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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语和阿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两种语言 。 汉语对于阿拉伯 国家学生而言 ， 有

些读音是很难正确发音的 、 声调多变 、 语法也不规则 、 汉字则更难 。 因为阿拉伯

国家的学生在他们的语言中没有这些难点 ， 所 以他们是第
一

次面对这些困难 ， 这

给他们带来不少的麻烦 。 所以为 了掌握语言的基础 ， 教师们应该从语音教学开始

重视 ， 先应该打好语音的基础 ， 然后开始学语言的另外成分 。 汉语和阿语分别属

于两个不同 的语言系统 。 汉语属于藏语系 ， 但是阿拉伯语属于 闪含语系 。 这对阿

拉伯学生来说是完全新的语言系统 ， 学 习
一

种新的语言系统对他们而言肯定有
一

些困难 。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 ， 是人们用他们的发音器官来发出能够表示
一

定

的意义的声音 。 汉语发音不准确 ， 导致阿拉伯 国家的学生和 中 国人交流的时候会

产生交流障碍和误解 ， 这种交流障碍和误解长时间不解决 ， 到之后会更加难 以改

变 。 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 以阿拉伯语为母语并学习汉语进行对外汉语教学的

学生 。 苏丹学生经常会犯发音错误 ， 因为我是苏丹阿拉伯学生 ， 也在苏丹学过汉

语 ， 所 以笔者 比较了解实际教学的情况是如何 ， 本文也会结合本人的学习经验进

行研究 。 本文也进行 了 阿拉伯语与汉语的语音对比研究来讨论两种语言各 自 的特

点与它们之间的不同点 。

汉语语音教学工作分三大步进行 ， 分别是声母的教学 ， 韵母的教学和声调的

教学 。 本文主要研究的 内 容是这三个步骤过程中 的偏误分析 、 然后按照这些研究

来探索这些 问题的原 因和怎么用最适合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 笔者论文中会有

一

章是对比汉语和阿拉伯语的语音系统 ， 以及苏丹学生学习 汉语语音的偏误研究

与分析 。 通过研究与分析 ， 得 出声母 、 韵母和声调教学过程中经常出现的 问题 。

关键词 ： 汉语的语音 、 阿拉伯学生 、 声母 、 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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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绪论

第一章 绪论

１ ． １ 选题缘 由和研究意义

现在世界发展越来越快 了 ， 各个 国家都发展也越来越快了 ， 人的发展也越来

越快了 。 中 国最近几年也在快速发展 ， 中 国人遍布世界各地 ， 中 国 的公司和产 品

世界闻名 。 世界各地都认识到 中 国是个什么样的 国家 ， 也 了解到了 中 国五千年博

大精深的文 明 。 中 国人也到 了 阿拉伯 国家 ， 阿拉伯 国家从 ９０ 年代就开始跟 中 国

合作了 ， 中 国和阿拉伯 国家共同合作 了很多项 目 ， 阿拉伯 国家为 了跟中 国促进友

好关系也开始教中文 。 现在很多阿拉伯 国家都有孔子学院专 门教授汉语 ， 并且有

的 国家的大学在文学院也开 了 中文系 。 ：

世界上每件事情都有本质那么 ， 语言的本质是语音 ， 学习语言最重要的部分

是语音 。 不管你要学什么语言都应该从语音开始 ，

一

定要先打好语音的基础 ， 才

好掌握别的语言成分 。

１ ．２ 阿拉伯语使用情况介绍

有阿拉伯人说 的句谚语就是 ：

＂

希腊人的 头 、 阿拉伯人 的舌头 、 中 国 人 的

手
＂

。 阿拉伯人从前以为他们很聪明 ， 记忆力也很 了不起 ， 学习语言很有天赋 。 当

阿拉伯人学习汉语的时候遇到 了 不少 的 困难 ， 汉语对他们而言是全新的语言 ， 并

且汉语属汉藏语系 ， 而阿拉伯语属闪含语系 闪族语 ， 阿拉伯学生学习 汉语时肯定

会发现
一些跟他们的语言不 同 的特点 ， 有

一些第
一

次听到的语音 ， 都跟声母 、 韵

母和声调有关 ， 有
一

些语音在他们的语言里是有的 ， 但是发出音的方式是不
一

样

的 。 但是不是说因为这些难点他们就不能发好汉语的音 ， 找出这些 问题的原因和

最适合的解决方式 ， 以后发音的 问题会减少很多 ， 发音就不会有 问题了 。

１ ．３ 阿拉伯语地区汉语学习 的基本情况

汉语与阿语有不同 的语言系统 。 阿拉伯 国家的学生从他们的母语语言系统迁

移到完全不同 的新的语言系统 ， 这对他们肯定是有很大的 困难 。 学汉语时我和我

的 同学们也遇到 了很多语音的 问题 ， 上初级班的时候 ， 当我们发错音的时候 ， 老

１





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师不断的反复纠正和强调 ， 学生还是会发错音 ， 最后导致老师和学生都很失望 ，

不知道问题根源在哪 。

本论文提出 了
一

些问题 ， 分析 了造成这些 问题的原因 ， 给出 了相应的解决 问

题的合适的方法 。 希望我的论文会给老师和学生带来很大的帮助 。

苏丹 、 汉语教学的历史

苏丹是非洲阿拉伯 国家 中设置 了 中文系 的第
一

个国家 。 苏丹的喀土穆大学文

学院 ， 在 ９０ 年代的时候就建立 了 中文系 ， 每隔 四年招生
一

次 ， 后来过了
一

段时

间变成 了每两年招生
一

次 ， 学生越来越重视这门语言的学习 ， 发展到现在是每年

都进行招生 ， 学生越来越多 。 因为苏丹和中 国合作项 目 日益增多 ， 现在苏丹学生

通过 ＨＳ Ｋ或参加汉语桥 比赛 ， 或者争取中 国政府的奖学金 ， 越来越多 的来到 中 国

留学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 苏丹的喀土穆大学和 中 国 的西北师范大学合作建立 了孔子

学院 。 现在学习汉语的阿拉伯 国家的学生越来越多 ， 以前在苏丹学习汉语专业的

学生是很少有的 ， 没有很多 的苏丹人认识汉语 ， 苏丹人认为学习汉语的学生是个

很奇怪的人 ， 并且学习很奇怪的语言 。 有
一

天电视台播 了个苏丹的广告 ， 有
一

位

中 国人跟
一

位苏丹的老太太说话 ，

一

开 口就说
＂

你好
〃

， 从那天开始所有的苏丹人

都会说
＂

你好
＂

这个词 。 现在在喀土穆大学文学院学习语言的学生 ， 只有分数最高

的学生才可以进入中文系 。

１ ．４ 研究方法与研究步骤

作为
一

名 以阿拉伯语为母语并学 习汉语的苏丹学生 ， 本文主要通过对 比研究

展示阿拉伯 国家学生的辅音 、 元音 以及声调经常出错的教学 问题和原因 ， 也会进

行两 门语言的对比研究 ， 通过对比研究就得 出 问题的原 因 ， 因此本文采用对比研

究法和分析研究法 。

１ ． ５ 与选题相关的研究综述

随着中 国 的不断发展 ， 世界上到处都有中 国 的产品 ， 到处都有 中 国的投资公

司 ， 学 习 汉语的人在每个国家也越来越多 ， 汉语也越来越受欢迎 。 中 国在 １９ ５０

年就开始设置对外汉语教学这个专业 。 针对以阿拉伯语为母语并学习汉语语音的

学生的偏误分析的研究很少 ， 把阿拉伯语与汉语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少之又少 ，

现在关于这个邻域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多 。 有
一

些相关的学术研究论文 出 自 于中

国 ， 也有的是来 自
一

些阿拉伯 国家 比如 ： 苏丹 、 埃及等等 。 研究者既有阿拉伯人

也有 中 国人 ， 每位研究者都从不
一

样的角度对学习汉语并 以阿拉伯语为母语的学

２





第
一

章 绪论


生学习语音的偏误进行了分析和对比 。 还有
一些研究是针对留学生学 习汉语语音

的研究 ， 对教汉语的 留学生的老师带来 了很大的帮助 ， 比如 ： 有韩 国 、 泰国 、 俄

罗斯 、 美国等等这些国家的对外汉语教学有了较大的提升 。 例如 ：

１ ．安泽 《对母语为俄语的学生 的汉语语音教学研究 》 ， 东北师范大学

２０ １ ２ 年 ５ 月 ， 主要针对俄罗斯学生 ， 进行了俄语与汉语的语音系统的

对比研究 ， 也为阿罗斯学生进行了汉语语音的教学调查研究 。

２ ．ＥＭＡＮ ＡＨＭ ＥＤ Ｅ ＬＭＯＭ ＥＮ 《苏丹学生学习汉语普通话声母舌尖后音和舌

面前音偏误 问题研究 》 ， 西北师范大学 ２０ １６ 年 ５ 月 ， 她的论文主要是

运用 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去研究为母语阿拉伯语的苏丹学生学习舌尖后

音和舌面前音的偏误 问题研究 。 她也提出 的偏误原因就是苏丹学生母

语的干扰 ， 就是阿拉伯语影响学习汉语语音的苏丹学生 。

３ ．张丹阳 《苏丹学生学习 汉语拼音的语音偏误分析及教学策略研究 》 西

北师范大学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 是
一

位中 国老师 ， 去过苏丹经过 了７ 个多 月

对苏丹初级班的学生教学的情况 。

４ ．穆罕默德 《汉语与阿拉伯语语音对比 》 天津师范大学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

