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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所进行的实验研究 ， 是在传统的听辨实验基础上 ， 结合实验语音学的卢学实验 ， 依

据数据 、 表格等 ， 对 位索马里留学生汉语单字调的 习得进行系统分析 ， 探讨其语音习得规

律 ， 总结其语音偏误类型 ， 并提出相应的教学对策 。 全文共分五个部分 。

第一章 “ 引论 ” 。 简述本文的选题缘 由 、 研究意义 、 研究 的及国 内外对于外国 留学生

汉语单字调 习得的研究 。

第二章 “听辨实验 ” 。 从留学生听辨中 国人发音和 中 国人听辨 留学生发音两个角度 ， 综

合考察索马里 留学生汉语单字调输入与输出之间 的关系 。 在介绍实验对象的选择 、 实验字表

的设计和实验程序的确定的基础上 ， 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 实验结果显示 ：

单字调的难易输入与输出 比较 ， 输入的偏误多于输 出 的偏误 ， 可见输入难度大 丁

输出难度 ； 其中声调难易顺序表现相同 ， 均为 卩 丨 丨 平最难 ， 阴平和上卢次之 ， 去卢最容易 ；

误听类型与误读类型的偏误表现基本相同 ；

混淆类型的偏误表现也基本相同 。 可见 ， 索马里 留学生汉语单字调输入与输出存

在较高的相关性 。

第三章 “声学实验 ” 。 借助 语音分析软件 ， 对索马里 留学生汉语单字调习得的特

点进行系统的声学描写和分析 。 实验结果显示 ：

调域范围较窄 ；

四声习得的难易顺序与听辨实验结果相同 ；

时长偏误去声最高 ， 阳平与上声较低 。 这表 明 ， 索马里留学生汉语单字调的发音

在调域 、 调型 、 调值 、 时长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偏误表现 。

第四章 “教学对策 ” 。 针对上述实验结论 ， 结合实际课堂教学 ， 提出 了 软件的辅

助教学 ， 卢调的课堂训练等对策 ， 前者建议可利 语音软件对留学生进行语音图 的分

析和最直接的纠正 ； 后者建议从最直接的听力教学和发音教学入手 ， 运 多种教学手段来提

高留学生的语音语调面貌 。

第五章 “结语 ” 。 总结本研究的主耍结论 ， 提 出有待进一步探讨的 问题 。

关键词 ： 单字调 索马里留学生 听辨实验 声学实验 教学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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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论

第一节 研究意义

汉语是一种声调语言 ， 所以声调在汉语中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 ， 同时也是汉

语语音系统中负担最重的咅位 。 林秦 （ 认为洋腔洋调形成的关键并不在于

声母和韵母 ， 而在声调和 比声调更高的语音层次 。 由此可见 ， 声调是外国 留学生

学习 的重点与难点 ， 也是判断本族人和外国人汉语普通话发音是否正确的重要尺

度之一 。

由于汉语声调既有辨别词义的作用 ， 也冇辨别词性甚至语法功能的作用 ， 这

就给留学生学习汉语语音带来 了 不少麻烦 。 他们往往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来学习和

操练声调 ， 即便如此 ， 效果还是难 以令人满意 ， 会 出现种种偏误 。 因而 ， 声调教

学也就成为汉语语音教学中 的一个难点 。

一直 以来 ， 对欧美 、 日 韩等 国 的 留学生汉语声调 习 得研究较多 。 近年来 ， 也

有学者对东南亚的 留学生展开调查 ， 但对母语为索马里语的学生的相关研究 ， 至

今现有研究 。 我国汉办每年都会派遣中 国汉语教师前往非洲进行汉语教学 ， 传播

汉文化 ， 而这些奋斗在教学一线 的教师群体也很少将非洲汉语教学实践理论化 。

所 以笔者希望能为非洲汉语语音教学增添 自 己的微薄之力 ； 同时 ， 基于笔者有幸

教授我校索马里的 留学生 ， 有较丰富的关于零起点学生的语音素材与声调资源 ，

在教学的 同时 ， 可 以搜集这些语音素材进行研究分析 ， 为笔者研究零起点索马里

留学生汉语单字调 习得提供 了便利 。

第二节 研究 目 的

本课题的研究 目 的在于通过听辨实验和语咅实验 ， 分析索马里 留学生习 得汉

语单字调所存在的偏误 ， 从而找 出其产生偏误的原因和提出相应的教学对策 。

第三节 国 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一 声调研究概述

汉语是声调语言 ， 那么声调就是汉语区别于其他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 。 同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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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调也是外国 留学生习得汉语的重点和难点 ， 这就凸显了声调教学在第二语言教

