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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埃及作为 ２２ 个阿拉伯 国家中人 口数量最多的国家 ， 随着
“
一

带
一

路
”

政策的

实施 ， 学习汉语的学生数量 日 益增加 。 在埃及掀起的汉语学习热潮中 ， 汉语教学

过程中的各种 问题也逐渐显现 ， 其中声母教学就是较为突出 的
一

个 。 因此对于学

生声母听辨能力 的研究将更好地促进整个埃及的汉语教学 ， 提升埃及的汉语教学

水平 ， 更好地培养高水准的汉语人才以促进中埃交流 。

语音被形象地称为语言的
“

外壳
”

。 于教师而言 ， 语音教学是整体汉语教学的

基础 ； 于学生而言 ， 语音学习是整个汉语学习 的开始 ， 声母发音的准确度将直接

影响到整个音节的 音 ， 也影响着他们之后在词汇 、 语法等方面的学习 。

认知心理学认为听辨过程是信息进行解码或者加工的过程 ， 主要包括辨音、

信息感知 、 听觉记忆、 信息解码和储存信息五个步骤 。 在听辨过程中需要运用到

的能力主要有接收语音信息能力 、 辨别分析能力 ， 记忆储存能力以及语言输出能

力等 。 本文通过对声母听辨测试数据的分析 ， 对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汉语初级

水平学生的声母听辨能力进行分析研究 。

笔者以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汉语初级水平学生即 Ｌｅｖｅ ｌ ｌ 阶段的 １ ００名学生

为研宄对象进行听辨测试以检查其声母听辨情况 。 这 １ ００ 名测试对象学习汉语时

长 １ ２ 周 ， 已初步掌握 ２ １ 个声母 （不包含零声母 ） 和 ３９ 个韵母以及声调等相关语

音知识 ， 同时也已了解 １ ５０ 个左右常用词汇及部分语法点 。 笔者结合语音教学的

重难点设计了
一

份声母听辨能力测试卷 。 本次测试发出试卷 １ ００ 份 ， 收回有效试

卷 １ ００ 份 ， 并将有效数据统计后 以表格形式呈现 ， 直观地展示埃及开罗大学孔子

学院汉语初学者的声母听辨情况 。

本文共有四部分 内容 ， 其中绪论部分简述了本文的研究缘由和研宄价值 ， 概

述了 目 前国 内外 己有的对埃及汉语教学 、声母教学以及听辨能力方面的研宄成果 ，

并介绍 了本文的理论基础 、 采用 的研宄方法以及研究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第
一

章通过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 Ｌｅｖｅ ｌ ｌ 阶段的汉语初级水平学生的声母

教学的课程安排 、 教学 内容 、 教学技巧三个方面介绍 了其整体教学情况 ， 分析了

目 前学院 Ｌｅｖ ｅ ｌ ｌ 阶段的声母教学在整体的教学安排 、 教材 、 教师及学生方面的所

呈现的情况及存在的 问题 。

第二章重点介绍 、 分析听力测试试卷的测试对象 、 测试方法以及测试 内容 ，

本章将 １ ００ 名测试对象的听辨测试数据进行整理并绘制成统计图 ， 在进行总体情

Ｉ



况介绍后 ， 将普通话 ２ １ 个声母按照声母的发音部位分类并对学生的听辨情况进行

具体分析 。

第三章结合统计数据反映出 的情况 ， 从母语负迁移 、 目 的语特点 以及其它原

因三个角度对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汉语初学者声母听辨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

分析 。

第 四章将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汉语初级水平学生的声母教学情况和实际听

辨过程中反映出 的 问题二者相结合 ， 对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声母教学提出针对性

的教学建议 。 本文认为教学过程中教师可 以通过精讲多练 、 突 出重点 ， 增加课堂

趣味性 ， 音素和音节结合教学 ， 使用 听力微技能教学法等对学生听辨时存在 问题

较多 的声母进行针对性教学 。

关键词 ： 汉语国 际教育 ， 开罗大学孔子学院 ， 声母听辨 ， 偏误分析 ， 教学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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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缘由和研究价值

一

、 研究缘由

近年来 ， 随着中 国 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以及我国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蓬勃发

展 ， 各国学习汉语及中华文化的热潮不断升温。 学者们针对汉语及汉文化在世界

传播的研宄也越来越多 ， 越来越具体化 。 同时 ， 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背景下所进

行的研究及其研宄成果也促进着汉语及中华文化在全世界更好的传播 。

继 ２０ １ ９ 年阿联酋王储宣布阿联酋将有 ２ ００ 所学校开始教授汉语后 ， ２０ １ ９ 年 ２

月沙特王储在结束访华之际也宣布汉语将纳入沙特中学和大学教育课程 ， 母语为

阿拉伯语的汉语学习者越来越多 。 全球 ２２ 个阿拉伯 国家有着相 同语言背景 、 文化

起源 、 宗教信仰 ， 所以学习者在汉语学习过程中存在很多相似之处 ， 以埃及开罗

大学孔子学院学生为例为例 ， 找出共通之处并提出相应教学方法和策略 ， 将有效

提升阿拉伯 国家的汉语教学水平 。

随着中 国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的实施和埃及
“

２０２０ 愿景
”

的提出 ， 中埃双方的

合作领域越来越广 ， 优秀汉语人才的缺 口越来越大 。 开罗大学孔子学院作为埃及

也是北非地区的第
一

所孔子学院在埃及汉语教学方面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 学院每

年培训 ５０００ 多人次 ， 为埃及培养了
一

批又
一

批的优秀汉语人才 ， 但汉语人才市场

仍有大量缺 口 。 所以学生在汉语学习时急于掌握交际技能 ， 忽略语音基础 ， 听辨

能力较弱 。 通过对孔子学院学生的声母听辨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研宄 ， 可反映

胃

出当前埃及汉语声母教学中所存在的 问题 ， 并提出相关教学建议 ， 对于埃及的汉

语教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

笔者有幸成为
一

名汉语教师志愿者 ， 在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从事为期
一

年

的汉语教学工作 ， 本文通过对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汉语初级水平学生的声母听辨情

况进行分析 ， 发现学生在听辨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 ， 结合 目 前的声母教学情况 ， 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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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应的教学建议以提升声母教学水平 ， 促进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

展 。

二 、 研究价值

随着近些年来汉语推广力度不断加大 ， 越来越多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背景的

学生开始学习汉语 ， 受母语迁移的影响 ， 有着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遇到的难点是有差异的 ， 越来越多 的学者将研宄重点转向 了 国别化教学 ，

但对于 以阿拉伯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研宄尚在起步阶段 。

孔子学院作为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 ， 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窗 口 。 截止 ２０ １ ９

年 ６ 月 ， 全球已有 １ ５５ 个国家 （地区 ） 设立了５３９ 所孔子学院和 １ １ ２９ 个孔子课堂 。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作为全球孔子学院的组成部分 ， 针对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

院学生学习情况以及教学的研宄对全球孔子学院的教学起着补充作用 。

目 前国 内关于埃及汉语教学的研究 尚在起步阶段 ， 本文对于埃及开罗大学孔

子学院汉语初级水平学生的声母听辨调查研宄可作为基础资料 ， 为埃及汉语初级

水平学生声母听辨能力的提高提供借鉴 ， 同时也为从事埃及汉语教学相关研究人

员提供最真实的资料 ， 为埃及其他学校的汉语教师提供合理的教学建议 。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作为埃及汉语教育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之
一

， 培养合

格汉语人才 ， 弘扬中华文化
一直都是其发展 目标 ， 同时如何提升汉语课堂教学效

果 ， 培养学生交际能力是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教师们
一直追求的 目标 。

本文通过对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汉语初级水平学生的听辨能力测试数据结

果分析 ， 找出学生在声母听辨中所存在的 问题 ， 结合 目 前的声母教学情况 ， 提出

相应的教学对策 ， 促进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声母教学水平 ， 培养更优质的汉语人才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一

、 国内研究现状概述

国 内关于埃及汉语教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 对于学生声母听辨能力的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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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数量较少 ， 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介绍 国 内研宄现状 ：

（

一

） 埃及汉语教学现状及相关 问题概述

１ ．埃及汉语教学总体情况介绍

李圃 、 黄道友 （ ２０ １ ４ ） 指 出埃及在汉语教学资源整合 、 课程设置 、 教学理念

和方法更新 、 教材幵发 以及文化介绍方面所存在的 问题 ， 并提出 需通过整合现有

汉语教学资源促进资源共享 ， 完善奖学金制度 ， 重视汉学研宄 ， 建设汉语学习 资

源库从而推动埃及汉语教育的发展 ；

栗君华 （ ２０ １ ７ ） 在埃及篇章 中全面地介绍 了截止 ２０ １ ７ 年埃及汉语教学的情况

以及埃及 目 前汉语教育在师资 、 教材以及教学法方面存在的客观问题 ；

徐丽华 、 郑崧 （ ２０ １ １ ） 谈到埃及作为当代非洲开展汉语教学最早的 国家对于

整个非洲的汉语教学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 但仍存在汉语推广易受社会大环境左右 、

本土教师数量和质量均有待提高 、 缺少本土化汉语教材等 问题 。

２ ．埃及学生汉语学 习情况研究

目 前国 内 对于埃及汉语学习者的调查研究主要包括 以下两个方面 ：

一

是学 习兴趣 、 策略和动机方面 ， 李圃 （ ２ ０ １ ７ ） 认为话题兴趣和学习者的 民

族文化 、 生活阅历 、 社会身份等方面密切相关 ， 其中汉语学习者对与他们个人生

活和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话题兴趣度最高 ， 这
一

结论对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和教材

编写具有
一

定的启示 ； 冯薇 、 朱文夫 （ ２ ０ １ ２ ） 发现苏伊士运河大学
一

年级新生在

学习汉语 口语和语音策略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和使用频率的倾向性 ； 曾 小弯 （ ２ ０ １ ７ ）

发现埃及学生总体学习动机较强 ， 学习 热情较高 ， 并从课堂教学 、 教材编写 、 教

师素养和政府管理 四个方面提 出有利于激发埃及大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的建议 。

二是偏误分析方面 ， 主要有高逢亮 （ ２０ １ ４ ） 的 《高级阶段埃及学生篇章偏误

分析 》 、 《高级阶段埃及学生书面语偏误考察 》 和 《高级阶段埃及学生写作偏误初

探 》 三篇文章对于高级阶段学生在篇章 、 写作和书面语方面出现的偏误进行 了分

析 ； 贺斯琴 （ ２０ １ ８ ） 提出适当运用母语或媒介语讲解 ， 词汇与语法讲解结合等方

法进行教学 ， 对于汉语初学者词汇方面的教学具有借鉴意义 ； 张伟 （ ２ ０ １ ５ ） 通过

调查埃及大学生在不同学习 阶段的声调学习情况 ， 分析 了埃及大学生的汉语声调

习得顺序及偏误形式 ， 找 出其偏误规律 ， 并对声调教学提 出 了建议 。

（二 ） 声母偏误及教学方面的相关研宄成果概述

沈丽娜 ， 于艳华 （ ２ ００９ ） 指 出声母教学的重难点在于注意送气与不送气 ， 清

音与浊音的发音部位 以及与学习者母语混淆的 问题 ； 林帅 （ ２０ １ ３ ） 提出 了音素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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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音节教学相结合 、 多媒体教学策略以及巧用演示和模仿 、 对 比 、 手势等教学

方法进行声母教学 ； 石聪 （ ２ ０ １ ４ ） 通过对汉泰声母系统的对 比分析 ， 得 出泰国大

学生在学习汉语声母时的偏误原因是母语知识的负迁移 、 目 的语规则掌握不全和

过度泛化 以及英语的负迁移等方面 。 唐茹 （ ２ ０ １ ３ ） 明确 了泰国学生声母学习 的重

难点为 ｚ 、 ｃ 、 ｚｈ 、 ｃｈ 、 ｓｈ 、 ｒ 、
ｊ

、 ｑ 、 ｘ 、 ｈ 等 １ ０ 个声母 ， 提出 结合带音法 、 手势

演示法 、 发音示范法等方法进行声母教学 。

计春磊 （ ２０ １ ３ ） 立足于偏误分析理论以及习得顺序理论 ， 通过测试分析得 出

造成偏误的原因主要包括三点 ： 客观困难为声母相似声学特征 、 听力训练的 比例

逐渐减小 、 学习环境 以及学习者主观要求的差异 ； 傅 氏梅 ， 张维佳 （ ２０ １ ４ ） 通过

听觉感知和发音生理之间 的关系 ， 发现了 听觉与发音偏误主要产生于越南语的母

语负迁移 、 汉语音系 内音素的负迁移 ， 并指 出在汉语学习 的初期阶段 ， 学 习者会

因汉语拼音符号对于声母学习 的误导造成偏误 。

目 前国 内关于母语为阿拉伯语的学生汉语声母偏误的研究主要有 ： 杨娜 ， 董

正存 （ ２ ０ １ １ ） 通过听辨和 朗读两种形式测试 、 记录并进行对比分析 ， 对沙特阿拉

伯学生学习汉语辅音时的偏误进行声学分析 ， 提出相应教学策略 ； 范金梅 （ ２０ １ ３ ）

具体分析 了汉阿辅音系统的不 同 ， 结合阿拉伯学生学习汉语时的语音难点 ， 分析

了母语为阿拉伯语的学生的语音偏误 问题 ； 李凤 （ ２ ０ １ ５ ） 从语音学角度 出发 ， 对

汉阿辅音系统进行对 比研宄 ， 结合语音听辨实验和声学实验结果分析学生声母偏

误类型及来源并提出教学建议 。

（三 ） 声母听辨能力方面的研宄成果概述

杨惠元先生从汉语语音本体角度 出发 ， 在 《汉语听力说话教学法 》 中指 出影

响学生听力理解的主要因素是近似的音和调 ， 充分肯定 了语音听辨在听力教学 中

的重要地位 ， 语音听辨能力也是影响学生 口语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 。 冯迎在 《汉

语作为第二语言听力教学 中 的省略现象对听力理解的影响 》 中提出 ，

“

准确听辨语

言声音信号的各项因素有助于学习者理解语音信号 的意义
”

。

？
并指 出学习 者进行

听力理解的方法 、 策略等都需建立在汉语知识的学 习上 ， 所 以汉语本体知识是学

习者听力活动发生作用 的基础 。 影响学习者听辨能力 的 因素有很多 ， 例如母语的

影响 、 听能的影响等 ， 但语言要素是影响学生听辨能力 的根本因素 。

国 内学者对不同 国别汉语学习者的声调听辨的相关研究主要有 ： 王又民 （ １ ９９９ ）

① 冯迎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听力教学 中 省略现象对听力理解 的影响 ［
Ｄ

】
．渤海大学 ，

２ ０ １ ６ ．

４





对匈牙利学生进行声调听辨测试 ； 李海波 （ ２０ １ ０ ） 对土库曼斯坦学生进行听辨实

验研宄 ； 周小兵和李小雪 （ ２００５ ） 、 陈瑨和孙莎琪 （ ２０ １ ２ ） 以韩国学生的声调听辨

情况为研究主体 ； 吕 氏玄庄 （ ２０ １ １ ） 对越南学生的听辨能力进行了相关分析研宄 。

综上 ， 针对埃及汉语教学情况的研究 尚在起始阶段 ， 关于汉语初学者的声母

听辨方面的研宄也是如此 ， 所以展开埃及汉语初级水平学生的声母听辨及教学研

宄很有必要 。

１ ．关于埃及汉语教学情况的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埃及整体汉语教学情况的概

述和学生学习情况方面 。 学生作为主体时 ， 相关研宄集中在学生的学习策略和学

习动机以及学习过程中 出现的偏误分析 ， 但针对埃及初级汉语水平学生的学习情

况研究相对较少 。

２ ． 目 前汉语语音教学已受到国 内外学者的重视 ， 大部分学者的研究对象主要

为东南亚国家的汉语学习者在声母学习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以及出现的偏误 ， 对阿

拉伯 国家学生的汉语声母的学习情况研究相对而言数量较少 。

３ ． 国 内 目前关于汉语语音听辨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声调研究方面 ， 较少数

的学者会具体涉及到学生在声母听辨过程中的 问题 。

二 、 国外研究现状概述

埃及学者在学习或教授汉语的过程中也得出 了
一

定的心得 ， 为埃及学生更好

地学习汉语提供了帮助 ， 也为汉语教师更高效地教授汉语提供了借鉴 ， 比如 ： 艾

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教授希夏姆 （ ＨＥＳＨＡＭ ＭＯＵＳＡ ＥＬ－ＭＡＬＫＹ ） （ ２０ １ ３ ）

在 《埃及本土汉语教师培养培训 的现状与前景——以埃及艾因 ？ 夏姆斯大学语言

学院中文系为例 》 通过对艾因夏姆斯大学大学的本土汉语教师培养现状的介绍 ，

为解决汉语教师培养的 问题 ， 希夏姆提出在汉语教师培训 中可以开设教学技能 、

翻译教学法的培训班、 建立分级语料库方便大家进行教材编写 以及在学生人数不

断增加 ， 师资不够的情况下可以开展线上汉语教学培训班 。

小虎 （ Ｉｓ ｌａｍ Ｈａｍｅｄ Ｍ．Ｍ ．Ｂ ）（ ２０ １ ４ ） 通过对埃及学生在商务汉语学习难点 以

及学生对商务课程的意见和态度的调查 ， 设计了合理的商务汉语课程及教学方案 ，

促进埃及商务汉语教学 。

阿扎 （ＡｚｚａＡｂｄｅｌ Ｗａｈａｂ Ｉｂｒａｈｉｍ ）（ ２０ １ ７ ） 指出对于阿拉伯 国家的学生来说 ，

汉语学习 的难点不仅在发音上 ， 在语法学习上同样也存在着困难 ； 以及小燕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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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ＮＤ ＳＡＹＥＤ ＳＡＡＤ ）（ ２０ １ ６ ） 和委思柔 （ Ｅｓｒａａ Ｅ ｓｍａｉ ｌ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Ａｌｉ ）（ ２０ １ ６ ）

从偏误角度对埃及学生的汉语关联词和名量词的学习提出 了新的建议 。

目 前国外关于埃及汉语教学情况的研宄多集中于埃及本土化教师的培养 、 商

务课程的设置以及埃及中高水平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所出现的偏误问题 ， 对

于汉语初级水平学生的语音听辨能力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

第三节 理论基础

一

、 对比分析假说

美国语言学家 Ｌａｄｏ 于 ５０ 年代提出对比分析假说 ， 他认为第二语言与第
一

语

言相似的成分对学习者来说较为简单 ， 然而不同的成分学习起来就较为困难 。 学

习者在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中会不 自觉地将 自 己的母语及文化迁移到 目 的语中 ，

两种语言结构特征的相同之处产生正迁移 ， 差异之处导致负迁移 。 对比分析假说

就是负迁移造成第二语言习得的困难以及错误。

？
因此将 目 的语与母语进行系统的

对比 ， 可以预测学习者在第二语言 习得过程中 的难点和易发生的错误 ， 便于通过

合适的教学方法强化重难点教学 。

本文在分析学生的汉语声母听辨偏误时 ， 将汉语声母和阿拉伯语辅音的发音

部位和发音方法进行了对比分析以寻求学生在听辨过程中 的成功或失败之因 。

二 、 偏误分析理论

偏误是因为学习者对 目 的语的掌握程度不够而产生的
一

种规律性错误 ， 它偏

离了 目 的语的轨道 ， 可以反映出说话人的语言水平以及语言能力 。 第二语言学习

者的偏误来源较为多样 ， 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 ， 其中包括母语负迁移 、 目 的语负

迀移 、 文化因素负迁移 、 学习策略的影响 以及学习环境等方面 。 本文主要从母语

负迁移 以及汉语 自 身特点角度对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听辨偏误进行具体

① 刘珣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 ［Ｍ ］ ．北京 ：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０ ：１ ６８

－

１ ７０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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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

三 、 第二语言教学理论

随着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蓬勃发展 ， 我国学者在第二语言教学方法方面

的研宄也越来越完善 。 语法翻译法 、 听说法 、 直接法 、 功能法等在第二语言的实

际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在语言教学中 ， 没有
一

种方法可以单独完成第二语

言教学的任务 。本文通过对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学生声母听辨能力的分析研究 ，

结合学生实际声母学习情况 ， 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 ， 对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

汉语初级水平学生的声母教学提出相应的教学建议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测试法

本文通过设计听力测试卷 ， 对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汉语初学者即 Ｌｅｖｅ ｌ ｌ

阶段的 １ ００ 名学生进行听辨能力测试 ， 考察测试对象的声母听辨情况 ， 并将结果

数据加 以整合分析 ， 结合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 的教学方法以及遇到的 问题 ， 发

现学生 目前在汉语声母听辨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并对偏误进行原因分析 。

二 、 文献解析法

对现有文献进行搜集和整理 ， 研究埃及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出现的 问题 ， 结合

听辨测试的数据结果 ， 总结埃及学生在声母听辨过程中 的难点 以及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需要注意的教学重难点 。

三 、 对比研究法

通过对标准阿拉伯语辅音系统与汉语声母系统的对比分析 ， 找 出这两种语言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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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辅音系统方面的差异 ， 并对这些不同之处进行分析 ， 找出埃及学生在声母学习

过程中所存在的客观问题 。

第五节 创新之处和不足

一

、 创新之处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研宄对象方面 ， 目 前国 内外将埃及汉语初级水平

学习者作为研宄对象的相关文献数量较少 ， 针对埃及汉语具体教学情况的研宄也

尚在起步阶段。 本文通过对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 １ ００ 名汉语初级水平学生的声