他的论文对汉语和阿拉伯语进行了对比研究 。 在汉语 以及阿拉伯语福

音和元音对比与阿拉伯学生学这些 内容的时候遇到的困难 。

ＡＷＡＢＡＤＡＭＢＡＬＬＯＵＨＭＯＨＡＭＥＤ 《阿拉伯汉语学习者语音偏误分析及教学

策略 》 西北师范大学 ２０ １ ３ 年 ６ 月 ， 他是属于最早的人写关于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

语音的偏误 。 因为他是对这种研究是过来人 ， 所以不少后来的研究靠他的帮助来

写他们的论文 。

３







第二章 汉语和阿拉伯语的语音比较


第二章 汉语和阿拉伯语的语音 比较

阿拉伯语是阿拉伯 民族语言 ， 属 闪含语系 闪族语 （ Ｈ ａｍ ｉ ｔｏ
－

Ｓｅｍ ｉｔ ｉ ｃＦａｍ ｉ ｌ ｙＯｆ

Ｌａ ｎｇｕ ａｇｅ ） ， 阿拉伯文就是阿拉伯 民族是用 的语言文字 ， 同样 的汉语是属于汉藏

语系 （ Ｓ ｉ ｎ ｏ
－Ｔ ｉ ｂ ｅｔａ ｎＦ ａｍ ｉ ｌｙ Ｏｆ Ｌａ ｎｇｕ ａｇｅ ） 。 虽然两种语言的产生来源于不 同于语

系 ， 但就是间而言 ， 两种语言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 ， 历史悠久 。 影响深远

２ ． １ 语音结构的 比较

阿拉伯语和汉语是世界上的最重要语言 ， 也是世界上 的联合 国 的六工作语

言 。 阿拉伯语
一

共有 ２８ 个辅音和 １３ 个语音符号 。 有
一

些汉语 中 的语音是在阿拉

伯语绝对找不到的音。 比如 ｚ ｈ 、 ｃ ｈ和 ｑ 、 而阿拉伯语中也有得是在汉语中没有的语

音比如齿间音 、 咽喉音 、 喉壁音等等的音 。

２ ．２ 汉语 、 阿拉伯语元音音素的 比较

首先 ， 笔者会简单的解释
一

下汉语和阿拉伯语的元音记音符号 ， 汉语的元音

记音就是像汉语的辅音的符号
一

样记音 ， 就是汉语的拼音 、 是 国际的拉丁语字

母 ， 而阿拉伯语的元音就是用符号去记音 ， 是在辅音字母上用符号标志和该辅音

的元音发音 。 汉语 中 的语音
一

共有 ３ ２ 个音素 ， 分为 是 １０ 个元音 、 和 ２２ 个辅

音 。

汉语的语音系统

在 汉语普通话里有 １０ 个单元音 ， 其 中七个元音是舌面元音 、 两个元音是舌

尖元音 、 还有
一

个个卷舌元音 。 研究者
一

般看这三种元音来探讨汉语普通话的元

音 。 第
一

方面 、 观察舌尖的位置是否高低 （ 开 口度是否大小 ） 分为高元音 、 半高

元音 、 还有半低元音和低元音 。 第二方面 、 观察舌尖的位置是否前后分为前元

音 、 还有央元音和后元音 。 第三方面 、 观察唇形的状况分为 圆唇元音与不 圆唇元

音 。

舌面元音分别是 ．

？

［
ａ

］舌面 ， 央 ， 低不圆唇元音 。 例字 ： 大 、 麻 。
［
〇

］ 舌面后 、

半高 、 圆唇元音 。 例字 ： 摩 ， 破 。
［
ｅ

］ 舌面 ， 后 、 半高 、 不圆唇元音 。 例字 ： 合 、

格 。
［

ｉ

】舌面 ， 前 、 高 ， 不圆唇 。 例字 ：

一

、 比 。
［
ｕ

］舌 面 、 后 、 高圆唇元音 。 例字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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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 、 读书 。
［
ｉｉ

］ 舌面 、 前高 、 圆唇元音 。 例字 ： 下雨 ， 雨具 。 父母 、 读书 。 间

舌面 ， 前高 、 圆唇元音 。 例字 ： 下雨 、 雨具 。

舌尖元音 ：

－

ｉ

［ ］ 舌尖 、 前 、 髙 。 唇的状况是不圆的 ， 发音的时舌尖往前伸 、

面对上齿背 。 只能和 Ｚ 、 Ｃ 、 Ｓ 拼 、 不能单独成音节 。
－

ｉ

［ ］ 舌尖后元音 ， 发音的时

候舌尖翘起 ， 对着硬腭前部 ， 只 能和 ｚ ｈ 、 ｃ ｈ 、 ｓｈ 、 ｒ 拼不能单独成音节 。 ｊ卷舌

元音ｅ ｒ 发音时 口腔半开半闭 、 舌面放平 、 中央部分稍微隆起 。

除此之外 ， 普通话中也有复合元音韵母和复合鼻尾音韵母 。 它们是前响复合

韵母 ａ ｉ 、 ｅ ｉ 、 ａ ｏ 、 ｏ ｕ 、 后 响复合韵母 ｉ ａ 、 ｉ ｅ 、 ｕ ａ 、 ｕｏ 、 ｔｉ ｅ 、 中 响复合韵母 ｉ ａｏ 、

ｉｏｕ 、 ｕ ａ ｉ 、 ｕ ｅ ｉ 、 舌尖中鼻音韵母 ａ ｎ 、 ｉ ａ ｎ 、 ｕ ａ ｎ 、 ｅｎ 、 ｉ ｎ 、 ｕ ｅ ｎ 、 （ｉ ｎ 、 舌根鼻音韵母

ａｎ ｇ ，
、 ｉ ａ ｎｇ 、 ｕ ａ ｎｇ 、 ｅ ｎｇ 、 ｉ ｎｇ 、 ｕ ｅｎ ｇ 、 ｏ ｎｇ 、 ｉ ｏ ｎｇ

〇

汉语和阿拉伯语的元音对比

首先 ， 笔者来简单的介绍
一

下汉语和阿拉伯语的两门语言的元音记音符号的

方式 ， 汉语普通话使用汉语的拼音来记音辅音和元音 。 就是采用拉丁语的字母 。

阿拉伯语是采用阿拉伯语的符号来记音 ， 阿拉伯语的发音符号就是阿拉伯语的元

音标志 ， 而不是音标 ， 在和不 同 的辅音相拼时会有不同的音素 ， 只是和汉语的某

些类似 ， 但并不等同 。 阿拉伯语的元音跟汉语的元音是不
一

样的 ， 没有汉语的那

么丰富 ， 基本上都是单元音的 ， 阿拉伯语只有有三个短元音 ， 分别是 ： 开 口短音

［
ａ

］
、 齐齿短音

［
ｉ

］
、 合 口 短音 ［

ｕ
］
、 三个长元音 ： 开 口长音 ［

ａ
－

］
、 齐齿长音 ［

ｉ

－

］
、 合长

音 ［
ｕ
－

］
。 阿拉伯语只有三种元音 ， 但是在阿拉伯语这三个元音到

一些程度会发生

丰富的音位置的变体 ， 这三种元音和每个不 同的辅音相拼的时候会有不 同 的音位

置变体 。 我们如果看到阿拉伯语的元音系统 ，

一

定会看出 ， 汉阿普通话 中元音的

长短是不
一

样的 ， 会区别词语意义的作用 ， 但是在阿拉伯语中就是不 同 的 。 汉语

普通话里没有长元音 ， 发单元音的时候会比发阿拉伯语的元音长 。 学习汉语的阿

拉伯学生在发汉语单元音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发音的
一些混淆 。 下面笔者来分析

一

下阿拉伯语与汉语之间的相 同和不相同的
一些点 。

与阿拉伯语的开口短元音 ［
ａ

］ 对比

汉语普通话的 ［
ａ

］ 是央 、 低 、 不圆唇 、 舌面中部微微降起 、 舌位最低 。 阿拉伯

语的短元音如果跟辅音出现的时候 ， 读音会发生
一

些变化 。 和不同的辅音相拼时

读音 心 ［ ｔ

，

］ 、 ［ ０ ］ｊ 、 ［ｄ

，

］ 。
［
ｚ

］
、 ｙ

［
ｂ

］
、 ４ｈ ］

、 ｊ
［
ｗ

］
、

＊％ ］
、
ｄ

［
ｆ
］

、 〇４ｓ
］

、

４ 丨

］
、 ｆ ［

ｍ
］
、 ０

［
ｎ

］
、 ｓ ［ 】

ｃ？ 、
［ｊ ］

。 后面的具体因素更接近 ［
ｅ

］ 或是在 ［
ａ

］ 和 ［
ｅ

］
。 在

Ｊ ［
ｒ
］

、 Ｃ ［］
、 、 读作 ［

ａ
］

、 这是个前 、 低、 非圆唇元音 ； 与 ］
〇－

［］４ ］

上
［ ］

＆ ［ ］ 匕 ］
。 这是

一

个半低 、 后 、 圆唇元音 、 嘴唇上下张开度较大 、 口腔成圆形 。

汉语的 ａ
［
ａ

］ 音 ， 发音的时候开 口的程度比 ［
ｅ

］ ［
元音大 ， 比这两个音靠后 ， 但又比 ［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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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口度大 ， 比它发音部位靠前 ， 所以阿拉伯学生容易受母语的影响 ， 发 ａ
［
ａ