学中 的显著地位 。 近年来 ， 对外汉语的声调研究成果越来越多 ， 对外汉语的声调

教学研究也是 日益丰富 。 从传统的听辨实验研究过渡到现代的语音实验研究 ； 从

以往的研究静态语音到现在的涉足动态语音研究 ； 从研究不分 国别 的共性研究到

区别母语背景的个性研究 。 研究手法的 多样化和研究成果的丰富性 ， 使对外汉语

教师有了更多的参考资料 。

除此之外 ， 在研究留学生声调偏误的方法上 ， 也是 日益科学化和精确化 。 传

统的声调研究主要釆用 的是听辨实验的方法 ， 实验步骤包括听辨测试法和录音测

试法 。 听辨测试法是请留学生耳听 中 国人的标准发音 ， 然后统计留学生所标注的

字的正确声调 。 例如刘江娜 用听辨测试的方法找出 了 留学生在学习汉语声

调过程中 出现的规律性错误 。 录音测试法是请留学生朗读实验字表 ， 同时研究者

进行录音 ， 然后对其发音进行听辨 ， 并用五度标调的方法记录下他们的调值 。 例

如吴 门吉 、 胡明光 （ 对 名越南学生的汉语声调进行 了听辨录音及统计 ，

从而发现了各个声调的偏误情况 。 随着实验语咅学的兴起 ， 研究者们开始用 实验

语咅的方法 ， 从更为科学和直观的角度 ， 测试并分析留学生的声调偏误 ， 这样的

研究结果既有量化数据的支持 ， 又有可视图表的效果 ， 就可 以更加精确地描绘 出

留学生 习 得汉语声调 的偏误情况 。 例如王茂林 （ 使用美 国 生产的

提取基频 ， 并运用石锋先生的 值归一化的方法 ， 做出 印尼 留学生的

声调 图 ， 最后把它与 中 国人的标准发音图进行比较 ， 找 出 印尼学生学 习汉语声调

的偏误表现 。

对于留学生习得汉语声调的研究 ， 主要集中于两类 ， 其一 ， 单字调的发音 。

单字是汉语声调变化的基础 ， 也是语音教学的基础部分 。 例如陈歲 对苏格

兰 留学生汉语普通话单字咅声调进行 了 实验和统计分析 ， 并找 出他们 的偏误所

在 。 其二 ， 语流中 的发音 。 汉语在语流中 的发音 ， 是发音人在交际中 的使用表现 ，

体现 了其在使用时的声调正确率 ， 所以在语言运用 中 占据 了很重要的地位 。 语流

中发咅的研究包括了两字组连读 、 多字组连读 ， 以及句子中 的语流音变等 。 例如

侯晓虹 、 李彦春 （ 调查 了 韩国 留学生在 种双音节词语组合模式的发音

过程中 的偏误情况 ， 根据不同声调组合的不同难度情况 ， 提出 了相应的声调发音

训练的对策 ： 夏晴 （ 以 种调型的二字组为基础 ， 将其分别放在单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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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 、 短句和长句句首 、 句中 、 句末中 ， 通过对韩 国学生朗读得 出 的语音样本进

行语图绘制 ， 分析他们 出现的声调偏误 。

和今天留学生们丰富的母语背景相 比 ， 在对外汉语研究的初期 ， 留学生的母

语背景 比较单一 ， 所以研究者们在进行语音研究时并未将母语背景不 同的 留学生

分别考虑 。 例如李培元 （ 列举了外 国学生在汉语声调学习 上的一些普遍难

点 ， 即 “第二声和第三声最难 ” 。 在之后的研究中 ， 研究者们注意到 留学生们的

母语对其的语音语调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迁移现象 ， 于是对外汉语学界的研究也幵

始区分母语背景 了 。 例如刘艺的 《 日 韩学生的汉语声调分析 》 、 沈晓楠的 《关于

美 国人学习汉语声调 》 、 韩 明 的 《越南 留学牛 声调偏误分析及教学对策 》 等 ， 此

外还有对印尼 、 尼泊尔 、 俄罗斯 、 蒙 、 泰 国 、 苏格兰等 闺 家的 留学生声调偏误

的研究 。

二 声调研究中存在的 问题

国别集中的 问题

以往对于声调的研究 ， 主要集中在英 、 美 、 日 、 韩 、 泰等国家 ， 对于来华人

数不多 的非洲各国 留学生的汉语声调 习得情况关注较少 。 例如 ：

英美地区

关于 留学生汉语语音研究的论文著作共有 多篇 ， 其中专著 余篇 ， 论文

将近 余篇 ； 值得一提的是 ， 研究初期 ， 较为详尽的是沈晓楠 （ 让美国

学生朗读汉语课文的方式 ， 记录他们发音中 的声调偏误并进行统计 ， 通过听辨实

验考察 了初级阶段美国学生的汉语声调误情况 ， 确定 了 四声难易掌握的顺序 。 实

验结果表明去声错误率最高 ， 阴平次之 ， 阳平 、 上声 、 轻声错误率差不多 。 同时 ，

她也针对 困难度较大的阳平和上声提出 了相应的教学法 。 余蔼序 根据 自

己在美国教学汉语的经验 ， 认为对美国学生来说 ， 阴平最容易掌握 ， 去声和 阳平

次之 ， 上声最难 ； 此外 ， 最容易产生混靖的声调式上声和去声 。 王温佳 （

通过实验录音得 出 了和余霭序相似的结论 。 同时 ， 桂明超 （ 、 陈威

等也分别对美国和对苏格兰留学生汉语普通话单字调咅高进行 了 实验研究 。

日 韩地区

对韩 国 留学生的声调 习得研究 ， 比较全面的主要有冯丽萍 、 胡秀梅 （ ，

她们对零起点 的韩 国学生的双字调发咅情况进行分析 ， 结架发现其二字祖 中 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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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偏误最多 ， 在实验中她们使用 的是美国 语音分析软件与输 出 听辨实验 。