母听辨情况分析所得出 的结论以及提出 的教学对策 ， 对整个埃及以及有着相同语

言 、 文化背景的阿拉伯 国家有
一

定的参考价值。

二 、 不足之处

１ ． 测试结果具有偶然性 ， 受试者因心情紧张 、 情绪 问题、 身体问题等主观因

素 ， 临场未能正常发挥 ， 导致具有相 同能力的学生出现测试结果差异 ， 无法得到

准确评估 。

２ ． 未对学生做发音测试 ， 不能够完整地呈现埃及汉语初级水平学习者的声母

学习和掌握情况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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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声母教学情况概述

第一章 声母教学情况概述

开罗大学孔子学院位于埃及吉萨省 ， 是在中 国 国家汉办的直接指导和支持之

下 ， 与北京大学合作创办的汉语教学与 中 国文化推广机构 ， 于 ２ 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 ８ 曰

开始进行实质性教学 。 开罗大学孔子学院作为埃及以及北非地区的第
一

所孔院 ，

同时也是阿拉伯 国家和地区办学规模最大的孔子学院 。 本章通过埃及开罗大学孔

子学院 Ｌｅｖｅ ｌ ｌ 阶段的汉语初级水平学生的声母教学的课程安排 、 教学 内容 、 教学

技巧三个方面介绍 了其整体教学情况 ， 分析了 目 前学院 Ｌｅｖｅ ｌ ｌ 阶段的声母教学在

整体的教学安排 、 教材 、 教师及学生方面的所呈现的情况及存在的 问题 。

第一节 课程安排

语音是学生汉语学习 的基础 ， 教师需要足够的时间对学生的语音进行巩固练

习 ， 但也不可练习时间太长 ， 耽误后期词汇 、 语法 、 汉字等方面的学习 ， 导致无

法完成教学 目标 。 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遵循语音规律及教学规律 ， 课堂教学环

节中需要把握整体教学进度 ， 根据整个课程的教学 目标制定教学大纲 、 课程计划

后确定每节课的教学 内容以及教学方法 ， 科学安排课程内容对于学生学习 的影响

较大 。

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积极适应埃及本土课程安排 ，

一

年设置三次课程 ： 春季班

（每年 ２ 月 初至 ４ 月 中旬 ） 、 夏季班 （每年 ６ 月 中旬至 ８ 月 初 ） 、 秋季班 （每年 ９

月底至 １ ２ 月底 ） 。 春季和秋季班每学期课程共计 １ ２ 周 ， 每周 ２ 次课 ， ６ 课时 ； 夏

季班每学期课程共计 １ ０ 周 ， 每周 ３ 次课 ， 每周 ９ 课时 。 学院充分考虑到学生的空

闲时间 ， 上课时间
一

般为下课或下班时间 ， 故孔子学院春季班与秋季班上课时间

均为 １ ７ ：００
—

２０ ：００ ， 而夏季班时间
一

般为穆斯林斋月 ， 学校均在放假 ， 所以孔

子学院上课时间为早 １ ０ ： ００
—

１ ３ ： ００ 或 １ ７ ：００
—

２０ ：００ ，子学院按照报名顺序

排课后公布上课时间 ， 结合学生 自身需求调整安排上课时间 。

２０ １ ９ 年秋季学期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共开设了１ ０ 个授课对象为汉语初学

者的 Ｌｅｖｅ ｌ ｌ 班级 ， 每班平均 ２ ０ 名学生 ， 负责初级教学工作的教师共有 ５ 位 ， 每

位教师负责两个班级的汉语教学工作 。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秋季学期学制为 １ ２

９



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周 ， 每周两次课程 ， 每次课程时长 ３ 小时 ，

一

学期共计 ７２ 课时 ， 考试时间设置在

最后
一

次课 ， 故学生实际上课时间总计为 ６９ 课时 。 在这 ６９ 课时中 ， 教师需要合

理安排 １ ５ 课的课程 内容以及复习 时间 。 据笔者了解 ， ５ 名教师在语音教学阶段教

学时间约为 ２ ７ 课时 ， 在语音阶段的教学结束后 ， 剩余 １ ３ 课平均每课教学课时约

为 ３ 课时 ， 复习时间为 ３ 课时 。

第二节 教学内容

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在语音教学阶段使用 的教材为 《ＨＳＫ 标准教程 １ 》 ， 全书共

１ ５ 课。 语音教学主要集中在第
一

课和第二课 ， 包括 ２ １ 个声母和 ３９ 个韵母 。 第
一

课教学 目 标是让学生掌握 １４ 个声母和 １ ８ 个韵母发音以及正确朗读四个声调 ， 了

解汉语音节的声韵调拼合关系并掌握打招呼 、 问候 、 致歉以及表达原谅的句型 ；

第二课要求学生熟练朗读该课的 ７ 个声母和 １ ８ 个韵母 ， 并了解含有轻声音节的双

音节词语的音调模式 以及掌握表达感谢和告别的句型 。

教材 《ＨＳＫ 标准教程 １ 》 在语音教学阶段的第
一

课和第二课的教学 内容按照

顺序分为四大模块 ， 分别是课文 、 拼音 、 课堂用语 、 汉字 ， 具体 内容如表 ２
－

１ 所

示 ：



表 ２
－

１ＨＳＫ 标准教程
１

语音教学阶段课本 内容


第
—

课


第二课


课文（ １ ） 你好 ！ 您好 ！ 你们好 ！ （ １ ） 谢谢 ！ 不谢 ！ 谢谢你 ！ 不客气 ！

内容 （ ２ ） 对不起 ！ 没关系 ！

 （ ２ ） 再见


（ １ ）１ ４
个声母 ： ｂ 、 ｐ 、 ｍ 、 ｆ 、 ｄ 、 ｔ 、

ｎ 、１ 、ｇ 、ｋ 、ｈ 、ｊ 、ｑ 、ｘ

（ １ ）７个声母 ： ｚｈ 、 ｃｈ 、 ｓｈ 、 ｒ 、 ｚ 、 ｃ 、 ｓ

１ ８ 个韵母 ： ｉ 、ｕ 、 ｔｌ 、 ｅｒ 、 ａ 、 ｉ ｏ 、 ｕａ 、

１ ８个韵母 ： ｏｕ 、 ｉ ｏｕ（ ｉ ｕ ） 、 ｕｅｎ（ ｕｎ ） 、 ｔｉｎ 、 ａｎｇ 、

、〇 、 ｕｏ 、 ｅ 、 ｉ ｅ 、 Ｕ ｅ 、 ａ ｉ 、 ｕａ ｉ 、 ｅ ｉ 、 ｕｅ ｉ

拼音 ｉ ａ ｎｇ 、 ｕａ ｎｇ 、 ｅｎｇ 、 ｉ ｎｇ 、 ｕ ｅｎｇ 、 ａ ｎ 、 ｉ ａｎ 、 ｕａｎ 、

（ ｕ ｉ ） 、 ａｏ 、 ｉ ａ ｏ

内容 ｔｉａ ｒｕｅｎ 、 ｉ ｎ 、 ｏｎｇ 、 ｉ ｏｎｇ

（ ２ ）汉语的四个基本声调 以及声调练
（ ２ ） 汉语的轻声

习

（ ３ ） 拼音规则 ： 标调法和省写
（ ３ ） 汉语音节的组成 以及练习

｜（ ４ ） 两个三声音节的连续变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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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 上课 ！ 下课 ！ 现在休息 ！ 看黒板 ！ 跟 有 问题吗 ？ 打开书 ； 请大声读 ； 再读
一遍 ；

一

用语 我读 ！

 ｇｍ ；



（ １ ） 汉字笔画 ：

一

、
丨

、 Ｊ 、
、

、

汉字 （ １ ） 汉字笔画 ：

￣

１ 、 Ｌ 、 Ｊ

（ ２ ） 独体字 ：

一

、 二 、 三 、 十 、 八 、

内容 （ ２ ） 独体字 ： 口 、 见 、 山 、 小 、 不
六

结合整体教学安排 ， 教师需要明确语音阶段的教学 目标和教学重点 ， 在 ２ ７

课时 内完成 ２ １ 个声母和 ３９ 个韵母的语音教学及练习 ， 并掌握基础语音规则和部

分汉字笔画 。

第三节 教学技巧

语音教学作为整个汉语教学的幵始 ， 直接影响着学生 日后对于词汇、 语法的

掌握程度 。 赵元任先生在其著作 《语言 问题 》 中提到
“

发音是语言学习 的基础 ，

而语言的质地就是发音 ， 发音不对 ， 文法也就不对 ， 词汇就不对
”

。

？
所以在教授

汉语时 ， 汉语教师对于语音部分教学
一

定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结合埃及开罗大学

孔子学院学生的学习情况 以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的实际操练 ， Ｌｅｖｅｌ ｌ 的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所使用 的教学技巧主要有 ：

（

一

） 直观演示法

直观演示法是汉语课堂中教师最常用到的教学方法 ， 直观演示即教师示范发

音 ， 向学生演示发音 口形 ， 学生听并模仿教师发音 ， 要求教师的发音准确且清晰 ，

学生在掌握发音后需多次重复以加深记忆 。 同时教师在演示声母发音时 ， 可 以辅

以
一

定的手势演示更加准确地解释发音 ， 加深学生记忆 。 直观演示法还可以通过

多媒体技术使用 图画 、 照片 、 视频等方式向学生展示发音原理 ， 例如通过展示发

音器官图 。 发音部位是否准确是影响声母发音的关键因素 ， 发音器官图可以让学

生直观地看到具体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时气流的走向 ， 帮助学生较准确地掌握发音 。

通过形象的图形展示 ， 将抽象的发音部位具象化 ， 在展示发音器官图的过程中 ，

可以减少教师对软腭 、 舌尖 、 舌面 、 齿龈等专业术语的解释 ， 减轻学生对于无法

理解专业术语的困惑 。 同时通过观看发音器官图 ， 学生可 以结合教师的讲解在大

① 赵元任．语言 问题 ［Ｍ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１ ９８０ ： １ ５２ －

１ ６０ ．

１ １



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脑里 自行形成
一

个虚拟的 口腔器官的运动过程 ， 将抽象 、 复杂的教学内容形象化 、

简单化 ， 提高学生声母发音的准确度 。 但发音器官图仍有
一

定的局限性 ， 发音器

官图可以很好的展示发音部位 ， 但是无法展示发音方法 ， 所以需要和其他教学方

法结合才能更好地提升教学效果 。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 Ｌｅｖｅ ｌ １ 的教师在语音教学阶段充分发挥孔子学院完

备的多媒体设备优势 ， 通过向学生展示发音器官图和视频 ， 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

发音部位 。

（二 ） 感受法

感受法即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设计
一

些实践环节 ， 让学生通过亲身的体验和感

受 ， 真切地体会发音方法相似的声母的区别 。 例如在区分送气音 ｐ［ｐ
ｈ
］ 、 ｔ ［ ｔ

ｈ
］ 、

ｋ ［ｋ

ｈ

］ 、 ｑ ［ ｔ ｅ

ｈ

］ 、 ｃ ［ ｔ ｓ
ｈ

］ 、 ｃｈ ［ ｔ §
ｈ

］和不送气音ｂ［ｐ ］ 、 ｄ ［ ｔ ］ 、 ｇ ［ｋ ］ 、 ｊ ［ ｔ ｐ ］ 、 ｚ ｈ ［ ｔ § ］ 、

ｚ ［ ｔ ｓ ］ 时 ， 教师可 以要求学生准备
一

张轻薄的软纸条放在嘴唇边进行发音练习 ， 进

行送气音ｐ［ｐ
ｈ
］ 、 ｔ ［ ｔ

ｈ
］ 、 ｋ ［ｋ

ｈ

］ 、 ｑ ［ ｔ ｐ

ｈ

］ 、 ｃ ［ ｔ ｓ
ｈ

］ 、 ｃｈ ［ ｔ ｇ
ｈ

］发音练习 时 ， 纸片会

因冲破阻碍时的气流较强从而被吹动 ， 产生位移 ， 而发不送气音 ｂ
［ｐ ］ 、 ｄ［ ｔ ］ 、 ｇ 

［ ｋ］ 、

ｊ ［ ｔ （
２ ］ 、 ｚ ｈ ［ ｔ ｇ ］ 、 ｚ ［ ｔ ｓ ］ 时 ， 气流较弱 ， 纸片不会发生太明显的变化 。 还可 以让学

生将手掌放在嘴前进行发音练习 ， 感受气流的强弱变化 ， 学生通过亲身感受送气

音和不送气音呼出气流的差别更好地掌握二者的区别 。

汉语声母中仅有 ｍ ［ｍ］ 、 ｎ ［ｎ ］ 、 ｒ ＵＪ 、 １ ［ １ ］ 四个声母发音时声带会振动 ， 而标

准阿拉伯语中 的浊音数量为 １ ５ 个 。 受母语影响 ， 学生在发音练习时会无意识发音

靠近 口腔后部声带振动 。 所以在进行声母练习时 ， 孔子学院 Ｌｅｖｅ ｌ ｌ 的教师会让学

生把手放在脖子上后继续发音 ， 感受声带振动 ， 帮助学生更好地区别清音和浊音 。

（三 ） 游戏法

游戏法即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游戏方式进行教学 ， 语音学习是汉语词汇 、 语法 、

汉字学习 的基础 ， 相较于其他三者较为枯燥。 学生需要通过反复地读和听来掌握

声母和韵母的发音 ， 长时间的机械性重复练习会让学生产生厌烦心理 ， 所 以需要

教师设计
一

些较为有趣的游戏 ， 活跃课堂气氛 ， 让学生在生动活泼的课堂气氛中

掌握语音 。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主要 以大学生和社会人士为主 。教师采用游戏法

教学时需要考虑教学对象的年龄 、 水平等因素 ， 设计适合的游戏 。 所以孔子学院

Ｌｅｖｅ ｌ ｌ 的教师在设计游戏时尽量避免选择形式幼稚 、 不符合大学生心智水平的游

戏 ， 如若设计过于幼稚的游戏会让学生觉得无聊 ， 是对他们智商的轻视 ， 游戏的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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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度会很低 ， 达不到活跃课堂气氛的 目 的 ， 甚至造成部分学生对汉语学习产生

抵触心理 。 同时 ， 教师们设计的课堂游戏的数量也不应过多 ， 避免过多的游戏引

起学生的厌烦情绪 。 采用游戏法教学时 ， 教师需要明确游戏只是教学方式的
一

种 ，

并不是教学 目 的 ， 通过游戏让学生学到有效知识才是最终 目 的 。

（ 四 ） 带音法

刘珣先生在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 》 中第二语言的语音教学方法中提到
“

以

旧带新
”

， 即用学生已经掌握的知识引 导出新的知识 ， 体现在语音教学过程中就是

用学生之前已经掌握的发音引导出新的音素发音 ， 可以是学生已经熟练掌握的母

语或媒介语中的音素 ， 也可以是汉语语音系统中学生掌握程度较高的音素 。 带音

法所适用 的两个音素之间需要有
一

定的共性 ， 可 以是二者的发音部位相同或者相

似 ， 也可以是发音方法相同或者相似 ， 这种方法体现了差异感知训练原则 ， 可以

高效地解决
一

些语音难点 。 例如声母 ｚ ［ ｔ ｓ ］ 的发音可 以引 出 ｓ ［ ｓ ］ 、 ｃ ［ ｔ ｓ

ｈ

］ 的发音 ，

Ｓｈ ［ § ］ 的发音引 出 ｒ ［ｄ 的发音等 。

开罗大学孔子学院 Ｌｅｖｅ ｌ ｌ 的教师会在学生语音教学中使用带音法 ， 既可以让

学生通过已经掌握的发音引 出较难掌握的发音 ， 还可 以帮助学生辨别易混淆声母

的相似处和不同处 ， 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语音 。 因 ５ 名教师中有 ３ 名教师熟练掌

握阿拉伯语 ， ２ 名教师了解阿拉伯语基础语音知识 ， 所以教师不仅可以通过学生

已经掌握的汉语声母发音引 出另
一

个声母 ， 还可以通过阿拉伯语辅音系统中 的发

音引 出学生较难习得的声母发音 。

第四节 存在问题及不足

一

、 教务安排方面

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本部学生主要由在校学生和社会工作人士两部分构成 ， 年

龄分布为 １ ７
－

６５ 岁 。 在校学生由 中文专业的学生和非中文专业学生构成 ， 其中 中

文专业的学生主要是开罗大学 、 艾因夏姆斯大学 、 爱资哈尔大学等各大高校的中

文系学生。 因孔子学院注重听说能力的培养 ， 可以和中文系重视汉语基础知识教

学培养相互补充 ， 更好地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 所以很多高校的学生在中文系课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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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之余还会选择在孔子学院继续学习 。

一

是可以继续提高其汉语水平 ， 巩固课堂

所学 内容 ；
二是完成孔子学院规定数量的课程 ， 可以获得国家汉办提供的奖学金

申请资格 ， 故各所高校中文系想要获得奖学金资格的学生会选择在孔子学院继续

学习 ， 其中开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均选择在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继续学习 。 其他非

中文主专业的学生是各个高校出于对汉语有浓厚兴趣或需求的其他专业的学生 ，

例如会计 、 国际贸易 、 世界文化史等专业 。 除去仍然在读的学生 ， 孔子学院还有

许多对汉语有兴趣的社会工作人士 ， 他们的职业主要有导游 、 记者 、 工程师 、 中

资企业工作人员 、 货品供应商 以及其他语言的教师等 。

开罗大学中文系会在中文系正式开课之前进行为期两周 的语音教学课程 ， 所

以中文系的学生在语音教学阶段的进度会快于其他同期入学的社会人士 。 且 由于

专业问题 ， 中文系的学生汉语练习机会以及投入的学习时间会高于其他学生 。 中

文系学生所用教材为博雅汉语 ， 整体的教学进程也会快于孔子学院的课程安排 ，

对于专业为汉语的学生来说 ， 在孔子学院的学习相当于
一

个复习过程。 在孔子学

院学习语音期间 ， 中文专业的学生会认为这是
一

个查漏补缺的过程 ， 会对比中文

系教师和孔子学院教师的发音 ， 更注重语音的细节 ， 在课堂上会经常提出
一

些疑

问 ， 其中包括教师不同的发音以及在中文系上课时遇到的
一

些困难 。 所 以教师在

针对中文专业的学生进行声母教学时需要多采用听写的方式 ， 锻炼学生听力 ， 同

时会进行更高要求的纠音 ， 提高学生发音的准确性 。

出于 自 身兴趣或需求在孔子学院学习 的其他专业的学生或社会人士相较于专

业为中文的学生对于汉语学习 的新鲜感和兴趣更浓 ， 在声母学习过程中会更加注

重听并模仿教师或录音的发音 。 大多数社会人士更加注重 口语交流 ， 想要尽快掌

握汉语发音 。 所 以教师在针对非中文专业的学生或者社会人士进行声母教学时需

要以锻炼学生 口语交际能力为 目标 ， 多采用对话的练习形式进行练习 ， 在练习发

音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对于汉语学习 的兴趣 。 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班级安排要求教

师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满足学生们不同 的学习 需求从而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 ， 对

于教师的教学能力有
一

定的要求 。

二 、 教材方面

目 前开罗大学孔子学院使用 的教材为 《ＨＳＫ 标准教程 》 ， 其主要特点是将考

试和教学二者结合 ， 以考促学 、 以考促教 ， 所 以将 ＨＳＫ １ 考察的 内容按照先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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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顺序科学地分布在 《ＨＳＫ 标准教程 １ 》 １ ５ 课中 ， 但因为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

院的学生中有部分学生是社会工作人士 ， 其学习汉语的 目 的并不是通过汉语考试 ，

而是掌握流利的 口语 ， 达到交际 目 的 ， 所以 《ＨＳＫ 标准教程 １ 》 中 以考试内容为

主的编排 ， 部分内容对于社会工作人士并不是很适用 。

Ｌｅｖｅｌ ｌ 教学所使用 的教材 《ＨＳＫ 标准教程 １ 》 关于语音部分的讲解 ， 主要将

语音内容分散编排在整本教材中 ， 语音 内容的编排很全面 。 既包括了基础语音知

识 ， 也包括了汉语初学者的学习重点和难点 ， 全面性和系统性较高 。 但 《ＨＳＫ 标

准教程 １ 》 面对的学习对象是不同语言及文化背景的汉语学习者 ， 所以其考虑的

是
一

般汉语学习者语音学习 的重点 以及难点 ， 用语言描述和图片展示的方式对语

音知识进行讲解 ， 做到了 中英对 比 ， 具有较强参考性 ， 但并不是针对埃及学生的

学习重点和学习难点而作出 的针对性讲解 。

《ＨＳＫ 标准教程 １ 》 的考试 内容可以很好地帮助中文专业的学生完成其学习

目标 ， 但有时也无法满足
一

些社会人士对于交际功能练习 的需求 ， 所以在教材选

择时 ， 需要尽可能地选择埃及本土化教材 ， 将考试内容同埃及学生的语言及文化

背景结合的教材更适用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学现状 。

三 、 教师方面

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教师主要是 由 中方教师和埃及本土教师两部分构成 。 目 前

在职的有 ４ 名埃及本土汉语教师 ， 均在攻读汉语专业博士学位 ， 其中有
一

名教师

正在接受中 国联合培养 。

中方教师团队 由通过国家汉办选派的公派教师和汉语教师志愿者组成 。 其中

公派教师大多为从事汉语国际教育 、 中文 、 外语 、 教育等工作的大、 中 、 小学的

在职教师 ， 任期
一

般为两学年 ； 汉语教师志愿者
一

般为具有汉语国际教育 、 中文 、

外语、 教育学等教育背景的在读本科生或研究生 。

截止 ２ ０ １ ９ 年 １ ２ 月 ， 开罗大学孔子学院中方教师共计 ４６ 名 ， 其中 由 国家汉办

选派的公派教师 １ １ 名 ， 均是任教多年 ， 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汉语教师 ， 任教时长