］ 以及

由其构成的韵母时容易张不开 口 ， 十分紧张 、 发音不到位 。

ｉ

［
ｉ
】 与阿拉伯语齐齿短音

＂＂

的比较

汉语普通话的 ｉ

［
ｉ

］是
一

个前 、 高 、 不圆唇的元音 、 是 口腔通道最窄的前元音 、

发音时 口型扁平 、 舌头前伸 、 舌面中前部靠近硬腭 、 嘴角 向两边展开 。 阿拉伯语

的这个音比汉语的发音更短促些 ， 口腔各部位比汉语发的 ｉ

［
ｉ

］更紧张些 ， 也 比汉语

的这个音部位稍微靠后点 ， 靠下点 、 在与浑厚辅音 ｉｉ
Ｓ：ｔ＾相拼时发Ｗ

这是
一

个高 、 央非圆唇元音 ， 发音比 ［
ｉ

］稍靠后点 ， 由于这几个辅音发音靠后 ， 所

以发完这些之 口 马上发这个前元音有
一

定 的难度 ， 所 以把这个前元音 ［
ｉ

］也带动的

靠后 了
一

些 ， 在与辅音字母 ＜ｉｔ＆相拼时有过度音 ［
ｅ

］ 读作 ［
ｅ ｉ

】
、 与其它 的辅音相

拼时则读作 ［
Ｉ

］ 所 以说阿拉伯语的齐齿短音在和大多数的辅音相拼时和汉语的 ［
ｉ

］
差

异较小 ， 阿拉伯学生发汉语的这个音难度并不大 。
ｖ

汉语的Ｍ与阿拉伯语的合口符短音
＂ 〃

对比

汉语的 ［
ｕ

］是
一

个后 、 高 、 圆唇元音 、 发音时双唇收圆 、 口 型较小 、 舌 向后缩

起 。
． 阿拉伯语的合 口符短音与辅音 ＆＆方相拼时由于这两个辅音是是喉音和软腭

音所以发音 比汉语的 ［
Ｕ

］舌 向后缩的更多 ， 声腔更大 ， 发音更靠后 ， 是
一

个介于 ［
Ｕ

］

和 ［
０

］
之间 的

［
Ｕ

］
， 阿语的其他辅音与之相拼时非常接近于汉语的 ［

Ｕ
］

， 只是稍微短

促 ， 靠后
一

点 ， 所以阿拉伯学生学起这个音来没有太大的 困难 。 在阿拉伯语 中这

种三个元音分别长 ， 短元音在词里面可 以改变词的意思 。 比如 ：

开口短元音 ［
ａ

］４
 ［
ｋａｔ ａ ｂ

］ 意思是
＂

写
＂

开口长音 ［
ａ ＿

］＃ ］
ｋａ

－

ｔ ｉ ｂ
］ 意思是

＂

作者
＂

意思是
＂

作者
〃

但汉语词元音是没有长短之分的 ， 故汉语 中相应的长短音是
一

个音位 ， 如汉

语词 （茅盾 － ｍ ａｏｄ ｕ ｎ ） 无论你将 ａ或ｕ发多长或多短 ， 它的意思始终都是
“

茅盾
〃

。

２ ． ３ 汉语 、 阿拉伯语辅音音素的 比较 ：

辅音是指那些气流在 口腔里受阻而产生的音素 。 辅音分为两大类 ； 浊音与清

音 。 汉语的清辅音 １ ７ 个 ： ｂｐｍｆｄｔｚｓｚｈｃｈｓ ｈｊｑｘｇｋｈ 池辅音

是 ５ 个 ： ｍｎ１ｒｎｇ 。 而阿拉伯语清辅音有 １ ３ 个 ：

Ｃ ｃＳ 浊辅音 有 １ ５ 个 ： 。 汉语是采用拼音来记音汉语

的符号 。 是采用拉丁语的字母 ， 即有辅音字母 、 也有元音字母 、 但是阿拉伯语是

采用本身的阿拉伯语的字母来记音 。 阿拉伯语是拼音文字 、 共有 ２８ 个字母 、 且

都是辅音字母 。 汉语有 ２２ 个辅音音位 、 汉语辅音音位比阿拉伯语的辅音音位的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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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简单
一些 。 分配发音的部位 ， 我们可以分汉语是有七种类 ， 也分为阿拉伯语

是有十种类的 。 阿拉伯语的辅音音位比汉语相对复杂 、 因为阿拉伯语中 的齿间

音 、 咽壁音和喉壁音在汉语中不存在 、 而汉语的舌尖后音在阿拉伯语中不存在 。

普通话辅音表 表 ２ ． １



双唇音唇齿音舌尖前音 舌尖中音 舌面音 舌尖后音 舌根音

Ｐ ＦＺＤ Ｊ ｚ ｈＧ

Ｂ ＳＴＱ ｃｈ Ｋ

Ｍ ＣＮＸ ｓ ｈ Ｈ



Ｌ



ｒ



阿拉伯语辅发音表 表 ２ ． ２


方法塞音


塞擦音 擦音鼻音 颤音 边音

部位清音浊音 清音 浊 清浊

不 送不 送 音

送 气送 气

气气

双唇Ｍ ｊ ［
ｗ

］ｆ ［
ｍ

］

［
ｂ

］

唇齿ｄ
［
ｆ

］

齿间己
［
ｏ＾

［
３ ］

］Ｈ ｚ ］

舌 尖〇－
［
ｓ

］ｊ ［
ｚ

］０
［
ｎ

］ｊ ［
ｒ
］Ｊ

［
ｌ

］

前ｕ４ ｓ
］

舌 尖 ＊Ｈｔ
］ ＾

［
ｄ

］

中ｏ
ｆ
ｔ

］ｏ＾ ｆ
ｄ

］

舌面＾ Ｕ ］ ￥

ｒ
［

ｌ３

Ｅ］ ］

舌根４ｋ
］ｍｔ ｌ］

咖 ］

上 喉沙 ］ ＆

痹

后喉啦 ］ ？
［
ｈ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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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中阿拉伯语里没有的辅音

汉语中有
一

些音是阿拉伯语没有 的 。 就是这六个音 ： ｃ 、 ｐ 、 ｑ 、 ｃｈ 、 ｚ ｈ 、

Ｄ 。 阿拉伯语里就没有这六个音 。 阿拉伯语也有的音汉语里是没有的音比如 ： 齿

间音 、 后喉音 、 顶音 。 阿拉伯语的音有
一

些特点汉语里是没有的 、 汉语也有
一

些

特点阿拉伯语里是没有的 。 因为学习你不熟悉的
一

门语言
一

开始的时候肯定有
一

些难度 、 所 以
一

开始的时候要打好语音的基础才能好好的学 习语言的另外
一

个部

分 。

２ ．４ 声调

世界上有很多语言 、 有的语言是有声调的 ， 有的是没有声调的 。 汉语是
一

种

有声调的语言 、 而阿拉伯语是
一

种非声调的语言 。 音节的声调在拉伯语中无论如

何发生的变化 、 都不会改变词语
＂

绝对性的
＂

的意义 。 在标准的阿拉伯语中所有的

词 比如 ： ｓＡＬ（ 学生 ） ， ＾（老师 ） ，

ｄ ｌ

ｊ（站着 ） ， ＃（ 董 ） 等非单音节词 、

无论如何调值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 都不会影响词语的意思 。 词语的声调有什么样

的改变 、 直接会影响词语的意义 。 汉语常用的声调有四种 。 阿拉伯学生在学习汉

语的声调的时候会遇到
一

些困难 、

一

些不习惯用 的语言特点 。 那么下面笔者来讲

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声调的难点 、 造成困难的原因和教学的时候合适的解决方法

的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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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阿拉伯学生汉语语音声母的偏误分析