其次是高玉娟 、 李宝贵 （ 他们通过语音数据得 出韩国学生声调难 以 习得

为上声最难 ， 其次是阳平 ， 再次是阴平 ， 去声最好 ， 最大的偏误是阳平和上声 的

混滑 ， 在实验中他们使用的是南开大学研发的 语音分析软件 。

侯晓虹 （ 考察 了零起点韩 国学生的双字组发音情况 ， 通过统计发现 了调型表

现为错误 ， 调域表现 出缺陷 。 王幼敏 （ 通过教学及数据统计 ， 对 日 本学生

的单字 、 双字及语调偏误进行研究 ， 发现 日本人单字调的主要困难主要是在于对

四声的相对音高把握不准 。

东南亚 、 南亚地区

李红印 （ 通过听辨分析 ， 分析出泰国学生最难 习得的是阴平和去声 ，

其中 阴平是音高不够高 ， 去声是调长过长 。 蔡整羞 、 曹文 （ 使用实验语音

学的方法 ， 对比 了泰语和汉语 ， 分析得出 了泰国学生在习得汉语声调时阴平不够

高 ， 阳平和去声调长过长 。 陈晨 （ 在对比 了汉语和泰语的声调系统后 ， 得

出 了 泰 国学生 “汉语声调习 得偏误标记 ” ， 即第一声上不去 ； 第二声和第三声 的

起点较低 ， 上升缓慢 ； 第四 声的过长 ， 该结论也同 时验证了 蔡整莹 、 曹文之前关

于泰国学生汉语声调偏误的研究结果 。

单韵鸣 （ 通过录音调查和访谈等 ， 对老挺学生的汉语语音偏误进行调

查和分析 ， 发现老捉学生的 个声母和 个韵母的发音有缺陷 ， 声调阴平不够

高 ， 去声过于短促 ； 再把老挝学生的偏误和泰国学生的偏误进行比较 ， 发现他们

的偏误存在不少相似的地方 ， 这些偏误都跟他们的母语有很大的关系 ， 都在一定

程度上受到 了母语的干扰 。 由此提出对来源相近 、 表现相似的偏误采取相 同的教

学对策 。

吴 门吉 （ 通过对越南语和汉语的声调对 比 ， 分析得 出 了其汉语声调偏

误产生的原因 ， 同时也给出 了纠正越南学生汉语声调偏误的方法 。 赵思达 （

通过实验数据得 出越南留学生在语流中 ， 阴平和去声是其产生偏误最多的两个声

调 。 这一点和吴 门 吉 、 胡明光 （ 的研究结果有较大差异 。

其它地区

除上述研究外 ， 声调研究涉及的其他国家还有俄罗斯 、 意大利 、 西班牙 、 匈

牙利和阿拉伯 国家等 。 在此将这些研究著作 归 为一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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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春燕 （ 通过语音分析软件分析 ， 绘制 出 了俄罗斯学生单咅节 的

四声声调图 ， 并且发现其声调调域的 明显缺陷 。

辛亚宁 （ 和贺晨吟 （ 都采用 语音分析软件 ， 分别对意大

利与西班牙学生的单字调与双字调的声调偏误情况 。 最后得 出 的结果大致相 同 ，

即阳平和上声最容易混淆 ， 而去声的时长过短 。

王又民 （ 对匈牙利学生汉语两字组连调的研究 ， 以 种调型两字组

为基础 ， 对匈牙利 留学生两字组声调偏误进行研究分析 ， 并找 出两字组连调 习得

的几种倾向性规律 。

任教于开罗大学的吉祥波 （ 对阿拉伯汉语初学者双音节词声调的偏误

进行 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调查与分析 。 首先对比阿拉伯语和汉语两种不 同语言的声

调 ； 然后设计双音节发音调查表并采集语咅样木 ； 接着运用 语音软件来分

析语音样本并进行偏误统计 ； 最后根据统计的结果来分析偏误产生的原因并提 出

相应的训练对策 。

研究方法的 问题

不同的研究方法也会导致不同的结论 。 比如余霭斧 （ 、 沈晓楠 （

和王温佳 （ 都选择美 国 留学生为测试对象 ， 但她们却对最后数据分析有截

然不同的结论 。 余霭拜选择了经验性总结 ， 沈晓捕则是采取了 听辨实验 ， 而王媪

佳则是借助 了语音实验软件进行 了声学实验 。 可见 ， 方法很重要 ， 方法的科学性

更是不可忽略 。

现在 ， 越来越多 的研究者会选择实验语音学的方法 ， 同 时 ， 使用 语音

软件来分析得 出语音结论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也越来越多 。 但是 ， 与取得的成绩相

比 ， 在研究上存在的 问题则更多 ，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 了 实验结果的科学性和

可信度 。 出现的 问题主要有 ：

关于样木数量的 问题

如冯丽萍 、 胡秀梅 （ 在 《零起点韩国学生阳平二字组声调格局研究 》

的语音实验中 ， 接受测试的只有一男一女两名韩 国 留学牛 ； 陈成 在 《苏

格兰 留学生汉语普通话单字咅声调咅高 的实验研究 》 的语咅实验中 ， 也只有

名 苏格兰学生接受测试 。

关于样木数量 问题 ， 朱晓农指 出 ： “ 在实验语咅学 中 ， 一般地认 为 ， 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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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大样本 ， 人为小样本 。 ” 同 时 ， “ 由于存在社会语言学和个人特质的因素 ，

同时也需要满足统计学的要求 ， 描写一个点方言的声调 ， 需要不少于 个发音人 。

如果可能 ， 使用 个发音人 。 ……男女比例可以大致相当 。 ”

关于测量字数的 问题

如陈威 在 《苏格兰留学生汉语普通话单字音声调音高的实验研究 》

中 只选择了 四个单字作声调测试 。 高春燕 （ 在 《俄罗斯留学生汉语声调偏

误初探 》 的语音实验中 ， 也只测试了俄罗斯学生单音节 的 四声发音 。

关于测量字数的 问题 ， “在实验语音学中 ， 一般地要满足一般统计学的要求 ，

即每类声调 的读例必须保证 个及 以上的有效读例 ， 同时也要考虑在收集发音

人语音时的质量问题 ， 故 例一般为最少读例 。 ”