平均为两学年及 以上。 其中在 ２ ０ １ ９ 年 １ ２ 月 召开的世界中文教育大会上 ， 开罗大

学孔子学院
一

名公派教师还被评为 ２０ １９ 年度孔子学院先进个人 。

除此之外 ， 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在任汉语教师志愿者 ３ ５ 名 ， 其中包括留任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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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２ 位 。 汉语教师志愿者的专业涉及文学 、 工学 、 管理学等多个学科 ， 其中文学

和工学专业居多 ， 文学类专业主要有汉语国际教育 、 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 汉语言

文学 、 英语等 ， 理学类专业主要有材料学 、 食品科学等 ， 但汉语教师志愿者的任

教时长平均为十个月 ， 流动性较大 。

四 、 学生方面

因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学生来源较为多样以及学院的教务安排 ， 班级 内 的学生

年龄 、 职业等均有所不同 。 非中文专业的学生在初次接触汉语后会产生
一

定的畏

难情绪 ， 加之部分学生因其需要学习本专业的课程或工作 ， 投入到汉语学习 的时

间较少 ， 导致在语音阶段落后于其他学生 。 据 Ｌｅｖｅｌ ｌ 教师反映非中文专业的学生

在语音学习阶段如果因其 自 身 问题缺席
一

至两次课程 ， 会导致其学习进度大幅度

落后于其他学生 ， 而学生在课下没有教师的指导 ， 无法进行新的语音知识的学习 ，

所以缺课的学生在后期很容易缺乏信心 ， 放弃汉语学习 。

就读于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中文专业学生每天都有中文课程 ， 但对于其他专

业学生以及社会工作人士来说每周的中文课时量仅有 ６ 课时 。 因学生每周在开罗

大学孔子学院的课程只有两次 ， 同时每次课程中至少需要间隔两天 ， 对于其他专

业学生或己有工作的社会人士来说 ， 如果没有合理的规划课下语音练习时间 ， 只

是单纯依靠教师在课堂上教学而掌握语音基础知识是较为困难的 ， 所以班级 内汉

语水平差异较为明显 。

小结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课程安排依据埃及实际情况 ， 充分考虑孔子学院主要

学生来源为在校学生和社会工作人士 ， 将上课时间安排在下课或下班后 ， 但并没

有将学习者的专业、 职业特征考虑在班级分配里 ， 造成同
一

水平的班级里既有中

文专业的学生 ， 又有非中文专业学生以及己工作的社会人士 ， 出现同样的授课内

容对于中文专业的学生较容易掌握或认为课程内容简单的情况 ， 其他学生会认为

课程难度适中或存在
一

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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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所使用 的教材均为考教结合的 《ＨＳＫ 标准教程 》 ， 语音

教学阶段使用 的 《ＨＳＫ 标准教程 １ 》 先易后难 ， 但其主要以考点为主的编写原则会

出现忽略交际功能的情况 ， 且 《ＨＳＫ 标准教程 》 是
一

本面向不同语言及文化背景

汉语学习者的教材 ， 无法对埃及学生的语音学习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 所以需要教

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结合埃及学生学习难点进行教学 。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 目前教务安排以及所使用 的教材仍需结合教学的实际

情况改进 ， 教师和学生也需要加强 自身技能以及培养学生 良好的学习 习惯 ， 双方

共同努力才能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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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声母听辨情况测试及统计分析

根据各项调查研宄数据显示 ， 人的听觉系统和发音系统是密切相关的 ，

一

个

人的听觉反应能力和语音听辨能力会对
一

个人的发音状况产生直接影响 ， 所以要

想学会发音进行有效地输出 ， 首先要学会听音 ， 做到有效地输入。 本文通过查阅

相关文献资料并结合学生学习 的难点 ， 设计了
一

份测试学生声母听辨能力的试卷 ，

并对其测试结果进行统计与分析 。

第一节 测试对象及方法

为分析研宄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汉语初级水平学生的声母听辨情况 ， 本文

选取了孔子学院汉语初级水平即 Ｌｅｖ ｅ ｌ ｌ 阶段的 １ ００ 名学生为测试对象 。埃及开罗

大学孔子学院 Ｌｅｖｅ ｌ ｌ 阶段学生共计 １ ５０ 名学生 ， 分布在 １ ０ 个班级 ， 因为学生上

课时间 以 自身选择为主 ， 故各个班级的学生数量不均等 。 Ｌｅｖｅ ｌ ｌ 阶段任教教师共

计 ５ 名 ， 每位老师平均负责两个班级的汉语教学 。 此次听辨能力测试选取的 １ ００

名测试对象母语均为阿拉伯语 ， 且平均分布在 ５ 个教师的任教班级 。 测试对象均

己学习汉语 １ ２ 周 ， 并初步掌握 ２ １ 个声母 （不包含零声母 ） 和 ３９ 个韵母 以及声调

等相关语音知识 ， 同时也己 了解 １ ５０ 个左右常用词汇及部分语法点 。 此次听辨能

力测试对象 占开罗大学孔子学院 Ｌｅｖｅ ｌ ｌ 阶段学生总人数的三分之二 ， 故测试结果

具有
一

定的代表性 。

因测试对象分布在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 Ｌｅｖｅｌ ｌ 阶段的 １ ０ 个不同班级 ， 所

以进行听辨测试时采取的方式是教师播放准备好的音频 ， 笔者提前将录制好的音

频交给各班任课教师 ， 选取统
一

时间进行测试 ， 学生根据音频内容完成相关测试 。

测试前 ， 避免学生因书写 问题对听辨测试结果产生影响 。 在语音测试开始前 ，

要求教师带读 ２ １ 个声母 ， 以保证学生熟悉声母 ， 可以进行正确地听音 、 判断 以及

书写 。

为保证听辨测试结果不受到外界客观因素影响 ， 在进行听力测试前 ， 教师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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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检查相关语音播放设备并进行调试 ， 将音量控制在被试者较舒服的听力范围 内

并保证测试环境稳定安静 。

在进行测试时 ， 每道听力测试试题会播放两遍 ， 以保证学生在充分听清楚的

状态下完成听辨测试 ， 整个听力测试时长约在 １ ５ 分钟 。

测试结束后 ， 教师完成测试试卷回收工作 。

第二节 测试内容

本文的测试对象是母语为阿拉伯语的汉语初级水平学生 ，接触汉语时间较短 ，

尚未建立起
一

个完整的汉语语音系统 ， 对于声母系统也没有清晰的认识 ， 本能地

用母语中的辅音发音替代汉语声母的发音是较为正常的现象 。 母语与 目 的语相同

的部分会对学习者的汉语学习起到帮助的积极作用 ， 但相似或不同的部分则会在

二语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中造成偏误 。通过汉阿辅音声母系统对比及查阅相关研究 ，

提前预测学生易 出现的偏误问题 ， 设计针对性较强的试卷 ， 更好地考察学生声母

听辨情况 。

本文中 的听辨能力测试试卷主要参照周行 （ ２ ０ １ ５ ）

？
指出母语为阿拉伯语的汉

语初学者在学习过程中所出现的几个错误 ： 不能正确发 出爆破音 ， 混淆 ｐ ［ｐ

ｈ

］和

ｂ ［ｐ ］ ； 受母语负迁移影响 ， 混淆 ｇ ［ｋ ］和 ｋ ［ｋ
ｈ

］等 ； 范金梅 （ ２０ １ ３ ）

②
进行测试时将

２ １ 个声母分为三部分 ， 其中第
一

部分为声母 ｂ ［ｐ］ ／ｐ 
［ｐ

ｈ

］ 、 ｄ ［ ｔ ］ ／ｔ［ ｔ

ｈ

］ 、 ｇ 
［ｋ ］ ／ｋ ［ｋ

ｈ

］ ，

这三组音均为塞音且成对出现 。 其中声母 ｂ ［ｐ ］ 、 ｄ ［
ｔ ］ 、 ｇ ［ｋ ］均为不送气音 ， ｐ ［ｐ

ｈ

］ 、

ｔ ［ ｔ

ｈ

］ 、 ｋ ［ｋ
ｈ

］均为送气音 ， 这三组音均易 出现混淆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偏误 ； 第二

部分为ｚ ［ ｔ ｓ ］ 、 ｃ ［ ｔ ｓ

ｈ

］ 、 ｓ ［ ｓ ］ ， ｚ ｈ ［ｔ § ］ 、 ｃｈ ［ｔ ｇ
ｈ
］ 、 ｓｈ ［ § ］ ， ｊ ［ｔ ｅ ］ 、 ｑ ［ ｔ ￥ｓ

ｈ

］ 、 ｘ ［ｅ ］ ，

这部分声母分别是舌尖前音 、舌尖后音 以及舌面音 ； 第三部分为 ｍ ［ｒａ］ 、 ｎ ［ｎ ］ 、 １［ １ ］ 、

ｆ ［ ｆ］ 、 ｒｋ ］ 、 ｈ ［ｘ ］ ， 这部分的前 ４ 个声母受到母语正迁移的影响 ， 偏误率较低 ，

后 ２ 个声母学生易受到母语负迁移的影响 ， 其中学生发 ｒｋ］时舌头颤动 ， 发 ｈ ［ｘ ］

时发音部位靠后且伴有摩擦 。

① 周行．汉语学习 中常见的母语迁移现象解析及应对策略一以母语为阿拉伯语的汉语初学者为例 ［
Ｊ
］

． 白城师范

学院学报 ，
２０ １ ５（ ２９ ） ：５７－

５９ ．

② 范金梅． 初级汉语水平阿拉伯学生汉语语音偏误及教学策略 ［Ｄ ］ ． 昆明 ： 云南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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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母语为阿拉伯语的学生易 出现的语音偏误 以及相关研究对声母测试时 的

划分 ， 本文将声母测试划分为四部分 ： 第
一

部分为通过给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分

别设置相 同 的韵母 ， 考察学生对于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的辨别 区分能力 ； 第二部

分 以选择的形式考察学生是否可 以准确 区分对于二语学习者而言较难区分的三组

送气音和不送气音 ； 第三部分通过判断的形式考察学生对于舌面前音 以及部分舌

面后音的听辨情况 ， 并要求学生在听到与录音不
一

致的声母时写 出 自 己所听到的

正确声母 ， 加大辨别难度 ； 第 四部分 ， 结合学生己经学过的句型 ， 考察学生在语

流中对于受到母语正迁移影响的声母 ｎ ［ ｎ ］ 、 ｍ ［ｍ ］ 、 １
［
１

］ 以及 ｆ ［ ｆ ］ 的听辨情况 。

本文中 的听辨试卷共计 ５ ０ 分 ， 其中第
一

大题共 ７ 小题 ， 每题 ２ 分 ， 学生根据

听到的录音写 出拼音的声母 ； 第二大题共 ６ 小题 ， 每题 ２ 分 ， 题型为学生根据听

到 的录音选择正确的声母 ； 第三大题共 ４ 小题 ， 每题 ３ 分 ， 学生根据听到 的录音

判断声母与听到的是否
一

致 ； 第 四大题共 ４ 小题 ， 每题 ３ 分 ， 学生根据听到的录

音补全句子中 的声母 。

第三节 测试数据统计

笔者将学生的听辨测试结果数据按照 １
－

１ ００ 进行编号后录入后 ， 进
一

步进行

整理统计后制成图表形式以便于更直观地分析学生听辨测试结果 。

５〇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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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范围

图 ２ －

１ 分数统计图

如 图 ２
－

１ 所示 ， 将学生测试分数分为五个分数段 ， 其中 ２ 名 ３ ０ 分 以下 的学生

平均听辨错误数为 ９ 至 １ ０ 个 ， １ ０ 名分数在 ３ ０ 分－

３ ５ 分范围 内 的学生平均错题数

为 ７
－

８ 个 ， ３ ６ 分
－

４０ 分的 ２ ３ 名学生平均错误数量在 ４
－

６ 个 ， 分数为 ４ １ 分 ４ ６ 分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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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４５ 名学生平均错误数量为 ２
－

３ 个 ， ２ ０ 名分数在 ４７ 分－

５ ０ 分的学生平均错误数

量为 ０ １ 个 ， 参与听辨测试的 １ ００ 名测试对象中有 ６ 名学生获得满分 。 其 中听辨

测试结果分数在 ４ １ 分 ４６ 分数段的学生人数数量最多 ， 近
一

半的测试对象在听辨

过程中会产生 ２
－

３ 个错误 ， 测试平均分为 ４０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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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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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题第二题第三题第 四题题７

图 ２
－

２ 每题错误率统计图

根据 图 ２
－

２ 可 以看出 ， 学生在第
一

题韵母相 同的情况下 ， 对于舌尖音的听辨

错误率相对较低 ， 第三题学生在听辨舌面音时错误率也高于第二题三组送气音和

不送气音的听辨结果 ， 第 四题的对于声母 ｎ ［ ｎ ］ 、 ｍ ［ｍ ］ 、 １ ［ １ ］ 以及 ｆ ［ ｆ ］ 的听辨错误

率最低 ， 仅有 １ 名学生在听辨过程中产生错误 。

第四节 测试情况分析

在进行总体数据分析后 ， 将普通话 ２ １ 个声母按照不同 的发音部位分为 以下七

类并进行测试情况的具体分析 ：

一

、 双唇音

１ ．ｂ ［ｐ ］

声母 ｂ ［ｐ ］发音时 ， 通过双唇闭合形成阻碍 ， 软腭上升堵塞鼻腔通路 ， 声带不

振动 ， 由较弱 的气流冲破双唇所构成的阻碍后爆发成声 。 通过对学生声母 ｂ ［ｐ ］ 的

听辨测试数据 （如 图 ２
－

１ ） 分析可 以看出 ， 学生对于声母 ｂ ［ｐ ］ 的分辨准确率较高 ，

仅有 ４％的学生将声母 ｂ
［ｐ ］ 误听为 ｐ ［ｐ

ｈ

］ 。 声母 ｐ［ｐ

ｈ

］和 ｂ
［ ｐ ］ 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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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 同 ，
二者均为双唇 、 清塞音 ， 但声母 ｐ ［ ｐ

ｈ

］在发音时冲破阻碍的气流更强为送

气音 。

表 ２
－

１ｂ ［ ｂ ］ 的测试数据统计表

Ｐ ｔ Ｐ
ｈ

］



９ ６％

２ ．ｐ ［ｐ

ｈ

］

根据听辨测试结果数据显示 ， 学生对于声母 Ｐ［ｐ

ｈ

］ 的听辨准确度和 ｂ ［ ｐ ］相 比

而言较弱 ， 有 １ １ ％的学生存在听辨 问题 。 其中 ５％的学生将声母 ｐ ［ ｐ

ｈ

］ 误听为 ｂ ［ｐ ］ ，

混淆了送气音和不送气音 。 同时有 ５％的 同学误听声母 ｈ ［ ｘ ］ ， ｐ ［ｐ

ｈ

］和 ｈ ［ ｘ ］ 的共同

点在于发音时声带不振动为清音 ， 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均有所不同 ， 可见学生对

于汉语声母系统 中清音之间 的 区分存在
一

定 的 问题 。 还有 １ ％的学生与发音部位不

同 ， 但同是清塞音 、 送气音的声母 ｋ ［ ｋ

ｈ

］产生混淆 。 考察声母 ｐ ［ ｐ

ｈ

］ 时 ， 学生测试

结果数据如表 ２
－

２ 所示 ：



表 ２
－

２ｐ ［ ｐ

ｈ

］ 的测试数据统计表


^

ｈ
 ［
ｘ

ｊ

＿ ｂ
［
ｂ

］

５％

３ ．ｍ ［ｍ ］

声母 ｍ ［ｍ ］ 发音时双唇闭合 ， 软腭下降 ， 气流振动声带从鼻腔通过后形成鼻音 。

在对学生进行声母 ｍ ［ｍ ］ 的听辨能力测试中 ， 正确率达到 １ ０ ０％ ， 可见学生对于声母

ｍ ［ｍ ］ 的听辨能力较高 。 考察声母 ｍ ［ｍ ］ 时 ， 学生测试结果统计数据如表 ２
－

３ 所示 ：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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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

３ｍ ［ｍ ］ 的测试数据统计表

综上 ， 学生在对双唇音进行听辨时 ， 听辨准确度从高到低为 ｍ ［ｍ ］ 、 ｐ ［ ｐ

ｈ

］ 、 ｂ ［ｐ ］ ，

其 中 ｍ ［ｍ ］ 的听辨准确度达到 １ ００％ ， 声母 ｐ ［ ｐ

ｈ

］ 和 ｂ ［ ｐ ］ 听辨 问题的主要形式为送气

音和不送气音的混淆 。

二 、 唇齿音

声母 ｆ ［ ｆ ］发音时 ， 下唇靠近上齿后形成窄缝 ， 软腭上升 ， 堵塞鼻腔通路 ， 气

流从齿唇间 的窄缝中挤出 ， 摩擦成声 。 考察声母 ｆ ［ ｆ ］ 时 ， 学生测试结果数据如表

２
－

４ 所示 ：

表 ２
－

４ｆ ［ ｆ ］ 的测试数据统计表

到

蠢
９ ９％

通过表 ２
－

４ 反映的数据可 以看出 ， 学生在对声母 ｆ ［ ｆ ］进行听辨能力测试时 ，

仅有 １％的 同学将其与声母 ｊ［
ｔ ｅ ］ 混淆 ， 学生对于唇齿音 ｆ ［ ｆ ］ 的听辨区分能力较高 。

二 、 舌尖削音

１ ．ｚ
［ ｔ ｓ ］

声母 ｚ ［ ｔ ｓ ］ 发音时舌尖抵住齿背 ， 软腭上升后堵塞鼻腔通路 ， 较弱的气流把

舌尖与齿背形成的阻碍冲开
一

道窄缝并从中挤出 ， 摩擦成声 ， 发音时声带不振动 。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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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声母 Ｚ ［ ｔ ｓ ］ 时 ， 学生测试结果如表 ２ ５ 所示 ：

表 ２
－

５Ｚ ［ ｔ ｓ ］ 的测试数据统计表

ｊ ［

ｔｃ
］

４％

通过对表 ２
－

５ 数据 的分析可 以得 出 ， 在对声母 ｚ ［ ｔ ｓ ］ 的听辨测试中 ， ８８％的学

生可 以准确听辨 出声母 ｚ ［ ｔ ｓ ］ ， １ ２％的学生误听为其他声母 。 从送气与否角度进行

分析 ， 听辨错误 比率最高的答案声母 ｃ ［ ｔ ｓ

ｈ

］ 的发音情况和 ｚ ［ ｔ ｓ ］ 相 比 ，
二者发音

部位和发音方法相 同 ， 只是 ｃ ［ ｔ ｓ

ｈ

］ 的发音气流较强为送气音 ；
还有 ２％的 同学将声

母 ｚ［ ｔ ｓ ］误听为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不同但发音气流较强的送气音 ｑ ［ ｔ Ｇ

ｈ

］和 ｔ［ ｔ

ｈ

］ ，

可见 ，

一

半听辨错误的人数均受到了声母送气与否 的影响 。

在发音方法均为不送气 、 清 、 塞擦音的前提下 ， ３％的学生误听为舌面前音

ｊ ［ ｔ ｅ ］ ， ２％的学生误听为舌尖后音 ｚ ｈ ［ ｔ § ］ ， 可见在发音方法相 同 的情况下 ， 发音

部位的听辨对于学生来说也存在
一

定难度 ， 还有 １ ％的同学将声母 ｚ ［ ｔ ｓ ］ 与发音部

位相 同但发音方法不 同的声母 ｓ ［ ｓ ］ 发生混淆 。

综上 ， 在声母 ｚ ［ ｔ ｓ ］ 的听辨过程中 ， 多数学生易受到声母发音时送气与否的

影响 ， 还有部分学生无法准确分辨发音部位 。

２ ．ｃ ［ ｔ ｓ

ｈ

］

声母 ｃ ［
ｔ ｓ

ｈ

］在发音时 ， 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和 ｚ ［ ｔ ｓ ］相 同 ， 只是在发昔时冲

破阻碍的气流需要更强 。 考察声母 ｃ ［
ｔ ｓ

ｈ

］ 时 ， 学生测试结果如表 ２
－

６ 所示 ：



表 ２
－

６ｃ
 ［ ｔ ｓ

ｈ

］ 的测试数据统计表


Ｓ
［
Ｓ

】 ｔ
［
ｔＭ

ｘ
［
ｃ

ｌ

／＃
＇

－
一

＾

望
”％

？ 】

／〇

 ３％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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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２
－

