＂

是清音 ， 清音在发音时声带不震动 ， 阿拉伯 留学生将

２４



兰州大学硕±研究生学位论文 初级阶段阿拉伯 留学生汉语声母习 得偏误及教学策略研究

这个音发成 了浊音 ， 因而 引 起声带震动产生音高 。 而阿拉伯语中 ， 没有舌面音

＂

Ｘ
［冲

’

， 阿拉伯 留学生发这个音时 ， 成阻部位靠前 ， 共振面积小 ， 因而这个音的

实际发音更接近是
“

Ｓ间
＂

的发音 。

４ ． ３ ． ５ 多音节词声学结果分析

多音节的词
＂

春夏秋冬
＂

为例 ， 下图 中 ， 图 １ １ 和图 １ ２ 分别是阿拉伯 留学

生和 中 国学生多音节词
＂

春夏秋冬
＂

语音波形图谱 ：

１ ，巧反夺４巧 姜 勺
． ４３ １ ｔ 之巧

品 八 瑞站 扣 巧 萨 畔。巧 ＼ ＾ １ 
ｊ Ｙ３益这岩去之品

Ｐ— Ｖ／ ｉ ｓ ｉｂ仪
ｐａｒｔ２ 谷打９３巧５饼ｃｏｎｃ 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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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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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图 １ １ 阿拉伯 留学生多音节词
＂

春夏秋冬
＂

语音波形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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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

＂

１１１ ， １ 、

图 １ ２ 中 国学生多音节词
＂

春夏秋冬
＂

语音波形图谱

图 １ １ 和 图 １ ２ 中 ， 粉色区域为声母
＂

ｑ ［
ｔｅ

‘

ｒ的测量区域 ， 通过对比发现 ： 阿拉

伯 留学生声母
＂

ｑ

＂

的时长比 中 国学生声母
＂

ｑ

＂

的时长短 化０６０３ ２６ 秒 ， 且第
一

个音节

的声母
＂

ｅｈ
＂

部分出现了蓝色音高线 。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为阿拉伯语中不存在舌

面送气音
＂

ｑ ［
ｔｅ

‘

ｒ ， 这个音 自 身特殊的发音位置Ｗ及发音方法 ， 给阿拉伯 留学生

造成了 困难和偏误 。 中 国学生声母
＂

ｑ

＂

的送气程度大 ， 所 Ｗ声母时长就长 。 相对

于不送气音 ， 送气音的语音波形图像窄而集中 。 在这个词 的四个音节中 ， 音离随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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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这四个字的声调变化出现相应的起伏和波动 。 而阿拉伯 留学生声母
＂

ｑ

＂

的送气

程度小 ， 所Ｗ声母时长就短 ， 发音时开 曰度大 ， 因而语音波形图像相对较大且松

散 ， 四个字的整体音高 比较平稳 ， 音高没有随着这四个字的声调变化 出现明显的

起伏和波动 。

４ ．３ ．６ 短句声学结果分析

短句 Ｗ

＂

每个周末我有不同 的安排
＂

为例 ， 下图 中 图 １ ３ 和 图 １ ４ 分别为阿拉

伯留学生和 中 国学生短句语音波形声谱图 ；

 ４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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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口 阿拉伯 留学生短句语音波形声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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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ｊ 古 ＼ 勇

图 １ ４ 中 国学生短句语音波形声谱 图

图 １ ３ 和图 １ ４ 中 ， 粉色区域为声母市时
’ ’

的测量区域 ， 通过对 比发现 ：

中 国学生在这句话中 的声母
‘

古
’ ’

部分声母时长 比阿拉伯 留学生长 ０ ． ０６３ １ ９６ 秒 ，

没有出现蓝色的音高线 ， 每个字的音频图都 比较清晰在这句话中 ， 每个音节间有

明显 的 间隔 ， 其他未标记的清音声母部分 ， 如个 （ ｇ ） 、 周 （ ｚｈ ） 、 不 （ ｂ ） 、 同 （０

声母都没有出现蓝色音高线 ， 整句话中 的音高随着这 １ １ 个音节的声调变化出现

明显 的起伏与波动 。 而阿拉伯 留学生在这句话中 的不仅在声母
‘

古
’ ’

部分 出现了蓝

色音高线 ， 而且在其他未标出 的不送气清音声母部分 ， 如个 （ ｇ ） 、 周 （ 浊 ） 、 不

（ ｂ ） 、 同 （ ｔ ） 声母都出现 了蓝色音高线 ，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 ， 阿拉伯留学

２６



兰州大学硕±研充生学位论文 初级阶段阿拉伯 留学生汉语声母习 得偏误及教学策略研究

生将这句话中 的五个清音声母全部读成 了浊音 ， 因此声带震动 ， 产生音富 。 但是

整句话中音高比较平稳 ， 没有随不同 的音节的声调 出现明显 的起伏与波动 。

４ ．４ 听辨实验与声学实验结果对比分析

笔者将两个阶段 的听辨实验的 偏误率和声学实验的发音偏误率进行 了综合

对比 ， 得出 了 下面的 曲线 图 ：

６０
－

１



５ 。


ＩＩＩ
？Ａ一■？ 第

—

阶段声母听辨偏

４。


ｗｍ ＊岂阶段声母发音偏

３ ０


Ｉ ＩＩ误率

Ｉ
Ｗ巧第二阶段声母听辨偏

°

 ／
ＭＭｖｉ ｉ

ｉＡ

￣

第二阶段声母发音偏

强

ｂ ｐ ｍ ｆ ｄ ｔ ｎ ｌ ｚ ｃ ｓ
ｊ ｑ ｘｚｈ ｃ ｈ ｓ ｈｒｇｋｈ

图 １ ５ 两个阶段声母听辨及发音偏误率对比图

根据表 ６ 、 表 ７ 的偏误统计数据 ， 并结合图 １ 、 图 ２ 和图 １ ５ 的偏误对 比 图 ，

我们对阿拉伯 留学生在两个阶段的声母听辨及发音偏误进行对比 ， 发现 ：

（ １ ） 从整个初级阶段的学习 过程来看 ， 阿拉伯 留学生汉语声母听辨与发音

存在的偏误率并不相 同 ， 除个别声母 （ Ｚ、 Ｃ 、
ｊ

、
ｑ

、 ｚｈ 和 ｒ ） 外 ， 大部分声母的

听辨偏误率略高于发音偏误率 。 很多 同学在朗读和会话中 ， 大部分的声母都可Ｗ

基本做到正确发音 ， 但是在做听力练习时 ， 却不能很好地听辨出
一

些声母的发音 ，

特别是对于
一些声母之间 的 区别特征不能很好地听辨 出 。

（ ２ ） 从两个不同学习阶段来看 ，

一

般听辨偏误率较高的声母 ， 在发音方面

的偏误率也较高 ， 因为听力是发音的基础 ， 只有能够正确听到和接受语音信号 ，

才能为准确发音提供前提 。 但声母 Ｚ、 Ｃ 、
ｊ

、 ｑ 、 ｚｈ和 ｒ ， 这 ６ 个声母在第
一

阶段

的发音偏误率在很大程度上高于听辨偏误率 。 这是因为在这个时期 ， 他们对汉语

语音停留在感知和模仿的阶段 ， 对奴语的语音知识 尚不明 了 ， 只 能通过感性地模

仿来学习语音 。 通过继续学习 ， 在第二阶段中 ， 存在发音偏误较多 的仅为 Ｚ、 ｑ 、

ｊ
、 ｚｈ这四个声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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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 从所有测试项 目来看 ， 单个声母的听辨偏误率低 ， 发音偏误率高 ， 而

音节听辨偏误率商 ， 发音偏误率低 。 单音节词 、 双音节词发音偏误率低 ， 听辨偏

误率高 ， Ｈ音节词 、 多音节词和整句发音偏误率高 ， 听辨偏误率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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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阿拉伯留学生齊母习得偏误研巧

５ ． １ 声母 习得偏误类型分析

根据两次听辨实验和两次声学实验的的统计数据 ， 结合调查问卷 ， 笔者将阿

拉伯 留学生声母习得在听辨和发音方面的偏误类型与原因如下表所示 ：

表 ９ 阿拉伯留学生声母习得偏误类型表
１

偏误类型


偏误现象


主要体现在ｂ
—

Ｐ 、 ｄ
—

ｔ 、 ｇ
—

ｋ 、
ｊ

—

ｑ 、 ｚ
一

ｃ和ｚｈ
—化

这六姐音中 ， 特别是在第
一

阶段 中 ， 送气音声母的送

（ １ ） 送气音声母与与不 气程度低 ， 声母时长短 ， 在听辨和发音两方面偏误率

送气音声母间的混淆 比不送气音声母的听辨和发音偏误率要高 。 但在第二

阶段中 ， 送气音与不送气音间误听和误读的偏误率明



显整体下降 ， 但后Ｈ组偏误率依然较高 。



主要体现在Ｊ

—

Ｚ、 ｑ
＿

Ｃ 、
ｊ

—

ｚｈ、 ｑ
＿

ｃｈ 、 ｚ
—

ｚｈ和ｃ
—

（ ２ ） 塞擦音声母间的混 化 六组音中 ， 偏误情况比较复杂 ， 在第
一

阶段中 ， 每

淆组的偏误率均很高 ， 第二阶段中 ， 每组的偏误率均有



所下降 ， 但相比于其他声母 ， 依然存在较高的偏误率 。

主要体现在 Ｓ
—

ｓｈ、 Ｓ
— ■

Ｘ和 Ｘ
—

ｓｈＨ组中 。 在第
一

阶段

／
中 ， 每组的偏误率均很高 ， 第二阶段中 ， 每姐的偏误

率均有所下降 ， 偏厌率低于塞擦音间的妖听 ， 但相比



于其他声母 ， 依然存在较离的偏误率 。



主要体现在 ｊ

—

Ｘ 、 ｑ
—

Ｘ、 ｚｈ
—化和 ｃｈ

—

ｓｈ 四组中 。 在

（ ４ ） 塞擦音声母与擦音 第
一

阶段中 ， 每组的偏误率均很高 ， 第二阶段中 ， 每

声母间的混淆组的偏误率均有所下降 ， 偏误率低于塞擦音间的误听 ，



但相比于其他声母 ， 依然存在较高的偏误率 。



主要体现在声母 ｂ 、 ｔｇ 、
ｊ
、 Ｚ、 ｚｈ送六个声母的发音

（ ５ ） 不送气清音声母的 上 ， 将这六个声母发成 了浊音 ， 引起声带震动 ， 单靠

过度浊化听辨 ， 不容易发现偏误 ， 但此偏误现象在语音波形图



谱上表现明显 。

￣

）^ 擦声母的过度摩擦 Ｉ
主要体现在 Ｓ 、 ｓｈ、 Ｘ、 ｈ 四个声母上 ， 发音时可Ｗ听到

１

曹惊殊 ． 汉阿语音对比及阿拉伯人汉语发音偏误 阳 ］ ． 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学位论文 ，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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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气流明显摩擦声 ， 摩擦严重音的会引起声带震动 ，

在语音波形图谱上表现则表现为波形图面积大而且杂

乱 。

／ ｎ 、 古 立 苗
主要体现在 ｄ 、 ｔ、 ｇ 、 ｋ 、 ｈ、 Ｓ 、 Ｓ 、 ｈ、 ｒ 这九个声母上 ，

（ ７ ） 声母发音部 ｛乂普遍
舌位低 ， 很多音的发音都偏向喉音部位 ， 发音时可Ｗ

＾ Ｉ
听到声音明思厚而低沉 。



５ ． ２ 声母 习得偏误来源分析

笔者计对阿拉伯留学生的汉语声母的习得问题 ， 分别进行了两次听辨实验和

声学实验 ， 并对两次的实验结果进行了对比 、 分析 ， 总结出阿拉伯留学生对于汲

语声母听辨和发音方面所出现的偏误现象 。 在下文中 ， 笔者将从客观因素与主观

因素两个角度出发 ， 探讨阿拉伯留学生汉语声母习得偏误的来源 。

５ ． ２ ． １ 客观因素分析

５ ． ２ ． １ ． １ 母语负迁移

本文在第二章中 ， 在表 １ 对汉阿辅音从发音部位 、 发音方法和区别将征Ｈ方

面 ， 进行了系统而详尽的对比 ， 在表 ２ 列出 了十组没阿发音相似的辅音 。 阿拉伯

语中存在的这些与汉语声母发音相似的辅音 ， 对他们习得
一

部分声母的发音时产

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这就是屯、理学上所说的母语正迂移 。 而当这些与汉语音声

母发音相似的辅音 ， 在他们习得汉语声母的发音时产生了千扰 ， 甚至是阻碍时 ，

就是也理学上所说的母语负迁移
１

。 而阿拉伯留学生巧语声母发音方面母语负迁

移体现在Ｈ方面 ：

（ １ ） 表 ９ 中的第五类偏误￣￣不送气清音声母的过度浊化 ， 主要体现在声

母 ｂ 、 ｄ 、 ｇ、
ｊ
、 Ｚ、 油这六个声母的发音上 。 阿拉伯语辅音分清浊 ， 而且浊辅音

数 目 多 ， 清辅音数 目少 ； 汉语中清辅音多 ， 浊辅音少 ， 清浊不作为音位的区别特

征 ， 而汉语中主要的
一

个音位区别持征是送气与不送气 ， 因此 ， 汉语中要阿拉伯

留学生常用独音代替汉语中的不送气清音 。 大多数学生补懂语音学巧音位学 ， 看

到这些声母时 ， 就下意识地从阿拉伯语中寻找相似的发音 ， 而他们找到的这些辅

音的发音大都是浊音 ， 就习惯性地把这些不送气清音发成浊音了 。

（ ２ ） 表 ９ 中 的第六类偏误￣￣擦音声母的过度摩擦 。 这
一

偏误现象主要体

现在 Ｓ 、 ｓｈ、 Ｘ 、 ｈ 四个声母上 。 汉语中塞擦音和擦音声母数量较少 ， 气流摩擦程

度低 ， 声带不震动 。 阿拉伯语中塞擦音和擦音声母数量较多 ， 气流摩擦程度较大 ，

１

曹惊殊 ． 汉阿语音对比及阿拉伯人汉语发音偏误 ［时 ． 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学位论文 ， ２朋 ６