从上面第
一

章阿拉伯语与汉语的语音 比较 ， 我们可 以看出 ， 阿拉伯语和汉

语两 门语言在语音方面的差别是很大的 。 阿拉伯语和汉语两 门语言的特点是有

很多不同 的 ， 所 以这可能影响到学 习汉语的阿拉伯学生的语音学 习 。 那么下面

笔者来分析
一

下 问 题和造成 问题 的原 因 ， 和老师 、 学生们
一

起来解决这个 问

题 。

这
一

章主要分析阿拉伯学生声母的学习难点和原 因 ， 以及送气音与不送气

音的 问题 ， 还有清音与浊音的分辨 问题 。 分析
一

下阿拉伯学生学 习 汉语语音声

母的偏误现象 ， 并列 出
一

些汉语学 习过程 中遇到的 问 题 ， 提出
一

些个人 的看法

和意见 。

声母的偏误分析

通过研究与观察 ， 笔者发现 ， 阿拉伯语为母语的学生 ， 他们在学 习 的时候

经常发生 的汉语声母上 的偏误现象 ， 集 中于下面几点 ： 汉语语音的 声母有送气

音和不送气音的区别 ， 而阿拉伯语 中在语音上没有送气音与不送气音现象 ， 这

当然会影响学生发音时 的方法 。 所 以有些学生会有不分辨送气音和不送气音 的

问题 ， 尤其是阿拉伯学生有
一

些情况会把送气音发成不送气音 ， 或者把清音发

成浊音 。 也有 的学生虽然知道两个音的 区别 ， 但是发音的 时候却 易 发错或者发

音不够准确 。 这个现象原 因很 多 ， 下面笔者来通过分析和对比 的方法 ， 来分析

阿拉伯学生的 问题和造成 问题 的原 因 ， 以及怎么让老师和 同学们
一

起解决这种

问题 。 教送气与不送气音 的老师应该有学 习 语言学的基础和经验 ， 从而给学生

最好的解释和最明 白清晰的答复 。

３ ． １ 送气与不送气

学 习 汉语的语音
＂

送气音与不送气音
＂

是
一

对很重要的专 门术语 。 不学语言

学专业的老师 ，

一

般不重视给学生讲这个概念对学 习语音有多么重要 。

送气音 ．

？ 也称为吐气音 ， 发音的时候呼 出 的气流较强 。 汉语中 有 ６ 个送气

音是 Ｐ 、 Ｔ 、 Ｋ 、 Ｑ 、 ＣＨ 、 Ｃ 。

不送气音 ： 发音的 时候呼 出 的气流较弱 。 汉语 中有 ６ 个不送气音 、 就是 Ｂ 、

Ｄ 、Ｇ 、ＫＺＨ 、Ｚ 。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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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语里没有送气音与不送气音的现象 ，

一

般来说 ， 阿拉伯学生学习送

气音与不送气音都会发成不送气音 。 发送气音是他们最明显 的难点 。 有的学生

不会分辨哪个音是送气音 ， 哪个音是不送气音 ； 也有的学生虽然知道送气音与

不送气音 ， 但还是发错音 ；
还有

一

种学生明 明 知道两个音是不 同 的音 ， 但没把

握好送气音与不送气音的区别要点 ， 所 以发音不准确 。 下面提出
一

些语音问题

的教学思考 ， 大部分是关于送气音的 问题 。

Ｂ和 Ｐ ：

Ｂ 是双唇音 ， 不送气音 ， 清塞音 。

Ｐ 是双唇音 ， 送气音 ， 清塞音 。

Ｂ音 母语是阿拉伯语的学生 ， 发 Ｂ 音的时候都基本上是没有 问题的 ， 因为阿

拉伯语辅音里有９ ［
Ｂ

］音 。

Ｐ 音 大部分的阿拉伯学生发 Ｐ音的时候有
一

些困难 ， 因为 阿拉伯语里没有这

个 Ｐ的音 。 有很多学生发 Ｐ音 ， 发的是像 ［
Ｂ

］音或者像阿拉伯语的＾音 。 有的学生可

以发 出这个音 ， 但是不像中 国人
一

样发音清晰 ， 尤其在发 Ｐ音时候前面有
一

个元

音的 出现时 ， 比如 ：
［
Ａ

］ 音 ， 像怕 ［
ＰＡ

］
、 胖 ［

ＰＡＮ Ｇ
］等 。 虽然 Ｂ 、 Ｐ都是双唇音 ， 但是

在阿拉伯语中没有送气音 Ｐ
， 这对

一

些阿拉伯学生有
一

定难度 。

也有的学生是知道 Ｂ 音和 Ｐ音的区别 ， 单独读 Ｂ或者 Ｐ的时候是可 以读对的 ，

但是如果 Ｂ和 Ｐ 出现在
一

个词语的时候会混淆的 ， 比如 ： 般配
＂

ＢＡＮ Ｐ Ｉ＇ 这样的发

音组合对阿拉伯学生是有
一

定难度的 。

Ｄ和 Ｔ ：

Ｄ 舌尖中 ， 不送气 ， 清塞音 。

Ｔ 舌尖中 ， 送气 ， 清塞音 。

阿拉伯语 中 有和 Ｄ音相似 的音 ， 所 以
一

般阿拉伯学生发 Ｄ音时没有太大难

度 。

Ｔ音 ， 跟阿拉伯语的 〇
［
Ｔ

］音是完全
一

样的 。 但是阿拉伯学生发汉语的 Ｔ音时

会有
一

些难点 ， 这跟学生发 的 Ｐ音应该是不
一

样 的 ， 因 为阿拉伯学生可能在发 Ｐ

音 的 时候发成 Ｂ音 ， 但是阿拉伯语 中也有 Ｔ音 ， 只 是跟汉语 的 Ｔ音有
一

些不
一

样 。 阿拉伯学生在发单独的Ｔ音可能没有 问题的 ， 但是发 Ｔ音的时候要注意在汉

语音节 中后面接触什么音 ， 因为按照后面加 的音 ， 发 Ｔ音会有
一

些变化 。 就是 说

要注意气流的强弱所带来的变化 。 如果 Ｔ音的后面是Ａ 、 ０ 、 Ｅ音时 ， 气流
一

般较

强 。 中 国人发音的时候有
一

点儿像有 Ｈ
［
Ｘ

］音 。 但是阿拉伯学生只会发出 的Ｔ音 ，

没有那个 Ｈ
［
Ｘ

］音 ， 他们发的气流较弱 。

Ｇ和 Ｋ ：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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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舌根部送气清塞音 。

Ｋ 舌根部送气清塞音 。

Ｇ
—

般阿拉伯学生发Ｇ音基本没有 问题 ， 因 为在阿拉伯语 中有两个音是跟汉

语 的 ［
Ｇ

］音相近 的 ， 是 ［
ｃｉ

］ 和吃 】
， 尤其是苏丹学生 ， 因 为 在阿拉伯 语 的 苏丹方

言 ， 把阿拉伯语的＾发成相近的汉语Ｇ 。

Ｋ
一

般阿拉伯 学生发这个音没有 问 题 ， 因 为 阿拉 伯语 中也有有相近 的音

吨 Ｋ
］

。 只是要强调这音是送气音 。

Ｊ和Ｑ ：

Ｊ舌面前 、 不送气清塞擦音 。

Ｑ舌面前 、 送气清赛擦音 。

Ｊ音和 Ｑ音的发音方法都
一

样 ， 只有送气与不送气 的区别 。 对阿拉伯学生发

这组音有
一

些难度 、 发音不够准确 ， 学生容易混淆 。 比如 ： 他伯可能把 Ｑ发成

Ｃ Ｈ 〇

阿拉伯语中有跟 ｊ很近的
一

个音就是＆ 阿拉伯语的 ＾声带振动 。

３ ．２ 翘舌音和平舌音

汉语普通话 中 的翘舌音就是 ： ＺＨ 、 Ｃ Ｈ 、 Ｓ Ｈ 、 Ｒ 。 其 中 ＺＨ 、 ＣＨ 、１ ：
Ｓ Ｈ在阿拉伯语

和英语是没有 的 ， 也有很 多在世界上的语言是没有的 ， 所 以对阿拉伯 学生来说

翘舌音是最难发的组音 。 这组音发音时 ， 舌尖翘起 ， 但是每个音的靠近硬腭的

程度是不
一

样的 。

Ｚ Ｈ ： 舌尖后 、 塞擦 、 清 、 不送气音 。

Ｃ Ｈ ： 舌尖后 、 塞擦 、 清 、 送气 。

Ｓ ｈ ： 舌尖后 、 擦 、 清音 。

这组音在阿拉伯学生看来就完全是新的发音组 ， 对他们学习语音的过程
一

定有 困难 的 。 阿拉伯学生发这个组音的时候经常会发错 ， 有的时候也会混淆 。

有
一

些学生把这音发错变成似近的音 ， 比如发 ＺＨ 的时候 ， 有的发成像英语的 ＣＨ

［
Ｔ
Ｊ ］音或者 ［

ｊ
］或者 ［

Ｑ
］

。 也有
一

些学生把ＣＨ音发成英语中 的 ［
ＣＨ

】 好像是 ［
Ｓ Ｈ

］
或者 ［

Ｘ
］

的音 。

Ｒ 音是舌尖后 、 池擦首 。

大部分的学习 汉语的阿拉伯学生把 Ｒ音发成颤舌音Ｊ Ｒ
］
或者把它 的发音部位

发得太靠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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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音的差别很大 ， 阿拉伯语 Ｒ的位置 比较靠后 ， 舌尖不颤动 。 阿拉伯学