６ 学生测试结果数据可 以看出 ， 学生对于声母 ｃ ［ ｔ ｓ

ｈ

］ 的听辨能力较

弱 ， 仅有 ５ ４％的学生可 以准确听辨出声母 ｃ ［ ｔ ｓ

ｈ

］ ， ４６％的学生听辨错误 。 从发音部

位进行分析 ， １ ９％的学生将声母 ｃ ［ ｔ ｓ

ｈ

］ 与舌尖前音 Ｚ ［ ｔ ｓ ］ 、 ｓ ［ ｓ ］ 产生混淆 ；
１ ４％的

学生误听为舌尖 中音 ｔ ［ ｔ

ｈ

］ ；１ ０％的学生将声母 ｃ ［ ｔ ｓ

ｈ

］ 误听为舌面前音 ｊ ［ ｔ ｅ ］ 、

ｑ ［ ｔ ｅ

ｈ

］ 、 ｘ ［ ｅ ］ ； 还有 ３％的学生误听为舌尖后音 ｚ ｈ ［ ｔ § ］ 和 ｃ ｈ ［ ｔ §
ｈ
］ ， 可见学生在舌

尖前音 ｃ ［ ｔ ｓ

ｈ

］在听辨过程中 易与发音部位相似或相近的声母发生混淆 。

从发音方法角度进行分析 ， ４ ６％的错误人数中有 ３ ４％的学生因没有准确掌握发

音方法导致听辨错误 。 其中 ， １ ８％的学生将塞擦音 ｃ ［ ｔ ｓ

ｈ

］ 误听为擦音 ｓ ［ ｓ ］和 ｘ ［ ｅ ］ ，

其 中发音部位相 同 的声母 ｓ ［ ｓ ］ 的误听率高达 １ ４％
， 另有 １ ４％的学生误听为塞音

ｔ［ ｔ

ｈ

］ ， 学生在进行发音方法区分上存在
一

定难度 。 从送气与否角度分析 ， 仅有 ４％

的学生将送气音 ｃ ［ ｔ ｓ

ｈ

］误听为不送气音 ｊ ［ ｔ ｅ ］ 、 ｚ ｈ ［ ｔ ｇ ］ 、 ｚ ［ ｔ ｓ ］ ， 在声母 ｃ ［ ｔ ｓ

ｈ

］ 的

听辨过程中受到送气与否的影响较小 。

综上 ， 学生听辨能力较差的声母 ｃ ［ ｔ ｓ

ｈ

］在听辨过程中受到发音部位和发音方

法的影响较大 ， 是否送气的影响相对而言较小 。

３ ．ｓ ［ ｓ ］

声母 Ｓ ［ ｓ ］在发音时 ， 气流从舌尖和上齿背的窄缝中擦出而成声 ， 声带不振动 。

考察声母 ｓ ［ ｓ ］ 时 ， 学生测试数据结果如表 ２
－

７ 所示 ：

表 ２
－

７ｓ ［ ｓ ］ 的测试数据统计表

ｑ ［
ｔｃ

ｈ

］

ｉ
ｉｒ ｉ

ｉｎ
ｉｉｉｒｉ

ｉ ｉ ３％


．
＾

■

ａ赢ｃ
［
ｔ ｓ

ｈ

】

Ｓ
［

Ｓ
】 ？

其他 ３％

８６％

通过表 ２
－

７ 分析可 以看出 ， 学生对于声母 ｓ ［ ｓ ］ 的听辨能力较高 ， ８ ６％的学生

可 以准确听辨 出声母 ｓ ［ ｓ ］ 。 其中 ８％的学生因没有准确掌握发音部位 ， 造成发音方

法均为清擦音的舌尖前音 ｓ ［ ｓ ］和舌面前音 ｘ ［ ｅ ］混淆 。 从发音方法方面进行分析 ，

６％的学生将擦音 ｓ［ ｓ ］和塞擦音 ｑ［
ｔ ｐ

ｈ

］ 、 ｃ
［ ｔ ｓ

ｈ

］ 发生混淆 。

综上 ， 结合表 ２
－

５ 、 表 ２
－

６ 和表 ２
－

７ 的数据结果 ， 学生在对舌尖前音进行听

辨的过程中 ， 听辨准确程度从高到低为 Ｚ ［ ｔ ｓ ］ 、 ｓ ［ ｓ ］ 、 ｃ ［ ｔ ｓ

ｈ

］ 。 其 中 ｃ ［ ｔ ｓ

ｈ

］ 的偏误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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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较为多样 ， 是学生听辨的难点 。

四 ｖ 舌尖中音

１ ．ｄ ［ ｔ ］

声母 ｄ ［ ｔ ］ 在发音时需舌尖抵住上齿龈构成阻碍 ， 软腭抬升 ， 堵塞鼻腔通路 ，

较弱 的气流冲破阻碍后爆发成声 ， 声带不振动 。 通过表 ２
－

８ 声母 ｄ ［ ｔ ］ 的测试数据

统计表可 以看出 ， 学生对于 ｄ ［ ｔ ］ 的发音掌握程度相对较高 ， 准确率可 以达到 ８ ８％ 。

主要错误形式为混淆送气音和不送气音 ， 其中 １ １ ％听辨错误的学生将声母 ｄ ［ ｔ ］和

送气音 ｔ ［ ｔ

ｈ

］发生混淆 ， １ ％的学生误听为送气音 ｑ ［ ｔ ｅ

ｈ

］ 。 考察声母 ｄ ［ ｔ ］ 时 ， 学生

测试结果数据如表 ２
－

８ 所示 ：

表 ２
－

８ｄ ［ ｔ ］ 的测试数据统计表

ｔ
［
ｔ
ｈ

］ｑ ［
ｔｃ

ｈ

］

８８％

２ ．ｔ ［ ｔ

ｈ

］

根据声母 ｔ［ ｔ

ｈ

］ 的数据统计表 ２
－

９ 可 以看出 ， 仅有 ５８％的学生可 以 回答正确 。

将 ｔ ［ ｔ

ｈ

］与 ｄ ［ ｔ ］ 进行对比 ， 二者的发音情况除 了发音气流的强弱 ， 其余都相 同 ，

ｔ ［ ｔ

ｈ

］在发音时需要冲破阻碍的气流更强 ， ｄ ［ ｔ ］ 相对较弱 。 考察声母 ｔ ［ ｔ

ｈ

］ 时 ， 学

生测试结果数据如表 ２
－

９ 所示 ：

表 ２
－

９ｔ ［ ｔ

ｈ

］ 的测试数据统计表

ｄ
［
ｔ
］ ．

． ．

３ ２％
Ｓ ｈ

［ ５ ］

Ｉ１
１％

１％２％

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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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统计表 ２
－

９ 进行分析 ， 学生对于声母 ｔ ［ ｔ

ｈ

］ 的听辨能力较差 ， 仅有 ５８％的

学生可 以准确听辨声母 ｔ ［ ｔ

ｈ

］ 。 从发音方法角度分析 ， ３２％的学生将送气音 ｔ ［ ｔ

ｈ

］

与不送气音 ｄ ［ ｔ ］ 发生混淆 ；
５％的学生将塞音 ｔ ［ ｔ

ｈ

］ 误听为擦音 ｓ ｈ ［ § ］ 和 ｘ ［ Ｇ ］ ； 另

有 ５％的学生将塞音 ｔ
［ ｔ

ｈ

］ 听为塞擦音 ｊ ［ ｔ ｅ ］ 、 ｑ ［ ｔ ｅ

ｈ

］ 、 ｚ ［ ｔ ｓ ］ 、 ｃ ｈ ［ ｔ ｇ
ｈ

］ 。 从发音部

位角度分析 ， ６％的学生将舌尖中音 ｔ ［ ｔ

ｈ

］ 误听为舌面前音 ｊ ［ ｔ ｅ ］ 、 ｑ ［ ｔ Ｇ

ｈ

］ 、 ｘ ［ Ｇ ］ ，

３％的学生将舌尖 中音 ｔ ［ ｔ

ｈ

］ 误听为舌尖后音 ｓ ｈ ［ Ｓ ］ 和 ｃ ｈ ［ ｔ ｓ
ｈ

］ ， 另有 １ ％的学生误

听为舌尖前音 ｚ ［ ｔ ｓ ］ 。

３ ．ｎ ［ ｎ ］

声母 ｎ ［ ｎ ］发音时需要舌尖抵住齿龈 ， 软腭下降 ， 打开鼻腔通路 ， 气流振动声

带通过鼻腔泻 出发音 ； 在解除阻碍时 ， 气流冲破舌尖构成的阻碍 。 学生在对 ｎ ［ ｎ ］

的听辨能力测试中 ， 正确率为 １ ００％ 。 考察声母 ｎ ［ ｎ ］ 时 ， 学生测试结果数据如表

２
－

１ ０ 所示 ：

表－

１ ０ｎ ［ｎ ］ 的测试数据统计表

ｎ
［
ｎ

］

１００％

４ ．１

边音 １ ［ １ ］ 发音时舌尖抵住上齿龈 ， 软腭上升堵塞鼻腔通路 ， 气流振动声带 ，

从舌头两边或
一

边通过 。 通过对学生测试结果数据的整合后 ， 声母 １
［ １ ］ 的正确率

为 １ ００％ 。 考察声母 １ ［ １ ］ 时 ， 学生测试结果数据如表 ２
－

１ １ 所示 ：

表 ２
－

１ １１ ［ １ ］ 的测试数据统计表

！

综上 ， 学生对发音部位为舌尖中 的声母 ｎ ［ ｎ ］和 １ ［ １ ］ 的听辨准确率可以达到

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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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 ０％ ， 在听辨声母 ｄ ［ ｔ ］ 和 ｔ ［ ｔ

ｈ

］ 时易混淆送气音和不送气音 ， 其中将送气音听成

不送气音的 比例更高 。

五 、 舌尖后音

１ ．ｚ ｈ ［ ｔ § ］

声母 ｚ ｈ ［ ｔ § ］发音时 ， 舌尖上翘抵住硬腭前 ， 软腭抬升堵塞鼻腔通路 ， 较弱 的

气流把舌尖和硬腭前部构成的阻碍冲开
一

道窄缝 ， 并从中挤出 ， 摩擦成声 ， 声带

不振动 。 考察声母 ｚｈ ［ ｔ ｇ ］ 时 ， 学生测试结果如表 ２ １ ２ 所示 ：

表 ２
－

１ ２ｚ ｈ ［ ｔ § ］ 的测试数据统计表

ｄ
［
ｔ

］

通过对表 ２
－

１ ２ 的数据分析可 以看出 ， 声母 ｚ ｈ ［ ｔ § ］ Ｋ辨测试的准确率达到 ８４％ ，

１ ６％的学生听辨错误 。 在听辨错误的学生中有 ６％的学生将不送气音 ｚ ｈ ［ ｔ § ］ 与送气

音 ｃ ｈ ［ ｔ §
ｈ

］ 混淆 ， ｚ ｈ ［ ｔ § ］和 ｃ ｈ ［ ｔ ｇ
ｈ

］ 发音情况相 同 ， 发音部位均为舌尖后 ， 发音方

法均为清 、 塞擦音 ， 但 ｃ ｈ ［ ｔ §
ｈ

］ 发音时气流更强 ， 可见学生在 Ｅ分发音部位相 同

的声母送气与否存在
一

定困难 。 另有 ５％的学生将 ｚ ｈ ［ ｔ § ］ 误听为发音方法相 同 ， 发

音部位不 同 的声母 ｊ ［ ｔ Ｇ ］ ； 从发音方法角度分析 ， ５％的学生将塞擦音 ｚ ｈ ［ ｔ § ］ 与塞

音 ｇ ［ ｋ ］ 、 ｄ ［ ｔ ］ 混淆 ， 与擦音 ｘ ［ ｅ ］ 、 ｒ ［ ；４ ］ 混淆 。

２ ．ｃ ｈ ［ ｔ §
ｈ

］

声母 ｃ ｈ ［ ｔ §
ｈ

］发音情况和 ｚ ｈ ［ ｔ ｓ ］ 相 比 ， 只是 ｃ ｈ ［ ｔ ｇ
ｈ

］冲破阻碍时发音气流较强 ，

其余都相 同 。 考察声母 ｃ ｈ ［ ｔ ｇ
ｈ

］ 吋 ， 学生测试结果如表 ２ １ ３ 所示 ：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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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

１ ３ｃｈ ［ ｔ ｇ
ｈ
］ 的测试数据统计表


８４％

 ^
＾—

１％

ｓ ｈ
［ 各 ］

７％

通过对学生 Ｃ ｈ ［ ｔ §
ｈ

］ 的测试结果可 以看 出 ， 声母 ｃ ｈ ［ ｔ §
ｈ

］ 的听辨测试准确率为

８４％ ， 听辨有误的学生数量 占测试对象总人数的 １ ６％ 。 发音部位相 同 的情况下 ， ７％

的学生将塞擦音 ｃ ｈ ［ ｔ §
ｈ

］误听为擦音 ｓ ｈ ［ Ｓ ］ 。 另有 ８％的学生将舌尖后音 ｃｈ ［ ｔ §
ｈ
］和

舌面前音发生混淆 ， 其 中 ５％的学生与发音方法均为清 、 送气 、 塞擦音 的 ｑ ［ ｔ Ｇ

ｈ

］ 发

生混淆 ，
２％的学生与擦音 ｘ ［ ｅ ］发生混淆 ， １ ％的学生误听为不送气音 ｊ ［ ｔ Ｇ ］ ， 可见

学生在舌尖后音和舌面前音的 区分上存在
一

定难度 。

３ ．ｓｈ ［ ｇ ］

声母 ｓｈ ［ § ］ 发音时舌尖上翘 ， 靠近硬腭前形成窄缝 ， 软腭抬升堵塞鼻腔通路 ，

气流从窄缝 中挤出 ， 摩擦成声 ， 声带不振动 。 考察声母 ｓｈ ［ § ］ 时 ， 学生的测试结

果如表 ２
－

１ ４ 所示 ：

表 ２
－

１ ４ｓｈ ［ § ］ 的测试数据统计表

ｑ ［
ｔｃ

ｈ

］

产③＇

９ ２％

＿
．

ｃ ｈ
［ｔ？

ｈ

］

３％

通过对学生 ｓ ｈ ［ ｇ ］ 的听辨测试结果分析 ， 可以看出 ９ ２％的学生准确分辨 出声母

ｓ ｈ ［ § ］ ， 学生的听辨能力较高 。 从发音方法角度上进行分析 ， 产生听辨错误的学生

均是将擦音 ｓ ｈ ［ ｇ ］和塞擦音 ｑ ［ ｔ ｅ

ｈ

］ 、 ｃ ｈ ［ ｔ ｓ
ｈ

］混淆 。 从发音部位角度分析 ， ３％的学

生将 ｓ ｈ ［ § ］误听为发音部位均为舌尖后部的 ｃ ｈ ［ ｔ §
ｈ

］ ， ５％的学生将 ｓ ｈ ［ § ］误听为发

音部位为舌面前部的声母 ｑ ［ ｔ ｅ

ｈ

］ ， 但是总体上的错误率并不是很高 。

４ ．ｒ ［ ｚｊ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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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母 ｒ ｋ ］ 的发音情况与 ｓｈ ［ Ｓ ］相近 ， 但摩擦程度相较于 ｓｈ ［ ｇ ］会弱
一

些 ， 同

时气流中带音 ， 声带振动 。 考察声母 ｒ ［ｄ 时 ， 学生测试结果如表 ２
－

１ ５ 所示 ：

表 ２
－

１ ５ｒ ［ ｚｊ 的测试数据统计表

ｒＷ ｊ ［
ｔＱ

］

ｍ ｌ ２％ｑ ［
ｔＣ

ｈ

］

＼
，

．ｙ＆驗
’

ｓｈ｛ ｇ ［
ｋ

］

２８％ ６％

根据表 ２
－

１ ５ 声母 ｒ［ｄ 的测试数据可 以看 出 ， 学生对于 ｒ
ｋ ］ 听辨能力较低 ，

仅有 ５ ９％的学生可 以准确分辨出声母 ｒ ＵＪ 。 测试答案错误的学生中有 ２８％的学生

混淆清浊音 ， 将浊擦音 ｒ ｋ ］误听为清擦音 ｓｈ ［ ｇ ］ 。 从发音方法角度分析 ，
６％的学

生将擦音 ｒ ＵＪ 误听为塞音 ｇ ［ ｋ ］ ， ５％的学生与塞擦音 ｊ ［ ｔ ｅ ］ 、 ｑ ［ ｔ ｅ

ｈ

］ 、 ｚ ［ ｔ ｓ ］发生混

淆 ， 还有 ２％的学生与浊边音 １ ［ １ ］发生混淆 。

结合图 ２
－

１ ２ 、 ２ １ ３ 、 ２ １ ４ 、 ２
－

１ ５ 四张表可 以看出 ， 学生在对发音部位同为舌

尖后 的声母进行听辨能力测试时 ， 声母 ｓ ｈ ［ § ］ 的准确率最高 ， ｓｈ［ § ］ 和 （＾ ［ １０ ］

的准确率相 同 ， ｒ ［Ｊ 的误听率最高 。 学生在听辨 ｒ ［ｄ 时出现的主要错误形式为混

淆清浊音 ， 混淆发音方法 。

六 、 舌面前音

１ ．ｊ ［ ｔ ｃ ］

声母 ｊ ［ ｔ ｓ ］在发音时 ， 舌面前部抵住硬腭前部后软腭上升构成阻碍 ， 堵塞鼻

腔通路 ， 较弱 的气流将阻碍冲 出
一

道窄缝 ， 并从中挤出 ， 摩擦成声 ， 声带不振动 。

考察声母 ｊ ［ ｔ ｅ ］ 时 ， 学生测试数据结果如表 ２ １ ６ 所示 ：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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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

１ ６ｊ ［ ｔ Ｇ ］ 的测试数据统计表

ｘ
［
ｃ

］

６％

通过表 ２
－

１ ６ 可 以看出 ， ８ １ ％的学生可准确听辨出声母 ｊ ［Ｗ ］ ， 对于声母 ｊ ［ ｔｄ

的掌握程度 中等 ， 出错率不是很高 。 其 中 ８％的学生将 ｊ ［ ｔ ｅ ］误听为发音部位同为

舌面前的 ｑ ［ ｔ ｅ

ｈ

］ 、 ｘ ｂ ］ 。 另有 ９％的学生误听为声母 ｔ ［ ｔ

ｈ

］ ， ２％的学生与发音方法

相 同但发音部位为舌尖后的 ｚ ｈ ［ ｔ § ］发生混淆 。

２ ．ｑ ［ ｔ ｃ

ｈ

］

声母 ｑ ［ ｔ ｅ

ｈ

］ 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和 ｊ ［ ｔ ｅ ］相 比 ， 仅仅是冲破阻碍时的气流

较强 ， 其余都相 同 。 考察声母 ｑ ［ ｔ ！
２

ｈ

］ 时 ， 学生测试结果数据如表 ２
－

１ ７ 所示 ：

表 ２
－

１ ７ｑ ［ ｔｅ

ｈ

］ 的测试数据统计表

２０％

錢 １％

通过表 ２
－

１ ７ 的数据可 以看 出 ， 仅有 ４３％的学生可 以准确分辨声母 ｑ ［ ｔ Ｇ

ｈ

］ 的发

音 ， 超过
一

半的学生误听为其他声母 ， 出错率很高 。 主要错误形式为舌面前音和

舌尖后音的混淆 ， ５ ７％的听辨错误人数中有 ４ ６％的学生将声母 ｑ ［ ｔ ｅ

ｈ

］ 误听为发音部

位为舌尖后 的声母 ｃｈ ［ ｔ ｇ
ｈ

］ 以及 ｓ ｈ ［ ｇ ］ 。 另有 ７％的学生将 ｑ ［ ｔ ｅ

ｈ

］ 与 同为送气音的

ｔ ［ ｔ

ｈ

］ 发生混淆 ， 还有 ３％的 同学因发音部位相 同混淆 ， 误听为声母 和 ｘ ［ ｅ ］ 。

３ ．ｘ ［ ｑ ］

声母 Ｘ ［ Ｇ ］在发音时 ， 舌面前部和硬腭前部构成阻碍 ， 但留有窄缝 ， 软腭上升

堵塞鼻腔通路 ， 气流从窄缝中挤出 ， 摩擦成声 ， 声带不振动 。 考察声母 ｘ ［ ｅ ］ 时 ，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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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测试结果数据如表 ２
－

１ ８ 所示 ：

表 ２
－

１ ８ｘ ［ ｇ ］ 的测试数据统计表

ｓ ｈ
［ｇ ］ ｃ

［
ｔｓ

ｈ

］

爾
ｓ

ｌ
ｓｆ

＂

６８％ １％

根据表 ２
－

１ ８ 对声母 ｘ
［ ｅ ］ 的测试数据结果显示 ， 仅有 ６８％的学生可以准确听辨

出声母 ｘ ［ ｅ ］ 的发音 。 主要听辨错误形式为混淆发音部位 ， 其中 ３０％的学生会将舌

面前音 ｘ ［ ｅ ］ 误听为舌尖后音 ｓｈ ［ Ｓ ］ ， 还有 １％的 同学误听为舌尖前音 ｓ ［ ｓ ］ ，
三者的

发音方法均为清擦音 。

综上 ， 学生对于舌面前音的听辨准确度从高到低为 ｊ ［ ｔ ｅ ］ 、 ｘ ［ ｅ ］ 、 ｑ ［ ｔ ｅ

ｈ

］ ， 其

中声母 ｘ ［ ｅ ］和 ｑ ［ ｔ ｅ

ｈ

］ 的偏误率都较高 ， 学生听辨能力较差 。 ｊ ［ ｔ ｅ ］ 、 ｑ ［ｔ ｅ

ｈ

］ 、 ｘ ［ ｅ ］

三者出现的偏误主要是将舌面前音和舌尖后音发生混淆 。

七 、 舌面后音

１ ．ｇ ［ ｋ ］

声母 ｇ ［
ｋ ］ 在发音时 ， 舌面后部抵住软腭构成阻碍 ， 同时软腭后部抬升后堵塞

鼻腔 ， 较弱的气流冲破阻碍 ， 爆发成声 ， 声带不振动 。 考察声母 ｇ ［ ｋ ］ 时 ， 学生测

试结果数据如表 ２
－

１ ９ 所示 ：

表 ２
－

１ ９ｇ ［ ｋ ］ 的测试数据统计表

ｋ
［
ｋ
ｈ

］

６％

響
ｇ ［

ｋ
］

９４％

通过对学生对于声母 ｇ ［
ｋ ］ 的测试数据结果的分析 ， 学生整体上对于声母 ｇ ［

ｋ
］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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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听辨准确率较高 。 听辨错误形式主要为混淆送气音和不送气音 ， ６％的听辨错误