３０



兰州大学硕±研究生学位论文初级阶段阿拉伯 留学生汉语声母习 得偏误及教学策略研巧

发音时可 Ｗ听到 口腔气流明显的摩擦声 ， 摩擦严重音的会引起声带震动 。

（ ３ ）表 ９ 中 的第４＾类偏误声母发音部位普遍靠后 。 主要体现在 ｄ 、 Ｌ
ｇ 、

ｋ 、 ｈ 、 ｓ 、 ｓ 、 ｈ 、 ｒ 这九个声母上 。 这几个声母按发音部位前后来分 ， 分别为舌尖

目 Ｉ

Ｊ 、 舌尖中 、 舌尖后和舌面 ， 发音部位略罪刖 ， 舌位较局 ， 口腔共鸣强 ， 声音音

高强 。 而阿拉伯语的辅音普遍发音部位靠后 ， 舌位较低 ， 很多音的发音都偏 向喉

音部位 ， 致使 口腔共鸣小 ， 声音音高低 ， 发音时可 Ｗ听到声音 明显厚而低沉 。

幸运的是 ， 这Ｈ种偏误并不影响他们用汉语进行交际 ， 但他们的没语发音就

带上 了 点
＂

外 国腔
＂

。

５ ．２ ．１ ． ２ 汉 、 阿辅音发音相异因素

狭语和阿拉伯语两种语言系统间的差异巨大 ， 特别是那些仅在汉语中存在而

在阿拉伯语中不存在的辅音 ， 对阿拉伯 留学生汉语声母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 也

是引起偏误的重要原因 。 汉阿辅音发音相异造成的偏误主要体现在 Ｗ下两方面 ：

（ １ ） 表 ９ 中 的第
一

类偏误送气音声母与与不送气音声母间 的源淆 。

这
一

偏误现象主要体现在 ｂ
—

Ｐ 、 ｄ
￣

ｔ 、 ｇ
—

ｋ 、
ｊ

—

ｑ 、 ｚ
￣￣

ｃ 和 ｚｈ
￣

ｃｈ这六组音中 。

送气音在阿拉伯语中不属于音位的 区别特征 ， 因此他们
一

开始在听觉上 ， 听觉器

官对听汉语中 的送气音声母感到不 习惯 ， 不能听辨 出送气音和不送气音 ， 没有掌

捏送气音的发音方法 ， 因而产生大量的偏误问题 。 特别是在第
一

阶段中 ，

一

部分

阿拉伯 留学生不能正确地发出送气音声母 ， 或者可 レッ发 出送气音声母 ， 但送气程

度低 ， 声母时长短 ， 在听辨和发音两方面偏误率 比不送气音声母的听辨和发音偏

误率要高 。 在继续学习 了
一

段时间 Ｗ后 ， 大部分学生都 已经基本上掌握 了送气音

的发音方法 ， 也可 Ｗ听辨出送气音和不送气音 。 在第二阶段中 ， 送气音与不送气

音间误听和误读的偏误率明显整体下降 ， 但后Ｈ组偏误率依然较高 。

（ ２ ） 表 ９ 中 的第Ｈ至第五类偏误一一塞擦音和擦音声母的混淆 。 这
一

现象

主要体现在主要体现在 ｊ
、

ｑ
、 Ｘ、 Ｚ、 Ｃ 、 Ｓ 、 ｚｈ 、 化 、 ｓｈ 九个声母上 。 偏误情况比

较复杂 ， 不仅 同
一

发音部位的声母互相混淆 ， 而且不 同发音部位的声母也互相溜

淆 。 根本原 因是 ， 阿拉伯语中不存在舌面音 ｊ
、 ｑ 、 Ｘ ， 舌尖前音 Ｚ 、 Ｃ 和舌尖后音

浊、 ｃ ｈ 、 ｓｈ ， 虽然存在舌尖前音 ｃ＾ｓ
］

， 这个音和汉语的 Ｓ间发音有所差异 。 陌生

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 ， 成为阿拉伯 留学生汉语声母习得中 ， 无论是听辨方面还

是发音方面 ， 存在困难和偏误最多 的 ９ 个声母 。 经过不断的学习 ， 阿拉伯 留学生

逐渐掌握 了这些音 的发音要领 ， 在听辨和发音方面都有大幅度的提升 ， 但仍然存

在 比较顽固 的偏误 问题 ， 影响到 了他们的没语交际 。

５ ．２ ．２ 主观因素分析

针对阿拉伯 留学生汉语习得偏误 ， 本文从学 习 者和教师两个主观因素方面进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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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 。

５ ． ２ ． ２ ．１ 学 习者方面

第
一

， 学习汉语动机不同 。 动机作为学习者的 内在情感因素 ， 在对学习者的

学习态度 、 学习 目 的 、 学习效果等方面均会产生不同 的影响 。 为 了能够阿拉伯留

学生的汉语学习动机 ， 笔者对这 １ ５ 位阿拉伯 留学生进行了
一

项 问卷调查 ， 他们

来 自 不同的 国家 ， 在兰州学习汉语时间相同 ， 但不同 的 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不

同 。 通过问卷调查 ， 发现他们学习没语的主要动机有 Ｗ下屯个方面 ：

不想学但是学校喜欢 中 国文化历

安排 了＼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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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５ 阿拉伯 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比例 图

根据图 １ ５ 的数据显示 ， 阿拉伯 留学生学习汉语的 目 的多种多样 ， 其中为了

更好地学好专业课 ２９％比例最高 ， 其次是为 了方便 后再 中 国的生活 ２２％ 、 和中

国企业合作 ２ １ ％ ， 这王项作为阿拉伯 留学生的学习汉语动机的比例 占学习汉语总

人数的 ７２％ 。 他们学习狭语的动机来 自 外部 ， 他们学习汉语的动机能否满足并不

受学习汉语成绩的好坏的影响 ， 而是学习汉语知识 Ｗ外的
一

些因素 。 因此 ， 能够

在 日 常生活中运用汉语进行交际 ， 是大部分阿拉伯留学生学习汉语的主要 目 的 ，

他们在用没语交际时 ， 只要让对方能够听懂 自 己所说的话即可 ， 说的好坏没有关

系 。 他们在学 习没语的过程中 ， 对 自 己的汉语成绩要求并不高 ， 没语发音方面的

问题也并不重视 。 这
一

现象体现在阿拉伯留学生习得汉语声母方面 ， 不去刻意纠

正 自 己的发音 ， 造成了他们的发音带有
＂

外 国腔
＂

问题的滋长 。

第二 ， 所学习 的其他语言不同 。 根据调查问卷 ， 有 １ ２ 位阿拉伯 留学生的第

二语言为英语 ，

一

位留学生的第二语言为法语 ， 有两位留学生除了汉语外 ， 没有

学习过任何其他语言 。 因为学校给他们安排的汉语老师均不会讲阿拉伯语 ， 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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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英语作为中介语 ， 因此这两位不会讲任何外语的留学生在学习汉语时 ， 上课听

不懂老师在说什么 ， 对声母的发音部位发音方法都不 明 了 ， 只 能靠其他阿拉伯 留

学生翻译 ， 才能明 白老师说的话 ， 不能很好地配合老师上课 。 会讲英语的阿拉伯

留学生 ， 学习汉语发音时 ， 相对较容易 ， 因为汉英辅音之间的差距 比没阿辅音之

间差距小 ， 很多阿拉伯语中没有的音在英语中有 ， 如送气音 Ｐ 、 Ｃ 、 ｃ ｈ 等 ， 因此

学 习 汉语发音时困难较小 ， 而且他们可 ｙＡ借助英语听懂老师所讲的 内容 ， 明 白汉

语声母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 ， 能很好地配合老师的教学活动 ， 因而汉语声母发

音困难较小 ， 偏误 问题得到克服和改善的能力强 。 有四位同学除英语外会讲其他

语言 ， 会讲的语言越多 ， 在不 同语言的语音系统中见到的音素更多 ， 对语言 的感

知和模仿能力也更强 ， 语言学习 能为越强 ， 语言学习 效果也越强 。

第兰 ， 性格不同 。 由于迭 巧 位阿拉伯留学生性格不同 ， 汉语学习 的好坏也

有所影响 。 根据笔者在教学中 的观察和 同他们 的私下交流 ， 笔者发现性格外 向 的

留学生汉语学习效果好 。 他们乐于同 中 国人交流 ， 不仅 同 中 国老师和学生交流 ，

也在生活中和兰州 当地人交流 ， 积极地在生活中学习汉语的词汇和语句 ， 能积极

地融入到 中 国人的生活中 。 当 中 国老师 、 同学或者竺州 当地人指 出他们发音方面

的 问题时 ， 他们能够坦然接受 ， 努力纠正 自 己的发音 问题 。 而性格相对 内 向 的留

学生 ， 害怕和 中 国人交流时暴露 出 自 己的发音 问题 ， 怕遭到耻笑而也理上受挫 ，

因而除 了在课堂上无法避免和 中 国老师交流之外 ， 生活中很少和 中 国人交流 ， 不

会刻意主动地去纠正 自 己的发音 ， 致使在汉语发音方面 出现的很多偏误得不到克

服和改善 。

５ ．２ ．２ ．２ 教师方面

第
一

， 教师 自 身不能做到每个发音都完全正确 。 笔者 Ｗ实习老师的身份 ， 在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为这些初学汉语的 留学生教授汉语初级 口语课 ， 另外学校还为

他们安排 了两位资深的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老师 ， Ｈ位老师的汉语普通话都非常

标准 。 但是 ， 这Ｈ位老师来 自 不同的地方 ， 受教育程度不 同 ， 对外汉语教学的经

验不 同 ， 每个人说话时都有
一

些或多或少的 曰 音 ， 所 便是这Ｈ位老师的普通

话再标准 ， 也无法做到毎个音都能完全发正确 ， 因此不仅可能会做 出不正确的示

范 ， 也可能在平常的教学和交流中潜移默化地影响这些阿拉伯 留学生的发音 。

第二 ， 教师对语音 的解释不到位 。 这兰位中 国老师均不会讲阿拉伯语 ， 不清

楚阿拉伯语辅音的发音特点 ， 对汉语和阿拉伯语的辅音系统没有明确的对 比认知 ，

因此对阿拉伯留学生可能存在的汉语声母发音困难点抓得不够准 。 同时 ， 由于这

Ｈ位老师都使用英语作为中介语 ， 由于 自 身英语水平 的限制 ， 无法用英语准确地

解释每
一

个声母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 ， 在纠正留学生的发音时 ， 也不能准确地

让 留学生知道他们的发音 问题充竟出在哪里 ， 造成 了他们的 困扰 ， 在
一

定程度上

３ ３



兰州大学硕±研究生学位论文 初级阶段阿拉伯留学生汉语声母习得偏误及教学策略研究

造成了他们汉语声母发音的偏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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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阿拉伯留学生汉语声母习得教学策略及建议

为 了 能改善阿拉伯留学生运用汉语交际时
＂

外 国腔
＂

的现象 ， 针对他们在汉

语声母习 得偏误提 出相应 的教学策略和建议是十分必要的 。 本文进行 了两次听辨

实验和声学实验 ， 通过分析实验数据 ， 得 出偏误结论 ， 找 出 了阿拉伯留学生在没

语声母习得方面的偏误特征及来源 ， 针对偏误特征本文提化相应的汉语声母教学

策略 ， 改善他们的汉语发音 ， 提高他们的汉语交际水平 。 刘巧 （ ２ ００ ０ ） 指 出 ，

＂

语

音教学为语言要素教学 ， 是汲语教学的基础知识 。 语言知识的教学要同 言语技能

和言语技能的交际训练相结合 ， 在训练 中将知识转化成技能 ， 这是对外汲语教学

的指导性原则 。

＂ １

他所提出 的对外汉语教学 的总原则 ， 在语音教学方面具有指

导意义 ， 特則是在声母教学方面也是适用 的 。

６ ． １ 短期集中教学与长期严格要求相结合

长期 Ｗ来 ， 我们对外国 留学生的汉语教学 ， 是 Ｗ培养交际能力为主要 目 标的 ，

注重汉语语言表达的整体性 ， 认为只要能达到交际的 目 的即可 ， 对他们的发音要

求相对较低 ， 这在
一

方面也纵容 了他们的发音方面的偏误问题 ， 造成 了他们讲汉

语时的
＂

外国腔
＂

， 而
＂

外 国腔
＂

的 问题则来 自 于声母和韵母的发音 。 为 了更好

地改善留学生的汉语发音 问题 ， 不仅要重视声调 问题 ， 对声母的发音 问题也应该

得到重视 。 因此 ， 在留学生的整个汉语习得过程中 ， 声母的教学也应当要短期集

中教学与长期严格要求相结合
２

。

一

般来说 ， 对于在中 国 的大学学 习 ＝至 四年的

留学生来说 ， 初级阶段是对汉语学 习 的感知和摸索阶段 ， 在这个阶段留学生主要

学 习汉语的语音知识 。 由于教学时 间 的限制 ， 我们 的声母教学仅在整个语音学习

阶段当 中是很短的
一

段过程 。 在这个短期教学过程中 ， 汉语声母数 目 较多 ， 教学

时 间较短 ， 因此教师需要对声母进行集中教学 ， 学生不能在短时间 内 掌握每
一

个

声母的正确发音 ， 这个阶段 出现的偏误 问题就会比较多 。 教师在这个短的时期对

他们的声母发音进行集中 的操练和纠正 ， 可 Ｗ防止他们的发音
一

开始就似是而非 。

但是如果在 日 后的教学对此并不加 Ｗ重视 ， 就会造成他们的发音偏误的僵化 。

３

而

语言学习 是
一

个长期的过程 ， 因此要想真正学好汉语语音 ， 也需要长期对留学生

的声母发音严格要求 ， 要贯穿汉语教学的始终 ， 这样才能真正改善他们的汉语发

音 问题 ， 降低
＂

外 国腔
＂

的发生 。

１

刘辄 对外汉语教育学 引 论 山 ］ ．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出版化 ２ ０ ０ ０ 年 １ 月 ， 第 巧 ５ 页
２

刘巧 ． 对外汉语教育学 引 论 扣 ］ ．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００ 年 １ 月 ， 第 ３ ５６ 页
３

施光亨 ． 对阿拉伯学生进行汉语语音教学的凡个 问题 ［ Ｊ ］ ． 语言教学与研究 ， １ ９ ８０ 年第 ７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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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音素教学和语流教学相结合