生发这两浊音都没 问题 ， 但是有时候有 的学生混淆汉语的 Ｒ跟阿拉伯语的 Ｒ 。 最

难的是 ， 声母 Ｒ加上元音的 时候 ，
．

尤其是 Ｉ和 Ｅ ，

＂

Ｒ ｌ ， Ｒ Ｅ

＂

， 学生发个两个组音会有

混淆 ， 有时候会把 ＲＥ发成 Ｒ Ｉ或把 Ｒ Ｉ发成 Ｒ Ｅ 。

平舌音 ， 也 叫舌尖前音 ， 是指舌头平伸 ， 抵往或接近上齿背时发 出 的音 ，

汉语的平舌音是Ｚ 、 Ｃ 、 Ｓ 。

阿拉伯学生发这两组音 （平舌音和翘舌音 ）会有
一

些难度或者混淆 。 有的学

生分不清平舌音和翘舌音 ， 比如把 Ｃ和 ＣＨ或者 Ｓ和 Ｓ Ｈ或者 Ｚ和 ＺＨ发成
一

样 的音或类

似的音 ， 把这两组音混淆 。

阿拉伯学生在学 习 Ｓ的音基本没有 问题 。 但在学习 Ｚ和 Ｃ可能有
一

些难度或者

混淆 。

．在阿拉伯语 中有
一

个音是跟汉语 的 Ｚ音相近 ， 它就是ｊ
［
Ｚ

］
。 这两个音的发音

部位
一

样 ， 但舌尖前端少 了
一

个动程 ， 并且阿拉伯语的 Ｚ是送气浊音 ， 擦音 ， 而

汉语的 Ｚ是不送气清塞擦音 。 学 习汉语的 阿拉伯学生经常会把 Ｚ音发成阿拉伯语

的 ｊ
［
Ｚ

］
送气音 。

学生发 Ｃ音的 时候也会有
一

些混淆 ， 有很多学生把 Ｃ音发成 Ｓ音或者阿拉伯语

的〇４ｓ
］

。 因 为 阿拉伯语 中 没有像 Ｃ音
一

样 的音 ， 所 以学生直接会转到最相近的

首 ， 就是 Ｓ音 。

不少 的 阿拉伯学生学 习翘舌音遇到不少的 困扰 ， 主要的原 因是这组音在他

们 的语言里是不存在 的 。 大部分的阿拉伯学生 以英语或法语作为第二语言 ， 所

以有时候遇到
一些难发的音 ， 或者不会发的

一

些音 ， 会直接用 中介语来发 ， 这

样就会造成
一

些混淆 。

３ ． ３ 清音与浊音

清音 ： 气流呼 出 的时候 ， 声 门打开 ， 声带不颤动 ， 发出 的音不响亮 。 清音

有１ ７个 ， 就是 Ｂ 、 Ｐ 、 Ｆ 、 Ｄ 、 Ｔ 、 Ｇ 、 Ｋ 、 Ｈ 、 Ｊ 、 Ｑ 、 Ｘ 、 ＺＨ 、 Ｃ Ｈ 、 Ｓ Ｈ 、 Ｚ 、 Ｃ 、 Ｓ 。

浊音 ： 气流呼 出 的 时候 ， 颤动声带 ， 发 出 的音 比较响亮 。 汉语的浊音有 ４

个 ， 就是Ｍ 、 Ｎ 、 Ｌ 、 Ｒ ０

清音和浊音在每个世界的语言都可以找到的 。 在汉语普通话的语音有 １７ 个

清辅音 、 ４ 个浊辅音 ； 阿拉伯语 中 的清辅音有 １ ２ 个 、 浊辅音 １４ 个 。 汉语中 的

浊辅音比阿拉伯语的浊音较少 ， 所 以我们可 以看到大部分阿拉伯学生把汉语中

的
一

些清音发成浊音 。 还有
一

个现象是 ， 汉语清音和浊音发音混淆后 ， 汉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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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的意思却不会发生改变 。 因此 ， 因 为这种原因不少阿拉伯学生有的时候就会

不重视这个清音浊音混淆的 问题 了 。 但是混淆发音实际上是错误发音 ， 虽然听

者可 以听懂学生说的话 ， 但肯定会给听者
一

种不舒服或者奇怪的感觉 。 阿拉伯

学生
一

般学习 汉语的浊辅音基本上是没有 问题的 ， 主要的 问题就是把清音发成

浊音 ， 所 以 需要授课老师给学生教授 明 白 清晰 的学 习 方法 。 比如 ： 咱们 ［
ＺＡＮ

Ｍ Ｅ Ｎ
］

、 做 ［
ＺＵＯ

］ 等等词汇 。

３ ．４ 阿拉伯语背景学生汉语语音学习偏误的解决办法及教学建议

一

般来说阿拉伯学生在初级班的时候希望 中 国人来做他们 的汉语教师 ， 因

为担心阿拉伯本土老师的汉语发音不标准 、 不到位也希望老师操流利标准的普

通话 ， 避免方言影响学生的发音 。 、

外 国 学生学习 汉语往往会有不少小错误 ， 重要 的是 了解学生学 习错误背后

的原 因 ， 这样才会找到又合适又有效果的解决方法 。 尤其在语言的发音过程 ，

如 ， 应该注意声带振动不振动 ， 气流弱还是强 ， 等等 。

３ ．４ ． １ 送气音 、 不送气音的教学策略

阿拉伯学生
一

般分不清送气音与不送气音 ， 因为阿拉伯语中没有送气音与不

送气音现象 ， 所以大部分情况下会发生混淆 。 这
一

方面可能是因为学生不知道或

不会分辨送气音与不送气音的 区别 ， 另
一

方面有的学生觉得二者的 区别 问题不

大 ， 没有改变原词意思 ， 所 以不重视发音的西部处理 。 比如有 的学生把 Ｐ发成 ｂ

音 ， 也有的把本音发错 ， 比如 ｔ音发的相近ｄ音 ， 或者ｚ音 。

面对这些 问题 ， 我总结 了几个小方法 。 首先是连读法 。 老师为 了便于学生的

理解 ， 可 以把这些音加上
一

个元音跟辅音连接在
一

起 ， 组成
一

个发音结构 。 比

如 ： ｂ ， ｐ ， ｄ ， 音 ， 可以发成 ［
ｂ ａ

］
， ［ｐａ ］ ，

［
ｄ ａ

］音 。

然后是演示法 。 老师也可 以用演示法告诉学生发音部位 。 如 ｂ和 ｐ 都是双唇

音 ， 老师发音的 时候 ， 让学生注意到老师的发音方法 、 老师 口 唇部位的发音状

态 。 然后让学生模仿发音 。 举个例子 ， 如 ｂ音 ， 气流呼 出 的时候比较轻 ， 老师可

以用
＂

吹纸
＂

的方法 。 就是让学生拿
一

张纸 ， 放在面前 ， 然后去发音 ， 看那纸是否

吹动 ， 如果吹动的话就是送气音 ， 如果没有吹动就是不送气音 。 这个方法是简单

有效 ， 而且可以避免学生混淆送气音和不送气音 。 也有的老师让学生用手来感觉

呼出声音的风大不大 。 虽然有的学生明 白这两音的区别 ， 但是发的也不够准确 ，

所 以用
＂

吹纸
〃

法会让他们更明 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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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媒介法 。 阿拉伯语中没有 Ｐ送气音 ， 老师可以用
＂

媒介语
＂

英语来给学生

举例子分辨 ｂ和 ｐ的音 ， 因为大部分阿拉伯学生有英语的学习基础 。

还有对 比法 。 老师应该通过对比方法让学生意识到 ， 汉语的 ｄ音比阿拉伯语

的 ｄ ， 略微轻
一

些 ， 较短
一

些 ， 不像阿拉伯语的ｄ音 ， 有点儿响亮 。

３ ．４ ．２ 翘舌音和平舌音的教学策略

老师也可以用 图或者手势来给学生解释发音部位和发音方式 。 教学过程中也

有
一

些问题存在 ， 个别教师存在仍用方言发音的现象 ， 因为有人把Ｚｈ读成 Ｚ ， 还

有把Ｘ读成 Ｓ ， 还有很多其它类似的问题 。

平舌音的教学策略

平舌音 ：

一

般阿拉伯学生在发Ｓ音的时候 ， 基本上都会正确掌握 ， 因为阿拉

伯语中有和 Ｓ音
一

样的音 。 送气 Ｃ音在阿拉伯语中是没有的 ， 老师可 以用英语作为

媒介语来给学生举例子 。 这样的话学生会很好 、 很快地掌握 Ｃ音 。 教 ｚ音的时候 ，

老师
一

定要告诉学生 ｚ音是不送气音 ， 因为阿拉伯语中有 Ｚ音 ， 但是阿拉伯语的 Ｚ

音是个送气音 。 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应该注意到两 门语言的相近音的小区别 ，

及时提醒学生注意这些小区别 ， 不可小瞧或忽略这些问题 。

翘舌音的教学策略

我觉得老师应该更重视舌音的教学 ， 因为这组音是对阿拉伯学生完全是新的

音对他们来说这组音也是汉语中最难发的音 。 虽然阿拉伯语中没有类似的发音 ，

但通过正确的教学方法 ， 学生
一

定会很好得掌握这组音 。 所 以不要担心花费时间

学习这组音会影响课堂学习 ， 因为学好学准确才是最重要的 。 有的时候老师用模

仿方法来教学生 ， 我认为对学生用这个方法强调每个发音的部位和方式的效果是

很不错的 。 老师为 了实现更好的教学效果 ， 最好先了解阿拉伯学生的语言特点 ，

和他们的思维和学习 习惯 。 老师知道阿拉伯语的发音特点和发音方式 ， 这也是很

重要的 。

翘舌音 Ｚｈ 、 ｃｈ 、 ｓｈ跟舌尖后音区别很大 。 但是有
一

些
一

样 的发音方法 ， 比

如 ： ｚｈ 、 ｃｈ 、
ｊ和 ｑ 是塞擦音 ， ｓｈ和 Ｘ 是擦音 ， ｚｈ和

ｊ
是不送气的音 ， ｃｈ和 ｑ 是送气

音 。

有些时候很容易让学生混淆 ， 如 ｓ ｈ和 ｘ的音 ， ｃｈ和 ｑ等等音 。 所以老师应该清

清楚楚的给学生解释这两组音的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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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 ３ 清音 、 浊音的教学策略