学生将 ｇ ［ｋ ］ 与声母 ｋ ［ ｋ
ｈ

］ 发生混淆 。 ｋ ［ ｋ
ｈ

］和 ｇ ［ ｋ ］相 比 ， 冲破阻碍的气流较强 ， 其

余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都相 同 。

２ ．ｋ ［ ｋ

ｈ

］

通过表 ２
－

２ ０ｋ ［ ｋ
ｈ

］ 的测试数据结果可 以发现 ， 在对 ｋ ［ｋ
ｈ

］ 进行听辨测试时 ， ９ ６％

的学生可 以准确分辨 出 ｋ ［ ｋ
ｈ

］ 的发音 ， 出现错误的 ４％的学生同样 因为混淆送气音

和不送气的原因 ， 将 ｋ ［ ｋ
ｈ

］ 与 ｇ ［ ｋ ］发生混淆 。 考察声母 ｋ ［ ｋ
ｈ

］ 时 ， 学生测试结果数

据如表 ２
－

２ ０ 所不 ：

表 ２
－

２ ０ｋ ［ ｋ
ｈ

］ 的测试数据统计表

ｇ ［
ｋ

］

３ ．ｈ ［ ｘ ］

声母 ｈ ［Ｘ ］ 发音时 ， 舌面后部接近软腭 ， 留 出 窄缝 ， 软腭上升后堵塞鼻腔 ， 声

带不发生振动 ， 气流从舌面后部和软腭构成的阻碍中挤出 ， 摩擦成声 。 考察声母

ｈ
［ ｘ ］ 时 ， 学生测试结果数据如表 ２

－

２ １ 所示 ：

表 ２
－

２ １ｈ ［ ｘ ］ 的测试数据统计表

ｋ
［
ｋ
ｈ

］

； ；

：

：

＇

＼；
： ^

９９％

根据表 ２
－

２ ］ 可 以看出 ， 学生 ｈ ［ ｘ ］ 的听辨能力较强 ， ９９％同学可 以准确分辨出

声母 ｈ ［ ｘ ］ ， 仅有 １ ％的 同学将声母 ｈ ［ ｘ ］ 误听为发音部位相 同 的声母 ｋ ［ ｋ

ｈ

］ 。

结合表 ２
－

１ ９ 、 ２
－

２ ０ 、 ２
－

２ １ 分析看出 ， 学生在听辨舌面后音 ｇ ［ ｋ ］ 、 ｋ ［ ｋ

ｈ

］ 、 ｈ ［ ｘ ］

时 出现的主要偏误形式为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混淆 。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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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本文以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汉语初级水平即 Ｌｅｖｅ ｌ ｌ 阶段的 １ ００名学生为测

试对象 ， 设置四种不同题型对汉语语音的 ２ １ 个声母进行听辨能力测试 ， 测试后将

数据进行统计后直观地反映出学生在汉语语音听辨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将 ２ １ 个声

母按照发音部位分为七类 ， 其中听辨错误率较高的声母有 ｃ ［ ｔ ｓ

ｈ

］ 、 ｔ ［ ｔ

ｈ

］ 、 ｒ ［ ｚｊ 、

ｑ ［ｔ Ｇ

ｈ

］ 、 ｘ ［ Ｇ ］等 ， 发生的主要偏误形式有 ：

１ ． 混淆送气音和不送气音 ， 且将送气音听为不送气音的 比例更高 。 如 ３２％的

学生将送气音 ｔ
［ ｔ

ｈ

］误听为不送气音 ｄ ［ ｔ ］ ， １ １％的学生将不送气音 ｄ ［ ｔ ］ 误听为送气

音ｔ ［ ｔ
ｈ

］ 。

２ ． 混淆清浊音 ， 如听辨 ｒｋ］ 时错误的多数学生是因为将浊擦音 ｒ ＵＪ误听为清

擦音 ｓｈ ［ § ］ 。

３ ． 听辨塞擦音存在
一

定难度 。 如在听辨声母 ｃ ［ ｔ ｓ

ｈ

］ 时 ， 出错的多数学生将塞

擦音 ｃ ［ ｔ ｓ

ｋ

］误听为擦音 ｓ ［ ｓ ］和 ｘＭ ； 听辨声母 ｃｈ ［ ｔ §
ｈ

］ 时 ， 多数学生将塞擦音

ｃｈ ［ｔ ｓ
ｈ
］误听为擦音 ｓｈ ［ § ］ 。

４ ． 混淆发音部位相 同但发音方法不同的声母 。 如发音部位均为舌尖前的声母

ｚ ［ ｔ ｓ ］ 、 ｃ ［ ｔ ｓ

ｈ

］ 、 ｓ ［ ｓ ］ ， 发音部位均为舌尖后 的Ｚ ｈ ［ ｔ § ］ 、 ｃ ｈ ［ｔ ｇ
ｈ

］ 、 ｓ ｈ ［ § ］ 、 ｒ ［ ２ｊ

等 。

５ ． 混淆舌尖后音和舌面前音 。 通过对舌面前音 ｊ ［ｔ ｅ ］ 、 ｘ ［ｅ ］ 、 ｑ ［ ｔ Ｇ

ｈ

］ Ｋ辨结果

的分析 ， 多数偏误形式为发音部位的混淆 ， 将舌尖后音和舌面前音混淆 。

且根据听力测试数据显示 ， 学生对于声母 ｆ ［ ｆ ］ 、 ｍ ［ｍ ］ 、 ｎ ［ｎ ］ 、 １ ［ １ ］ 的听辨能

力较高 ， 所以下
一

章节不再对其进行偏误原因分析 。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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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声母听辨偏误原因分析

王碧霞提出 ：

“

正确辨认语音是学生进行听力理解的切入点 。 初学者因为对 目

的语知识积累 尚少 ， 语音知觉性相对较差 ， 所以辨别能力较低 。

”？
学习者在进行

语音听辨过程中需要充分激发和运用各方面的能力 ， 其中学习者的接收语音信息

能力 、 辨别分析能力 ， 记忆储存能力 以及语言输出能力等方面是影响听辨结果的

重要方面 。 在运用这些能力时 ， 学生脑海中 己经建立起的母语系统和接触到的 目

的语系统对于学生听辨结果的影响较大 ， 所以本文考察学生听辨偏误原因主要从

母语负迁移 、 汉语 自 身特点所产生的困扰以及其它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

第一节 母语负迁移

母语负迁移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成人学习者在进行第二语言的学习需要在己经

形成的第
一

语言系统即母语的基础上 ， 建立起
一

个新的 目标语言系统 ， 所以学习

者会下意识地被母语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模式等方面所影响 。

汉语和阿拉伯语分属两种不同的语系 。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 ， 阿拉伯语属于闪

含语系 。 阿拉伯语共有 ２８ 个辅音字母 ， 除去 ３ 个可以兼起元音作用 的字母外 ， 并

没有专作元音的字母 ， 元音通过在辅音上方 、 下方辅加符号或添加兼起元音作用

的 ３ 个字母来表现 。 母语为阿拉伯语的学习者在声母学习阶段受到母语负迁移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一

、 因发音相似产生偏误

如表 ３
－

１ 阿拉伯语辅音总表所示 ， 阿拉伯语辅音系统和汉语声母系统存在着

一

定的相似之处 ， 但在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方面二者仍有
一

定的差异 。

？

① 王碧霞 ．听能与听力理解困难的认知心理分析 ［
Ｊ
］

．汉语学习
，
２０００（ ９ ＞ ： ５ ３

＿

６０ ．

② 周文 巨 ． 新编阿拉伯语教程 ［Ｍ
］

． 上海 ： 上海外语教育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０ ．

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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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

１ 阿拉伯语辅音
ｆ
表

①




＼
齿

双唇 齿 齿硬 软 小声
龈 咽

唇齿间龈腭 腭 舌门

腭 音
立 立ｊＪ ｚｉ立 ｊｉ ｚｉ立 立
臼臼 臼 臼臼 曰 臼曰

 ｆ

４ｄ ］

不送 ｉ

［
？
］

塞
卜允＾

［
ｂ

］－
［
ｔ
］

气音ｍ

音

送气音
＾４ｋ

ｌ

（＾
［
Ｓ
］

清音ｄ
［
ｆ

ｊ己
［
０

］ Ｌ＾Ｕｌ ｃ ［
ｘ

］ｃ
Ｍ ＝

［
ｈ

］

擦
＾ ［

ｓ
］



曰

池音＾ｊ ［
ｚ

］咖ｆ ］

颤

＾浊音 」
［
ｒ
］

．
１７１

塞

擦池音 Ｃ ［
ｄ
３ ］

丨

， Ｖ

丨

鼻

ｔ浊音 ｊ

＊

［
ｍ

］ ｄ
［
ｎ

］

通

立

浊音４ｗ ］ Ｊ ［ｊ ］

曰


边
浊音 Ｊ

［
１

Ｊ

（

一

） 因发音方法不同产生偏误

１ ．ｚ ［ ｔ ｓ ］
—

ｊ ［ ｚ ］

声母 ｚ ［ ｔ ｓ ］和阿拉伯语中 的 ｊ ［ ｚ ］发音部位相似 ， 均为舌尖前音 。 但汉语声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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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 ］ ． 上海 ： 上海外 国语大

学 ，
２０ １ ２ ．

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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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 ［ ｔ ｓ ］ 发音方法为清 、 不送气 、 塞擦音 ， 阿拉伯语辅音ｊ ［ ｚ ］ 发音方法为浊擦音 。 如

图 ３
－

１ 所示 ， ｚ ［ ｔ ｓ ］在发音时舌尖抵住齿背 ， 气流冲破阻碍后发声 。 阿拉伯语中 的

ｊ ［ ｚ ］发音时 由舌尖抵住下齿背 ， 舌端向硬腭处抬升并构成窄缝状阻碍 ， 气流经缝

隙间摩擦而出 ， 同时声带振动 。 但ｊ ［ ｚ ］在发音时需舌面上升 ， 使得发音介于舌尖

音与舌面音之间 ， 所 以学生在听辨声母 ｚ ［ ｔ ｓ ］ 的过程中会和其他舌尖音 、 舌面音

发生混淆 ， 从而产生偏误 。

Ｑ －Ｑ％
ｒ

￣

．—．

￣̄

图 ３
－

１ 汉语声母 ｚ ［ ｔ ｓ ］ 、 阿拉伯语辅音ｊ ［ ｚ ］发音部位示意 图

２ ． 办 ］

—

ｊ ［ｒ ］

声母 ｒ
ｋ ］ 和阿拉伯语辅音 ｊ ［ｒ ］ 二者发音部位均为舌尖后 ， 但发音方法不同 。

其中汉语声母 ｒ ｋ ］ 为浊擦音 ， 发音时舌位略前 ， 声带振动 ； 阿拉伯语辅音 ｊ Ｄｒ ］为

浊 、 颤音 ， 发音时舌位较为靠后 ， 声带振动且舌尖发生颤动 。 受到母语影响 ， 多

数汉语初学者在发声母 的音时 ， 舌尖会不 自觉地发生颤动 。 由于发音不准 ，

学生对于声母 ］： ＵＪ 的听辨错误率也较高 。

同时汉语声母 ｒ和 国 际音标 ［ ｒ ］ 写法相 同 ， 学生在看到汉语声母 ｒ
ｋ ］ 时会

联想到阿拉伯语辅音ｊ ［ ｒ ］ 的 国际音标注音 ， 对于学生的辨别也存在
一

定的影响 。

图 ３
－

２ 汉语声母 ｒ ｋ ］ 、 阿拉伯语辅音ｊ ［ ｒ ］发音部位示意 图

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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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ｔ［ ｔ

ｈ

］

一

＾ｊ
［ ｔ ］

如图 ３
－

３ 所示 ， 学生母语阿拉伯语辅音系统中 的叫 ｔ ］ 和 ｔ ［ ｔ

ｈ

］ 均为齿龈音 ，

发音方法方面二者均为清 、 塞音 ， 但汉语声母 ｔ ［ ｔ

ｈ

］在发音时冲破阻碍的气流较强

为送气音 ， 阿拉伯语辅音〇 ［ ｔ ］ 的发音气流较弱为不送气音 。

電
图 ３

－

３ 汉语声母 ｔ ［ ｔ

ｈ

］ 、 阿拉伯语辅音〇 ［ ｔ ］ 发音部位示意 图

（二 ） 因发音部位不 同产生偏误

１ ．ｓ ［ ｓ ］

—

｜＿＞
－
［ ｓ ］

如图 ３
－

４ 所示 ， 声母 ｓ ［ ｓ ］ 和标准阿拉伯语中 的ｕ４ ｓ ］ 的发音部位均为舌尖前 ，

且发音方法均为清擦音 ， 但阿拉伯语中 的ｄ ［ ｓ ］在发音时发音部位靠后 ， 舌位略低 ，

且舌面下凹 。 受到母语负迁移的影响 ， 学生发声母 ｓ ［ ｓ ］ 时发音部位略靠后 ， 在听

辨时 易与其他发音部位靠后的声母产生混淆 。

ｓ
—儀
图 ３ ４ 汉语声母 ｓ ［ ｓ ］ 、 阿拉伯语声辅音 ［ ｓ ］ 发音部位示意 图

２ ．ｓ ｈ ［ ｇ ］

—

ｕ＾
［Ｊ ］

声母 ｓ ｈ ［ Ｓ ］ 与阿拉伯语中 的辅音ｄ ［Ｊ ］在发音方法上有着相似之处 ，
二者均为

清擦音 ， 但发音部位有所不同 。 如 图 ３
－

５ 所示 ， ｄ［Ｊ ］在发音时 ， 双唇微突 ， 舌

前部靠近齿龈后部及硬腭 ， 形成狭长通道 ， 气流从中摩擦而 出 ， 声带不振动 。 阿

３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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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语辅音ｄＬＴ ］ 发音部位为舌叶 ， 发音时舌面抬高 ； 声母 ｓｈ ［ ｇ ］ 为舌尖后音 ，

发音时舌尖上翘 。

图 ３
－

５ 汉语声母 Ｓ ｈ ｂ ］ 、 阿拉伯语声辅音 ＬＴ ］ 发音部位示意 图

３ ．ｈ ［ ｘ ］

—

色 ［ ｇ ］ 、 亡 ［ ｘ ］

声母 ｈ ［ ｘ ］和阿拉伯语辅音纟 ［ ｇ ］ 、 ｆ ［ ｘ ］发音部位均为舌根 ， 发音方法为清擦音 。

但是声母 ｈ ［ ｘ ］发音时舌位略前 ， 无明显摩擦 。 ｔ ［ｇ ］ 、 ＆ ［ ｘ ］ 的舌位靠后 ， 发音时有

明显摩擦 ， 其中阿拉伯语辅音ｔ ［ ｇ ］ 的舌位最靠后 。 受母语负迁移影响 ， 学生在发

ｈ
［ ｘ ］ 时 ， 发音带有

一

定 的摩擦 ， 导致听辨错误 。

Ｓ １ １
图 ３

－

６ 汉语声母 ｈ ［ ｘ ］ 、 阿拉伯语辅音ｄｇ ］
、 发音部位示意 图

４ ．ｇ ［ ｋ ］ 

—

ｉｊ ［ ｇ ］

汉语声母 ｇ ［ｋ ］ 的发音和标准阿拉伯语辅音 ｔ３ ［ ｇ ］发音方法相 同 ，
二者均为清塞

音 ， 但阿拉伯语辅音 ｃ３ ［ ｇ ］ 为送气音 ， 汉语声母 ｇ ［ ｋ ］ 为不送气音 ，
二者在发音部位

上仍存在不同 。 如 图 ３
－

７ 所示 ， ｇ ［
ｋ ］在发音部位为舌面后 ， 发音时舌面后部和软

腭构成阻碍 ， 较弱的气流冲破阻碍爆发成声 ； ６ ［ ｇ ］ 的发音部位是舌根处 ， 舌后部

向软腭部分抬起后 ， 由舌根轻触小舌构成阻碍 ， 气流爆破而出 。 受母语阿拉伯语

迁移的影响 ， 学生在发 ｇ ［ｋ ］ 的音时 ， 发音部位会更加靠近舌根 ， 且气流会更强 。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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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 丨

參
Ｉ

场^
图 ３

－

７ 汉语声母 ｇ ［ ｋ ］ 、 阿拉伯语辅音６ ［ ｇ ］发音部位示意 图

５ ．ｋ ［ ｋ
ｈ

］

—＾
［ｋ ］

标准阿拉伯语 中 的辅音ｄ
［ ｋ ］与汉语的声母 ｋ ［ ｋ

ｈ

］ 的发音方法相近 ，
二者 同为

清 、 送气 、 塞音 ， 但在发音部位上二者存在不同 。 阿拉伯语辅音』
［ ｋ ］ 发音时舌位

靠后 ， 声母 ｋ ［ ｋ
ｈ

］舌位略前 。
ｄ

［ ｋ ］在发音时 ， 舌根后部升起后需紧贴软腭 ， 构成

阻碍 ， 气流冲开阻碍爆破而出 ， 所 以多数学生声母 ｋ ［ ｋ
ｈ

］ 的发音会更贴近舌根后部 ，

受到母语负迁移影响 ， 学生发音上存在困惑 ， 在听辨测试中 的偏误率较高 。

、
丨

舜
丨

善，封

图 ３
－

８ 汉语声母 ｋ ［ ｋ
ｈ

］ 、 阿拉伯语辅音』
［ ｋ ］ 发音部位示意图

（三 ） 清浊音混淆产生偏误

１ ．ｚ ｈ ［ ｔ § ］ 

—

从发音方法角度分析 ， 汉语声母 ｚ ｈ ［ ｔ ｇ ］ 和阿拉伯语辅音＾［４ ］ 均为塞擦音 。

如图 ３ ９ 所示 ， 阿拉伯语辅音 发音时需双唇微突 ， 舌面前贴齿龈后及硬腭前

部 ， 构成阻碍 ， 气流冲 出 时爆破发声 ， 且声带振动 。 受到阿拉伯语辅音＾ ［妃 的影

响 ， 学生发 ｚ ｈ ［ ｔ ｓ ］ 的发音 ， 声带会带有轻微振动 ， 发音会 比较偏重 ， 发音部位更

加靠近 口腔后部 ， 导致听辨偏误 。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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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
图 ３

－

９ 汉语声＃ Ｚｈ ［ ｔ § ］ 、 阿拉伯语辅音
ｊ：

［４ ］发音部位示意 图

２ ．ｂ ［ｐ ］ 

—

Ｓｒ
＞

［ ｐ ］

如 图 ３
－

１ ０ 所示 ， 声母 ｂ ［ ｐ ］ 和阿拉伯语辅音ｙ ［ ｐ ］ 发音部位均为双唇处 ， 发音

时均 由双唇闭合构成阻碍后 ， 气流爆破而 出 ， 但汉语声母 ｂ ［ ｐ ］发音时声带不振动

为清音 ， 阿拉伯语辅音— ［ｐ ］ 发音时伴随声带振动 。

＼够
、

图 ３
－

１ ０ 汉语声母 ｂ ［ ｐ ］ 、 阿拉伯语辅音ｙ ［ ｂ ］发音部位示意 图

３ ．ｄ ［ ｔ ］

一

Ｊ
［ ｄ ］

汉语声母 ｄ ［ ｔ ］ 和阿拉伯语辅音４ ｄ ］ 二者发音部位均为舌尖中 ， 但汉语声母

ｄ ［ ｔ ］ 的舌位略前 ， 阿拉伯语辅音４ ｄ ］ 舌位靠后 ， 且二者发音方法均为塞音 ， 但不

同之处在于汉语声母 ｄ ［ ｔ ］ 发音时声带不振动 ， 阿拉伯语辅音 Ｊ
［ ｄ ］发音时声带振动 。

图 ３
－

１ １ 汉语声母 ｄ ［ ｔ ］ 、 阿拉伯语辅音４ ｄ ］ 发音部位示意 图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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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因母语中没有对应发音的辅音产生偏误

（

一

） 舌尖前音 Ｃ

在发音部位均为舌尖前的三个声母 中 ， 学生对于声母 ｃ ［ ｔ ｓ

ｈ

］ 的听辨能力最弱 ，

偏误原因主要为和舌尖前音 Ｚ ［ ｔ ｓ ］ 、 ｓ ［ ｓ ］ 的混淆 ， 且声母 ｃ ［ ｔ ｓ

ｈ

］ 和 ｓ ［ ｓ ］发音时不

仅发音部位相 同 ， 而且气流在冲破阻碍时都很强 ， 所 以多数学生在声母 ｃ ［ ｔ ｓ

ｈ

］ 和

ｓ ［ ｓ ］ 二者听辨上存在着 问题 。 还有部分学生会和舌面音 ｊ ［ ｔ ｅ ］ 、 ｑ ［ ｔ Ｇ

ｈ

］ 、 ｘ ［ ｅ ］ 发生

混淆 ， 如 图 ３
－

１ ２ 所示的发音部位示意图 ， 阿拉伯语中没有与 ｃ ［ ｔ ｓ

ｈ

］ 发音相似的声

母 ， 学生无法用相似的发音去代入 ｃ ［ ｔ ｓ

ｈ

］ 的发音 ， 造成在舌尖前音的三个声母中

ｃ ［ ｔ ｓ

ｈ

］偏误率最高 。

图 ３
－

１ ２ 汉语声母 ｃ ［ ｔ ｓ

ｈ

］ 发音部位示意 图

（一？

） 舌尖后音 ｃ ｈ

声母 ｃ ｈ ［ ｔ §
ｈ

］ 的偏误形式较多 ， 但主要偏误形式集中在发音部位相 同 的声母

ｓ ｈ ［ ｇ ］ 。 如 图 ３ １ ３ 所示 ， ｃ ｈ ［ ｔ §
ｈ

］和 ｓ ｈ ［ ｇ ］二者 的发音部位均为舌尖后 ， 学生在学

习时如果没有准确掌握两个声母在冲破阻碍的气流强弱程度 ， 会很容易将二者混

淆 ， 听辨时更容易产生偏误 。 且阿拉伯语中不存在相 同发音的声母 ， 部分学生会

将其与发音相似的阿拉伯语辅音ｄ ［Ｊ ］进行对 比发音 ， 更容易将二者混淆对听辨产

生影响 。

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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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 Ｉ