通过两次听辨实验和声学实验 ， 箸者发现 ， 对阿拉伯留学生来说 ， 单个声母

的发音偏误率高 ， 音节发音偏误率低 ， 整句发音偏误率高 。 汉语的语音系统是由

声母 、 韵母等
一

个个单独的音素组成的 ， 由音素组合成单个音节 ， 由单个音节组

合成词 ， 词再沮合成句子 。 音素的单独发音和在语流中的发音有很大的不同 ， 单

独发音准确 ， 不
一

定在整句中也发音准确 ， 但是发音准确的句子又是 个个准

确的单独音素为基础的 ， 因为如果单个音素发音不正确 ， 音节的发音也不会正确 ，

更不用说整句的发音了 。

１

因此 ， 在教学巧期 ， 采取音素教学模式 ， 详细地介绍

每个音素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 ， 特刹是要对发音比较难的音素进行高强度的训

练 ， 让留学生能够比较准确地掌握每
一

个音素的发音要领 ， 打下较为扎实的语音

基础 。 同时 ， 我们依然 用汉语进行实际交际为终极的教学 目标和 出发点 ， 在实

际的交际中进行语音教学 。 当 留学生在进行有意义的交际时 ， 如对话、 句段朗读

时 ， 能够体会到语音在语流中 的变化 ， 而且也可 避免音素教学中重复操练的枯

燥 。 同时 ， 在实际的语流中挑选出
一

定的音节 ， 进斤音素操练 ， 并可Ｗ设计不同

的练习活动 ， 强化音素的发音 。

６ ．３ 对比辨别和夸张示范相结合

学习者是在拥有完整的母语知识的基础上开始学习汉语语音的 ， 对于汉语中

一

些独有的辅音音素 ， 如 ｊ
、 ｑ 、 Ｘ 、 Ｚ、 Ｃ 、 Ｓ 、 油、 ｃｈ、 ｓｈ等 ， 期初会感到新奇陌

生 ， 无法建立完整的认知系统
２

。 倘若教师能够从他们的母语中找到同没语中相

近的音素 ， 并加 １＾对比和辨别 ， ［＾母语的辅音音素为参照 ， 在发音部位的前后 、

舌位的高低 、 发音方法方面呈现出汉语辅音音素的差异 ， 在语言感知上的难度就

会降低 。 若教师并不懂他们的母语 ， 而Ｗ英语作为中介语的话 ， 在教授没语当 中

的
一

些发音时 ， 可 利用英语当 中
一

竖和汉语发音相近的音进行对比 ， 有助于留

学生从中介语语音中产生对汉语语音学习 的正迁移 。 同时 ， 对汉语语音系统本身

中存在的
一些发音相近的的声母 ， 应当也要单独拿出来对它们的发音特点进行对

比 ， 在不断的操练中辨别这些音的差异 。 另
一

方面 ， 可 Ｗ在示范
一些声母的发音

时 ， 特别是那些发音方法相同 ， 而发音部位不同的声母 ， 发音时 口型变化可 ［＾适

当地夸张 ， 如声母 Ｓ 和 ｓｈ
，
让学习者可Ｗ看到 口 型的变化和舌位的高低的不同 ，

通过这种夸张性的发音强调 、 突出这些声母发音的差异 。 通过夸大声母之间的发

＇

刘巧 ．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 ［的 ．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Ｉ２朋０ 年 １ 月 ， 第 ３ ５ ７ 页
２

施光亨 ． 对阿拉伯学生进行
＇

汉语语音教学的几个问题 ［Ｊ ］ ． 语言教学与研巧 ，
１９加 年第 ７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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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差异来减小相似之处 ， 可 Ｗ使这些声母的发音特点在学习者的也理上留下鲜明

的语音形象 。

６ ． ４ 按照声母发音难度适当地调整声母教学顺序

我们通常的声母教学是按照声母的发音部位来分组进行的 ， 如 ｂ 、 Ｐ 、 ｍ、 ｆ

一組 ， ｄ 、 ｔ 、 ｎ 、 １

一

组 ， ｇ 、 ｋ 、 ｈ
—

组 ，
ｊ
、 ｑ 、 Ｘ

—

组 ， 浊、 ｃｈ、 ｓｈ、 ｒ

一组 ， ｚ、

ｃ 、 ｓ

—

组 ，

一

般的教材也按照送个顺序进行编排 。 然而在实际的教学中 ， 留学生

学习汉语声母的困难级别是不同的 ， ｂ 、 ｍ、 ｆ、 ｄ 、 ｎ、 １、 ｇ这几个声母的发音对

大部分的留学生来说都是基本没什么大的 问题的 ， 而 ｈ 、 Ｘ、 ｓ 、 ｓｈ 四个声母的发

音也比 Ｚ、 Ｃ 、
ｊ

、
ｑ 、 ｚｈ、 ｃｈ六个声母要容易

一

些 ， 而这些比较难的声母 ， 恰恰是

Ｈ组送气音和不送气音 。 而在语音学习初期出现的比较严重的偏误 问题是送气音

和不送气音的混淆 ， 学生不了解送气和不送气的差刹 ， 尤其不能正确地听辨出和

发 出送气音 。 如果按照上面的教学顺序 ， 每讲
一

个发音部位的声母 ， 就要出现
一

次送气音和不送气音 ， 这样教师不仅教的麻烦 ， 而且不能让留学生对送气音和不

送气音的区别有
一

个比较清晰统
一

的认识 。 而送气和不送气这
一

区别特征是可Ｗ

被掌握的 ， 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的偏误是可 克服的 ， 这就需要我们在教学中适

当地调整声母的教学顺序 。 我们可Ｗ在示范了第
一

沮送气音和不送气音 ｌ＞
－

ｐ 后 ，

紧接着示范 ｄ￣￣ｔ、 ｇ
—ｋ 、

ｊ

￣

ｑ 、 ｚ￣ｃ 、 ｚｈ
—

ｃｈ这五组声母 ， 确保从
一

开始 ， 就让

学生明 白送气和不送气在汉语里是
一

组区别特征 ， 并对每
一

组声母进行强化对比

操练 ， 让学生能够很快掌握送气和不送气的发音要领 ， 减少在送气音和不送气音

方面的听辨和发音偏误 。 在学生完全掌握了送气音的发音要领后 ， 再进行其他声

母的教学 ， 遇到发音部位相同的声母时 ， 可 再次复习 己经学习过的送气音和不

送气音声母 ， 不仅可化加强同发音部位声母间的辨别 ， 还能巩固送气音和不送气

音的发音 。

６ ． ５ 丰富发音操练活动増加语音学习的趣味性

传统的语音课堂练习主要是来 自教材上所选择的
一

些单独的零散的音节 ， 学

生在操练这些无意义的音节时 ， 难免会觉得枯燥和疲乏 ， 容易产生畏惧和厌学情

绪 。 因此 ， 我们可Ｗ在进行教材上的这些音节操练时 ， 可Ｗ加入
一

些其他的操练

活动 ， 交替进行 ， 增加语音学习 的趣味性
Ｉ

。

１

曹
一

俊 ． 汉阿辅音对比及其对阿拉伯语语音教学的启示——语言迁移理论视角 巧 ］ ． 上海外国语大学硕±

学位论文 ． ２ ０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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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朗谓古诗 。 朗读活动是
一

种有意识 、 有 目 的的有声语言表达活动 。 历

代的经典古诗文是 朗读材料的丰富宝库
１

。 中 国的小孩子在学习读书写字之前 ，

家长或老师都会教他们背诵古诗 ， 虽然不明 白意义 ， 但是在潜移默化间为我们的

母语学习打好了 听力和发音的基础 。 这些古诗节拍分明 ， 押韵 ， 有节奏感 ， 巧玻

上 口 ， 容易背诵 ， 集中体现了汉语语音的特点 。 因此 ， 我们在对外汉语语音教学

过程中 ， 可 借鉴中 国小孩子母语习得的
一

些办法 ， 虽然这些古诗和现在的生活

实际差别较大 ， 但留学生没有必要去深究诗歌的意义 ， 利用这些诗句进行语流训

练 ， 只是进行汉语语音基本功的训练 ， 对汉语声母的发音训练也大有禅益 。

（ ２ ） 朗读绕 口令 。 绕 口令
一

般都短小精悍 ， 常常出现
一

些发音相近的字词 ，

朗读时需要做到快而清楚 ， 其中不乏许多有意思的 内容 ， 可Ｗ利用 朗读绕 口令来

辨别
一

坚相近的声母 。 留学生在朗诵绕 口令时 ， 嘴唇、 牙齿 、 舌头 、 口腔等发音

器官需要在很短的时间 内快速配合 ， 可Ｗ强化
一

些声巧的发音持点 。 比如我们常

常在操练 ｓ
－

ｓｈ 送
一

姐声母时 ， 采用
＂

四是四 ， 十是十 ， 十四是十四 ， 四十是四

十
＂

送
一

绕 曰令来对这
一组声母进行辨别 ， 同时 ， 还能联系汉语数字的表达 。 留

学生在朗诵绕 口令时常常会出错 ， 引起全班同学情不 自禁地发笑 ， 但大家不会觉

得尴尬 ， 反而会觉得轻松有趣 。 若适当地増加难度和竞争性 ， 学生们则为了证明

自 己 ， 争相朗读 ， 敎发学习兴敵 在轻松 自 由的课堂气氛中操练了语音 。

（ ３ ） 读唱歌词 。 可Ｗ选择
一

些当下比较流巧的中文歌 ， 歌词先读后唱 ， 听

唱结合 。 因为在唱歌时 ， 声调和语调 问题并不明显 ， 可Ｗ让学生先不要管声调问

题 ， 把每
一

句歌词当作语流练习 ， 强化发音 ， 然后再跟随音乐唱歌 。 在唱歌的时

候 ， 不仅缓解了紧张的倩绪 ， 也使语音操练不再枯燥 ， 同时改善了发音 。 但是在

歌词的选择上 ， 尽量不要选挿歌词太长太难的 ， 否则会増加 朗读压力 ， 适得其反。

１

张颂 ． 朗读美学曲 ］ ． 北京广播学院 出版社 ，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 第 巧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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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阿拉伯留学生在狭语声母习得的过程中 ， 因受其母语Ｗ及 自身学习方法和策

略的影响 ， 在汉语语音听辨和发音上都会出现
一

些偏误 ， 本文为了深入探巧此问

题 ， 尝试找出解决策略而进行两次听辨实验和声学实验 ， 较全面地收集了语音资

料 ， 并系统地对比分析了实验结果 。

本文通过实验研究 ， 找出 了屯类阿拉伯留学生汉语声母习得过程中产生偏误

的类型 ， 即 ： （ １ ） 送气音声母与与不送气音声母间的混淆 ；
（ ２ ） 塞擦音声母间

的海淆 ；
（ ３ ） 擦音声母间的混淆 ； （ ４ ） 塞擦音声母与擦音声母间的混淆 ；

（ ５ ）

不送气清音声母的过度浊化 ；
（ ６ ） 擦声母的过度摩擦 ；

（ ７ ） 声母发音部位普遍

靠后 。 笔者针对这走类偏误类型逐
一

分析了偏误现象 。

本文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两方面分析了偏误来源 。 客观因素主要来 自两方

面 ； （ １ ） 母语负迁移 ； （ ２ ） 汉 、 阿辅音发音相异因素 。 主观因素主要来 自学习

者和教师两方面 ， 学习者方面的因素有 ： （ １ ） 学习汉语动机不同 ；
（ ２ ） 所学习

的其他语言不同 ；
（ ３ ） 性格不同 。 教师方面的因素有 ； （ １ ） 教师 自身不能做到

每个发音都完全正确 ； （ ２ ） 教师对语音的解释不到位 。

本文针对阿拉伯留学生汉语声母习得的这走类偏误 ， 提出 了五个教学策略和

建议 。 即 ： （ １ ） 短期集中教学与长期严格要求相结合 ； （ ２ ） 音素教学和语流教学

相结合 ；
（ ３ ） 对比辨别和夸张示范相结合 ； （ ４ ） 按照声母发音难度适当地调整声

母教学顺序 ；
（ ５ ） 丰富发音操练活动增加语音学习的趣味性 。

本文的创新之处 ：

近年来 ， 汉语语音教学虽受到国 内外学者的重视 ， 但对汉语语音教学的研巧

大多集中在汉语声调的学习和偏误研究方面 ， 针对汉语声母教学的研究相对较少 ，

对阿拉伯 国家学生的紋语声母学习倩况研巧也较少 。 同时 ， Ｗ往的研究成果Ｗ文

字描述为主 ， 我们不能直观地看到留学生的偏误问题 。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笔者借助了语音分析软件 ， 在文中用直观的图表形式展

示了阿拉伯留学生没语声母发音方面的偏误问题 ， 并根据实验数据进行研究 ， 探

索了阿拉伯 留学生在汉语语音学习 中 出现的问题 ， 提出 了 自 己的解决思路和办法 ，

一

定程度弥补了该领域研究的不足。

本文有待完善之处 ；

由于作者的个人能力有限 ， 本文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不足 ， 有待进
一

步改

善 。 经笔者反思 ， 本论文有待完善么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

１ 、 基本理论阐述不够到位 。 虽然笔者努力对比分析巧语 、 阿拉伯语两种语

言中辅音发音的异同 ， 又从第二语言习得等方面进斤探究 ， 但毕竟理解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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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 ， 笔者竭尽全力就论文涉及的基本理论予Ｗ阐述 ， 但客观上不够深刻 ， 不够

全面 ， 对对比分析和偏误分析的理论学习不够深入 ， 理解不够全面今后我需要加

强这方面的理论积累 ， 对这
一

问题形成更加深刻全面的认识 。 。

２ 、 实验样本数量略少 。 为了找出阿拉伯留学汉语声母习得过程中的偏误问

题 ， 笔者选取了１ ５ 位兰州大学国际文化与交流学院巧级班的阿拉伯 留学生作为

本文的实验对象 ， 其中男性 １ ３ 名 ， 女性 ２ 名 。 从统计学的角度 出发 ， 本实验的

实验样本略少 ， 而且男女性别不均衡。 但由于客观因素和文化习俗的限制 ， 笔者

未能测试更多的女性阿拉伯留学生 。

３ 、笔者个人认为本文的选题有点儿难 ，对阿拉伯语缺乏深入的学习和研究 ，

使本文的写作存在较大的困难 。 其次 ， 由于声母数量较多 ， 无法做到对每个声母

进行相同力度的测试 ， 在实验发音表和调查问卷的设计上也存在不足 。 本文使用

的技术比较单
一

， 如果能再将其他更好的语音分析软件用于实验及结果分析 ， 将

会得到更全面更深刻的实验分析 ， 能更好地指导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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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ｍ ｉ