阿拉伯学生清音和蚀音的 问题主要是受母语的影响 。 学习汉语的阿拉伯学生

会把大部分的清音发成蚀音 。 老师在教学生清音和浊音的时候 ， 应该对学生讲清

楚清音和浊音的区别和怎么分别它们 ， 也应该教他们气流呼 出 的时候声带振动或

者声带不振动 ， 哪个是清音 ， 哪个是浊音 。 老师也可 以使用
一

些直观的方法给学

生进行讲解 ， 比如 ， 让学生用手按他们的喉头 ， 如果喉头振动 ， 发出 的音就是浊

音 ， 如果喉头不振动发出 的音就是清音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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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母是指汉语音节中声母后面的部分 ， 我们标声调的时候就标在韵母上 。 汉

语的韵母很丰富 ， 但是阿拉伯语的韵母却不丰富 。 韵母有时只有
一

个元音 ， 有时

有几个元音或是元音之后再加辅音 。 汉语的元音有三种类 ： 单元音 、 复元音和鼻

元音 。 阿拉伯学生学习韵母时比学习 声母时比较难
一

些 ， 因为对他们来说 ， 阿拉

伯语中 的韵母比汉语少也比较简单 。 在第
一

章笔者讲过了汉语的元音 ， 那么在这

一

章笔者会指出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元音最常见的偏误 。

４ ． １ 单元音韵母的偏误分析

单元音韵母就指是韵母的构成只有
一

个元音 。 学习汉语的学生需要掌握的单

兀 曰 ａ 、 ｅ 、 〇 、 ｉｉ 、 ｕ 。

ａ元音 是开 口 呼舌面 、 央 、 低不圆唇元音 。

每个人从任何 国家任何语言都会发 ａ音 ， ａ音是对阿拉伯学生很容易发的音 ，

但总会有母语的干扰来影响他们发的 ａ 。 阿拉伯学生发 ａ音的时候 ， 发的有点儿

短 ， 开 口 的唇不大 。 并且有 的学生发 ａ音时 ， 发成像英语的 ［
〇

］
， 有 的学生发成

［
ｅ

］
， 有的学生发成 ［

ａ
］音但是很短也不够大 。 比如 ： 说

＂

放 ｆａ ｎｇ

＂

的时候他们读的是

＂

风ｆｅｎｇ

＂

。

ｅ元音 发 ｅ这个元音有
一

些难点 ， 因为对阿拉伯学生发汉语ｅ元音的声音有点儿奇

怪 ， 所 以学生很容易混淆把它发成英语的 ［
ｅ

］
或者英语的 ［

ｉ

】
类似 ， 因为英语里的 ｅ

和 ｉ是相近的 。

ｅ元音有 四种不 同 的音素读法 ， 每个不同 的音节就有不 同 的发音 。 比如说在 ：

（灭 ） 的元音里 ， 在 （这 ） 的元音里 ， 在 （非 ） 的元音里和在 （ 闷 ） 的元音里都

发的不 同 ｅ元音的音素 。 这四个元音在阿拉伯语是没有的 。 所 以阿拉伯学生很容

易发的不准确 ， 许多学生不会分辨 ｅ音的区别何在 ， 也容易混淆 ， 尤其是在读
＂

ｒ ｉ

或 ｒｅ
＂

的时候 ， 学生会很容易混淆 。 然后也有的学生为 了发对音会努力把ｅ音发成

相近的 ａ音或者〇音 。

〇元音 阿拉伯学生发〇元音时发成类似 和 ａ 。 老师只需要唇形的大小 。 这里有不

少学生会混淆 。 把ｗｏ发成ｗａ 。

０元音 Ｕ也对学生最有难度的元音 ， 阿拉伯语里没有 ｉｉ元音 ， 也没有相近的音 ， 所

以不少 的学生在学习 或者读 的时候忘读 ｉｉ元音 ， 有 的学生总会把 Ｕ元音发成 ｕ元

１ ９



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音 。 有的学生在词里遇到 ｉｉ元音的时候 ， 会知道 ｉｉ元音跟 ＩＩ元音是不
一

样的 。 但是

如果老师没给他们教清楚有关它的部位和方法及其区别 ， 学生就没办法读对 ， 因

此当 ｉ和 ｕ音在
一

起时 ， 有的学生就会把它们读成奇怪的音 。 也有的学生把 Ｇ元音发

成 ｙｏｕ或者ｙｕ ｅ 。

这对于初级班的阿拉伯学生在第
一

次遇到汉语元音时是不容易 ， 也会发错不

少的音 ， 或者在读元音时会很不轻松 。

单元音的偏误教学对策

难点 ： 原因在于阿拉伯语中不存在这几个音 。 老师应该先要让学生放心 ， 因为在

教学时只要通过正确的教学方法和多注意读音问题 ， 就
一

定会成功 。

在发汉语 ａ元音的时候 ， 阿拉伯学生的 问题是经常发的短 、 嘴唇也不够大 、

不够饱满 。 老师应该让学生清楚 ａ元音是要注意张 口 度 ， 要开到最大的并要扩

张 ， 还有老师要指 出发 ａ元音的方式和部位 。 老师也可 以读给他们听 ， 然后让学

生注意他是怎么发这元音的 ， 口型是怎样的 。 因为阿拉伯语的 ａ 比汉语的 ａ要短
一

点儿且不饱满 。

教ｅ时 ， 应该让学生明 白 ｅ元音有四个不 同发音的音素 ， 然后举例说明 ， 让学

生用心听并区分其中 的区别 。 老师也可 以用 比较法 ， 告诉学生阿拉伯语的 ｅ跟汉

语的 ｅ的发音方法和部位 ， 还有它们的 出别 。 汉语的 ｅ元音是后 、 半高、 不圆唇舌

面元音 、 发音时 、 双唇 自 然平展、 嘴角 向两边稍微开 、 舌尖部不要有摩擦 。 阿拉

伯语的 ｅ是特别靠后 ， 靠到喉咙里 。 所以发音时发的靠前点儿会好
一

些 。

教〇元音时 ， 老师应该对学生说要注意他们的唇形 ， 尤其是把 ｗｏ 读成ｗａ的

学生 ， 他们
一

开始读ｗ是对的 ， 但后面是唇形发生 了变化 。

教 ｉｉ元音时 ， 老师先要让学生掌握好 ｕ元音和 ｉ元音 ， 为 了避免和 Ｇ元音发生混

淆 。 发０的时候唇的状况是圆 圆的前 、 舌位高 。 老师给让学生先发 ｉ元音然后同时

把唇变圆 圆的 、 舌位不要动 、 气流 自然地通过 。

４ ．２ 复元音韵母的偏误分析

复韵母
一

般是有两个或者三个元音 ， 所 以发复韵母的方法跟单韵母的方法是

不
一

样的 ， 发复韵母的时候会发生
一

些变化 。 复韵母有两种 ： 第
一

个是从
一

个元

音滑动到别的元音 ； 第二个是
一

个复韵母当 中只有
一

个发音响亮的主要元音 。 汉

语中有十三个复元音 。 汉语中 的复元音可以按照它们的位置分三类 ， 第
一

前响复

元音 、 后响复元音 、 中响复元音 。 如果学生先掌握好单韵母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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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就可以很容易掌握好复韵母的发音 ， 先掌握好单韵母会便于他们学习 的复韵