戀
图 ３

－

１ ３ 汉语声母 ｃ ｈ ［ ｔ §
ｈ

］发音部位示意 图

（三 ） 送气音 Ｐ

根据学生在 ｐ ［ｐ

ｈ

］ 的听辨测试数据反映 ， 产生的偏误形式主要有 ｂ ［ｐ ］ 、 ｈ ［ ｘ ］

以及 ｋ ［ ｋ
ｈ

］ 。 偏误形式为 ｂ ［ｐ ］ 时 ， 偏误原因在于一些学生会忽略 ｐ ［ｐ

ｈ

］在发音时需

要强气流通过双唇所构成的阻碍后迸发而 出 ， 形成爆破音 ； 偏误形式为 ｋ ［ ｋ
ｈ

］ 时 ，

学生重点关注声母 ｐ ［ ｐ

ｈ

］ 发音时气流较强的特点 ， 忽略其发音部位为双唇 ， 所 以在

听辨练习 时 ， 学生重点关注其发音气流较强的特点 ， 忽略其发音部位的不同 ， 从

而产生偏误 。 且标准阿拉伯语中无相似发音 ， 受到母语负迁移影响 ， 学生在 Ｐ ［ｐ

ｈ

］

的听辨测试中产生偏误较多 。

图 ３
－

１ ４ 汉语声母 ｐ ［ ｐ

ｈ

］发音部位示意 图

综上所述 ， 母语为阿拉伯语的学生在学习汉语时受到母语负迁移体现在 以下

几个方面 ：

一

是阿拉伯语辅音中有
一

定数量的声母发音更靠近 口腔后部或咽喉处 ，

学生在进行汉语声母学过程中会受到母语发音部位的影响 ， 发音靠后 ， 导致发音

不准 ， 从而造成听辨偏误 ；
二是阿拉伯语辅音系统中清浊音数量参半 ， 而汉语声

母系统中 以清音为主 ， 发音时声带不振动 。 受到母语负迁移的影响 ， 学生发音存

在
一

定 问题而导致听辨偏误 ；
三是阿拉伯语辅音系统中 的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区

分不是很明显 ， 学生在听辨过程中 易发生错误 。

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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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汉语声母自身特点产生的困扰

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听辨过程中所运用到的接收语音信息能力 、辨别分析能力 ，

记忆储存能力 以及语言输出能力等不仅受到学生脑海中 己经建立起的母语系统的

负迁移的影响 ， 还会受到汉语声母系统 自身特点的影响 。

一

般情况下 ， 学生学习 的初期阶段由于母语负迁移影响而产生的偏误频率较

高 ， 但也会受到 目 的语 自 身特点的影响 。 汉语初级水平学生在进行第二语言的初

期学习过程中 ， 易发生在对汉语语音知识及相关规则掌握不全的情况下 ， 将己经

学到的部分知识通过类推的方式应用到新的知识上 。 心理学将这种原因归为
“

过

度泛化
”

， 即 因为学生对于 目 的语知识掌握程度的不足 ， 将其所学的 、 有限的 、 不

充分的 目 的语知识套用在新的语言现象上 ， 从而导致偏误 。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 汉语初学者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相似

的声母时 ， 易将已经掌握的发音类推到发音部位相似或者发音方法相同的声母发

生偏误 ， 造成 目 的语负迁移 。 如表 ３
－

２ 汉语声母总表所示 ， 声母是否送气是汉语

声母的主要区别特征 ， 且声母系统 以清音为主 ， 浊音数量较少 ， 声母的发音方法

或发音部位相似对于学生的发音以及听辨也产生
一

定的影响 。

表 ３ －２ 汉语声母总表

辅音＼
＆

音展音舌尖舌尖舌尖舌面舌面

．＼
部
位 賴音

｜

唇齿苷
■ 特 辟 贿 辟

不不不
发音方法

＾
＼＼ ＿＿＿ 禽 面

＾ 唇 唇 齿 唇 尖 背 尖 銀 尖 前 前 前 后 腭

清
丨

不送；％ ｐ ）

 ＿＿


音 送气音Ｐ ｔ ｐ

－

］



ｔ ［ ｆ ］


ｋ ［ ｋ

？

３

清 不送气音 Ｚ
［
ｔｓ

］ ｚｈ
［

ｔ
§］ ｊ ［ Ｍ：

］

寒擦音


音
Ｉ

送气音


Ｃ
［

ｔ ｓ”


ｃｈ
［

ｔ＾ ３ 蝌的
^

清苷 ｆ ［ ｆ ］ｓ ［
ｓ ］ ｓｈ

［ ｆ ｊｘ ［ ｆ ）ｈ
［
ｘ

］

擦音
—

浊音 ｒ
［ ｊＪ

鼻音浊音 ｎ
［
ｎ

］ ｎｇ ［ 〇 ］

边音浊音


ｉ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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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以送气不送气为主要区别特征

在汉语声母系统中 ， 送气不送气是区别声母发音的主要特征 ， 具有区别意义

的功能 。 是否送气是就声母发音时有无气流以及气流的长短而言 ， 是
一

种发音方

法。 标准阿拉伯语辅音系统 中 的送气音数量较少 ， 且发音强度弱于汉语声母的送

气音 ， 并不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 。

２ １ 个汉语普通话声母中 ， 发音部位与发音方法相似 ， 以送气不送气为主要区

分依据的声母有 
６ 组 ， 分别是 ： ｂ ［ｐ ］ ／ｐ ［ｐ

ｈ

］ 、 ｄ ［ ｔ ］ ／ｔ ［ｔ

ｈ

］ 、 ｇ ［ｋ ］ ／ｋ ［ｋ
ｈ

］ 、 ｊ ［ ｔ ｅ ］ ／ ｑ ［ ｔ ｅ

ｈ

］ 、

ｚ ［ ｔ ｓ ］ ／ｃ ［ ｔ ｓ

ｈ

］ 、 ｚｈ ［ ｔ § ］ ／ｃｈ ［ ｔ ｇ
ｈ

］ ， 占声母总数的 ５７％ 。 结合听辨测试数据结果可以

看出 ， 学生在听辨这几组声母时存在较大问题 。 学生只是通过听并模仿教师发音

或录音无法准确掌握声母发音气流的强弱 ， 易通过将己掌握的声母发音通过类推

的方式造成听辨偏误 。



表 ３ －３吾与阿拉伯语辅
ｙ
系统对比



发音部位发音方法声带振动与否送气与否

双唇 、 唇齿 、 舌 塞音 、 擦音和塞
清音为主 ， 浊音 送气音与不送气

汉语声母系统尖前 、 舌尖中 、 擦音的数量较为
为辅音数量参半



舌面 、 舌根


ｎ


．双唇 、 唇齿 、 舌

阿拉伯语辅音系 尖前 、 舌尖中 、 擦音数量 占较大
清浊音数量参半不送气音为主

统舌面 、 舌根、 舌比例



Ｉ

根喉壁 、 喉壁


送气与否是汉语声母主要的区别特征 ， 送气音在发音时需要强气流冲破发音

阻碍成声 。 结合上文的分析和表 ３
－

３ ， 阿拉伯语辅音系统中送气音数量较少且发

音时强度较弱 ， 学生没有强气流冲破阻碍发声的发音习惯 ， 导致其在听辨时产生

一

定的 问题 。 受到母语负迁移影响 ， 部分学习者无法正确发出爆破音 ， 导致其在

进行听辨送气音和不送气音时存在困难 ， 且学生在进行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听辨

时 ， 将送气音听成不送气音的概率更大 。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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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清音数置较多

汉语普通话和标准阿拉伯语均有清音和浊音之分 ， 汉语声母并不以清浊音为

主要区别特征 。 在汉语 ２ １ 个声母中 ，清音的数量在汉语声母系统中所 占 比重较大 ，

共计１ ７个 ： ｂ ［ｐ ］ 、 ｐ ［ｐ

ｈ

］ 、 ｄ ［ ｔ ］ 、 ｔ ［ ｔ

ｈ

］ 、 ｇ ［ｋ ］ 、 ｋ ［ｋ
ｈ

］ 、 ｊ ［ ｔ Ｇ ］ 、 ｑ ［ ｔ ｊｓ

ｈ

］ 、 ｘ ［ ｅ ］ 、 ｈ ［ｘ ］ 、

ｚ ［ ｔ ｓ ］ 、 ｃ ［ ｔ ｓ

ｈ

］ 、 ｓ ［ ｓ ］ 、 ｚｈ ［ ｔ § ］ 、 ｃ ｈ ［ ｔ §
ｈ
］ 、 ｓｈ ［ § ］ 、 ｆ ［ｆ ］ ， 仅有ｍ ［ｍ］ 、 ｎ ［ ｎ ］ 、 １ ［ １ ］ 、

ｒＵ ］这 ４ 个声母在发音时声带会振动 。 根据学生听辨能力测试结果可以发现 ， 学

生对于听辨浊音时的准确率较高 ， ４ 个浊音中仅有声母 ｒ ｋ ］ 因受母语负迁移的影

响导致偏误率较高 。

结合表 ３
－

１ 和表 ３
－

２ ， 标准阿拉伯语中有 １ ５ 个辅音在发音时声带会伴随振动 ，

分别是 ： ｖ ［ｂ ］ 、 ｆ ［ｍ］ 、 Ｄ ［ｎ］ 、 ｊ ［ｗ ］ 、＃ ［ ＿］

？

］ 、
３［ｄ ］ 、 ｊ ［ｒ ］ 、 匕

［幻
、 ｃ ［ｄ３ ］ 、

Ｊ
［ ｄ ］ 、

ｃＭｆ 、 ｊ ［ ｚ ］ 、 色 ［
？

］ 、 ｃＪ ［ ｌ ］ 。 阿拉伯语辅音系统中 的浊音数量较多 ， 浊音比

率明显高于汉语中浊音所 占 比率 。 但因为标准阿拉伯语的辅音数量多于汉语普通

话 ， 所以两种语言的清音数量没有太大的差别 。 在总体上 ， 汉语普通话中的声母

以清音为主 ， 浊音为辅 ， 而阿拉伯语标准语中 的清音和浊音各 自
一

半 ， 阿拉伯语

的浊音也比汉语普通话多得多 。 多数汉语声母发音时声带不振动对于母语为阿拉

伯语的汉语初学者而言区分难度较大 ， 产生
一

定困扰 。

三 、 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相似

汉语声母 自 身因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具有
一

定的相似性 ， 对于汉语初学者而

言区分难度较大 ， 对其听辨结果也易产生影响 。 例如 ：

（

一

） 发音部位相同但发音方法不同

１  ？ｊ［ｔ （３ ］ 、 ｑ ［
ｔＧ

ｈ

］ 、 ｘ
［Ｇ ］和ｚ ｈ ［仿 ］ 、 ｃｈ

［
ｔｇ

ｈ
］ 、 ｓ ｈ

［ｇ ］

声母 」 ［如 ］ 的听辨测试中偏误率为 １ ９％ ， 主要偏误形式为发音部位均为舌面前

的声母 ｑ ［ ｔ Ｇ

ｈ

］ 、 ｘ ［ Ｇ ］ ， 但 ｑ ［ ｔ Ｇ

ｈ

］发音时需强气流冲破阻碍为送气音 ， Ｘ ［Ｇ ］为清擦

音 ， 且学生母语中没有与 ｊ ［ｔ ｅ ］ 发音相似的声母 。 受到学生母语系统中不存在发

音相似的辅音发音和汉语 自身特点的双重影响导致偏误。

声母 ｑ ［ ｔ ｅ

ｈ

］ 的偏误率达到 ５７％ ， 其中最主要的偏误形式为 ｃｈ ［ ｔ ｓ
ｈ
］ ， 因二者的

发音方法相 同 ， 均为送气 、 清 、 塞擦音 ， 但声母 ｃｈ ［ ｔ ｇ
ｈ
］发音部位是舌尖后 ， 声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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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ｑ ［ ｔ ｅ

ｈ

］ 的发音部位是舌面前 。 学生在初学 ｑ ［ ｔ ｅ

ｈ

］ 的发音时 ， 如果只是听教师或

录音的发音 ， 很难区分二者并产生混淆并造成学生语音听辨偏误 。 还有部分同学

因发音部位均为舌面前 ， 将 ｑ ［ ｔｆ ］误听为 ｊ ［ ｔ ｅ ］ 和 Ｘ ［ Ｇ ］ ， 或误听为同是较强气流

冲破阻碍的声母 ｔ
［ ｔ

ｈ

］ ， 汉语中发音方法或发音部位相似对学生的听辨造成
一

定 困

扰 。

学生在进行 ｘ ［ ｅ ］ 的听辨测试时主要偏误形式为 Ｓ ｈ ［ ｇ ］ ，
二者发音方法相 同 ，

均为清擦音 。 如若学生只通过听教师发音或录音 ， 无法掌握 ｓ ｈ ［ ｓ ］舌尖上翘的发

音部位特点 ， 而声母 Ｘ ［ ｅ ］ 的发音部位为舌面前 ， 所以对于学生来说这二者的区分

难度较大 ， 且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当声母 ｘ ［ ｅ ］ 与其他韵母拼合发音时 ， 学生更

难区分 ｘ ［ Ｇ ］ 和 ｓ ｈ ［ ｇ ］ ， 造成学生语音听辨偏误 。

＼ ＾

￣
￣

 Ｉ
￣

Ｉ费

图 ３
－

１ ５ 汉语声母 ｊ ［ ｔ Ｇ ］ 、 ｑ ［ ｔｄ 、 Ｘ ［ Ｇ ］ 发音示意 图

受到汉语 自 身特点 的影响 ， 学生在学习舌面前音时 ， 如 图 ３
－

１ ５ 所示 ， 发音部

位或发音方法相似容易对学生的学习造成一定难度 ， 且在阿拉伯语辅音系统不存

在相似发音的声母 ， 加大了学生学习 的难度 ， 造成学生听辨偏误 。

２ ．ｚ ［ ｔ ｓ ］ 、 ｃ ［ ｔ ｓ

ｈ

］ 、 ｓ ［ ｓ ］和ｚ ｈ ［ ｔ ｇ ］ 、 ｃｈ ［ ｔ ｓ
ｈ

］ 、 ｓｈ ［ § ］

舌尖前音ｚ ［ ｔ ｓ ］ 、 ｃ ［ ｔ ｓ

ｈ

］ 、 ｓ ［ ｓ ］和舌尖后音ｚ ｈ ［ ｔ ｇ ］ 、 ｃ ｈ ［ ｔ ｇ
ｈ

］ 、 ｓ ｈ ［ ｇ ］ 中 ， ｚ ［ ｔ ｓ ］

和 ｚ ｈ ［ ｔ ｇ ］发音方法均为不送气 、 清 、 塞擦音 ， ｃ ［ ｔ ｓ

ｈ

］和 ｃ ｈ ［ ｔ §
ｈ

］ 发音方法均为送

气 、 清 、 塞擦音 ， ｓ ［ ｓ ］和 ｓ ｈ ［ ｇ ］ 发音方法均为清擦音 ， 发音部位上的局部差异对

于学生准确掌握其发音产生影响 ， 对于学生的听辨也产生影响 。

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的 区分 ， 即平翘舌的 区分对于部分母语为汉语的人来说

也存在着
一

定 的难度 ， 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难度更大 。 汉语本体知识是进行听辨

的基础 ， 没有掌握如何区分平翘舌发音的学生对于二者的听辨区分能力也相对较

弱 。

（二 ） 发音方法相 同但发音部位不同

１ ．ｚ ［ ｔ ｓ ］ 和ｊ ［ ｔ （
３ ］ 、 ｚ ｈ ［ 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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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学生听辨数据结果可 以看出 ， 学生在对声母 Ｚ ［ ｔ ｓ ］进行听辨时 ， 在发音

方法均为不送气 、 清 、 塞擦音的情况下 ， 学生将舌尖前音 ｚ ［ ｔ ｓ ］和舌面前音 ｊ ［ ｔｄ 、

舌尖后音 ｚ ｈ ［ｔ ｓ ］发生混淆 。

２ ．ｘ ［Ｇ ］和ｓ ［ ｓ ］ 、 ｓｈ ［ｇ ］

结合学生听辨数据结果可以看出 ， 学生在对声母 ｘ ［ｅ ］进行听辨时 ， 在发音方

法均为清擦音的情况下 ， 学生将舌面前音 ｘ ［ Ｐ ］和舌尖前音 ｓ ［ ｓ ］和舌尖后音 ｓ ｈ ［ ｓ ］

发生混淆 。

第三节 其它原因

一

＼ 教师方面

学生接收语音信号的能力是进行听辨的基础 ， 同时语音信号是否准确也是影

响学生听辨结果的
一

个重要因素 。 语音阶段的教学方式大多为教师领读 ， 学生进

行模仿练习 ， 在此过程中 ， 教师的普通话发音的标准程度以及教师个人的教学经

验 、 与学生的沟通等都会对学生的发音 以及听辨产生
一

定的影响 。

据笔者了解 ， 负责 Ｌｅｖ ｅ ｌ ｌ 教学的 ５ 位教师均是由 国家汉办选派的汉语教师志

愿者 ， 都是刚刚毕业或仍在读的大学生 ， 且其中 ４ 名教师于 ２０ １ ９ 年 ９ 月 刚刚赴任 ，

赴任后两周便开展汉语教学工作 ， 但只有赴埃之前由 国家汉办组织的为期
一

个半

月 的培训经历 ， 缺乏教学实践经验 。 秋季班的教学是教师们第
一

次真正意义上的

教学 ， 尚处于探索阶段 。 教师们因为缺乏教学经验 ， 存在无法很好控制课堂秩序

的现象 ， 且对于 同
一

班级 内学生的学习水平存在差异等现象无法很好地综合运用

多种教学方法以完成教学 目标 。

另外负责 Ｌｅｖｅｌ ｌ 教学的 ５ 位教师中 ２ 位仅掌握了阿拉伯语基础语音知识 ， 另

外 ３ 位因在校期间学习 的是标准阿拉伯语 ， 而埃及人 日 常交流语言为埃及方言 ，

语音变化较大 ， 并且埃及学生的英语水平也有限 。 因为语言 问题 ， 师生在交流时

较为困难 ， 师生沟通存在 问题 。 且在教学过程中 ， 不同教师的普通话发音不同 ，

学生作为模仿发音的
一

方 ， 容易受到教师发音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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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学生方面

正如本文的第
一

章中提到 ， 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不但有埃及各个高校的

中文专业学生 ， 还有其他专业的学生 以及社会工作人士 。 二者在学习时间 、 学习

动机等方面均有所差异 ， 而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在对学生分班时主要参考的是学生

汉语水平 以及学生个人时间的选择 ， 所以会造成同
一

水平的班级里会有不同专业

的学生和社会工作人士 。 因为不同专业和工作 问题 ， 学生对于 自身的学习 目标设

置会有
一

定的不同 ， 如何做到在同
一

课堂上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对于教师而

言有
一

定的难度 。

综上所述 ，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 Ｌｅｖｅ ｌ ｌ 阶段的学生由于职业 、 年龄 、 学习

时间 、 学习动机等方面不同 ， 所以学生的接收语音信息能力 、 辨别分析能力 ， 记

忆储存能力 以及语言输出能力均有所不同 ， 导致学生听辨能力存在差异 。

小结

本文的研宄对象为汉语初学者 ， 习惯于用母语阿拉伯语发音替代汉语声母 ，

所以本文中的偏误原因多考虑母语负迁移 以及 目 的语特点的影响 ， 分析学习者受

到母语影响 以及在尚未准确 明确 目 的语发音规则时 ， 过分运用母语迁移 ， 导致同

类性质偏误 ， 从而影响学生的语音接受能力 以及区分辨别能力 。

舌尖前音 Ｚ ［ ｔ ｓ ］ 、 ｃ ［ ｔ ｓ

ｈ

］ 、 ｓ ［ ｓ ］ 中声母 ｃ ［ ｔ ｓ

ｈ

］ 的听辨能力最弱 ， 阿拉伯语中不

存在和声母 ｃ ［ ｔ ｓ

ｈ

］发音相同 的发音 ， 对于汉语初学者而言进行准确地听辨具有
一

定的难度 。 发音部位为舌尖后的声母 ｒ ［ｄ受到母语负迁移的影响 ， 学生用阿拉伯

语颤音ｊ／ｒ／替代发音 ， 偏误率较高 。 受到 目 的语中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相似的影

响 ， 舌面前音 ｊ ［ ｔ Ｇ ］ 、 ｑ ［ｔ ｅ

ｈ

］ 、 ｘ ［ｅ ］ 的偏误率较高 ， 且在阿拉伯语中无法找到发音

相似的声母 ， 学生无法用母语代入或代替 ｑ ［ｔ ｅ

ｈ

］ 、 ｘ ［ｅ ］ 的发音 ， 尤其是声

母 ｑ ［ｔ Ｇ

ｈ

］ ， 偏误率较高 。 学生在进行舌尖音学习时出现的偏误率较高 ， 听辨舌尖

前音时容易将舌尖前音与舌尖后音和舌面音混淆 ， 进行舌尖后音的听辨时易将其

与舌面音混淆 ， 还易发生送气音和不送气音混淆的情况 。

阿拉伯语中 的送气音和不送气音并没有形成对立 ， 各 自 的发音方法和发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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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均不同 ， 无法找到类似规律 。 而且汉语普通话的声母在送气与否这个特征的数