第
一

晚段孜语声毋


第
一

部分 ： 听录音写 出正确的声母 ：

ｆ日ｎｆｌｍｕｂ６ １１ｄ台ｐｄ

ｔＩｋｄｈ 含ｎ已加呂丄＿

日ｑｕａｎｘｉ ｆｌ ｏ

ｚｈＵＱｓｈｈ ｃｈｕ扫 打ｇ ＿§＿
ｕｏｒｕ６

ｔＩ Ｉ１ｂＩ ｐ６ｆ ｉｌｆｆｉｉ ｎ任 １ｉｍ６ １６

ｄ６ ｄ１ ｚｈｕ 王 ｓｕ ｉｑｉ ｎｇｘｉ ＆打ｇｊ巧 ｊｕ台ｃｈＯｒｕ

ｚｕ６ｚｈ丘ｓＯ ｓｈｇｏｑｉ ｄ ｎｃ ｈ資打ｇｘＩ ｎｓｈｄｎｇ１ｉ ｒｆｉｎ

打 ｔ６ ｎｄｄｎｇｋ６打ｇｇｄｏｄ６ｕｐｏ

ｎｆｌｐ 。ｂ資 ｒｍ台打ｇｐｅｎｘｉ ａｎｇｒｉ ｌｕ６ｇａ ｎｇｃ６ ｉ

第二部＾ ； 听录音＾＾１你所听到的音节 ：

ｊ ｉ扫
——

ｘ ｉ 扫ｂ６ ｉ ｐ＾ ｉ ｉｔ扫ｏ
——

ｄｆｉｏｔＯ
——

ｄ扫 打 ｉ ｉｉ
—

ｌ ｉ ｉｉｇｅ
——

ｋｅ

ｂｕ
—

ｐ ｉｉｑ 王 打
一

Ｘ 王 打ｃ台
—

ｓ会ｚｈａ
——

ｃｈａｚ ｉ
——

ｊ ｉｒ合
——

Ｉ 爸

ｔ ｉ Ｓ
—

ｄ ｉ ｅｎｕ６
—

ｌ ｕ６ｇａ ｏ
—

ｋｄｏｓｈ ｉｉ

—

ｓＨｓｈｎ
—

如 扣
一

ｑｉｉ

ｃｈＱｏ
—

ｃｄｏｚ扫
—

ｃ凸ｚ ｈｕａｎ
—

ｃｈｕｏｎｃｈ ｉ

—

ｑ ｉｓ ｉ
—

ｘ 王ｒｔ
——

Ｉｈ

ｂｕ ｚ ｉ
—

ｐｕ ｚ ｉｚ曰ｇ爸
一

ｚｈｆｉｈ台ｑ ｉ ｄｎｑｕｅ
—

ｘ ｉ ｄｎｑｕｅｑ ｉ ｚ ｉ
—

ｘ ｉ ｚ ｉ

ｈ６ｕｗ会 ｉ

—

ｇ６ｕｗ＾ ｉ艺百 ｌ ｉ
——

ｚｈｉｉ ｌ ｉ ｊ ｉ ＾ｚｈＣｉ

——

ｊ ｉ 谷 ｓｈ。ｂ ｉ６ｏｙ６打ｇ
—

ｐ ｉ＾ｏ ｌ ｉ ａｎｇ

ｋ爸Ｘ 王
一

ｋ爸ｑ ｉ ｔＳｎｒｄ ｎ
——

ｄａｎｒ６打ｄ ｉ ｑ ｉ ｉｉ
——

ｔ ｉ ｑ ｉ ｉｉｗｄ ｎｇｚ ｉ
——

ｗＱｎｇｚｈ ｉ

ｃｈｕ ｙｉｉ ｓｈｆｌｙ ｉｉｋ扫 ｉ ｈｕ日
——

ｋａ ｉ ｆａｗｄｎｂ ｉｆｆｄｎｐｌｄ６打ｇｒ爸ｎ
——

ｔ６ｎｇｒ台打

ｓｈｌ ｋ台
——

ｓｈ ｉ ｈ会ｌ ｉｕｃｈｕｄｎ
—

ｎ ｉ ｕｚｈｕ扫ｎｚｈｉ ｄｕ
——

ｃｈｉ ｄｕｄａ ｎｄｕ
—

ｔ ｄ ｉ ｎｔ扫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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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２

第二晚段巧语声母画


第
一

部分 ： 单字听辨实验 。 圈 出你所听到的音节 。

ｂ
—

口

ｂａ
—

ｐａ ｂｄ ｉ
—

ｐｄ ｉ ｂｆｉｏ
—

ｐｆｉｏｐｄｎｇ
—

ｂｄ ｎｇ

ｂ ｉ
—

ｐ ｉ ｂ ｉ ｎ
——

ｐ ｉ ｎ ｂｅ ｉ

—

ｐ６ ｉｂａｎ
——

ｐ扫ｎ

ｂｅｎ
—

ｐｅｎｂ ｉ 曰ｏ
—

ｐ ｉ ａｏｂ扫
一

ｐｆｉ ｂ ｌ 打ｇ
—

ｐｉ ｎｇ

ｔ
—

ｄ

ｔｏ
—

ｄ扫 打
一

ｄｈｎ ｔｆｉｏ
——

ｄＳｏ ｔａ ｎｇ
—

ｄ ｄ ｉ ｎｇ

ｔ ｉ
—

ｄ 王 ｔ ｉ ｅ
—

ｄ ｉｅ ｔ ｉ Ｓｎ
—

ｄ ｉ ｆｉ 打ｔ 壬 打ｇ
—

ｄｉ ｎｇ

ｔ ｉｄ ｏ
—

ｄ ｉ ｄ ｏｔ 台打ｇ
—

ｄｅ打ｇｔＯ
——

ｃＷ ｔ扫ｎ
——

ｄｕｎ

ｎ
—

１

ｎ白
一

Ｉ ｄ ｎｈ ｉ
—

Ｉ ６ ｉ ｎ台 ｉ
—

１ 台 ｉｎｄ ｏ
—

Ｉ ｄ ｏ

ｎ ｉｄｎ
—

ｌ ｉ ｄ ｎｎｄｎ
＿

Ｉ ｄｎ ｎ ｉ ｆｉｏ
—

ｌ ｉ ｆｉｏｎ ｉ ｄ
＿

ｌ ｉ ｉｉ

ｎｕ
—

ｌｕ ｎｌ ｎｇ
—

ｌ ｉ ｎｇｎ６ｎｇ
—

ｌ ｏｎｇｎｕ６
—

ｌｕ６

ｇ
—

ｋ

ｇ扫
一

ｋ扫 邮
一

ｋ扫 １ ｇｄ ｎ
—

ｋｄｎｇａ ｎｇ
—

ｋ扫 ｎ色

ｇａｏ
—

ｋｈｏ ｇｅ
—

ｋｅ ｇｅｎ
—

ｋ細ｇｅｎｇ
—

ｋｅｎｇ

扣
一

ｋＱ ｇＣｉｎ
—

ｋｉｍ ｇｏｎｇ
—

ｋｏｎｇｇｕ６
—

ｋｕ６

ｊ

—

ｑ

—

Ｘ

ｊ 王
一

ｑ 王
一

Ｘ 王 ｊ ｉ 扫
——

ｑ ｉ ａ
——

ｘ ｉ 扫 ｊ ｉ ６打
一

ｑ ｉ ６ｎ
——

ｘ ｉ ｔｎ

ｊ ｉ ａｎｇ
—

ｑ ｉ ａ ｎｇ
—

ｘ ｉ ａｎｇｊ ｉ 

扫 ｏ
——

ｑ ｉ 扫 ｏ
——

ｘ ｉ ａｏｊ ｉ 台
——

ｑ ｉ 谷
一

ｘ ｉ ｅ

ｊ ｉ ｎ
—

ｑ王 打
—

Ｘ 王 打 ｊ
ｉ ｎｇ
—

ｑ ｉ ｎｇ
—

ｘｉ 打ｇ ｊ ｉ ｕ
—

ｑ ｉａ
—

ｘ ｉ 曰

ｊ ｌ ３ｎｇ
—

ｑ ｉ ６ｎｇ
—－

ｘ ｉ ＜３ｎｇｊ ｉ ｉ

—

ｑｕ
－－

ｘｉｉ ｊｕａｎ
—

ｑｕａ ｎ
—

ｘｕ召打

ｊｕｅ
—

ｑｕ６
—

ｘｕ台 ｊ ｕｎ
＿

如ｎ
—－

ｘ ｉｌｎ

ｚ
＿

ｃ
＿

ｓ

ｚａ
＿

ｃａ
—

ｓｄ ｚｈ ｉ

—

ｃｈ ｉ
—

ｓｄ ｉ ｚ日打ｇ
—

ｃａｎｇ
—

ｓａｎｇ

ｚ長ｎｇ
—

ｃ ｅ打ｇ
—

ｓ長打ｇｚ 王

——

ｃ ｉ

——

ｓ ｉ ｚ 台
——

ｃ 台
——

ｓ会

ｚｕ
＿

ｃｕ
＿

ｓｕ ｚｕｏ
—

ｃｕｏ
＿

ｓｕｏ ｚｕ扫ｎ
—

ｃｕｄｎ
＿

ｓｕｄｎ

ｚ曰ｎ
—

ｃ已ｎ
——

ｓ扫ｎ ｚｏｎｇ
—

ｃ６ｎｇ
—

ｓｏｎｇ

ｚ
—

ｊ

ｚ 王
一

ｊ 

王 ｚ ｌ
—

ｊ ｉ ｚ ｉ
—

ｊ ｉ

ｃ
—

ｑ

ｃ 王
一

ｑ ｉ ｃ ｌ
—

ｑ ｌ ｃ ｉ
＿

ｑ ｉ ｃ ｉ

—

ｑ ｉ

ｓ
＿

Ｘ

ｓ 王
——

Ｘ 王 ｓ ｉ
—

ｘ ｉ ｓ ｉ
—

ｘ ｉ

ｚｈ
＿

ｃｈ
＿

ｓｈ

之ｈ５
—

ｃｈ扫
—

ｓｈａ ｚｈｄ ｉ
——

ｃｈａ ｉ
—

ｓｈ白 ｉｚｈ扫 打呂
—

ｃｈ扫ｎｇ ｓｈ曰打ｇ

ｚｈｅ打ｇ
—

ｃｈｅｎｇ
—

ｓｈ長打良ｚｈ 王
——

ｃｈｉ
—

ｓｈ ｌ ｚｈ台
——

ｃ ｈ台
——

ｓｈ６

ｚｈ扫
一

ｃｈ扫
一

ｓｈ扫 ｚｈｕｏ
—

ｃｈｕｏ
—

ｓｈｕｏｚｈｕＭ
—

ｃｈｕｄ ｉ
—

ｓｈｕａ ｉ

ｚｈｕａ ｎ
—

ｃｈｕａ ｎ
——

ｓｈｕａ打ｚｈｕ 王
——

ｃｈｕ王
—

ｓｈｕｌｚｈＯｎ
——

ｃ ｈｆｉｎ
—

ｓｈＯ打

玄ｈ
—

ｚ

ｚｈｄ
—

ｚｄ ｚｈａ ｉ
—

ｚ扫 ｉｚｈ过 ｏ
—

ｚｄ ｏ ｚｈ如
＿

ｚｄｎ

ｚｈａ打ｇ
－

ｚ扫打ｇｚｈ台
—

ｚ 台 ｚｈｅｎｇ
——

ｚ ｅｎｇｚｈ 王
——

ｚ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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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这
一