母 。

４ ．２ ． １ 前响复元音

汉语中有四个前响复元音 ．

？

ａ ｉ 、 ａｏ 、 ｅ ｉ 、 ｏ ｕ ， 在发音的时候前重后轻 、 前长

后短 、 前紧后松 。 ｅ ｉ复元音和 ａ ｉ复元音 ， 对阿拉伯学生会比别的容易
一

些 。 有的阿

拉伯学生发错复元音的时候会把每个单元音发的独立 ， 把复元音分开成两个元

音 。 这可能因为发单元音 ａ的时候嘴要开的很大 ， 也有不少学生会混淆读成嘴开

有 点儿小 ， 像 ｅ ｉ音
一

样 。 发错 ｅ ｉ复元音的 时候主要原 因是对ｅ单元音掌握 的不够

好 ， 会影响到读 ｅ ｉ的复元音 。 有的学生发错 ｅ ｉ复元音的时候会把上下齿紧闭 ， 发

出 的音很像发 ｉ的音 。 发 ａｏ复元音时 ， 开 口应该从大到小 ， 因为 ａ元音的 口 度大 、

不圆唇 、 〇有点儿小还有圆唇 。 〇 ｕ和 ａ〇的发音方法是
一

样的 。 所试学习 汉语的阿

拉伯学生经常会把这两个音混淆的 。 有的学生把〇 ｕ发成〇的单元音或者混淆把ｏｕ

发成 ｕ〇类似的音 。

４ ．２ ．２ 后响复元音

汉语中有五个后响复元音是 ： ｉ ａ 、 ｉｅ 、 ｕｏ 、 ｕ ａ 、 ｉｉｅ 。 后响复
￥
音的发音部位

是跟 ａ ｉ 、 ｅ ｉ 、 ｏ ｕ 、 的前响复元音是相反 的 ， 是前轻后重 ， 前短后＃ 。 阿拉伯学生

可 以单独读后响复元音 。 但是有的学生如果老师把 ｕｏ后响复元音和 ｏｕ前响复元音

放在
一

起时学生就会混淆 ， 写汉字
＂

说 ｓｈ ｕｏ
＂

和
＂

手 ｓ ｈ ｏ ｕ
＂

的 时候学 生可 能会写对

的 ， 但是如果把ｏｕ音和 ｕ ｏ音放在
一

起时 ， 读的时候学生会有
一

些混淆 。 在教 ｉｉ ｅ的

时候可能遇到
一些困难 ， 因为 ｉｉ和 ｅ音对阿拉伯学生都很难学 。 所 以学生如果没有

掌握好 Ｕ和 ｅ的单元音 ， 就没办法读对 ｉｉ ｅ的复元音 。

４ ．２ ．３ 中响复元音

汉语中有四个中响复元音是 ： ｉ ａｏ 、 ｉｏ ｕ 、 ｕ ａ ｉ 、 ｕ ｅ ｉ 。 中 响复元音的构成是 由三

个元音 ， 前
一

个元音 、 中 间 的元音和后
一

个元音 。 中 间的元音是最长的 、 两头的

元音比较弱和短 、 口腔有从小到大再到小的变化 。

４ ．２ ．４ 复元音的教学对策

老师应该先要强调让学生学习好单原音ａ 、 〇 、 ｅ 、 ｉ 、 ｕ 、 Ｕ的发音 ， 在纠 正学

生发单元音后 ， 才可以开始教复元音 ， 尤其是 ３和 ６音与阿拉伯语的不 同 。 老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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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给学生举
一

个比较单元音和复元音的例子 ； 也可 以举几个例子为 了便于学生

明 白单元音与复元音的区别 ， 比如 ： 大 （ ｄ ａ ） 与带 （ ｄ ａ ｉ ） 。 老师在教ａ ｉ复元音和

ｅ ｉ复元音 、 可以先发 ａ 、 ｉ 、 ｅ 、 然后合起来读 ， 这样可 以显出发音的部位和方式 。

教 ａｏ复元音和 ｏ ｕ复元音的时候也是
一

样的 ， 也要注意学生们的 口度和唇形 。 老师

先讲前响后复元音再讲中响复元音 。 只需要告诉学生发响复元音的时候要注意把

中 间的元音发得最响 、 最长 ， 把两头的元音发得弱 、 短 ， 口腔应该从小到大 、 再

从大到小 的变化 。

４ ．３ 鼻韵母偏误分析及教学策略

鼻韵母指的是鼻福音 ｎ或者 ０跟着两个元音或者三个元音后面的构成 。 汉语

中有 １６ 个鼻韵母 ， 分为前鼻韵母和后鼻韵母 。 因为在阿拉伯语中有前鼻音 ， 但

是根本没有后鼻音 ， 并且阿拉伯学生不太熟悉听或发这种音 ， 所以有时候阿拉伯

学生在学习汉语鼻韵母时会遇到
一

些困难 。 有部分阿拉伯学生老师讲前鼻音 ａｎ ，

ｉ ｎ ， ｅ ｎ ， 和后鼻音 ａ ｎ ｇ ， ｉ ｎｇ ， ｅ ｎｇ ， 会混淆 ， 不能分辨两组音的区别 。 比如发 ａｎ和

ａ ｎｇ时会有混淆 ； 再比如 ： 如果老师给学生
一

个词像杠杆ｇａ ｎ ｇｇａ ｎ ， 学生会有
一

些

混淆 ， 把它读的像ｇａ ｎ ｇａ ｎ或者ｇａ ｎ ｇｇａｎ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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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声调 的偏误分析

声调 是指在音节上具有区别含义的作用 ， 进而产生高低升降的变化 ， 这种

变化被称为声调 。 阿拉伯语和汉语是属于不 同 的语言系统 、 汉语是属于
一

种声调

的语言 、 而阿拉伯语是属于非声调的语言 。 汉语普通话里的声调有区分含义的作

用而在阿拉伯语里音节的 ， 无论有什么变化从理性意义上说都不会改变词语的 。

汉语普通话常用的声调有四种分别是

５ ． １ 第
一

种 ： 阴平 （第
一

声 ） 调值为 ［ ５ ５ ］ ， 声调高 、 平不会有升降的变化 。 比

如 ： 糟糕 ｚ 自ｏｇ５ｏ 、 当兵 ｄ§ ｎｇｂＴｎｇ 、 当初 ｄ§ ｎｇｃ ｈＱ 。 这种阴平声调是阿拉伯学

生初级班的时候最容易掌握的声调 ， 但是有部分阿拉伯学生发阴平声调的时候发

的调值不够 ， 也不够平 。

５ ． ２ 第二种 ： 阳平 （ 第二声 ） ， 调值为 ［ ３５ ］ ， 属于高平调 ， 又称中升调或者 ３ ５

调 。 程度有声幅变化 。 比如 ： 然而 ｒｄｎＷｒ 、 集合 ｊ ｆｈ＾ 、 拔除ｂ Ｓｃｈ ｉｉ 。

阿拉伯学生在初级班学习 阳平 （第二声 ） 的时候经常不能发完整 ， 尤其是第

二声后面与其他声调 的字组合成
一个词 的时候 ， 比如 ： 没有 ｙ６ ｕ ， 会发错为

ｍ§ ｉｙ６ｕ ， 有时候几个字同为第二声时 ， 学生经常会把第
一

个发成第三个声调 。

比如 ： 南阳 ｎ３ ｎｙ ｄ ｎｇ会发成 ｎ Ｓ ｎｙｇｎｇ 。

５ ． ３ 第三种 ： 上声 （ 第三生 ） ， 声调有明显的降升变化 ， 由次低到最低再升到次

高调值为 ［２ １ ４ ］ ， 是降声调又称降升调或者 ２ １ ４ 调 。 比如 ： 使者 ｓ ｈ ｉｚ ｈ § 、 五彩ｗｆｉ

ｃＳ ｉ 、 有理ｙ６ｕｌ ｉ 。

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普通话第四种声调的时候 ， 其 问题最多就是在上声 （ 第

三声 ） 上 。 大多数的阿拉伯学生很难正确的发出第三声 。

５ ． ４ 第 四种 ： 去声 （ 第 四声 ） ， 调值为 ［ ５ １ ］ ， 是全降调 ， 又称全降调或者 ５ １ 调 。

发音时 ， 调值从最高的 ５ 度降至最低的 １ 度 ， 降幅很大 。 比如 ： 细致 ｘ ｌ ｚ ｈＫ 电

话 ｄ ｉ Ｓ ｎｈｕ ａ 、 计划 ｊ

＇

ｌ ｈｕ含 。

５ ． ５ 变调 ： 变调 ， 指汉语的音节在连续发出时 ， 其中有
一

些音节的调值会受到后

面的音调声调的影响 ， 从而发生改变的现象 。 又称为连接变调
＇ ＇

这个是我在 网上找

到的变调含义的解释 ， 发音变调的时候可以分为上声的变调与去声的变调 。 调只

在 口语中观察的到 ， 而书面上不会变。 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普通话声调时 ， 会面

对几个问题 ， 这有很多原因 ， 当然包括变调 。 笔者在这
一

章要指出这些问题的教

学对策建议 。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 ， 声调是这个语言系统的特点之
一

， 汉语普通话

中每个音几乎都有声调 ， 这个声调在汉语里的音节会有区分含义的作用 。 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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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习汉语普通话声调的时候 ， 都会面对不少的麻烦 ， 因为阿拉伯语是非声调

语言 ， 第
一

次学习语系 中有声调的语言当然会让他们容易 出错 ， 如果不好好学习

这语言的声调的话 。

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普通话声调 的时候 ， 都会面对不少的麻烦 ， 因为阿

拉伯语是非声调语言 ， 第
一

次学习语系中有声调的语言当然会让他们容易 出错 ，

如果不好好学习这语言的声调的话 。

５ ． ６ 声调的教学策略

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声调上的偏误主要是二声上不来 ， 四声下不去而三声无

曲折 。 教师在教授声调的时候 ， 研究者觉得应该教好元音之后 ， 才可以教声调 ，

因为在发单元音的时候 ， 发音没有阻碍而且很放松 ， 声带不振动就可以进行声调

的教学 ， 这样就可以避免声母的影响 。 研究者还认为先教第
一

声再教第四声 ， 之

后可以 以第 四声教第二声 ， 到最后的时候可以教第三声 。

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声调的时候 ， 学习第
一

声的高平调时 ， 和别的 国家的学

生相 比 ， 更多的阿拉伯学生出现的情况是 ： 高而不平 ， 容易错误发为第二声 。 教

学第
一

声时 ， 是必须掌握的 ， 因为第
一

声是汉语声调的基础 。 所以教学的时候要

注意多强调高而平的特点 ， 并多多练习 。

在教声调的过程中 、 老师可以采取定调法 ， 双音节法或者音节组合练习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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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阿拉伯学生学 习汉语语音偏误原因与解决方法