量各 自参半 ， 且具有较为明显的辨别意义的功能 ， 而在标准阿拉伯语的声母系统

中 ， 声母以不送气音为主 ， 送气音的数量很少 ， 且辨义功能并不是很明显 。 这
一

特征导致学生进行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学习时存在
一

定的难度 ， 对于学生听辨结

果产生
一

定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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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声母教学建议

本章将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汉语初级水平学生的声母教学情况和实际听辨

过程中反映出 的 问题二者相结合 ， 对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声母教学提出针对性的

教学建议以提升学生的声母听辨能力 。

第一节 精讲多练 ， 突出重点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遵循实践性的教学原则 ， 实践性即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精

讲多练 ， 需要采用灵活多样的练习方式进行语音教学 。

“

精讲
”

是从教师讲授知识

的角度而言 ，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适当地介绍理论知识和语言规则对于成人学习第

二语言是必不可少的 ， 练习也需要在理论知识的指导下展开 。 理论性知识的讲解

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要有 ， 但需要适度 ， 需要在少讲时抓住精髓讲解。

“

精讲
”

要求教师结合学生实际学习情况抓住重点知识讲解 。 据学生声母测

试结果数据显示 ， 学生对于声母 １ ［ １ ］ 、 ｍ ［ｍ］ 、 ｎ ［ ｎ］和 ｆ ［
ｆ］等的掌握程度较高 ， 所

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 可以适当减少对这几个声母的练习 ， 尽可能地增加课堂上

对学生易混淆的 ｚｈ ［ｔ § ］ 、 ｃｈ ［ｔ §
ｈ
］ 、 ｓｈ ［ § ］ 、 ｒ ［ ｚｊ等声母的发音及听辨练习 ， 真正

做到
“

精讲
”

， 不浪费课堂时间 ， 在有限的课堂时间 内让学生学到精华 ， 掌握其学

习重点和难点 。

“

多练
”

是从学生在课上课下的练习 角度出发 ， 通过大量的练习培养学生对

语言的熟悉度 ， 提高其掌握程度及听辨能力 。 第二语言的获得 ， 是需要
“

规则的

学习
”

和
“

习惯的养成
”

两方面的结合 。 在整个过程中要 以模仿练习为主 ， 讲解

为辅 ， 语音是靠练习学会的 ， 需要反复地模仿 、 反复地练习 。 教师 自身要掌握标

准的普通话 ， 在示范发音时需要准确且清晰 ， 才可 以让学生模仿 。 但盲 目 地模仿

练习也是无法正确掌握发音的 。 方法不对 ， 没有抓住重点 ， 可能会形成习惯性的

错误并
一直保持下去 。 这就要求教师在操练过程中要根据学生实际的学习情况 ，

根据学生发生错误的原因 ， 从发音部位 、 发音方法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指导 ， 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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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学生的发音 。

？
教师也要根据教学对象的实际学习情况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 。

有效地练习需要从课上课下两个方面体现 ， 因为开罗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 自

主学习性较差 ， 需要教师布置科学合理的课后练习帮助学生巩固复习 。 就读于开

罗大学孔子学院的 中文专业学生每天都有中文课程 ， 但对于其他专业学生 以及社

会人士来说每周的 中文课时量仅有 ６ 课时 。 对于其他专业学生或已有工作的社会

人士来说 ， 教师在课下为学生安排
一

些课后练习来进行复习巩固是十分有必要的 ，

布置科学合理的课后练习对于非中文专业的学生尤为重要 。 建议教师在语音教学

阶段的课堂学习结束后 ， 布置相应的朗读任务 ， 通过朗读课本上所学的声母 以及

声韵拼合练习发音 ， 并要求学生通过微信 、 Ｗｈａｔｓａｐｐ 等社交软件发送给教师 ， 教

师在听完学生的朗读后给予学生反馈并纠正学生发音 ， 课堂练习和课后巩固二者

合理的结合才能帮助学生更好地打好语音基础 ， 真正做到
“

多练
”

。

将学生母语或者媒介语和汉语进行对比可 以确定语音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 学

习者母语中或媒介语中不存在的 ， 或者是存在但和 目 的语有所差异的语音 ， 这些

语音
一

般都会成为学生学习 的重点和难点 。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 ， 学生在学习

第二外语时 ， 母语是学生思维的外壳 ， 而不是外语 。 因此学生在学习第二外语时

要依靠母语 ， 通过母语理解 、 翻译以及将母语和 目 的语进行比较 ， 是理解和掌握

外语的基础 。 将汉语和阿拉伯语的声母系统进行对比 ， 可 以帮助学生在语音学习

期间有效掌握声母发音 ， 提升学生对两种语言 中相同的音素的辨别区分能力 。 音

素教学是二语语音教学的开始 ， 目 的语和母语中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相似或母语

中不存在的音素应为教学的重点 。

汉语声母学习 的难点
一

般集中在送气音和不送气音 ， 清音和浊音以及几组发

音部位或发音方法相似的音的区分 ， 通过对这些发音相似的声母的发音方法、 发

音部位等方面的对比 ， 学生可以更好地掌握这些发音难点 。

？
结合对埃及开罗大学

孔子学院汉语初学者听辨能力测试结果分析 ， 汉语初级水平学生在听辨是存在
一

定难度的声母有 ｃ ［ ｔ ｓ

ｈ

］ 、 ｔ ［ ｔ

ｂ

］ 、 ｒ ［ｄ 、 ｄ ［ ｔ ｅ

ｈ

］ 、 ｘ ［ｅ ］ ， 需要教师在进行教学时突

出重点进行教学 。

① 刘珣 ．对外汉语教育学 弓 丨论
［
Ｍ

］
．北京 ：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０ ： ３５８ ．

① 刘询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 ［
Ｍ

］
．北京 ：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０ ： ２４７ ．

５ ２





第 四章 声母教学建议


第二节 增强课堂趣味性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 的学生均是根据 自 己需求或兴趣 自 愿前来进行汉语学

习 。 学生选择教师的课程时 ， 教师的专业能力和个人魅力是重要的衡量标准 ， 同

时课堂的气氛也是学生选择课程的重要参考 。

我国
一

贯 以
“

教师讲 ， 学生听
”

为教学原则 ， 教师是整个教学活动的 中心 ，

忽视 了学生在整个课堂 中 的主体地位 ， 很容易造成课堂气氛沉闷 ， 学生产生厌倦

心理 。 位于北非 ， 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通要冲的埃及 曾经在 １ ８ ８２ 年至 １ ９ ２ ２ 年期

间成为英国殖民地 ， 所 以其教育理念受到西方教育理念的影响较大 ， 但西方的
一

些教学方法过分强调学生在课堂活动 中 的主导地位 ， 忽视 了教师在整个教学活动

中 的作用 。 所 以在埃及的汉语教师要将两种教育理念充分地结合起来 ， 明确 自 己

在整个教学活动 中 的主体地位 ， 需要发挥
一

定的主导作用 ， 要根据教学大纲所提

出 的要求 ， 在熟悉教学大纲 ， 确定合适的教学方法的前提下 ， 了解班级学生的特

点 ， 组织好每
一

节课 。 教学活动 中应该 以学生为 中心 ， 教师为主导 ， 设计丰富 的

课堂活动来活跃课堂气氛 ，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 的学生大多活泼好动 ， 课堂参与度很高 ， 喜欢在课堂上

发表 自 己的看法 ， 导致课堂上会有些吵闹 。 所 以在进行课堂活动过程 中 ， 需要教

师在控制整个教学进程时 ， 也要保证课堂秩序 ， 否则教学效果会适得其反 。 同时

教师在设计课堂活动时也考虑当地的文化因素 ， 埃及作为典型 的阿拉伯 国家 ， 男

生和女生之间不可有过多 的肢体接触 ， 可 以发现课堂上男女生会主动分开坐 ， 教

师需要在设计活动时尽量避免学生发生肢体接触 。

在语音教学阶段 ， 笔者 曾和学生玩过声韵调拼合的游戏 ， 学生们对这个游戏的

反馈很好 。这个游戏适合学生在学习
一

定数量的声母和韵母 以及声调后进行复习 ，

具体过程为教师提前准备两套己学声母和韵母 以及 四声声调 的卡片 ， 在教师领读 、

学生跟读 以及纠正发音后 ， 可 以找两组学生 ， 每组 由三名学生组成 ， 三人分别持

声母卡 、 韵母卡和声调卡 ， 在教师说出某
一

音节后 ， 判断哪组学生拼 出正确音节

的速度更快 ， 并设置相应的奖惩措施 。 同时为提升整个课堂的参与度 ， 教师可随

机挑选其他学生说出某
一

音节 ， 既可 以通过随机提 问检查未参与声韵卡片拼合的

学生是否听课 ， 也可 以练习参与游戏的学生的听力水平 。 且学生平时 已经习惯了

老师或者录音的标准发音 ， 由学生 自 己发音 自 己记录 ， 可 以检查出他们实际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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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的水平 。 在参与游戏的学生给出答案后 ， 让未参与游戏的学生来判断是否正

确 ， 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 除了进行
一些游戏练习 ， 教师们还可以通过

一

些发音相

似声母的绕 口令 、 朗朗上 口 的儿歌等进行语音练习 ， 也可以教唱
一

些歌曲增强课

堂的趣味性 ， 但是在歌曲的选择过程中 ， 教师需要注意所选择的歌曲旋律比较容

易记忆 ， 挑选句子较短且语法简单的歌词 ， 比如开罗大学孔子 Ｌｅｖｅｌ ｌ 阶段学生传

唱度较高的歌曲 《月 亮代表我的心 》 、 《甜蜜蜜 》 等 。

第三节 音素教学和音节教学相结合

按照语音教学内容进行分类 ， 可以主要分为三大类 ： 音素教学法 、 音节教学

法以及语流教学法 ， 在声母教学过程中 以下两种教学方法较为适用 。

（

一

） 音素教学法

赵金铭先生主张 ：

“
一

个长期班的汉语教学在刚刚开始时应该安排相对集中的

１ ０ 天到两周 的语音教学阶段 。 这个阶段按照汉语语音系统的规律 ， 根据音素以及

声调的难易情况进行循序渐进的教学 ， 达到熟悉并掌握汉语语音系统声母 、 韵母

和声调的 目 的
”

。

？
音素教学法从语音最小的单位进行教学 ， 可以让学习者系统地

学习语音知识 ， 形成 良好的语音基础 。 但学习者可以发准单个语音时并不代表可

以发好整体音 ， 且音素教学法教学时使得学习者无法形成语感 ， 造成课堂枯燥乏

味 。 开罗大学中文专业的学生在中文系正式开课前进行为期两周 ， ４８ 课时的集中

语音教学 ， 主要采用 的就是音素教学法 ， 重点练习学生声母 、 韵母 以及声调的发

音 。

（二 ） 音节教学法

音节教学法即从音节教学切入分为两步 ， 先从音节到音素 ， 再 由音节到语流 。

音节到音素的教学过程中 ， 将音节分为声母和韵母 ， 让学习者可 以把握音节结构

的构成并辨别每
一

个音素的发音 。 音节到语流的过程中 ， 将己经学过的音节组合

起来构成可理解的短语和句子 ， 让学生体会语音在语流中的变化 。 音节教学法强

调语音教学的系统性和基础性 ， 但在音节到语流的教学过程中 已学习 的音节并不

足表达语义 ， 对学习者的交流产生
一

定的负面影响 。

① 赵金铭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 ［
Ｍ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５ ： １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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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目 前对外汉语语音教学实践中 ， 并没有绝对单
一

地采用某
一

种教学法 ，

一

般在学习者掌握部分音素后会过渡到部分音节的教学 ， 或者搭配简单 日 常的语句

教学 ， 综合采用这两种教学方法 。 在笔者的声母教学实践中 ， 音素教学为先 ， 结

合音节教学 。 例如 ： 在进行声母 ｂ ［ｐ ］ 的教学时 ， 笔者在展示完声母 ｂ ［ｐ ］后进行领

读 ， 学生进行发音模仿 ， 在全班齐读 、 抽读等环节结束后结合发音较为简单的单

韵母ａ 、 〇 、 ｅ 、 ｉ 、 ｕ 、 Ｕ进行拼合练习 ， 再次进行巩固 。 在进行学生声母学习难点

ｊ ［ ｔｄ 、 ｑ ［ ｔ ｅ

ｈ

］ 、 ｘ ［ ｇ ］ 的教学时 ， 可以在领读模仿练习结束后 ， 和相 同韵母进行拼

合 ， 如 ｊ ｉ ａ 、 ｑ ｉ ａ 、 ｘ ｉ ａ等 ， 让学生进行分辨练习 ， 更容易掌握三者发音的不同 ，

同时提升学生语音听辨能力 。 音素与音节结合的教学方法可以较好地提升学生对

于舌尖音 、 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听辨能力 。

第四节 使用听力微技能教学法

学习者在进行语音听辨过程中需要充分激发和调用各方面的能力 ， 其中学习

者的感知能力 、 听力理解能力 以及记忆储存能力是影响听辨结果的重要方面。 基

于功能主义语言学理论基础 ， 对第二语言学习者开展汉语语音听力教学需要通过

提升学习者的语音听辨分析能力进行 。 对此 ， 学者们提出教师在听力教学中要注

重运用听力微技能训练的教学方法 ， 微技能是人类 自 身的
一

种潜在的微妙的心理

认知能力 ， 它可以支配人的行动 以及思维 ， 其中也包括语言学习 。 听力微技能教

学法也就是将听力教学的方式细化成为小的技能 以进行课堂教学 ，

目 前学界对于听力微技能的细化构成仍存在
一

定争议 ， 但对于听力教学中听

力微技能培养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 ， 其中杨惠元先生所概括出 的听力教学的八项

微技能在学术界的影响较大 ， 包括 ：

“

辨别分析能力 、 记忆储存能力 、 联想猜测能

力 、 快速反应能力 、 边听边记能力 、 听后模仿能力 、 检索监听能力和概括总结能

力 。

”？
辨别是学习者可以对不同的语言信息加 以区分 ， 即学习者可以有效地分辨

和判断教师所输入的语音信息 。 分析是指将信息进行归纳整理后 ， 理解并寻找本

质 内容之间的联系 ， 也就是学习者可以分类剖析教师所输入信息的实际意义 。 辨

别分析能力 ， 也就是学生在听辨过程中对于语音信号的处理能力 ， 作为八项技能

① 杨惠元． 汉语听力说话教学法 ［Ｍ］ ．北京 ：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１９９６ ：２８

－

３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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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基本的
一

项能力 ， 也是汉语初学者需要掌握的基本的听力技能 。

对于汉语初级水平学生而言 ， 能否正确接收语音信息直接影响学生的下
一

步

判断 ， 在针对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汉语初级水平学生进行声母教学时 ， 教师需

要结合其他各项技能 ， 多方位地培养学生的各项技能 以提升学生的听辨能力 。 教

师在进行声母语音教学时 ， 应该将考察学生的听辨能力贯穿在整个教学环节中 ，

通过不断丰富听辨教学的形式和 内容 ，可 以让学生在听后完成书写或是回答问题 ，

设计多种形式 ， 例如本文的测试试卷 ， 学生在听后对己知 内容进行判断或选择 ，

练习学生的听后模仿能力 、 快速反应能力 、 边听边记能力 、 记忆储存以及概括总

结能力 。 充分利用听力微技能教学方法 ， 可 以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 提升学生

的听辨能力 。

第五节 具体教学建议

一

、 声母 ｊ 、 ｑ 、 叉 教学建议

根据学生听辨数据显示 ， 学生对于舌面音 ｑ ［Ｕ
ｈ

］和 ｘ ［ｅ ］ 的 区分程度很低 ， 分

别仅有 ４３％和 ６８％ ， 需要对 ｑ ［ｔ ｐ

ｈ

］和 ｘ ［ｅ ］进行重点教学 。声母 ｊ ［ｔ ｅ ］ 、 ｑ ［ｔ ｐ

ｈ

］和 ｘ ［ ｇ ］

在阿拉伯语中均不存在相似的发音 ， 没有母语作为参考 ， 所 以学生对于其发音部

位和发音方法较难掌握 ， 成为学生在语音学习阶段的学习难点 ， 同时也是教师在

整个教学过程中的教学重点 。

（

一

） 语音对比教学

ｊ ［ ｔ Ｇ ］ 、 ｑ ［ ｔ ｅ

ｈ

］ 、 ｘ ［ｅ ］三个声母的发音部位均为舌面前 ， 不同的是 ｘ ［ｄ是擦音 ，

气流从舌面和硬腭前部后所构成的窄缝中摩擦发音 ， ｊ ［ｔ ｅ ］和 ｑ ［ ｔ ｅ

ｈ

］则是塞擦音 ，

气流在舌面和硬腭前部完全闭塞后冲出
一

条窄缝 ， 摩擦发声 ， 二者的区别在于冲

破阻碍时的气流强弱 ， 即送气与否 ， 结合上文的分析 ， 辨别送气与否是学生的学

习难点 。 通过展示发音器官图 ， 让学生了解 ｊ ［ ｔ ｅ ］ 、 ｑ ［ ｔ ｅ

ｈ

］ 、 ｘ ［ｄ 的发音部位和气

流出处 ， 可以让学生先掌握声母 ｘ ［ ｅ ］ 的发音 ， 在 Ｘ ［ ｅ ］ 的发音的基础上 ， 保持 口型

不变 ， 然后通过展示发音器官图或者辅以
一

定手势 ， 示意学生将舌面前部抬起抵

住硬聘 ， 气流冲破阻碍后的发音就是 ｊ ［ｔｄ ， 气流更强
一

些就是 ｑ ［ｔ ｅ

ｈ

］ 的发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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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游戏教学

根据听力测试数据结果反映 ， ｊ ［ｔ ｅ ］ 、 ｑ ［ｔ ｅ

ｈ

］ 、 ｘ ［Ｇ ］ 的发音是学生汉语声母学

习过程中的学习难点 ， 所以教师完成直观展示和演示教学后 ， 确认学生初步掌握

ｊ ［ ｔ ｅ ］ 、 ｑ ［ ｔ ｅ

ｈ

］ 、 ｘ ［ ｅ ］三个声母的发音后 ， 可以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巩固练习 。 例

如教师提前准备好词卡 ， 教师在课堂 内走动 ， 以富有趣味的方式向学生展示词卡 ，

随机抽取学生进行声母 ｊ ［ｔ ｅ ］ 、 ｑ ［ ｔ ｅ

ｈ

］ 、 Ｘ ［ｄ相 同韵母的拼读 ， 活跃课堂气氛的 同

时进行教学 。

词卡 内容根据学生所使用 的教材 《 ＨＳＫ 标准教程 １ 》 中 出现的声母为 ｊ ［ ｔｄ 、

ｑ ［ ｔ ｅ

ｈ

］ 、 Ｘ ［ ｅ ］ 的音节进行设计 ， 如学生们在 Ｌｅｖｅ ｌ ｌ 语音学习阶段结束后会学到的

发音 ： ｘｉ西 、 ｊ ｉ几 、 ｑｉ七
； ｊ ｉ §姐 、 ｑ ｉ §切 、 ｘ ｉ ｆｅ谢等 ， 既练习 了学生对于声母 ｊ ［ｔ ｅ ］ 、

ｑ ［ ｔ ｅ

ｈ

］ 、 ｘ ［ ｅ ］ 的辨别区分能力 ， 也让学生了解到要学到的发音 ， 增加熟悉度 。

（三 ） 带音法教学

ｘ ［ ｅ ］ 的教学 ： 在阿拉伯语辅音系统中没有和声母 ｘ ［ｅ ］相同的发音 ， 但在阿拉

伯语中 的辅音ｄ ［Ｊ］和可以兼起元音作用 的字母４ Ｕ ］拼合时的发音Ｐ Ｌｆ ｉ ： ］和 ｘ ［ ｅ ］

较为接近 ， 音节 在发音时舌尖抵住下齿龈 ， 舌面下降和上腭留有缝隙后 ，

气流从缝隙中冲 出并延长发音 ， 其发音方法同声母和 ｘ ［ｇ ］相 同 ， 但发音部位舌面

的运动方 向略有不同 。 阿拉伯语音节 在发音时舌面下降 ， 和上腭的缝隙

较大 ， 而 ｘ ［ｄ在发音时舌面抬升仅留有窄缝 ， 气流摩擦而出 。 所以在教学过程中 ，

教师可 以结合形象的手势进行解释 ， 手掌代表舌面 ， 在标准阿拉伯语音节ｄＵ ｉ ： ］

发音时手指呈下沉方向 ， ｘ ｋ ］发音时手指抬升方向 ， 更好地帮助学生掌握 ｘ ｋ ］ 的

发音 ， 用带音法将 ｘ ［ ｅ ］ 的发音引 出来 。

ｑ ［ｔ ｅ

ｈ

］ 的教学 ： 教师在学生掌握 ｘ ［ｅ ］ 的发音后 ， 让学生保持 口型 ， 然后通过

展示发音器官图或者辅以
一

定手势 ， 示意学生将舌面前部抬起抵住硬腭 ， 发出较

强的气流冲破舌面和硬聘所构成的阻碍 ， 用 ｘ ［ｄ 的发音将 ｑ ［ ｔ ｅ

ｈ

］ 的发音带出来 。

二 、 声母 ｚ 、 ｃ 、 ｓ 、 ｚｌｕｅｈ ＼ｓ ｌｕｒ教学建议

通过学生听力测试结果的数据结果可以看出 ， ８０％以上的同学可以准确掌握

ｚ ［ ｔ ｓ ］ 、 ｃ ［ ｔ ｓ

ｈ

］ 、 ｚｈ ［ ｔ ｓ ］ 、 ｃｈ ［ｔ ｇ
ｈ
］ 、 ｓｈ ［ ｇ ］五个舌尖音 ， 但对于ｃ ［ｔ ｓ

ｈ

］ 和ｒ ［２ｊ的掌

握程度较差 ， 所以笔者建议在用对比法和直观演示法对发音部位均为舌尖的声母

进行区别后 ， 对声母 ｃ ［ｔ ｓ

ｈ

］和 ｒ ［２ｊ进行进
一

步的巩固练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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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对 比教学