Ｚ扫 ｚｈｕａ打
一

ｚｕａｎ ｚｈ資ｎ
——

ｚ爸ｎｚｈｏｕ
￣

ｚｏｕ

ｚｈ５ｎｇ
—

ｚ５ｎｇｚｈｕ６
—

ｚｕ６ｚｈｕ ｉ
＿

ｚｕ ｉｚｈｕｎ
—

ｚ凸ｎ

ｃｈ
—

ｃ

ｃｈａ
——

ｃ扫 ｃ ｈｄ ｉ
——

ｃ６ ｉｃｈｄ ｎ
——

ｃｄ打ｃｈ３ｏ
——

ｃＱｏ

ｃｈｄ ｎｇ ｃｄ ｎｇｃｈ台ｎｇ
——

ｃ 会ｎｇｃｈｉ
——

ｃ ｌ ｃｈｏｎｇ
—

ｃｏｎｇ

ｃｈ６ｎｇ
——

ｃ６ｎｇｃｈｕ
——

ｃ ｉｘ ｃｈｕ 王
——

ｃｕ ｉｃｈｉｉｎ
——

ｃ。打

ｓｈ
＿

ｓ

ｓｈＱ
—

ｓｆｉ ｓｈｈ ｉ
—

ｓａ ｉ ｓｈｆｉ ｎ
—

ｓｆｉｎ ｓｈａｎｇ
—

ｓａｎｇ

ｓｈｅｎ
——

ｓｅｎ ｓｈ王
一

ｓ ｉ ｓｈ ｉ
——

ｓ ｉ ｓｈ ｉ
——

ｓ ｉ

ｓｈ。
一

ｓ ｉｉｓｈｕ ｉ
—

ｓｕ ｉ ｓｈｕｏ
—

ｓｕｏｓｈｏｕ
—

ｓｏｕ

ｚｈ
—

ｊ

ｚｈａ
——

ｊ
ｉ 扫 ｚｈ５ ｎ

一

ｊ ｉ 扫打ｚｈｆｉｏ
—

３ １ ６ ０ｚｈａｎｇ
—

ｊ ｉ 扫ｎｇ

ｚｈ会
——

ｊ
ｉ 爸 ｚｈｕ

——

ｊｏ ｚｈｕ６ｎ
——

ｊ ｕ日ｎｚｈｕｎ
一一

ｊｕｎ

ｚｈ王
一

ｊ ｉ ｚｈｉ
—

ｊ ｌ ｚｈｉ
—

ｊ ｉ ｚｈｉ
…

ｊ ｉ

ｃｈ
—

ｑ

ｃｈａ
——

马 ｉ 扫 ｃｈ扫 ｎ
—

ｑ ｉ 日ｎｃ ｈ过 ｏ
——

ｑ ｉ Ｑ ｏｃｈｏｎｇ
—

ｑ ｉ 扫ｎｇ

ｃｈｉ
一

ｑｉ ｃｈｉ
一

ｑ ｌ ｃｈｉ
—

ｑｉ ｃｈｉ
—

ｑ ｉ

ｃｈ含
—

ｑ 

ｉ 
６ ｃｈｕ

—

ｑｕ ｃｈｕ日打
——

ｑｕ扫打ｃｈ ｉｌｎ
——

ｑｕｎ

ｓｈ
—

Ｘ

ｓｈａ
——

ｘ ｉ 扫 ｓｈ５打
—

ｘ ｉ 扫ｎｓｈ６ｏ
—

ｘ ｉ ５ｏ ｓｈ扫打ｇ
—

ｘ ｉ 扫打ｇ

ｓｈ爸
一

ｘ ｉ 台 ｓｈｕ
——

ＸＵ ｓｈｕａｎ
——

ｘｕ日 打ｓｈ立打
一一

ｘ甘打

ｓｈｉ
—

；ｘ 王 ｓｈｉ
—

Ｘ Ｉ ｓｈ ｉ
—

ｘ ｉ ｓｈｉ
一一

ｘ ｉ

ｒ
—

１

ｒｄｎ
—

Ｉ ｄｎｒｄ
ｉｎｇ
——

ｌ ｏｎｇｒ各
——

１ 台 ｒ含打ｇ
一

１ 台打ｇ

ｒ ｉ
——

ｌ ｉ ｒｉｉ

——

１甘 ｒｕｆｉｎ
——

ｌｕＱ打ｒ杜ｎ
——

Ｋｍ

ｒ６ｎｇ
—

１６ｎｇｒｕ６
—

ｌｕｏ

第二部分 ： 词语听辨实验 。 圈 出你所听到的词语 。

ｐ ｉ 打ｇｒｉ
—

ｐ ｉ ｎｇ ｓｈｌ ｚｈｕｇｕａｎ
——

ｚ ｉｌ ｌｄ打 ｚｈｉ ｃｈ王
——

ｚ ｉ ｃ ｌ

ｚＯｇ台
——

ｚｈｕｈｈ ｓ ｉ ｙ ｉ 打ｇ
—

ｚ ｉ ｘ ｌ ｎｇｇｄｕｊ ｉ ａｎ
——

ｇ６打ｇｘ ｉ ａｎ

ｓｈ加ｑｉ
—

ｓｈ加
ｊ
ｌｒｉ ｓＭ

—

ｈｕ ｓｈ ｉ ｓｈ ｌ ｙｄｎ
—

ｘ ｉ ｙａｎ

ｊ ｉ 扫 ｒ谷ｎ
——

ｘ ｉ ａ ｒｅｎ ｓｈｌ ｘ ｌ
——

ｊ ｉ ｊ ｉ ｑｉ ｚ ｉ
——

ｘ ｌ ｚ ｉ

ｗｄｎｇｚｈａｎ
一

ｗｆｉ打ｇｃｈ６ｎｇｃｈａ ｏｃｈｕ
一

ｚｈａｏｇｕ ｂ ｉｄｏｙ台打ｇ
—

ｐ ｉ ａ ｏ ｌ ｉ ａｎｇ

ｂ ｉ ｋ＆打ｇ
—

ｑ ｉ ｇＯ打呂ｇｕ ｉ ｚｈ＆打ｇ
一

ｋｕ ｉｋｏｎｇｆｅ ｉ ｊ 王
一

ｈｕｉ ｑ ｉ

ｂ她ｕ ｉ
—

ｂ ｉｌｇｕ ｉ ｓ ｉ ｙｌ
—

ｘ ｉ ｑ ｌ ｋｕｑ ｌ
—

如ｙ ｉ

ｇａｎｇｅ ｄ ｉ
——

ｋ扫ｎｇｋａ ｉｘ ｉ 日ｘ ｉ ｏｎ
——

ｑｔｍ ｉ ａ打ｑ ｌ ｎｇｋｕ＾ｍｇ
—

ｊ ｉ 打ｇｘ ｉ ｄｎｇ

ｎ＆ｎ即ａ
—

Ｉ ｄｎｈｕａｋｅｑｉ
—

ｈ４ｑｉ ｑ ｌ ｓｈｉ
—

ｊ ｌ ｓｈ ｉ

ｊ ｌ 呂台
—

Ｘ 王 ｋ爸 ｇｕ （Ｓｑ ｌ 

——

ｋｕｉ）ｑ王 ｚｈｉ ｙＳｕ
——

ｚ ｉ ｙ６ｕ

ｚ ｉ ｘ ｉ
—

ｓ 王 ｊ 王 ｇＳｎ ｊ ｉ 打ｇ
—

ｇ扫打呂ｑ ｌ 打邑扫 ｉｈ６ｎｇ
—

ｋａ ｉ ｈｄ ｉ 打ｇ

ｂ ｉ ｎｇｒｅｎ
—

ｂ ｉ ｎｇ ｌ ｉ ｇｄ ｏ ｓｕ
—

ｋｏｕｃｈ ｉｉ ｇｕｄａｎ
—

ｋｉｌｎｄ ｎ

义 王 ｑ任
——

ｊ ｉ ｘ＆ ｂｆｉｙ立
一

ｆＯｙ扫 ｇＯ ｊ ｉ
——

ｋｔｌｑｉ

扣ｋｕａ
—

ｂｉｉｆａ ｂ＆ｚｈｉ
—

ｐｉｉ ｓｈｌ ｘ ｉｆｉｏｓｈｉ
—

ｘ ｉ ａｏｃｈｉ

ｄ５ ｄ６ｎｇ
—

ｄ６ ｔ６打呂 ｂ＆ ｚ ｉ
——

ｐｕ ｚ ｉ ｌ ｉ ｚｈｉ
——

ｌ ｉ ｓｈｉ

ｑ ｌ ｎｇｘ ｌ ｎｇ
—

ｑ 王 打ｇ ｊ ｉ 打径ｓｈｅｎ径ｊ ｌ
——

ｃ＾ｎｇ ｊ ｉ ｘ ｉ ｑｆｌ
—

ｊ ｉ ｙｆｊ

ｂ ｉ ｎｇ ｊ ｉ ｌ ｌ ｎｇ
—

ｐ ｉｎｇｃｈｄｎｇｘ ｉ 打ｍ６ ｏｈ６打ｇｈｏｎｇ
—

ｍ＾ ｏｒ６ｎｇｒ６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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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 ｏｘ ｉ ａ ｏｍ ｉ ｄ ｎ
——

ｆ呂ｎｇｊ ｉ ｎｇｘ ｉ ａ 打 ｇ６打呂ｚｕ６ｒ ｉ
￣

ｋ６ｎｇｑｕ台 ｓｈｌ

ｇｄｎｂｕｊ ｌ
—

ｋ６ｎｂｕｑｉ ｍｌ ｎｇｂａ ｉ ｌ ｅ
—

ｍ ｉ ｎｇｂＱ ｉ ｚｈ ｅ

ｂ ｉ ｌｉｋ爸
ｊ ｉｕ ｙ６ ｏ

——

ｂ白ｋ資ｋａ ｉ
ｊ ｉ 扫ｏ ｆ６ ｎ Ｌｇｈｕ ＾ ｉ ｎｗ＆ ｉ

：ｒ＆ｎ
—－

ｆｄｎｇｗＳ ｉ ｄｔｉ ｊ ｉ ＾ ｉｎ

ｆ任 ｓｈｌ
ｊ ｌ ｓｈｉ

—

ｆ ｉｉｗｉｉ ｓｈｕ扫ｎｇｚｈ ｉ ｇａｏｔｄ ｉ ｇｕ ｉ ｓｈ５ｕ
——

ｇ５ ｏ ｔｄ打ｋｕ６ ｌｕ打

ｈｕｄ ｎｄ会ｈｕｄ打ｓｈｉ
——

ｈｕｄ 台ｒｂ任 ｓｈｌ ｇＣｉｄ ｉ ｎｇｚ Ｉ ｃｈ６ｎ
—

ｇ爸ｒ６ｎｆ扫 ｚｈ３打

ｄ ｉ ａｎ ｌ ＾ ｉ ｄｄｏｑ ｉｉ

——

ｄ ｉ ａ打 ｓ扫ｎｄＳｏ ｓ ｉ ｒｕ６ｙｄｕ ｓｕ５ ｓ ｌ
——

ｒｕ６ｗｉｉｑ ｌ ｓｈｉ

ｊ
任ｙ ｉ ｆＳ打ｓ日ｎ

——

ｊ ｉ ｃ ｉ ｓａｎｆＳｎ １ 台ｂ ｉｉｋ含 ｚｈ 王

——

１ 会 ｓｈ６ｎｈ６ｏ ｓｈ王

ｃｈ曰打ｍｉ３ ｎｈｕ日 ｋ扫 ｉ
——

ｃＯ打 １ 王 ｃ日打ｗ＆ ｉ ｇ爸 ｚｈｌ ｊ ｉ ｊ ｉ ｄ ｎ
——

ｇ会ｃｈｉ ｊ ｉ ｊ ｉ ａ打

ｂＳ ｉｋ６ｎｇＱ ｉ 扫打ｃｈｕ扫 打ｇ
—

ｂｆｉ ｉｂ （ｉ ｃｈｕ６打ｙａｎｇｈｕ扫 １ ｉｈ ｉｌ ｓｈ＆ ｏ
——

ｌ ｕｄｍｑ ｌ ｂ扫 ｚａｏ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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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晚段 音表




单个声辟发線

ｂ ｐ ｍ

ｆ

ｚ ｃ ｓ

ｄ ｔｎ Ｉ

ｚｈ ｃｈ ｓｈ ｒ

ｊ ｑＸ

ｇｋｈ

单音节词声毋发音表

ｂ日
一

ｐ
扫ｄ王 

一

ｔｉ ｎｉ 

＿

巧
—

ｆ６

ｇａｉ
￣ｋ５ｉｑ

近￣
ｊ

ｉＱｈＳ
￣

ｇｅ ｓｈｕ６
￣

ｒｕｏ

ｚｕ
￣

ｓ百 ｄｉｉ
￣

ｔｕ ｊ
技￣ｑ



这￣

ｆｏ

ｂｕ
—

ｐ
灯ｎｆｌ

—

抵 ｇ
扫ｎ
￣

ｈ扫打ｘｕ台
＿

ｑｕ
爸

ｃｕｎ
—

ｃｈ加ｚｈｕｃｎ
￣

ｃｈｕ扫打 ｒ如
＿

１６ｕｈｄｏ
＿

ｋｄｏ

ｋｏｎｇ
￣￣

ｇ加ｇ
￣

）ｄｎｇ ｓ姐＿ｃｕｌ皿注
￣ｆａ

ｋ谷ｎ
—

ｈ爸打ｃｈ。
一

ｚｈｕｘｕａｎ
—

ｊ
ｕａｎｎｕ

—

隨

双音节词声毋发音表

ｔｏｕｇ
ｆｉｏ￣ｔ６ｕｋａ 〇ｍ ｉ

ｇａｎｇ
￣ｍｉ ｋａｎｇｈｕＭｎ

￣ｋｕＭｎ

ｈ６ｕｗ 会 ｉ
—

ｇ
６ｕｗ ＾ ｉｘｉｄｎｇｘｉ

——

ｘｉｄｎｇｊ

ｉ ｓｕｏｘｉｆｉ ｏ
——

ｃｕｏｘｉａ ｏ

ｘｔｏｘｕ台
——

ｑ ｉ ｉｉｘｕ＾ｑ ｉｄｎｑｕｅ
——

ｘｉｄｎｑｕｅ ｃｈＳｏｑ王
——

ｚｈ６ｏｑ王

ｑｉｉｃｈｆｌｎｇ
一

ｑｉｕｚｈＱｎｇ ｊ
ｉ＾ｚｈｕ

—

ｊ
ｉ台 ｓｈｉｉ ｚＱＨ

—

ｚｈ任 ｌｉ

ｍ ｉｉｃ ａ ｉ

—

ｍ ｉｉｃｈｄ ｉ ｓ扫打ｇｙｅ
—

ｓｈ扫打ｇｙ
各 ｃｈ６ｃｕ６

—

ｃｈｏｚｕ６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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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段 肯表


单音节词发音表

ｂｏｂｕｂ扫ｎｂ ｉ ６ｂ呂 ｉｂ ｉ ｆｌ ｏｂ ｉ ｎｂ§ｎｂ６ｎｇｂ ＜５ ｉ

波 不 班 别 杯 表宾 本 惠白

ｐ６ｐｃｐ ｉ ｎｇｐ ｉｐＱｐ６ｎｐ６ ｉｐｆｉ ｏｐｄ ｎｇｐ ｉ ｎ

破 怕 平批 扑 盆陪 跑 旁拼

ｍ５ｍ６ｍ ｉｍｈ田 ｍ６ ｉｍ ｌ ｎｇｍｄｏｍ台ｎｇ田爸ｎ

马 魔 米 木 没 买明毛梦口

ｆｅｎｆａｆ６ｆｕｆｅ ｉ巧 ｎｆａ ｎｇｆ如ｆｅｎｇ

分 发 佛 富 飞 反 方 否 风

ｚ６ｚ爸ｚｕｚ６ ｉｚａ ｉｚａ ｎ之扫ｎ邑ｚ爸ｎｚ６ｎｇｚｅ打ｇ

杂 则 租 贼 在 赞 脏怎 总增

ｃａｃ扫ｃ各ｃ ｌｃａ ｉｃｕｎｃ＾ｎｇｃｏｎｇｃｕ６ｃｅｎ

擦 粗 册 词 菜 寸 曾聪错 参

ｓ６ｓｕｓｅｓｕｉｓＱｏｓ ６打ｇｓｅｎｇｓ台 ｉｓｕ６ｓｕ６打

洒 速 色 岁 扫 送僧 赛 所 算

ｄ６ｄｉｉｄ台ｄｕｏｄ ｉ ｎｇｄ ｉ ｄ打ｄ ｉｄ５ｏｄ５打ｇｄＳｎ呂

打 读 得 多Ｔ点 底 到 动 等

ｔｔｔｆｉｔ台ｔｄ ｏｔ ６ｕｔ ｉ ｎｇｔ ｉ ６ｎｔ ｌｔ ｉ ｅｔｕｏ

图 塔 特 逃头听 添题 贴 脱

ｎｆｉｎｕｎｅｎＳ ｏｎ ｉ ｄ ｎｎ＆ ｉｎ ｌｎｆｌｎ台ｎｇｎｅｎ

哪 奴 呢 脑年内 泥 女 能嫩

ｚｈｄｚｈ６ｚｈ日ｚｈ ｉｚｈｄｎｚｈｕｌｚｈｆｌｎｚｈｅｎｚｈｏｎｇ

炸 这 主 只 站 追准 真 中

ｃｈ ｉｃｈｄｃｈｕｃｈｅｃｈｕ ｉｃｈ如ｃｈｃ ｉ ｉｃｈＳ ｏｃｈ加

吃 茶 出 车 吹 晨拆 吵 纯

ｓｈ台ｓｈ ｉｓｈａｓｈｉ ｉｓｈｕａｎｇｓｈｕ ｌｓｈｏｏｓｈｅｎｓｈｅｎｇ

舌 时 沙 树 双水烧 深 生

ｒ台ｒ ｌｒｕ６ｒｕｆｉｎｒ６ｕｒ６ｎｇｒ６ｎｒｄ ｎｇｒｉｉ

热 日 弱 软 肉 容人 化 如

ｊ
ｉｊｕｊ ｉ台ｊ ｉ ａｊ ｉ ｎｊｕｎｊ ｉａ ｎｊｕＳｎｊ ｉ ｄｏｊ ｉ 打ｇ

记 句 节 家 今 军 尖 卷 叫京

ｑｕｑ 王ｑ ｉ ６打ｑ ｉ ｄｑ ｉ 曰ｎｇｑ ｉ ｎｇｑｕ爸ｑｌ
打ｑｕ６打

去 屯 前 洽 枪请却 琴 全

Ｘ 王ｘ ｉ 白ｘ ｉｆｉｏＸ 王 ｎｘ ｉ ｏｎｇｘ ｉ ｄ打ｘ凸ｘ ｉ 会ｘｕ会

西 下 小 新凶咸 需 谢 雪

呂台ｇ日ｇ６ｎｇ６ ｉｇａ ｉｇ６打ｇ６ｕｇ６打ｇｇｏｏ

个 古 跟 给 该 干 够 工高

ｋｄｋ运ｋａ ｉｋ６打ｋｕｌｋｕ６ ｉｋｏｎｇｋ白ｋ巧 ｏ

卡 渴 开看 亏 快 空苦 考

ｈ扫ｈ６ｈ６ｕｈｕ ｌｈ＆打ｈ爸打ｈｕｄｈｕ６ｈｕａｎ

哈 河 后 回汉 很 华 或 欢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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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音节词发音表
＇