关于获取数据测量方法的 问题

如陈或 在 《苏格兰 留学生汉语普通话单字音声调音高的实验研究 》

中测算调长的方法是 “用声调结尾处的时间值减去声调起始处的 时间值 ” 。 这种

方法是不够科学的 ， 朱晓农 曾说 ： “ 时长确定是一个关键性的技术要点 ， 声调的

时长不等于负载这个声调的音节的时长 ， 也不等于韵母 （ 音节 声母 ） 的时长 ，

而是等于韵体 （ 韵母 韵头 韵核 韵尾 ） 的时长 。 用 软件提取的频率

值 ， 测量取点时一般根据元音所处音联位置进行 ， 因元音具有游移性 ， 则在整段

平均提取 点频率值来观察其变化走向 。 ” 。

关于数据处理方法的 问题

例如辛亚宁 《意大利学生习得汉语声调 的实验研究 》 （ 、 贺晨吟 《西班

牙语国 家 留学生习得汉语声调偏误实验分析 》 （ 等对外汉语声调研究大多

采用 值法 或 值法 ， 此外还有如半高音度法 、 法等 。

归一化的 目 的是滤掉个人特质 ， 消减录音时的发音风格差异 ， 以获得具有语

言学意义的信息 。 归一化的基本步骤只有两个 ： 一是在坐标上作平移 ， 一是确定

频率 （ 压缩或扩大 ） 。 确定频域对于归一化结果来说是关键所在 。 朱晓农 （

朱晓农 语音学 北 商务 印 书馆 ，

值法 足石锋先生分析天 丨 话声调 吋采 的方法 ， 具体的 公式是 。 其 中 ， 为

调域上 限 ， 为 调域 卜 限 ， 为 和 之间 的测量点 ， 所得 值就是 的五度值参考标度 ， 值法后来成

为 国 内 比较通行 的转换 公式 ， 彳 值法屮 的 值和最低值偶然性很大 ， 会扭 曲 声调性质 。

‘ 值法 沈《先生所提 ， 其体为提取整个音节 的调高 ， 一般的做法都是根据 元音共振峰的 的 值 ，

根据折 折取首尾值 的兑法提取全部整个音 节 的 值 。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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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比六种的归一法后 ， 认为 法是误差最小的方法 ， 得出 的结论最科学 。 具

体步骤见本文 声学实验的实验程序 。

研究角度的 问题

局限于孤立的单字调或双字调研究 ， 忽略了单字或双字进入句子后的读咅状

况 。 如陈或 《苏格兰 留学生汉语普通话单字音声调音高的实验研究 》 是

专 门针对苏格兰学生汉语单字调发音的研究 ； 王温佳 （ 《也谈美国人学习

汉语声调 》 、 侯晓虹 （ 《初级汉语水平韩 国 留学生汉语双音节词声调 的发咅

规律研究 》 、 冯丽萍 （ 《零起点韩 国学牛 阳平二字组声调格局研究 》 都是专

门针对汉语双字组声调偏误的研究 。

目 前 ， 专 门针对单字或双字进入语流中 的读咅状况的研究成果不多 ， 除夏晴

毕业论文 《韩 国 留学生学习普通话时二字组及其在语流中 的声调偏误分

析 》 及张晶硕士学位 （ 毕业论文 《美 国 留学生汉语两字组连调调型偏误分

析 》 对比分析 了两字组连调在单念时和在语流中 的偏误类型 ， 其余都是纯粹的单

字调或双字调 的孤立研究 。

从上述分析可见 ， 以往对于声调的研究 ， 主要集中在美 、 英 、 日 、 韩 、 泰等

国家的学生 ， 较少关注来华人数少的 国家的 留学生 习得汉语单字调 的情况 。 纵观

前人对 留学生习得汉语单字调的研究 ， 尚未有人研究过索马里 留学生 的声调 问

题 。 本文尝试以母语为索马里语的 留学生作为实验对象 ， 通过听辨实验和声学实

验进行分析和描写 ， 提 出教学建议 ， 以提高索马里留学生声调教学的效果 。

第二章 听辨实验

第一节 引言

在 世纪 年代 ， 人们 己经达成共识的第二语言教学的 标是交际的能力 ；

那么第二语言习得的教学中 ， 语咅的 习得就显得至关重要 ， 所 以它 已成为 大部分

留学生汉语学习 的重点和难点 。 毛世侦 指 出 ： “ 言语交际能 力 足双 性

的 ， 包括编码能力和解码能力 。 ” 前者指的是语咅的输出 能力 ， 也就足发 能力 ；

毛世袖 对外汉语语音教学 上海 ： 平 帅范大学 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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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指的是输入能力 ， 也就是听辨能力 。

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声调 ， 因此 ， 不仅要关注 留学生的听力 ， 也要注意他们的

发音 。 进一步而言 ， 在研究声调偏误的时候 ， 既要考察 留学生的输入情况 ， 也要

考察他们的输出情况 。 本文将采用听辨实验的方法 ， 对索马里 留学生声调输入输

出的关系展开研究 。 听辨实验分为两种 。 第一种注重考察学生的声调输入能力 ，

即学生听中 国人的发音 ， 在听辨测试试卷上选择听到的声调 。 第二种则重在考察

学生的声调输出能力 ， 即对学生的发音进行录音 ， 然后 中 国人对其发音的偏误情

况进行听辨 。 为行文的方便 ， 以下把第一种听辨实验叫作听辨实验一 ， 把第二种

听辨实验叫作听辨实验二 。

第二节 实验设计

一 实验对象

木文选取的实验对象为杭州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 名 索马里留学生 ，

其中女生 人 ， 编号为 、 、 ， 男生 人 ， 编号为 、 、 。 他们的

母语为索马里语 ， 年纪相仿 ， 都为 同一班级学生 ， 在来 中 国之前没有汉语学习 的

经历 ， 也没有其他声调语言的学习经历 。 他们所使用 的教材是北京语言大学出版

社出版的 《发展汉语 起步顺利篇 》 （ 李泉主编 ） ， 本实验釆样时 ， 他们 已完成了

一年的汉语学习 ， 能够较好地认读汉语的拼音 。 实验对象的详细情况见表

表 实验对象的基本情况

编号 “ 文化程度 学 习 汉语时 间

女 一 马里语 大学 一年

女 索马里语 大学 一年

女 索马里语 大学 一年

索马里语 大学 一年

索马里语 大学 一年

男 索马里 吾 大 ‘学 一年

关于实验对象的 问 题 ， 建勤教授在教授 《 第二语言 习 得研究 》 这 门课程中 ， 曾指出 ： 在保证实验结果 的

情况下 ， 城 小实验对象可 以 为 人 。 而在实验语音学 中 ， 人一般算作大样本 ， 人算作小样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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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验字表