本文在第三章进行母语负迁移对于学生听辨能力 的影响 中详细对比 了ｚ ［ ｔ ｓ ］ 、

ｃ ［ ｔ ｓ

ｈ

］ 、 ｓ ［ ｓ ］ 、 ｚ ｈ ［ ｔ ｇ ］ 、 ｃｈ ［ ｔ ｇ
ｈ

］ 、 ｓ ｈ ［ ｇ ］ 、 ｒ ＵＪ与阿拉伯语辅音系统 中相似声母

的发音 ， 可 以通过使用 多媒体或书写展示阿拉伯语辅音后 ， 通过示范汉语声母和

阿拉伯语辅音的不同细节 ， 帮助学生更准确地掌握声母发音 ， 从而提升学生的听

辨能力 。

（二 ） 直观演示教学

因为声母Ｚ ［ ｔ ｓ ］ 、 ｃ ［ ｔ ｓ

ｈ

］ 、 ｓ ［ ｓ ］ 、 ｚ ｈ ［ ｔ ｇ ］ 、 ｃ ｈ ［ ｔ ｇ
ｈ

］ 、 ｓ ｈ ［ ｇ ］ 、 ｒ ［４ ］ 的发音部位

均为舌尖 ， 学生很容易对其产生混淆 。 教师在示范发音后 ， 可 以 向学生展示发音

器官图 ， 通过具象的 图片展示让学生更好地明 白舌尖前音和后音的 区别 ， 如 图 ２ ２

所示 ：

！／
：

ｔｖ
Ｉ

｜

！１ｗｋ ，

图 ２ ２ 发音器官 图

同时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可 以辅 以
一

定的手势进行演示 ， 例如用手掌代表舌面 ，

舌尖前音时 ， 伸平整个手掌 ， 模拟舌尖前音 ｚ ［ ｔ ｓ ］ 、 ｃ ［ ｔ ｓ

ｈ

］ 、 ｓ ［ ｓ ］ 时舌尖平伸的状

态 。 发舌尖后音 ｚ ｈ ［ ｔ § ］ 、 ｃ ｈ ［ ｔ ｇ
ｈ
］ 、 ｓ ｈ ［ ｇ ］ 、 ｒ ［ ｚｊ 时 ， 手指翘起模仿舌尖翘起的形

态 ， 可 以让学生直观地看到舌头在 口腔 内 的运动轨迹 ， 图像和手势两种方法结合

在
一

起演示舌尖音更方便学生理解 。

（三 ） 带音法教学

〇 ［ １＾ ］ 和 ｒ ｋ ］ 在阿拉伯语中均无法找到相似的发音 ， 对于学生来说是
一

个完

全陌生的音节 ， 所以二者是学生学习 的难点 。

声母 ｃ ［ ｔ ｓ

ｈ

］ ： 根据学生听力测试的统计数据显示 ， ８ ８％的学生可 以听辨声母

ｚ ［ ｔ ｓ ］ 的发音 ， 所 以可 以用学生掌握程度较高的声母 ｚ ［ ｔ ｓ ］来引 导学生 ｃ ［ ｔ ｓ

ｈ

］ 的发

音 。 ｚ ［ ｔ ｓ ］和 ｃ ［ ｔ ｓ

ｈ

］发音部位均为舌尖前部 ， 发音方法均为清 、 塞擦音 ， 主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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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 ｃ ［ｔ ｓ

ｋ

］发音时气流更强 ， 所以可以使用带音法进行教学 。 教师可 以先让学生

发 ｚ ［ ｔ ｓ ］ ， 然后示意学生发音时气流更强 ， 同时教师可 以用双手运动的幅度代表

气流的强弱程度 ， 让学生在视觉和听觉上都可以感觉到 ｃ ［ ｔ ｓ

ｈ

］ 的气流冲破阻碍时

更强 。 在学生可以正确发音后 ， 辅以
一

定的辨音训练进行巩固 ， 例如 ｚａ／ｃａ 、 ｚ ｅ／ｃ ｅ

等 ， 或者组织
“

拍苍蝇
”

的游戏 ， 教师在黑板上写下 ｚａ 、 ｃａ 、 ｓａ 三个音节并标上

序号①②③后 ， 教师随机说
一个发音 ， 让学生回答序号 ， 在学生可 以很好的辨析

这三个发音时 ， 教师可以挑选学生随机说音节 ， 其他学生说序号 ， 锻炼学生的听

力水平 。

声母 ｒ （＾］ ： 多数教师通常会将舌尖后音放在
一

起进行教学 ， 并 习惯将 ｒ ［２ｊ

放在 四个舌尖后音声母最后
一

个进行教学 ， 所 以在进行 ｒｋ］ 的教学时 ， 声母

叫 ［忭 ］ 、 ｃｈ ［ｔ §
ｈ
］ 、 ｓｈ ［§ ］ 的教学己经完成 ， 从而我们可 以采用带音法对 ｒｋ ］进行

讲解。 通过学生听力测试结果可以看出 ， ９２％的学生都可 以准确掌握声母 ｓ ｈ ［ ｓ ］ 的

发音 ， 而声母 ｓｈ ［ ｇ ］和 ｒｋ ］ 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相同 ， 二者的区别在于 ｓｈ ［ § ］

在发音时声带不振动 ， 而 ｒｋ］在发音时声带会振动 ， 先让学生发 ｓｈ ［ § ］ 的音 ， 保

持 口型和舌位不变 ， 然后告诉学生振动声带 ， 并让学生把手放在脖子上感受声带

振动 ， 在学生掌握发音后进行音节辨音训练进行巩固 。 因母语负迀移影响 ， 部分

学生在发 ｒ
ｋ］时会 自 觉将其阿拉伯语中对应的颤音ｊ／ｒ／混淆 ， 导致发 ｒ

［ ｚｊ 时舌尖

会无意识地颤动 ， 所 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提醒学生有意识地控制舌头 ， 避免

舌尖发生颤动 。

三 、 声母 ｂ 、 Ｐ 、 ｄ 、 ｕｇ ｖｋ教学建议

学生在学习 ｂ ［ｐ］和 ｐ ［ｐ

ｈ

］ 、 ｄ ［ ｔ ］和 ｔ ［ ｔ

ｈ

］ 、 ｇ ［ｋ ］和 ｋ ［ｋ
ｈ

］这三组送气音和不送

气音时 ， 对于 ｄ ［ ｔ ］和 ｔ ［ ｔ

ｈ

］ 的掌握程度是最低的 ， 需要加强相应的听辨练习 。

（

一

） 感受法教学

发音时 ， 要求学生将轻薄的软纸片或手掌放在嘴唇前 ， 看软纸片是否摆动或

手掌能否感受到气流 ， 让学生通过亲身感受来判断 自 己的发音是否到位 ， 方便学

生 自 己进行纠音 。

（二 ） 游戏教学

送气音和不送气音作为语音教学重点 ， 需要教师进行丰富多样的练习帮助学

生进
一

步掌握 ， 通过组织
一

些小游戏可以很好地活跃课堂气氛 ， 也可以让教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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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悦欢快的氛围下检查教学效果 。 区分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小游戏有很多 ， 例如

听音改读 ， 检测学生对于 ｂ ［ｐ ］和 ｐ ［ｐ

ｈ

］ 的区分时 ， 老师读 ｂａ ｎｇ ， 学生改读 ｐａｎｇ ， 然

后换过来 ， 教师读 ｐａｎｇ ， 学生读 ｂａ ｎｇ ， 操作简单 ， 既可以检查学生的掌握程度 ，

也可 以锻炼学生的反应能力 ， 强化近似音 ， 锻炼学生听音辨音的准确程度 。

（三 ） 语音对比教学

学生对于在区分声母 ｄ ［ ｔ ］和 ｔ ［ ｔ

ｈ

］ 时难度较大 ， 可 以在采用感受法对学生教

学后再借助学生的母语对其进行进
一

步的辨析 ， 加深学生印象 。

声母 ｄ ［ ｔ ］ 的发音与阿拉伯语中的４ ｄ ］发音有相似之处 ， 二者的发音部位均为

齿龈和舌尖 ， 由舌尖和上齿龈构成阻碍后 ， 气流冲开阻碍 ， 爆破而出 ， 但阿拉伯

语中的Ｖｄ／在发音时声带会随之振动 ， 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发音时声带是否振动 。

可 以结合感受法 ， 让学生在发音时将手放在脖子上进行感受 。

声母 ｔ ［ ｔ

ｈ

］和阿拉伯语中的Ｑ ［ｔ ］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相近 ，
二者均为齿龈音 ，

发音方法均为清塞音 ， 但汉语声母 ｔ ［ ｔ

ｈ

］为送气音 ， 阿拉伯语辅音６ ［ ｔ ］ 的发音气

流较弱为不送气音 ，
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发音时送气与否 。 可 以结合感受法 ， 让

学生感受气流的强弱 。

在学生掌握声母 ｄ ［ ｔ ］ 、 ｔ ［ｔ

ｈ

］ 的发音后 ， 再通过感受法让学生了解送气音和不

送气音的区别 以进行巩固 ， 提升学生的发音准确度和听辨准确度 。

小结

声母教学作为汉语教学的基础 以及开端 ， 需要通过大量练习 以增强学生对发

音的熟悉度 。 语音学习过程中需要大量地模仿 ， 很容易让学生产生厌烦心理 ， 教

师可通过设计课堂活动或游戏活跃课堂气氛 ， 提升学习者参与度 ， 调动学习者学

习热情 。 教师在课堂上所教授的 内容需要学生在课下进行复习巩固 ， 但因为学生

对于汉语学习方法仍有
一

定的困惑 ， 需要教师加强引 导 ， 培养学习者 良好的学习

习惯 。

汉语本体知识作为学生听辨能力的基础 ， 教师可 以通过语音对比 、 音素和音

节结合法 、 听力微技能教学法等提升学生辨别 区分能力 ， 为学生听辨能力的提升

奠定 良好的基础 。

在对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学生的学习难点舌面前音 儿扣 ］ 、 ｑ ［ ｔ （
３

ｈ

］ 、 Ｘ ［ ｅ ］进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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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 ， 建议教师综合运用对比 、 游戏 、 带音等教学方法进行教学 ， 因学生母语的

声母系统中不存在与 ｊ ［ｋ ］ 、 ｑ ［ ｔｅ

ｈ

］ 、 ｘ ［ｅ ］发音相似的声母 ， 进行舌尖音内部的 比

较让学生清晰的了解发音区别 ， 还可以通过在阿拉伯语语音系统中与之相似的音

节进行带音 ， 结合练习进行巩固 ， 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学习难点 。

进行舌尖音ｚ ［ ｔ ｓ ］ 、 ｃ ［ ｔ ｓ

ｈ

］ 、 ｓ ［ ｓ ］ 、 ｚ ｈ ［ ｔ ｇ ］ 、 ｃｈ ［ｔｓ
ｈ
］ 、 ｓｈ ［ ｇ ］ 、 ｒ ［ｚｊ 教学时 ，

结合学生听力测试结果反映的 ｃ ［ｔ ｓ

ｈ

］和 ｒ ［ ２ｊ 的准确率较低 ， 需要在使用对比法 、

直观演示法后 ， 使用带音法对 ｃ ［ ｔ ｓ

ｈ

］和 ｒｋ］进行重点教学 。

因为汉语语音的特征 ， 不送气音和送气音是语音教学阶段的重点 。 根据开罗

大学孔子学院学生听辨测试结果反映 ， 学生对于 ｄ ［ ｔ ］和 ｔ ［ ｔ

ｈ

］ 的掌握程度是 比较

低的 ， 需要教师将 ｄ ［ ｔ ］ 和 ｔ ［ ｔ

ｈ

］ 与学生母语进行对比 ， 帮助学生更准确地掌握二

者的区别 ， 提升学生的听辨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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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语音教学被形象地誉为
“

语言的外壳
”

， 语音作为掌握听说读写各种技能和交

际能力的前提 。 如果掌握不好语音 ， 会直接影响到 口语的表达 ， 也会影响到听力

水平 ； 反之 ， 如果语音准确度很高 ， 通常在
一

开 口就能够给对方以好感 ， 形成 良

好的交谈氛围 ， 良好的汉语本体知识也是学生进行听辨的基础 。 目 前中埃两国教

育部也正在商议将汉语设置成为埃及高中 的选修课 ， 未来埃及的学习汉语的人数

数量将进
一

步增加 ， 对于汉语初级水平学生的听辨能力进行分析研究将促进埃及

开罗大学孔子学院教学水平的提升 ， 为埃及培养更多的优秀汉语人才 。

结合对学生听辨测试数据的统计分析 ，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学生在 ２ １ 个声

母的听辨过程中 ， 受到母语负迁移和 目 的语 自身特点的影响 ， 声母 ｃ ［ ｔ ｓ

ｈ

］ 、 ｔ ［ ｔ

ｈ

］ 、

ｒ ｋ ］ 、 ｑ ［ ｔ ｅ

ｈ

］ 、 Ｘ ［ｄ 的偏误率较高 ， 学生对于这五个声母的听辨能力相对较弱 。

通过对埃及开罗大学孔子学院学生声母听辨情况的调查以及教学方法的研宄 ，

发现学生在声母学习过程中时 ， 会受到母语迁移及 目 的语特点的影响 ， 需要教师

在课堂上准确并适度纠正发音 ， 以免学生在课后 自 己练习时发生错误 。 教师需要

做到
“

精讲
”

， 通过设计丰富的课堂活动 ， 结合科学合理的课后练习 ， 实现
“

多练
”

的 目标 。 要求教师在熟悉教材 ， 明确教学大纲的情况下 ， 需要组织好每
一

堂课 ，

设计好每
一

堂课的教学流程 ， 将多种方法结合在
一

起授课 ， 增加课堂的趣味性 ，

帮助学生建立
一

个 良好的语音基础 ， 提升学生的汉语声母听辨能力 ， 为其在后期

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

汉语本体知识是学生进行听辨的基础 ， 学生的听辨能力受到学习者个人对于

汉语知识掌握程度的影响 ， 想要提升学生的声母听辨能力 ， 需要提升学习者的声

母发音准确度 。 在汉语学习 的初期阶段 ， 学生较容易受到母语负迁移的影响而产

生偏误 ， 需要教师对于学生母语有
一

定的了解 ， 对比学生母语与汉语的不同 ， 预

测学生易 出现的偏误 ， 发现学生的学习难点 ， 更好地改进教学方法 ， 提升学生的

听辨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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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声母测试试卷

听力测试试卷 Ｌ ｉ ｓ ｔ ｅｎ ｉｎｇ

―

、 根据听到的录音 ， 写 出下列拼音的声母 ， 每题 ２ 分 ， 共计 １ ４ 分。

Ａｃｃｒｏｄ ｉ ｎｇｔ ｏｔｈｅｒｅ ｃｏｒｄ ｉｎｇｙｏｕｈｅａｒ ，ｖｎｒ ｉ ｔ ｅｔｈｅｉ ｎ ｉ ｔ ｉ ａｌ ｓｏｆｔｈｅｆｏ ｌ ｌ ｏｗ ｉ ｎｇ

ｐ ｉ ｎｙ ｉ ｎ ，２ｍａｒｋｓｏｆｅａｃｈ ．

１ ．



ｕ６ ２ ．



ｕａ ｎｇ ３ ．



ｕｏ

４


ｕａｎｇ ５ ．



ｕａｎｇ ６ ．



ｕｏ

７ ．



ｕ６

二 、 根据听到的录音 ， 为下列拼音选择正确的声母 ， 每题 ２ 分 ， 共计 １ ２ 分 。

Ａｃ ｃｒｏｄ ｉ 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ｅｃｏｒｄ ｉ ｎｇｙｏｕｈｅａｒ ，ｃ ｈｏｏ ｓｅｔ ｈｅｃｏｒｒｅｃ ｔｉ ｎ ｉ ｔ ｉ ａ ｌ ｓｏｆｔｈｅ

ｆｏ ｌ ｌ ｏｗ ｉ ｎｇｐ ｉ ｎｙ ｉ ｎ ，２ｍａｒｋｓｏ ｆｅａｃｈ ．

１ ．



ａ ｉ（ ｂ／ｐ ） ２ ．



ｆｉ（ ｄ／ｔ ） ３ ．



ｅ（ ｋ／ｇ ）

４ ．



ａ ｏ（ ｄ／ｔ ） ５ ．



ｅｎｇ（ ｋ／ｇ ） ６ ．



ｉｉ（ ｂ／ｐ ）

三、 根据听到的录音 ， 判断下列声母与听到的是否
一

致 ， 用 Ｖ或 Ｘ 表示 ， 如果错

误 ， 请写出正确形式 ， 每题 ３ 分 ， 共计 １ ２ 分 。

Ａｃｃｒｏｄ ｉ 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ｅｃｏｒｄ ｉｎｇｙｏｕｈｅａｒ ，Ｊｕｄｇｅ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ｒｆｏ ｌ ｌｏｗ ｉｎｇｉｎ ｉ ｔ ｉ ａ ｌ ｓ

ａｒｅｃ ｏｎ ｓ ｉ ｓ ｔ ｅｎ ｔｗ ｉ ｔｈｗｈａｔｙｏｕｈｅａｒａｎｄｐｕ ｔＶｏｒＸ
，
ａｎｄｗｒ ｉ ｔｅ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ｃ ｔ

ｏｎｅｉ ｆｉ ｔｉ ｓｗｒｏｎｇ ，３ｍａｒｋｓｏｆｅａｃｈ ，

１ ．

ｊ ｉ ａ ｏ（） ２ ．ｑｕ（）３ ．ｘ ｕ§（）４ ．ｈｕａｎｇ（ ）

四 、 根据听到的录音 ， 补全下列句子中 的声母 ， 每题 ３ 分 ， 共计 １ ２ 分 。

Ａｃ ｃｒ ｏｄ ｉ ｎｇｔ ｏｔ ｈ ｅｒｅｃｏｒｄ ｉｎｇｙｏｕｈｅａｒ
，ｃｏｍｐ ｌ ｅ ｔ ｅｔｈｅｉ ｎ ｉ ｔ ｉ ａ ｌ ｓｏｆｔｈｅｆｏ ｌ ｌ ｏｗ ｉ ｎｇ

ｓ ｅｎｔ ｅｎｃ ｅ ｓ ，３ｍａｒｋｓｏｆｅａｃｈ ．

１ ． Ｎ Ｉｚ ａ ｉ６ｒ？

２ ．Ｔａｘ ｌ ｈｕａｎｃｈ ｉ ｉ ｄｎ ｔ ｉ ａｏ ．

３ ．Ｔａｘｕ§ｘ ｉｈａｎｙｕｓａｎｇｅｙｕ ｅｅ ．

６７



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４ ．Ｎｌ ｍｅｎｊ ｌ ｄ ｉ Ｓｎｃｈｉｗａｎ


ａ ｎ ．

听力材料 ：

一

、 根据听到的录音 ， 写 出下列汉语拼音的声母 。

１ ．ｃｕ６２ ．ｓｈｕａｎｇ３ ．ｒｕ６４ ．ｃｈｕａｎｇ ５ ．ｚｈｕａｎｇ６ ．ｓｕ６

７ ．ｚ ｕ６

二 、 根据听到的录音 ， 为下列拼音选择正确的声母 。

ｌ ． ＾ａ ｉ（ ｂ／ｐ ） ２ ． ｄｆｉ（ ｄ／ｔ ） ３ ． ｇｅ（ ｋ／ｇ ）

４ ．ｔ ａｏ（ ｄ／ｔ ） ５ ．ｋｅｎｇ（ ｋ／ｇ ） ６ ．ｂｔｉ（ ｂ／ｐ ）

三 、 根据听到的录音 ， 判断下列声母与听到的是否
一

致 ， 用 Ｖ或 Ｘ表示 ， 如果错

误 ， 请写 出正确形式 。

１ ．ｘ ｉ ａｏ２ ．
ｑＣｉ３ ．ｘｕ§４ ．

ｇｕａｎｇ

四 、 根据听到的录音 ， 补全下列句子中的声母 。

１ ．ＮＩｚ ａ ｉｎｆｌｒ？

２ ． Ｔａｘ ｉ ｈｕａｎｃ ｈ ｉｍ ｉ ａ ｎｔ ｉ ａ ｏ ．

３ ． Ｔａｘｕ６ｘ ｉｈａｎｙｕｓａ ｎｇ６ｙｕｅｌｅ ．

４ ．Ｎ ｌ ｍｅｎｊ ｌ ｄ ｉ ａｎｃｈｉｗａｎｆａｎ ．

答案 ：

一

、 根据听到的录音 ， 写出下列汉语拼音的声母 。

１ ．ｃ２ ．ｓｈ３ ．ｒ４ ．ｃｈ５ ．ｚｈ６ ．ｓ７ ．ｚ

二 、 根据听到的录音 ， 为下列拼音选择正确的声母 。

１ ．ｐ２ ．ｄ３ ．

ｇ４ ．ｔ５ ．ｋ６ ．ｂ

三 、 根据听到的录音 ， 判断下列声母与听到的是否
一

致 ， 用 Ｖ或Ｘ表示 ， 如果错

误 ， 请写 出正确形式 。

１ ．Ｘｊ
ｉ ａｏ２ ．Ｖ ３ ．Ｖ４ ．Ｘｈｕａｎｇ

四 、 根据听到的录音 ， 补全下列句子中的声母 。

１ ．ｎ ２ ． ｉｎ３ ． １ ４ ．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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