ｂ ｉ ａ ｏｂ ｉ ｎｇ ｂ ：ｉ ６ｎｂ ｉ ６ｂＳ ｏｂＭｂＳｎｂ ｆｉ

掠兵北部 辨别宝贝本部

ｐ６ｐｏｐｉ ｐ ｉ ｎｇｐ ｉ ｎｐｄ ｉｐ ｉ ｎｇｐａ ｎｇｐ ｌ ｐ６ ｉ

婆婆批评品牌庐与匹配

ｍｆｅ ｉｍｅ ｉ ｔｎｉ ｍ ｉｍ ｉ ｉｎｍｔｉｍＳ ｉｍｆｅｎｇｍａｍａ

妹妹 秘密 面 目美梦妈妈

巧 １１巧巧 ｉ巧 巧ｎｇｆ自ｎ ；ｆ如巧 ｉｆｇｎｇ化

反复非法 风帆纷飞丰富

ｚ ｌ ｚｄ ｉｚｄ ｏｚ ｉｚ ｉ ｚ６ｚｆｌ ｚ日ｎｇｚｕｉ ｚ６

自在 造字 自 责 祖宗 罪责

ｃａ ｉ ｃ ｅｃ３ ｏ ｃ ６ｎｇｃ６ｎｇｃ ｌｃｕ ｌ ｃｕｃ細ｇｅ ｌ

猜测草丛从此催促层次

ｓ ｉ ｓｕ ｉｓａ ｎ ｓ ｉｓｈ ｓ ｉｉｓ６ｎｇｓ３ ｎｓｏｕ ｓｕ６

四岁三思色素送伞搜索

ｄ台ｄｄ ｉ ｏｄ細ｇｄ６ ｉ舶 
ｄｉｄ日 ｎｇｄ ｉｄ山 ｉ ｎｄ ｉ ｕｍ

得到等待 大地当地断电

村化 ｉｔ ｕ （５ ｎｔ ｌｔ６ ｉ ｔ６ｕｔ加 ｔ ｉ ｎｇｔ ６ｎｇｔ６ｎｇ

太太 团体抬头偷听疼痛

ｎｄｎｎｆｌｎ ｉ ｄ ｎｎ ｉ ｄｎｎｆｉ ｉｎａ ｉｎ ｉ ｉｉｎｄ ｉｎｄｎｎｌ ｎｇ

男女 年年奶奶牛奶南宁

Ｕ ｌ ｉ ｄ ｉ ｎｇＨ 化ｎｌ ｉ ｉｉ ｌ ｆｅ ｉｌ ｉ ｉｉ ｏ ｌ ｌｌ ｉ Ｃ ｉ ｌ加

力量理论 流泪料理六楼

ｚｈＳｎｚｈ細ｇｚｈｄ ｉ ｎｚ化ｚＭ ｚｈＳｎｇｚｈ６ ｚｈ如ｇｚｈ加ｇｚｈｕ加

真正站住主张这种中专

Ｃｈｄｎｇｃｈ＾ｎｇＣｈｄ ｎｇｃｈｕｎｃｈＯｃｈｄ ｎｃｈｉｉｎｃｈｌｃｈｕａｎｃｈｆｉｎｇ

长城长春出产唇齿船厂

ｓｈ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ｓｈＳｕ ｓｈｕｓｈｏｕ ｓｈ ｉｓｈ ｉ ｓＭｓｈｉ ｓｈｅｎｇ

上升手术收拾事实师生

Ｉ

？

細ｒ６ｎｒ６ｎｇｒｄｎｒｄｕｒｕＱｎｒ ｉｉｒｕ６ｒｄｎｇｒ細

人人仍然柔软如若让人

ｊ
ｉ

ｊ ｉ ６ｊ ｉ ｊ ｌｊ 

巧
ｊ ｉ ｎｊ

ｉ Ｓ ｊ ｉ ｅｊ ｉ ｎｇｊ ｉｉ

季节 积极 接近 姐姐京剧

ｑ ｉ ａｏｑ ｉ ａｏｑｌ ｎｇｑ ｉ ｉｉｑ ｉ ｄ ｎｑＣｉｑｉ ｎｑ ｉ ＾ｑ ｉｕｑ ｉ ａｎ

悄悄请求前去亲切秋千

ｘｕ＾ｘ ｌｘｕ６ｘ ｉ ｄ ｏｘ化ｘ ｉｘ ｉ 自 ｎｇｘ ｉ ｎｘ化 ｝ｄ加

学习学校休息相信新鲜

Ｇｂｇ加ｇｇ加ｇｇ６ｎｇｇｕＳｎｇｇｄ ｉ ｏ扣即６ ｉ巧ｇｅ

故宫公共广告古怪哥哥

ｌｃ６ｕｋＳｋａ ｉ ｋ如ｋｕ＆ｎｇｋ台ｋｉｍｋ扫ｋｕ６ｎｋｕ６

曰渴开 口旷课困苦 宽阔

ｈｕ ｉ ｈｕａｈｅｈｉｉｈｕａｎｇｈ６ｈ６ｕｈｕｉｈｕＳｈｆｌ ｉ

会话呵护黄河后悔火海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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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６ｕｋｔｉ

——

ｓｈ６ｕｇＣｉｃｈｉ
ｊ 

王 打ｇ
—

ｃｈｉ ｑ ｉ ｎｇｔ ｅｙｉ 

——

ｄ台 ｙｉ

受苦
一受雇吃惊

一吃请特意一得意

ｃｈＯｙｉｌ

一

ｓｈ扫ｙ ｉｉＰ爸 ｉ ｆ ｉｌ
一

ｂ ｅ ｉ ｆＣｉ ｃｈ含打ｇ ｓｈ ｉｉ

——

ｓｈＳ ｎｇｓｈｆｌ

处于
一

属于佩服一背负成熟一生疏

ｚｈ＾ｎｇ ｓｈｉ
——

ｃｈ台打ｇ ｓｈｌｚｈｉ ｌ ｉａｎｇ
—

ｓｈｉ ｌ ｉ ａｎｇｋ爸ｘ ｌ
——

ｋ台ｑ ｉ

正式一诚实质量
一适量可惜一客气

ｊ 王 ｄ６ｎｇ
—

ｑｌ ｄｄｒ ｉｇｇ爸常６ ｉ
——

ｋ会ｗ白 ｉ ｙ ｉ ｎ ｚ ｉ
—

ｙ 王 打ｃ ｌ

激动一启动 －
－格外一课外引子

一

因此

ｄ６ｎｇｒ台打
一

ｔ６ｎｇｒ６ｎｚＭ ｈｕ 王
一

ｃｈｉ ｋｕ ｉ ｃｈｉｉｃｈｉ ｉ

—

ｓｈ订 ｓＭ

动人
一铜人指挥

一哈亏处处一数数

ｋａ ｉ ｈｕＧ
——

ｋｏ ｉ ｆａ ｑ ｉ ａ ｑ ｉ扫
一

ｘｕｆｉｎｘ ｉ 曰 ｊ ｉ ｎｇｑ ｌ
一

ｊ 玉 打ｇｘｌ

开花
一开发千秋一选修惊奇一惊喜

ｚｈｕａｎｇｌ ｉ
——

ｃｈｕａｎｇ ｌ ｉｓｈｌ ｋ台
——

ｓｈ ｉ ｈ台 ｄ扫打ｄｄ
——

ｔ ｄ打 ｔ白

化丽一创立时刻
一适合单独一谈化

ｚ６ｎ复ｊ ｉ 
谷
——

ｚｈｏｎｇｊ ｉ ＾ ｔｄｎｒｄｎ
——

（Ｋｍｒ苗打 ｌ ｉ Ｏ ｃｈｕ ＜＾打
一

打 ｉ ｕ ｚｈｕ３ 打

总结
一终结坦然一淡然流传一扭转

ｃｄｏｄ ｉ
——

ｓＱｏｄ ｉ ｚｈ各ｎｄｄ打ｇ
—

ｃｈ爸打ｚｈ＆打ｇ ｊ ｉ ａｑ ｉ ｄｏ
——

ｑ ｉ ａｑ ｉ ｄ ｏ

草地一扫地震动
一

沉重架娇一恰巧

ｊ ｉ § ｃｈｕ
——

ｊ ｉ 廷 ｓｈＯｈｏｐ ｉ ｎｇ
—ｈｅｂ ｉ

打ｇ ｂｔｉ ｔｄｎｇ
——

ｐＱ ｔｏ ｎｇ

解除
一

结柬和平一合并不同一普通

ｚｈ§打径 ｔ ｉ ａｎ
—

ｃｈ谷打ｇｔ ｉ ａ打ｗｄ打ｇｚ ｉ
—

ｗｄｎｇｚｈｉ ｚ６ｎｓｈｌ
——

ｚｈｄｎ ｓｈ ｉ

整天
一成天王子一网址暂时

一展巧

ｚｈｉ ｄ扫
——

ｃｈｉ ｄ甘 ｂ６ ｏｄ６ ｏ
—

ｐｆｉ ｏｄａｏ ｊ ｉ ｑ ｌ ａｇ
—

ｊ 王 ｘ ：［ 打呂

制度
一

尺度报道
一跑道激情一崎形

ｘ ｉ ａ打ｇｓ ｉ
—

ｘ ｉ 扫打ｇ ｓｈ ｉｑ ｉ 打ｇｈｅ
——

ｑｉ ｎｇｋ＾ｃｈ爸打ｚｈ６打ｇ
—

ｓｈｅ ｎｚｈ６打ｇ

相似
一

相识庆贺
一请客沉重

一慎重

ｃｈｕｒａｉｉ

——

ｚｈｕｍｕｗｄｎｂｉ 

——

ｗｄｎｐ ｌ ｄｉ ｑ ｉ ｉｉ
—

ｔ ｉ ｑ ｉＣ

触 目
一

瞩 目完毕一顽皮地球一踢球

Ｈ音节词发音表

ｂｄ打ｇ６打ｇｓｈｉ良６打ｇｚｕｏｒｉ ｌ ｉＯｘｕ這 ｓｈｅｎｇｘ 王 打ｇｑ ｉ ｓ ｉ

办公空工作 日留学生星期四

ｓｕ ｓｈ＾ ｌ６ｕ ｙ５ｕｓｈｌ ｈｏｕｚ舍ｎｍｅ ｙｔ打呂ｓｈ６ｕｈｕ６ｙｕｄ打

宿舍楼有时候怎么样售货员

ｄｉｌ ｓｈｅ打ｇｚ ｉｄ６ｎｇｈｕ６ｐ ｉ 白ｎｄ＾ｑ ｉ ｄ打ｔ ｉ 扫ｎｔｄ ｉ ｊ ｉ ｃ
ｊ
ｕＡｎ

独生子动画片大前天太极拳

ｃｈ６ｙ台ｄ ｉ ａｎ ｑ ｉ ｄｏｋｅ ｌ ｉ ｔｄ ｓｈｕｇｕＳ ｎｎｄｎｐ６ｎｇｙ５ｕ

茶叶店巧克力图书馆男朋友

Ｘ 王 ｈ （３打ｇ ｓｈ ｉ ｚ ｉ ｘ ｌ 打呂ｃｈｅｋｕａｎｇｑｕｄｎ ｓｈｕｉｓｕ ｌ ｓｈｅ打ｔ 王 打ｇ

西红柿自行车矿泉水随身听

ｈ台ｋ扫 ｆｅ ｉ ｃ扫打ｊ 王 打ｚｈｉ ｂ ｉｌｋ台ｑ ｉ ｊ ｉ 扫打过 ｄａ

喝咖啡餐 巾纸不客气加拿大

ｍ台 ｉ ｇｙ扫打ｘ ｉｗ爸 ｉ ｓｈＳｎ呂ｊ ｉ 日 ｎｄ台ｂ扫ｆｅ打 ｃｈ订 ｚ扫ｃｈｅ

没关系卫生间大部分出租车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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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 ｂｕｄｕＱ ｂ ｌ ｊ ｉ ｄｏ ｌ Ｓｎｇｎｆｌｈｄ ｉ ｚ ｉ ｐ王 ｎｇｐ加ｇｑ ｉ Ｕ

差不多比较冷女孩子兵馬球

ｓｈｕｉ ｌ 扫ｎ ｊ ｉ ａｏｂ日 ｏ ｊ ｉ ｆｉ ｏ ｚ ｉｇｕ白ｎｇ ｓｈ白ｎｇｃｈ扫ｎｇｘ ｉ ｄ ｏｚ日 ｚｈｆｉｎｇ

睡懒觉包较子逛商场小组长

ｑ ｌ ｎｇ ｊ ｉ ｄ ｔ ｉ ｄ ｏｓｕ扫ｎ ｌ６ ｔ日ｎｇｂ ｉ ｎｇｊ 王 ｌ ｉ ｎｇ ｄ ｉ ｄ ｉｎｓｈｉ
ｊ ｉｉ

请假条酸辣汤冰激凌电视剧

多音节词发音表

ｂｕａｎｂｕｊ ｉ ｎｋ§ｋ６ｕｋｅ ｌ ｅｄｄｎ ｉ ｄｎｃｈＯ ｙｉｍＳｍＳｈｆｌｈｆｌ

不干不净可 曰可乐大年初
一

马马虎虎

ｌｄｎｚｈｏｕｄｄ ｘｕ６ｘ ｉＳｎｇｄ ｉ
ｊ ｉ Ｓｍｆｅ ｉｍｆｉｐ６ｄ６ｕｆｕＷｎｇｃ ｉｉＵ ｊ

ｉ

兰州大学兄弟姐妹麻婆豆腐糖醋里脊

ｑ Ｉ ｎｇ ｊ ｉ ａｏｒ６ｕ ｓ Ｉｂｆｉ ｉ ｈｕ６ｄ６ ｌ６ｕｘ化 ｓｈｕ ｌ ｄ５ｎｇｊ ｉ ｅｈｄｎｒｉ ｃ ｌ ｄ ｉｄｎ

青椒肉丝百货大楼秀水东街汉 日词典

ｚａ ｏｓｈｕ ｉ ｚｆｉ ｏｑｌｂ ｉｌｙｄ ｏｚｈａ ｏ ｊ ｌｇｄｕｗｕｚｈｏｎｇｘ ｉ ｎｃｈ日ｎｘ ｉｄ ｑ ｉ 曰舶ｎｇ

早睡早起不要着急购物中屯、春夏秋冬

ｓａｎｚｈ扫ｇｉｎｌ ｎｇｘｉ ｎｐ ｉ ｄ ｉ ｎｑ王 ｂ 巨 ｉ ｐＩ ｎｇｕＳｚｈ王 ｊ
ｉ扫ｂ扫ｏｆａｎｇｂ ｉ ｏｎｍ ｉ ｄ ｉｎ

三张明信片毛杯苹果汁九包方便面

ｘ ｌ ｎｎ ｉ ｄｎ ｌ ｉｄｎｈｕａｎｈｕｉ ｊ ｉ ｘｕｘ ｉ ａｘ ｉ ｄｎｇｑｌ ｓ６ｎｇ ｓｈＳｎｇｒ ｉ ｌ ｌ ｗｆｉ

新年联欢会继续下象棋送生 日 礼物

ＳＵ日 ｎｔ ｉ ｄｎｋｆｌ ｌ ｄｘ ｉ ｄ ｎ ｌ ｉ ｎｇｘ ｉ Ｓ ｓｈｌ ｓ ｉ ｄｂ ｔ ｉ ａｎｂ ｉｉｐｄ ｄｉ ｂ ｉｉｐ白

酸甜苦辣咸零下千四度天不怕地不怕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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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５