实验字表的制定主要参照朱晓农 （ 的标准

声母 ： 汉语拼音 ） 为首选 。 由于声调主要表现在韵母上 ， 因此所

录制的语音材料的声母段与韵母段 ， 在语图上的区别越明显越好 。 声母 是清

不送气音 ， 声学性质明显 ， 语图上表现为一条细窄的垂直尖线条一冲直条 ， 较好

辨认 ， 这样就可 以 比较容易地将韵 母切分幵来 。 当然 ， 零声母也可以考虑 。 由于

规定 了最少的有效读例 ， 找不到足够多 的合适咅节 ， 所以将声母是 这样的清

送气音也考虑进去 。

韵母 ： 以单元咅 前高 ） 、 央底 ） 、 后高 ） 为佳 。 因 为元音

的高低会影响基频的变化 ， 所 以在选择实验用字时 ， 需要考虑用不同 的元咅作为

音节的韵母 ， 以达到一种均衡状态 。

考虑到本实验的研究对象是留学生 ， 所 以 ， 例字在符合上述声母和韵母两个

条件的前提下 ， 也不能超出汉语水平考试 甲级 口语常用词汇的范围 ， 同 时还要满

足一般统计学的要求 ， 即每类声调 的读例必须保证 个及 以上的有效读例 ， 为

为区别标识 ， 表 的单字调实验字表中带阴影的是送气音 ， 其余为不送气音 。

在基本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 ， 确定木实验字表的 个单字 ， 其 中每个声

调 个字 。 详见表

‘ 朱晓农 语音学 北京 ： 商务 印 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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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单字调实验字表

第一声 第二声 第三声 第 四 声

八 § 拔 把 爸

逼 鼻 比 必

补 布

机 爬 怕

批 皮 四 屁

扑 葡 普 瀑

他 塔 踏

梯 、 提 体 替 ’

突 图 土 吐 兔

搭 § 达 纟 打 大

低 敌 〖 底 弟

都 读 毒 堵 度

啊 § 啊 啊 啊

医 — 疑 已 意

屋 吴 无 五 误

小计

一共计

三 实验程序

听辨实验一

听辨实验一在汉语听力课上进行 ， 实验前 由笔者 向学生说明实验方法 。 当学

生完全明 白 实验程序后幵始进行听辨实验 。 此次实验 由笔者朗读实验字表 ， 每隔

两秒钟读一个字 ， 每个咅节朗读两次 ， 学生进行双耳听辨 ， 并将记录听到的声调 。

木实验的答卷共有六十道题 目 ， 每题对应一个声调 ， 每个声调后都有四个选项 ，

分别 为 阴平 、 阳平 、 上声 、 去声 。

本次实验时间为五分钟左右 ， 测试结束后 ， 由笔者统一收取实验结果并加 以

统计分析听辨情况 。 此次实验的有效问卷共六份 ， 笔者将答卷上学生的听辨结果

与标准答案进行对 比 ， 然后统计 出 声调 的误听情况 。

听辨实验二

听辨实验二中 的录咅语料将作为声学实验的语料来源 ， 因此录音测试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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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严格按照声学实验的要求 。 本实验的录咅使用 语音软件 （ 版 ） ， 电

脑的型号为 。 话筒的型号为 — 。 笔者将 个

单字制成 张幻灯片 ， 随机排列 。 在录音前 ， 让发音人先练习几遍 ， 直到他认

为可以录音为止 ， 以便取得较为理想的录咅效果 。 录音在杭州师范大学 国 际教育

学院教室进行 ， 使用 软件在笔记木上录咅 ， 采样频率为 。 录咅样

木均 以 语音文件格式存储 。 录咅时笔者放一张幻灯片 ， 发咅人念一个单字 ，

字与字之间 的停顿时间约为 秒 ， 以免前后咅之间 的相互影响 。

朱晓农在 《语音学 》 中指出 ， “录咅时主要要注意的是咅强的手动控制 ， 防

止信号 ‘ 超载 ’ 或 ‘ 削波 ’ 。 发音人的咅 有大有小 ， 诚好不要去 涉 ， 而是调

节 电脑的音量控制 ， 或者移动话筒远近 ， 使得录音信号的咅强正合适 。 在录咅设

备上都可看到音强大小的信号 ， 绿色表示正好 ， 黄色 告 ， 红色超载 。 ”

▲ 醒

■
图 声波音强

图 中是两个音的声波图 ， 左面的音量合适 ， 右面的超载 。 所谓超载 ，

就是振幅的上下端超 出 了 窗 口 ， 也就是振幅大于 “ ” 或小于 “ ” ， 结果顶端和

底部给削平 了 。

为保证听辨实验数据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 木实验中 的录咅语料将均 由笔者听

辨两次 ： 在听辨时忽略声母 、 韵母的偏误 ， 只记录声调 的偏误 ； 在实际听辨中 ，

将很难判断的读音尽量往最接近的声调上归类 。 实验结束后 ， 由笔者统计 出 声调

的误读情况 。

第三节 听辨实验一

王建勤在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与汉语 认知研究 》 中指 出 ： 学 习者

朱晓农 语音学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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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目 的语语音的知觉是沟通母语和 目 的语语音的桥梁 ， 因为语音习得的第一个步

骤是学习者接受 目 的语的言语信号 ， 这种信号的物质载体就是语音 ， 语音知觉研

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 。 而声调是汉语语音中不可缺少的成分 ， 声调的变化起

着区别意义的作用 ， 因此对索马里留学生声调知觉的研究也同样重要 。

听辨实验一的 目 的在于 了解 留学生对于汉语四声的知觉感知情况 ， 从学习者

的知觉感知角度 ， 可以较清楚地了解对他们来说 ， 什么 声调最易听辨 ， 什么声调

最难听辨 ， 什么声调最易被误听 ， 什么声调最易混淆 ， 从而 了解各声调误听情况

的具体分布 ， 以便为提出有效的声调教学策略提供实际依据 。

一 偏误类型统计分析

表 至 为六位留学生输入型听辨实验的统计结果 。 表格左上角显示

的是调类 。 横 向表头中 的 、 等为 留学生编码 ； 纵 向表头为每个实验单字 ，

按四声分为 四类 ， 每类 个 。 这样 ， 听辨的单字合计为 调类 ） 字 ）

人 ） 例 ） 。

表中直接用数字记录发音人的读音结果 ， “ ” 表示阴平 、 “ ” 表示阳平 ， 以

此类推 。 其中 ， 偏误读例用黄底突 出显示 。 偏误率用 百分比表示 ， 百分号前面的

数值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

王建勤 汉 语作 为 第二语 言的学 」 者 与汉语认知研究 北 京 ： 商务印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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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输入型听辨实验的统计结果 （ 阴平 ）