６ ． １ 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语音偏误的原 因

？ 难点
一

： 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学 习汉语的阿拉伯学生受到他们母语的

干扰 。 尤其是在清音和浊音 ， 因为阿拉伯语的浊音比汉语的浊音多 ， 还有

阿拉伯语 中 的
一

些浊音是接近汉语中 的
一

些清音 。 所以阿拉伯学生有的时

候会把汉语的清音发成浊音 。 比如汉语的 ［
Ｚ

］是清音 ， 阿拉伯学生发成阿拉

伯的浊音 ［
ｊ

】
。

？ 难点二 ： 阿拉伯学生经常把汉语语音的送气音发成不送气音 。 送气音和不

送气音对 以阿拉伯语为母语的学生只是
一

种发音方法 ， 笔者觉得在阿拉伯

语中不会改变词的意思 ， 所以跟汉语词
一

样做也不会有 问题的 。

？ 难点三 ： 翘舌音的主要原 因是 ： 阿拉伯语中没有这种发音 。 所以对阿拉伯

学生是不熟悉的音 ， 学好有些难度 。

？ 难点四 ： 第二语言的关系 ：对大部分的阿拉伯人来说 ， 第二语言是英语 ， 所

以学生学习汉语时 ， 学新的发音 ， 在阿拉伯语找不到这种音 ， 直接换成英

语的另
一

个相近的音 。

？ 难点五 ： 教汉语的老师 ， 和学生 自 己学习 的 问题 。

６ ．２
—些有效的教学方法

语音的重要性

学习新的语言时 ， 语言被分成语音 、 语法 、 词汇三个部分 。 三个部分都是很

重要的 ， 但是最重要最难的就是语音 。 因为语音是语言的本身 ， 发语音时 ， 如果

发的不对 ， 语法 ， 词汇都不会对的 。 赵元任认为 ：

＂

只有学生学好这
一

部分的 内

容 ， 练好发音 ， 才可以进行词汇和语法的学习 ， 而先学好语音对后来词汇和语法

的学习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 从这个说法我们可以看出 ， 如果不学好语音 ， 那

么词汇和语法的学习也会很困难 。 因 为语音是语言的基本 ， 所 以应该重视到语音

的重要性 ， 并且努力掌握语音 ） 。 这样的话 ， 把语音学好 ， 学生后来会减少不少

的麻烦 ， 不少的 困难 。 但是如果这基础没有打好 ， 他会遇到的麻烦会增长 ， 。 不

少的教师们和学生经常会不在乎这个 问题 。 如果他们早就意识到这个 问题 ，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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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避免很多 问题的 。 这充分表明先学习语言的语音 ， 并且先学好语音 ， 在赵元任

的教学模式中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

在对外教学留学生在学习新的 ） 语言会遇到不少 的 困难 ， 不少的语言障碍 ，

尤其是在语音方面 。 如果这
一

门新语言是跟他们的母语是不同 的语音系统 。 因为

在教学的时候出现的难点先是从学生出发 ， 所以老师 了解好学生学习新门语言的

偏误原因后 ， 才会很容易地找到适合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 也会很快地找到最合

适的教学方法 。 在肯尼斯的看来
＂

学会教学的过程其刻心就是有效教学的概念 ， 而

一

名有效的汉语教师 ， 其课堂
一

定是教学有法的
＂

。 老师需要耐心 ， 为 了实现更好

的语音基础 ， 为 了 得到更好的效果 ， 要付出很大的耐心 ， 要强调每个学生学好语

音的基础 。 然后才可 以学习语言另外的部分 。

６ ．２ ． １ 演示法

演示法是通过直观展示让学生体会发音器官及其气流的变化 。 老师使用演示

法的时候可以用不 同 的东西来给学生讲 ， 比如 ： 图表演示 ， 实物演示 ， 手势演示

等等 。 最好的演示法就是老师发音的时候既要注意让每个学生看他的嘴唇 ， 看他

的 口形 ， 也要去看看学生怎么发音 。 不仅仅站在前面 自 己发音也 自 己听听学生的

发音 ， 就是要走入学生之中 。 这样的老师可以注意每个学生的发音 问题 ， 早
一

点

儿发现问题也可以很快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 。

６ ．２ ． ２ 带音法 （ 引导法 ）

带音法或者引 导法指的是老师讲发音的时候可以用学生们的语言或者 中介语

来给学生讲 。 这会更简单 ， 也会减少老师的压力 ， 尤其是学生的语言没有相近的

音 ， 如果有的话 ， 可以借助学生们掌握的第二语言 比如 ： 汉语的 ｃｈ ， ｚ ｈ ， ｑ ，ｃ 。

６ ．２ ． ３ 比较教学法 ：

比较教学法是用与相近的音 。 主要是指两个音它们的发音方法与发音部位
一

样 ， 但是气流呼 出 的时候会发生 。 比如 ： ｂ音和 ｐ音 ， 或者ｄ音和 ｔ音 ， 它们的发音

方法与发音部位是
一

样的 ， 但是不同的是送气音与不送气音的不同 。 也可 以用不

同语言的相近语音来进行对比 。 比如 ： 阿拉伯语的 ｂ
［糾音和汉语的 ｂ音 。 这个方法

会让老师更明 白学生的思路 ， 因为老师在讲语音的时候 ， 学生有的时候会 自 己找

到最相近来发老师讲的音 ， 当然有的时候发错但是不知道错在哪儿 ， 那么如果老

师来对比这两个音 ， 学生会明 白错在哪儿 ， 也明 白怎么解决这个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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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４ 参加活动的方法

赵元任认为
＂

西方学生更善于在参与和活动中来学习
＂

。 也就是说如果你给
一

个人说某个东西他会明 白 ， 如果你给他看某个东西他会更明 白 ， 如果你让他参与

这个东西他绝对不会忘掉这个东西 。 所 以阿拉伯学生大部分不喜欢只学 习 的环

境 ， 要多多给他
一

些任务 。 比如老师想改善学生的发音 ， 老师可以让他们多参加

演讲比赛 ， 写
一

篇文章然后让每个学生要上讲台表演 ， 谁读的更流利 ， 谁获胜 。

这样的方法会鼓励学生去找老师 ， 让他纠正他们的发音 ， 以便提高他们发音的水

平 ， 从而在 比赛 中 获得好结果 。 这样的方法会给学生 留下深刻 的 印象 。 赵元任

说 ：

＂

认识到学生的差异性 。 学 习 是每个学生独特的个人经历 。 对 同样的教学 内

容 ， 同
一

个教师 ， 同
一

种教学方法 ， 同样的学习环境 ， 不 同学生会有不 同 的反

应
〃

。 所以笔者个人觉得老师不应该只而只使用
一

种方法而足够 ， 而且也应该看每

个学生什么样的方法来适合他 ， 然后按照每个学生的 问题来教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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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随着中 国与阿拉伯 国家关系的进
一

步发展 ， 交流也逐步加强 。 与汉语有关的

专业越来越受阿拉伯学生的欢迎 。 语音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 ， 刚开始学汉语的

学生如果不先打好语音的基础 ， 那么在后来学 习 的过程中将会越来越难 ， 越来越

不能控制发音问题 。 所以为 了提高汉语语音教学的质量 ， 要早进行施行适合学生

们学习汉语的方法 。

本文主要是运用分析与对比方法研究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语音的偏误 问题研究 。

笔者通过研究后发现大部分的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时都有母语的干扰 ， 这是因为

阿拉伯语影响 了他们学习汉语的语音 。 母语干扰的情况在不 同国家的学生身上多

多少少都会有体现且不可避免 ， 所以我提出 了
一

些解决方法 ， 并举例说明 以便让

教师清楚不 以汉语为母语的学生 ， 其母语如何影响学生学习汉语
＂

在第二章写 了阿拉伯语与汉语语音系统的对比 ， 以便于给学习汉语语音的阿

拉伯学生和他们的老师借鉴 。 先意识到两门语言语音的共同点与不同点 ， 之后才

能进
一

步挖掘他们的背景和想法系统 。 本文也分析 了学习汉语的阿拉伯学生学习

语音上的偏误 ， 主要探讨了声母 、 韵母 以及声调上的偏误 ， 显 出学习汉语的阿拉

伯学生学习语音时经常 出现的 问题 ， 并指 出造成这些 问题的原 因 ， 也提供 了
一

些

有效的教学策略以及实施办法 。 以上是笔者对两种语言阿拉伯语和汉语对 比之间

的
一

些看法 ， 因 为笔者是苏丹人 ， 母语并不是汉语 ， 而且现在还在学习 汉语的路

上 ， 因此 ， 本论文难免会出现
一

些错误 ， 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 同时也希望本篇论

文能够帮助汉语言专业有关的教师和学生 ， 我们携手共进 ，

一

起实现最优的教学

成果 。 希望对老师们和 同学们带来很大的作用 ， 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些问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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