调 査 问 卷

基本情况 ：

汉语名 ：


英文名 ：


国 籍 ：


年 龄 ：


性 别 ：


班 级 ：


母 祗

第二语言 ：


其他语言 ：


学习没语时间 ：


阿拉伯留学生汉语声母习得情况调査 ：

１ 你的母语是阿拉伯语吗 ？

Ａ ． 是Ｂ ． 不是

２ 你的阿拉伯语标准吗 ？

Ａ ． 非常标准 Ｂ ．

—

般 Ｃ ． 不标准

３ 你认为没语是
一

种巧美的语言吗 ？

Ｂ ． 非常优美 Ｂ ． 比较优美 Ｃ ． 不优美

４ 你学习汉语的 目 的是什么 ？ （可多选 ）

Ａ 喜欢中 国的文化历史

Ｂ 觉得汉语是
一

口神奇的语言

Ｃ 想挑战世界上最难的语言

Ｄ 想与 中 国人交流

Ｅ 为 了方便Ｗ后在中 国的生活

Ｆ 为了更好地学习专业课

Ｇ 想在中 国旅游

Ｈ 想 Ｗ后和中 国企业合作

Ｉ 不想学但是学校安排了

５ 你认为汉语学起来困难吗 ？

Ａ ． 非常困难 Ｂ ． 比较困难 Ｃ ． 不困难

６ 汉语拼音的音节有几部分组成 ？

Ａ ． 两部分 Ｂ ． Ｈ部分 Ｃ ． 四部分

７阿拉伯语的音节有几部分组成 ？

Ａ ． 三部分 Ｂ ． 四部分 Ｃ ． 五部分

汉语拼音中
一

共有多少个声母 ？

Ａ ．２０ 个 Ｂ ．２２ 个 Ｃ ． 巧 个 Ｄ ． 不知道

８ 阿拉伯语中
一

共有多少个辅音 ？

Ａ ． 巧 个 Ｂ ．２８ 个 Ｃ ．３０ 个 Ｄ ． 不知道

９ 汉语拼音的音节中可Ｗ没有声母吗 ？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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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 可ＷＢ ． 不可Ｗ

１ ０ 阿拉伯语的音节中可 １＾没有辅音吗 ？

Ａ ． 可ＷＢ ． 不可Ｗ

１ １ 你认为汉语的声母系统和阿拉伯语的辅音系统差别大吗 ？

Ａ ． 非常大 氏
一

般 Ｃ ． 很小

１ ２ 你认为阿拉伯语的辅音对你学习汉语声母影响大吗 ？

Ａ ． 非常大 Ｂ ． 不太大 Ｃ ． 没有影响

１ ３ 你认为汉语拼音中的声母 ， 最容易学的是 ； （可多写几个 ）

１４ 你认为汉语拼音中 的声母 ， 比较难学的是 ： （可多写几个 ）

１ ５ 你认为汉语拼音中的声母 ， 比较容易学的是 ： （可多写几个 ）

１ ６ 你认为汉语拼音中 的声母 ， 最难学的是 ： （可多写几个 ）

１ ７ 当你学习声母
＂

ｂ
＂

时 ， 有没有相对应的阿拉伯语字母 ？Ａ ：有 Ｂ ： 没有

如果没有 ， Ｗ下 问题可不作答 。

如果有 ， 你觉得它們和声母
＂

ｂ
＂

的关系是 ：

Ａ ： 完全相 同 Ｂ ： 相近Ｃ ： 完全不 同

请写 出兰个发音与声母
＂

ｂ
＂

相同或相近的阿拉伯语单词 ：

１ ８ ． 当你学习声母
＂

Ｐ

＂

时 ， 有没有相对应的阿拉伯语字母 ？Ａ ：有 Ｂ ： 没有

如果没有 ， Ｗ下 问题可不作答 。

如果有 ， 你觉得它们和声母
＂

Ｐ

＂

的关系是 ：

Ａ ： 完全相 同 Ｂ ： 相近Ｃ ： 完全不同

请写 化Ｈ个发音与声母
＂

Ｐ

＂

相同或相近的阿拉伯语单词 ：

巧 当你学习声母
＂

ｍ
＂

时 ， 有没有相对应的阿拉伯语字母 ？Ａ ：有 Ｂ ： 没有

如果没有 ， Ｗ下 问题可不作答 。

如果有 ， 你觉得它们和声母
＂

ｍ
＂

的关系是 ：

Ａ ： 完全相同 Ｂ ： 相近Ｃ ： 完全不同

请写 出立个发音与声母
＂

ｍ
＂

相 同或相近的阿拉伯语单词 ：

２０ ． 当你学习声母
＂

ｆ
＂

时 ， 有没有相对应的阿拉伯语字母 ？Ａ ：有 Ｂ ： 没有

如果没有 ， Ｗ下问题可不作答 。

如果有 ， 你觉得它们和声母
＂

ｆ
＂

的关系是 ：

Ａ ： 完全相同 Ｂ ： 相近Ｃ ： 完全不同

请写 出兰个发音与声母
＂

ｆ
＂

相 同或相近的阿拉伯语单词 ：

２ １ 当你学习声母
＂

ｄ
＂

时 ， 有没有相对应的阿拉伯语字母 ？Ａ ：有 Ｂ ； 没有

如果没有 ， Ｗ下问题可不作答 。

如果有 ， 你觉得它们和声母
＂

ｄ
＂

的关系是 ：

Ａ ： 完全相同 Ｂ ； 相近Ｃ ： 完全不同

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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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写 出Ｈ个发音与声母
＂

ｄ
＂

相同或相近的阿拉伯语单词 ：

２２ ． 当你学习声母
＂

ｔ

＂

时 ， 有没有相对应的阿拉伯语字母 ？Ａ ：有 Ｂ ： 没有

如果没有 ， Ｗ下问题可不作答 。

如果有 ， 你觉得它们和声母
＂

ｔ

＂

的关系是 ：

Ａ ： 完全相同 Ｂ ： 相近Ｃ ： 完全不同

请写 出兰个发音与声母
＂

ｔ
＂

相同或相近的阿拉伯语单词 ：

２ ３ ． 当你学习声母
＂

ｎ
＂

时 ， 有没有相对应的阿拉伯语字母 ？Ａ ：有 Ｂ ： 没有

如果没有 ， Ｗ下问题可不作答 。

如果有 ， 你觉得它们巧声母
＂

ｎ
＂

的关系是 ：

Ａ ： 完全相同 Ｂ ： 相近Ｃ ； 完全不同

请写出Ｈ个发音与声母
＂

ｎ
＂

相同或相近的阿拉伯语单词 ：

２４ ． 当你学习声母
＂

１

＂

时 ， 有没有相对应的阿拉伯语字母 ？Ａ ：有 Ｂ ； 没有

如果没有 ， Ｗ下 问题可不作答 。

如果有 ， 你觉得它们和声母
＂

１

＂

的关系是 ；

Ａ ： 完全相同 Ｂ ： 相近Ｃ ： 完全不同

请写 出云个发音与声母
＂

１

＂

相同或相近的阿拉伯语单词 ：

２５ ． 当你学习声母
＂

ｇ

＂

时 ， 有没有相对应的阿拉伯语字母 ？Ａ ：有 Ｂ ： 没有

如果没有 ， Ｗ下 问题可不作答 。

如果有 ， 你觉得它们和声母
＂

ｇ

＂

的关系是 ：

Ａ ： 完全相 同 Ｂ ： 相近Ｃ ： 完全不同

请写出兰个发音与声母
＂

ｇ

＂

相同或相近的阿拉伯语单词 ：

２６ ． 当你学习声母
＂

ｋ
＂

时 ， 有没有相对应的阿拉伯语字母 ？Ａ ：有 Ｂ ： 没有

如果没有 ， Ｗ下问题可不作答 。

如果有 ， 你觉得它们和声母
＂

ｋ
＂

的关系是 ：

请写出Ｈ个发音与声母
＂

ｋ
＂

相同或相近的阿拉伯语单词 ：

２ ７ ． 当你学习声母
＂

ｈ
＂

化 有没有相对应的阿拉伯语音节 ？Ａ ：有 Ｂ ； 没有

如果没有 ， Ｗ下问题可不作答 。

如果有 ， 你觉得它们和声母
＂

ｈ
＂

的关系是 ：

Ａ ： 完全相同 Ｂ ： 相近Ｃ ： 完全不同

请写 出Ｈ个发音与声母
＂

ｈ
＂

相 同或相近的阿拉伯语单巧 ：

２义 当你学习 声母
＂

ｊ

＂

时 ， 有没有相对应的阿拉伯语字母 ？Ａ ：有 Ｂ ： 没有

如果没有 ， Ｗ下问题可不作答 。

如果有 ， 你觉得它们和声母
＂

ｒ 的关系是 ：

Ａ ： 完全相同 Ｂ ： 相近Ｃ ： 完全不同

请写 出呈个发音与声母
＂

ｊ

＂

相 同或相近的阿拉伯语单词 ：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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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 当你学习声母
＂

Ｑ

＂

时 ， 有没有相对应的阿拉伯语字母 ？Ａ ：有 Ｂ ： 没有

如果没有 ， Ｗ下 问题可不作答 。

如果有 ， 你觉得它们和声母
＂

ｑ

＂

的关系是 ：

Ａ ： 完全相同 Ｂ ： 相近Ｃ ： 完全不同

请写 出云个发音与声母
＂

ｑ

＂

相同或相近的阿拉伯语单词 ：

３０ ． 当你学习声母
＂

Ｘ
＂

时 ， 有没有相对应的阿拉伯语字母 ？Ａ ： 有 Ｂ ： 没有

如果没有 ， Ｗ下问题可不作答 。

如果有 ， 你觉得它们和声母
＂

Ｘ
＂

的关系是 ；

Ａ ： 完全相同 Ｂ ： 相近Ｃ ： 完全不同

请写出三个发音与声母
＂

Ｘ
＂

相同或相近的阿拉伯语单词 ：

３ １ ． 当你学习声母
＂

ｚｈ
＂

时 ， 有没有相对应的阿拉伯语字巧 ？Ａ ： 有 Ｂ ： 没有

如果没有 ， Ｗ下问题可不作答 。

如果有 ， 你觉得它们和声母
＂

ｚ ｈ
＂

的关系是 ：

Ａ ； 完全相同 Ｂ ： 相近Ｃ ： 完全不同

请写出吉个发音与声母
＂

ｚｈ
＂

相同或相近的阿拉伯语单词 ：

３２ ． 当你学习声母
＂

ｃｈ
＂

时 ， 有没有相对应的阿拉伯语字母 ？Ａ ：有 Ｂ ： 没有

如果没有 ， 下 问题可不作答 。

如果有 ， 你觉得它们和声母
＂

ｃｈ
＂

的关系是 ：

Ａ ： 完全相 同 Ｂ ： 相近Ｃ ： 完全不同

请写出兰个发音与声母
＂

ｃｈ
＂

相同或相近的阿拉伯语单词 ；

３３ ． 当你学习声母
＂

ｓｈ
＂

时 ， 有没有相对应的阿拉伯语字母 ？Ａ ：有 Ｂ ： 没有

如果没有 ， Ｗ下问题可不作答 。

如果有 ， 你觉得它们和声母
＂

ｓｈ
＂

的关系是 ：

Ａ ： 完全相同 Ｂ ： 相近Ｃ ： 完全不同

请写 出三个发音与声母
＂

ｓｈ
＂

相同或相近的阿拉伯语单词 ：

３４ ． 当你学习声母
＂

ｒ
＂

化 有没有相对应的阿拉伯语字母 ？Ａ ：有 Ｂ ： 没有

如果没有 ， ！＾下 问题可不作答 。

化果有 ， 你觉得它们和声母
＂

ｒ
＂

的关系是 ；

Ａ ： 完全相同 Ｂ ： 相近Ｃ ： 完全不同

请写 出Ｈ个发音与声母
＂

ｒ
＂

相 同或相近的阿拉伯语单词 ；

３５ ． 当你学习声母
＂

Ｚ

＂

时 ， 有没有相对应的阿拉伯语字母 ？Ａ ：有 Ｂ ： 没有

巧果没有 ， 下 问题可不作答 。

巧果有 ， 你觉得它们和声母
＂

Ｚ

＂

的关系是 ：

Ａ ： 完全相同 Ｂ ： 相近Ｃ ： 完全不同

请写出兰个发音与声母
＂

Ｚ
＂

相同或相近的阿拉伯语单词 ：

就． 当你学习声母
＂

Ｃ
＂

时 ， 有没有相对应的阿拉伯语字母 ？Ａ ：有 Ｂ ： 没有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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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 ， Ｗ下 问题可不作答 。