阴 平
八 — 一 一
逼 一 一
队 —

批 一 — 一

扑 一 — —
他 — 一
梯 一 一
突 一 一

搭 一 一 一
低 —

都 — —

啊 — —

医

屋 一 — —

小计

合计

上表的统计结果显示 ， 、 和 的听辨完全正确 ， 其余 人都出现了

不 同程度的误听 。 其中 和 的偏误数较少 ， 偏误率也低于 。 而 的

偏误数较多 ， 偏误率为 。 可见 ， 他们对阴平的感知和听辨能力存在着较大的

差异 。 总体上说 ， 、 、 、 的阴平听辨感知能力较好 ， 没有 出现明显

的偏误现象 。 而 、 的阴平掌握程度较差 。

从误听类型看 ， 阴平总共有 处误听为 阳平 ， 占到偏误总数的 。 其

中 和 两人误听为 阳平的偏误表现比较明显 ， 数量分别有 例和 例 。 阴

平没有误听成上声和去声的现象 。 由上可知 ， 阴平的主要偏误是听辨为 阳平 ， 原

因可能是 ： 阴平是高平调 ， 而阳平的调值为 ， 上升的幅度不是很大 ， 而且两

者都具有音高特征 ， 这使它们之 间 的差别听起来 比阴平跟其他声调 间 的差别要小

很多 ， 所以不容易分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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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输入型听辨实验的统计结果 （ 阳平 ）

阳平
拔 一 —

鼻 — 一

爬
皮 一 —

葡 一 一
提 一 一
图 — 一 —

达 一 —

敌 一 一
读 一
毒 —

啊 ‘

疑
吴

无 —
小计

合计

根据上表 ， 我们可 以发现阳平的误听情况较为严重 ， 总共出现 了 例偏误 ，

总偏误率高 。 其 中 、 的偏误数相对较少 ， 分别只有 例和 例 。 、

、 的偏误数相对较多 ， 分别 为 例 、 例 、 例和 例 。 由此分析 ，

索马里 留学生对 阳平的听辨能力掌握较差 ， 大部分人都存在着较严重的偏误现

象 。

从误听类型看 ， 阳平误听成阴平 、 上声 、 去声的数量分别为 例 、 例和

例 ， 占偏误总数的百分比情况分别为 、 和 。 从图表中我们可

以清楚看出 ， 将阳平误听成上声 的偏误率最高 。 从偏误百分 比看 ， 阳平的误

听与我们的推测大体相符 ， 即绝大数发生在阴平和上声 。 阳平误听情况较为严重

的原因可能是 ： 阳平的调值是高升调 ， 而上声是降升调 ， 两者都有上升的特征 ，

而且起点和终点也很接近 ， 听感上不容易分辨 ； 而阳平误听为 阴平则 因为两者都

具有音高特征 ， 较为相似 ， 所 以不容易 区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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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输入型听辨实验的统计结果 （上声 ）

上声
把 一 —

比 — —
补 — — 一
匹 一 —

普 一 —

塔 一 一
体 一 — —

土 —

吐
打 一 — 一
底 一 —

堵 一
啊 一 一 —

已

五
小计 一

合计

由上表可知 ， 上声的听辨情况较好 ， 偏误率只有 。 、 和 没有

出现偏误 ， 正确率为 。 其他 人的偏误数也 比较少 ， 偏误数均未超过 例 ，

偏误率也低于 。

从误听类型看 ， 上声的偏误类型有两类 ， 一类是把上声误听为 阴平 ， 一类是

把上声误听为 阳平 ， 没有出现上声误听为去声的情况 。 上声误听成阴平与阳平的

偏误总数较少 ， 分别只有 例和 例 。 根据 以上分析 ， 我们可以总结 出上声听辨

对索马里 留学生来说较为容易 ，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阴平和 阳平的 扰 ， 而

把上声误听为 阴平和 阳平 。 上声误听为 阳平的情况可能是 由于两个声调的调型有

相似的部分 ， 均存在上升的特点 ； 而上声与 阴平的 区别十分 明显 ， 阴平调值是

， 起点很高 ， 而上声调值为 起点很低 ， 是一个典型的 曲折调 ， 与 阴平高

平的特征相差甚远 。 两者 出现误听可能 由于上声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读为 的

低平调 ， 因此与阴平的高平调听感上存在某种相似的地方 ， 所以 出现 了上声误听

为阴平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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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输入型听辨实验的统计结果 （去声 ）

去 声

爸 — — —

必 一 一

怕 — 一 —

屁
瀑 — 一
踏 — —

替
兔 — —

大

弟 — 一

度

啊
意 — 一 —

误
小计 一

合计

由上表可知 ， 去声的偏误情况较少 ， 总偏误数和总偏误率分别为 例和 。

从人数上看 ， 、 、 的去声听辨没有偏误 。 只有 、 和 的去声 出

现了一例偏误 。 可见 ， 索马里留学生去声的听辨情况较好 。

从误听类型看 ， 去声的误听集中在阴平和阳平两个声调上 ， 上声误听为 阴平

的数量为 例 ， 占偏误总数的 上声误听为 阳平的数量为 例 ， 占偏误总

数 。 。 去声误听为 阴平可能两者的起点音高都较高 ， 而在听辨过程中 ， 有些

学生忽略 了去声降的过程 ， 因此出现 了误听 。 而去声与阳平是两种差别较大的声

调 ， 一种是高降调 ， 一种是高升调 ， 出现误听可能是 、 对于声调本身特点

认识不够清楚的缘故 。

二 误听类型的统计分析

为 了 更直观地展示索马里留学生哪个声调最容易被误听 ， 以及这些被误听的

声调又最容易误听成哪些声调 ， 我们将从表 ——表 中提取数据 ， 制定

表 。 表中 的数量为被误听的声调和误听成的声调的数量 ， 百分 比表示的是被

误听的声调 占误听总数的 比率 ， 及误听成的声调 占误听总数的 比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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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被误听和误听成的声调情况

被误听的声调 误听成的声调

调类

数量

小计

百分比

从上表的统计结果 ，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 出 ， 阳平偏误的数量是单音节词 四声

中最多 的 ， 占到偏误总数的 其次是阴平 占到偏误总数的 ， 上声和

去声的误听情况相对较好 ， 分别只 占到偏误总数的 和 。 可见 ， 索马里

留学生对阳平的听辨最差 ， 其次是阴平 ， 次足上声和去声 。

从误听成的声调角度分析 ， 索马里 留学牛最易把汉语声调误听为 阳平 ， 占到

误听声调总数的 此外 ， 误听成阴平和上声的 比例也 比较高 ， 分别为

禾口 ， 而误听成去声的数量最少 ， 仅 占到误听总数的 。 。 根据 以上分

析可知 ， 索马里学生最易把那些听不懂的声调听成阳平 ， 其次是阴平 ， 再次是上

声 ， 最末是去声 。

为 了 细化声调误听的具体类型的分布情况 ， 笔者把各个声调的误听情况从高

到低进行排列 ， 制定 出表 。表中 的误听数为各声调被误听成其他声调的数量 ，

百分 比为各声调误听类型 占总误听数量的 比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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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声调误听情况

序号 声调误听类型 误听数 百分比

—

—

—

—

—

—

—

—

—

—

根据上表的数据 ， 我们可以发现 ， 声调误听数量最多 的有三类 ， 分别为 阳平

误听为 阴平 ， 阳平误听为上声 ， 阴平误听为阳平 。 这三类的误听偏误总数高达

例 ， 占到误听总数的 多 。 而其他误听类型的数量相对较少 ， 均未超过

例 。 较为不易的是 ， 索 马里留学生并未 出现阴平误听成上声和去声 ， 以及上声误

听成去声和去声误听成上声的现象 。 由上分析可知 ， 索马里留学生的误听类型种

类较为 多样 ， 除 了没有阴平和上声去声与上声和去声之间 的误听外 ， 总共 出现

类不 同 的误听类型 。 可见 ， 索马里 留学生对各声调之间 的听辨感知能力较差 。

三 混靖类型的统计分析

声调误听的产牛 主要在于 留学生对于声调之间 的区别缺乏形象的感知能力 ，

从而 出现 了 声调之 间 的混淆 。 为 了 具体地研究索 马里 留学生声调听辨的混淆情

况 ， 笔者制作 了各声调之间 的混淆情况表 ， 表 中 的声调混靖类型表示的是两

种声调的误听类型 ， 以 一 为例 ， 它表示的是阴平与阳平之间 的误听 ， 即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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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误听成阳平和 阳平误听为阴平 。 表中 的偏误数为各声调混靖类型 出现的次数 ，

百分比为各声调混淆类型 出现的次数 占总混淆次数的 比率 。

表 混滑类型的统计分析

声调混淆类型 偏误数 百分比

—

—

—

—

—

—

由上表可知 ， 索马里 留学生声调混淆情况最严重的是阴平与阳平的混滑 ， 数

量多达 例 ， 将近占到偏误总数的 此外 ， 阳平与上声的混靖情况也较为

严重 ， 数量为 例 ， 占到偏误总数的 比例 多 。 可见 ， 阳平与阴平 、 阳平与

上声的混淆 问题是索马里 留学生存在的较为普遍的偏误现象 。 除 了上述两种主要

的混淆类型外 ， 索马里 留学生的声调混淆类型还有一部分分布在阳平与去声 、 阴

平与上声 、 阳 阴平与去声的混淆上 ， 数量分别为 例 、 例和 例 。 可见 ， 索马

里留学生的 四声均存在不同程度 的混淆现象 。 比较可喜的是 ， 在 种混淆类型 中 ，

索马里学生并没有 出现上声与去声的混淆情况 ， 这可能是因为上声和去声的特征

较为 明显的缘故 。 因为上声是汉语声调系统中唯一一个 曲折调 ， 并且时长最长 ，

而去声是一个高降调 ， 它的时长又是四个声调 中最短的 ， 所 以上声和去声在听辨

过程中 比较容易进行区分 。

第四节 听辨实验二

听辨实验二是从学 习 者的发咅角度来研究声调的偏误 。 木实验的 目 的在 ■ 了

解 留学生汉语四 声的发苦情况 ， 以此 了解最难发咅的声调和最易发咅的声调 ， 诚

易误读的声调和最易误读成的声调 ， 以及声调之 间 的混潘情况 ， 从而更全而地分

析留学生的发咅状况 。



杭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索马里 留学生汉语单字调 习 得的 实验研究

一 偏误类型统计分析

表 至 为六位 留学生输出型听辨实验的统计结果 。 表格左上角显示

的是调类 。 横 向表头中 的 、 等为 留学生编码 ； 纵 向表头为每个实验单字 ，

按四 声分为 四类 ， 每类 个 。 这样 ， 听辨的单字合计为 调类 ） 字 ）

人 ） 例 ） 。

表 中直接用数字记录发音人的读音结果 ， “ ” 表示阴平 、 “ ” 表示阳平 ， 以

此类推 。 其中 ， 偏误读例用灰底突出显示 。 偏误率用百分 比表示 ， 百分号前面的

数值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

表 输出型听辨实验的统计结果 （ 阴平 ）

月平
八

逼 一 一 “

批 一 ‘

扑

他
梯 一 一

突 — —

搭
低 — 一
都 一 一

啊

医

屋 一 — 一

小计 一

合计

由上表我们可 以看 出 ， 各位发音人阴平旳发音差异不大 ， 只有 出现 例

偏误 ， 而且偏误类型都为 阴平误读成上声 ， 偏误率为 。 根据 以上的分析 ，

我们可以发现索马里 留学生对于阴平输出 的掌握还是 比较理想 ， 而 出现的偏误则

集中 于阴平误读成上声 。 同时 ， 笔者也考虑 ， 此偏误集中为 学生 ， 也可能为

学生具有 的个人发咅 问题 ， 而非广大索马里留学生的发音共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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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输出型听辨实验的统计结果 （阳平 ）