如果有 ， 你觉得它们和声母
＂

Ｃ
＂

的关系是 ：

Ａ ： 完全相 同 Ｂ ： 相近Ｃ ： 完全不同

请写 出Ｈ个发音与声母
＂

Ｃ

＂

相同或相近的阿拉伯语单词 ；

３ ７ 当你学习声母
＂

Ｓ

＂

化 有没有相对应的阿拉伯语字母 ？Ａ ：有 Ｂ ： 没有

如果没有 ， Ｗ下问题可不作答 。

巧果有 ， 你觉得它们和声母
＂

Ｓ
＂

的关系是 ：

Ａ ： 完全相 同 Ｂ ： 相近Ｃ ： 完全不同

请写 出兰个发音与声母
＂

Ｓ
＂

相同或相近的阿拉伯语单词 ：

３８ ． 你会讲英语吗 ？Ａ ． 会 Ｂ ． 不会

３９ 你认为英语学习对汉语拼音的声母学习影响大吗 ？

Ａ． 影响非常大 Ｂ ． 影响不大 Ｃ ． 没有影响

４０ 在做听力时 ， 你可Ｗ分清声母
＂

ｂ
＂

和
＂

Ｐ

＂

吗 ？

Ａ ． 完全可 Ｗ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

４ １ 在说话时 ， 你可Ｗ分清声母
＂

ｂ
＂

和
＂

Ｐ

＂

吗 ？

Ａ ． 完全可 Ｗ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４２ 在做听力时 ， 你可 ！＾
＞１分清声母

＂

ｄ
＂

和
＂

ｔ

＂

吗 ？

Ａ ． 完全可Ｗ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４３ 在说话时 ， 你可 Ｗ分清声母
＂

ｄ

＂

和
＂

ｔ

＂

吗 ？

完全可 Ｗ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４４ 在做听力时 ， 你可 Ｗ分清声母
＂

ｎ
＂

和
＂

１

＂

吗 ？

Ａ ． 完全可Ｗ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巧 在说话时 ， 你可 Ｗ分清声母
＂

ｎ
＂

和
＂

ｐ ｉ 吗 ？

完全可 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４６ 在做听力时 ， 你可Ｗ分清声母
＂

ｇ
＂

和
＂

ｋ
＂

吗 ？

Ａ ． 完全可 Ｗ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４７ 在说话时 ， 你可 Ｗ分清声母
＂

ｇ

＂

和
＂

ｋ
＂

吗 ？

完全可 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４８ 在做听力时 ， 你可Ｗ分清声母
＂

ｊ

＂

，

＂

ｑ

＂

，

＂

Ｘ
＂

吗 ？

Ａ ． 完全可 Ｗ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４９ 在说话时 ， 你可 Ｗ分清声母
＂

ｊ

＂

，

＂

Ｑ

＂

，

＂

Ｘ
＂

吗 ？

完全可Ｗ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５０ 在做听力时 ， 你可Ｗ分清声母
＂

Ｚ
＂

，

＂

Ｃ

＂

，

＂

Ｓ

＂

吗 ？

Ａ ． 完全可Ｗ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５ １ 在说话时 ， 你可Ｗ分清声母
＂

ｂ
＂

和
＂

Ｐ

＂

吗 ？

Ａ ． 完全可Ｗ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５２ 在做听力时 ， 你可Ｗ分清声母
＂

ｚｈ
＂

，

＂

ｃｈ
＂

，
＂

ｓｈ
＂

吗 ？

Ａ 完全可 Ｗ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５３ 在说话时 ， 你可Ｗ分清声母
＂

ｚｈ
＂＂

ｃｈ
＂

，

＂

ｓｈ
＂

吗 ？

Ａ ． 完全可Ｗ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５４ 在做听力时 ， 你可Ｗ分清声母
＂

Ｚ

＂

和
＂

ｚｈ
＂

吗 ？

５ ５



兰州大学硕壬研巧生学位论文 初级阶段阿拉伯 留学生汉语声母习得偏误及教学策略研巧

Ａ ． 完全可Ｗ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巧 在说话时 ， 你可Ｗ分清声母
＂

Ｚ

＂

和
＂

ｚｈ
＂

吗 ？

Ａ ． 完全可 ｉＪ
ｉｌ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５ ６ 在做听力时 ， 你可Ｗ分清声母
＂

ｂ
＂

和
＂

Ｐ

＂

吗 ？

Ａ ． 完全可 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５ ７ 在说话时 ， 你可 Ｗ分清声母
＂

ｂ
＂

和
＂

Ｐ

＂

吗 ？

心 完全可 ！＾ ］１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５８ 在做听力时 ， 你可Ｗ分清声母
＂

Ｓ

＂

和
＂

ｓｈ
＂

吗 ？

Ａ ． 完全可Ｗ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５９ 在说话时 ， 你可Ｗ分清声母
＂

Ｓ

＂

和
＂

沈
＂

吗 ？

完全可Ｗ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６０ 在做听力时 ， 你可Ｗ分清声母
＂

Ｚ

＂

和
＂

ｊ

＂

吗 ？

Ａ ． 完全可Ｗ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６ １ 在说话时 ， 你可Ｗ分清声母
＂

Ｚ

＂

和
＂

ｊ

＂

吗 ？

完全可Ｗ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６２ 在做听力时 ， 你可队分清声母
＂

Ｃ

＂

和
＂

Ｑ

＂

吗 ？

Ａ ． 完全可 ｛＾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６３ 在说话时 ， 你可Ｗ分清声母
＂

Ｃ

＂

和
＂

ｑ

＂

吗 ？

Ａ ． 完全可Ｗ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６４ 在做听力时 ， 你可Ｗ分清声母
＂

Ｓ

＂

和
＂

Ｘ
＂

吗 ？

Ａ ． 完全可Ｗ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巧 在说话时 ， 你可 Ｗ分清声母
＂

Ｓ

＂

和
＂

Ｘ
＂

吗 ？

Ａ 完全可 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６６ 在做听力时 ， 你可ｍ分清声母
＂

ｚｈ
＂

和
＂

ｊ

＂

吗 ？

Ａ ． 完全可Ｗ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６ ７ 在说话时 ， 你可 Ｗ分清声母
＂

ｚｈ
＂

和
＂

ｊ

＂

吗 ？

Ａ 完全可Ｗ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６８ 在做听力时 ， 你可 Ｗ分清声母
＂

ｃｈ
＂

和
＂

ｑ

＂

吗 ？

Ａ ． 完全可 ！＾
Ｊｌ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６９ 在说话时 ， 你可 分清声母
＂

ｃｈ
＂

和
＂

ｑ

＂

吗 ？

Ａ 完全可 ｜＾ Ｊｌ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７０ 在做听力时 ， 你可Ｗ分清声母
＂

ｓｈ
＂

和
＂

Ｘ
＂

吗 ？

Ａ ． 完全巧Ｗ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７ １ 在说话时 ， 你可 Ｗ分清声母
＂

ｓｈ
＂

和
＂

Ｘ
＂

吗 ？

Ａ 完全可Ｗ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７２ 在做听力时 ， 你可 （Ｊ
Ｊｌ分清声母

＂

ｒ
＂

和
＂

１

＂

吗 ？

Ａ ． 完全可Ｗ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７３ 在说话时 ， 你可Ｗ分清声母
＂

ｒ
＂

和
＂

１

＂

吗 ？

Ａ ． 完全可ＷＢ ． 有时候分不清Ｃ ． 完全分不清 ？

７４ 你认为你的学习方法对声母的学习有效吗 ？

Ａ ． 非常有效 Ｂ ． 效果
一

般 Ｃ ． 没什么效果 ．

７５ 你认为老师应该随时纠正你声母发音上的错误吗 ？

Ａ ． 应该 Ｂ ． 没必要 Ｃ ． 无所谓

５６



兰州大学硕古研巧生学位论文 初级阶段阿拉伯 留学生汉语声母习得偏误及教学策略研宛

７６ 你认为老师应该在课堂上多带学生练习声母的发音吗 ？

Ａ ． 应该 広 没必要 Ｃ ． 无所谓

７ ７ 你从为绕 口令对汉语声母学习有帮助吗 ？

Ａ ． 很有意思 ， 帮助很大

Ｂ ． 没意思 ， 没任何帮助

Ｃ ．
一

般 ， 帮助不大

７８ 你认为中文歌曲对汉语声母学习有帮助吗 ？

Ａ ． 很有意思 ， 帮助很大

Ｂ ． 没意思 ， 没任何帮助

Ｃ ．

－

般 ， 帮助不大

７９ 你认为课堂游戏对汉语声母学习有帮助吗 ？

Ａ ． 很有意思 ， 帮助很大

氏 没意思 ， 没任何帮助

Ｃ ．
一

般 ， 帮助不大

８０ 你认为在汉语拼音的音节教学中 ， 声母和韵母应该分开教吗 ？

Ａ ． 应该分开 ， 这样可 Ｗ使每个音发得更标准

氏 没必要分开 ， 这样有利于整个音节的发音

８ １ 你认为母语为阿拉伯语的初学者在学习汉语拼音的声母时 ， 老师需要母语也是阿拉伯语

或者懂阿拉伯语的吗 ？

Ａ ． 需要 ， 母语为阿拉伯语的老师能解释得更清楚

Ｂ ． 无所谓 ， 懂英语的老师就可Ｗ

Ｃ ． 不需要 ， 中 国老师发音示范更标准

巧 你有中 国朋友或同学吗 ？Ａ 很多 Ｂ ． 很少 Ｃ ． 没有

７４ 他们对你们学习汉语声母有帮助吗 ？Ａ ． 很大 Ｂ ． 很少 Ｃ ． 没有帮助

７５ 你还有别的学习汉语声母的方法吗 ？

７６ 你认为更好的汉语的声母教学顺序应该是 ：

７ ７ 你对母语为阿拉伯语的初学者在学习汉语的声母时有什么好建议 ？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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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期间的研巧成果

１ ． 李凤 ． 浅谈绕 口令在初级巧语 口语课堂的语用 ［Ｊ］ ， 教学研巧 ． ２０ １ ４（ ４０ ）

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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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时光 飞逝 ， 转暇 间 两 年 的研究 生 学 习 生 活 即将结宋 。 回 首这 两 年 ， 虽 然短暂 ，

但却 紧张充实 ， 收获颇多 。 总 结整个论文的写 作过程 ， 虽 然化 曾 面对很 多 挫折 ，

但 我化从 中 受益 良 多 ， 有 自 己 的 努 为 ， 但化离 不开老 师和 同 学们 的关怀和 帮助 ，

在 这里 ， 我要 向 帮助 、 关怀和 鼓励 我 的各位老 师与 同 学们表示诚擊 的 感谢 。

首先 ， 我 要深《地感谢我 的 导 师 田 广 老 师 ，
田 老 师学识渊博 ， 平易近人 ， 在

整个论文 的 写 作 过程 中 给 了 我许 多 后 发和 中 肯 的指导 意见 ， 帮助 我 完 成论文主体

的 写作 。 在论文 的 写 作过程 中 ，
田 老 师在 百忙之 中 抽 空 回 答 我 的 众多 疑 问 ， 我 曾

经
一

度无法继续将论文写下去 ， 想 要放弃 ， 是 田老 师给我 鼓励 ， 并给我提 了
一

些

新 的建议 ， 让 我 的论文写 作有 了 新的 思路和 方 向 。 在论文 的修改过程 中 ，
田 老 师

充分发扬 了 他治学严谨的风格 ， 指 出 了 我论文 中 的诸 多 问 题 ， 大到 论义结 构 ， 小

到 标点 符 号 ， 无
一

不准确 严谨 。 田 老 师严谨 的治学态度和 亲切 的 关怀给 了 我极大

的精神为 量 ， 并将影响和激励 我 レッ后 的人 生 。 在这里 ， 我 要郑 重 地 向 田 老 师说
一

句 ：

＂

您 辛苦 了 ！ 感谢 您对 我 的 帮助 ！

＂

其次 ， 我要感谢学 院 的领导和其他老 师的 关怀 ， 感谢郭 茂 全老 师和 曾 芳老师

的支持和 帮助 ， 正是有 了 郭老师和 曾 老 师 的支持和 帮 助 ， 我 才 有机会在 国 际文化

交流学 院实 习 半年 ， 获得 第
一

手 的论文 写 作 素 材 ， 同 时在很 多 方面得到锻炼和提

高 。 特别要感谢 郭茂 全老 师 ， 郭老师 自 我研 究 生入学 Ｗ来
一直对 我寄 予很大 的希

望 ， 并
一直在 学 习 上和 工 作上给 予 我鼓励和 肯 定 ， 为 我创造 多 次给 留 学 生教授汉

语 的机会 ， 让 我不仅锻炼 了 自 己 ， 化提升 了 我 的汉语教学 能 力 ， 让 我对 自 己充满

了 自 信 。 郭老 师严谨的 工 作 态度和对工作 的热情 ， 深深地感 染 了 我 ， 让我受益 匪

巧 。 郭老 师虽 然不是我 的论文导 师 ， 但在 巧 的论文写 作 中 ， 多 次给 了 我非 常 中 肯

的指导意 见 ， 使我 的论文 写作思路更加开 阔 ， 文章 内 容化更加扎实 。 由 于我要参

加汉办 的汉语教 肺志 愿者培训 ， 培训 时 间 与 论文答辩 时 间 相 冲 突 ， 郭老师为 我着

想 ， 替我考 虑 ， 为 了 不让 我耽误培训 和论文答辩 ， 特别 向 学 院 为 巧 申 请 了 网 络答

辩的机会 ， 为 我 的论文答辩提供 了 便利 ， 使我 节省 了 大量 的 时 间 和精为 ， 从而 能

全身记地投入到培训 中 ， 避 免 了 身 八
、

的折腾与疲急 。

再次 ， 我要感谢 国 际文化 交流学 院 的 原梅老 师 ， 原老 师是我 的 实 习 指导老 师 ，

是
一

位具有 丰 富 的对外汉语教学经證的老教 师 。 在 我 的实 习 期 间 ， 对我的教 学方

法和教学技巧 方面给予很多 的 帮 助和指导 ， 使我 能够 圆 满 完 成实 习 工作 。 另 化 ，

还要感谢各 口 专业课 的教师 ， 感谢他们无私 的教导 ， 感谢他们 教会 了 我许 《 专业

方 面 的知识和研 究 学 习 的方法 ， 为 我 的论文写作打下坚实 的基础 。

最后 ， 特别 感谢 国 际文化交流学 院初级 １ Ａ 班所有 阿拉伯 留 学 生 ， 感谢他们

在课堂上配合我 的教学 ， 本文 的实验 复杂 ， 音 节 众 《 ， 音 频 的 录制耗 时耗力 ， 但

他们从不抱怨 ， 不厌其烦地配合我
一次次地进行实验 ， 并认 真填写调查 问卷 ， 为

我 的论文写作提供 了 真实可 靠 的数据来源 ， 从而 能完成整个论文 写作 。 在此 ， 我

衷於地对你 们表示诚 擎 的感谢 ， 谢谢你 们 ！

最后 ， 感 谢 百忙之 中 评 阅 论文和 参加答辩的专家教授 ！

５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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