阳平
拔 一
鼻 一
爬 — —

皮 — 一
葡 一 — —

提

图 —
达

敌 — 一
读 — —
毒 一 — —

啊

疑

吴 一
无 一 一
小计 一

合计

根据上表 ， 我们可以发现阳平的误听情况较为严重 ， 总共出现 了 例偏误 ，

总偏误率高达 。 除 了 的听辨没有偏误外 ， 其余 人都 出现了不 同程度

的偏误 。 其中 、 和 的偏误数相对较少 ， 只有 例 、 例和 例 。 和

的偏误数相对较多 ， 分别为 例和 例 。 由此分析 ， 索马里 留学生对阳平的

听辨情况不容乐观 ， 大部分人都存在着较严重的偏误现象 。

从误听类型看 ， 阳平误听成阴平 、 上声 、 去声的数量分别为 例 、 例和

例 ， 占偏误总数的百分比情况分别 为 、 和 。 从误听人数的分

布看 ， 人中有 人把阳平误听成阴平 ， 有 人把阳平误听成与上声 。 可见 ， 阳

平的误听与我们的推测大体相符 ， 即绝大数发生在阴平和上声 。 阳平误听情况较

为严重的原因可能是 ： 阳平的调值是高升调 ， 而上声是降升调 ， 两者都有上升的

特征 ， 而且起点和终点也很接近 ， 听感上不容易分辨 ； 而阳平误听为 阴平则因 为

两者都具有咅高特征 ， 较为相似 ， 所 以不容易 区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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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输出型听辨实验的统计结果 （上声 ）

上声
把 一 一
比 一 — —

补 一

匹 一

普
塔 一
体 一

土 一 一

吐
打 — 一
底 一 —

堵 一 —

啊 一 一

已

五
小计

合计

由上表可知 ， 上声的听辨情况一般 ， 共出现 例偏误 。 其中 ， 和 没

有 出现偏误 ， 正确率为 。 ； 和 出现偏误较少 ， 分别为 例和 例 ；

和 出现偏误相 同 ， 为 例 。

从误听类型看 ， 上声的偏误类型只有一类 ， 就是把上声误听为阳平 ， 没有 出

现上声误听为阳平或者去声的情况 。 上声误听成阴平与阳平的偏误总数较少 ， 分

别只有 例和 例 。 根据 以上分析 ， 我们可 以总结 出 上声输 出对索马里留学生

来说也较难 ， 因为会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阳平的干扰 ， 从而把上声误听为 阳平 。

上声误听为 阳平的情况可能是 由于两个声调 的调型 比较相似 ， 均存在上升的特

点 ， 所 以会有混靖的情况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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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输出型听辨实验的统计结果 （去声 ）

去声

爸
必 — —

屁 — —

漆 — —
踏 一 — — 一
替 — —
兔 — — — —
大

弟 — —

度

啊

误 —

小计 一

合计

由上表可知 ， 去声的偏误情况非常少 ， 只有 出现一个误听偏误 ， 偏误率

仅为 可见索马里留学生去声的听辨输出情况较好 。 同时 ， 笔者也考虑 ，

去声的 例偏误为学生录音是产生的 口误 ， 为非正常发挥所致 。

二 误读类型的统计分析

为 了清楚地展示索马里 留学生哪个声调最容易被误读 ， 而这些误读的声调又

最容易误读成哪些声调 ， 我们将从表 ——表 中提取数据 ， 制定表 。

表中的数量为被误读的声调和误读成的声调 的数量 ， 百分 比表示的是被误读的声

调 占误读总数 的 比率 ， 及误读成的声调 占误读总数的 比率 。

表 被误读和误读成的声调情况

被误读的声调 误读成的 声调

调类

数量

小计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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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可知 ， 索马里留学生发音偏误率最高的是阳平 ， 总共 出现 了 例

误读 ， 占偏误总数的 。 其次是上声 ， 出现了 例 。 四 声 中 ， 去声的偏误数

最少 ， 仅出现 例 。 从上面的分析结果可知 ， 索马里留学生发音情况最好的是去

声 ， 其次是阴平 ， 再次是上声 ， 最后是阳平 。

从误读成的声调角度分析 ， 索马里留学生最易误读成的声调为上声 ， 数量达

到 了 例 ， 占误读总数的 多 ； 其次 ， 较易误读成的声调为 阳平和 阴平 ， 数

量分别为 例和 例 ， 两者合计 占误读总数的 误读成去声 的数量最少 ，

只有 例 。 从 中我们可以看出 ， 索马里 留学生最易误读成的声调为上声 ， 其次是

阴平和阳平 。

为 了清楚地展示声调误读类型的偏误高低分布情况 ， 笔者将各误读类型按误

读数量从高到低进行排列 ， 制定表 。 表中 的误读数为各声调被误读成其他声

调 的数量 ， 百分比为各声调误读类型 占总误读数量的 比率 。

表 声调误读情况

序号 声 调误读类型 误读数 百分比

—

—

—丁

—

—

丁 —

—

—

由上表可 以看 出 ， 误读数最多 的为 阳平误读成上声与上声误读成阳平 ， 各有

例 ， 达到误读总数的 ， 剩下 四种类型的误读较少 。 前三种类型的偏误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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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读总数的 ， 可见 ， 这三种误读类型是索马里留学生汉语声调 习得的难点 。

误读数在 例与 例之间 的有三种类型 ： 阳平误读成阴平 、 阴平误读成上声与 阳

平误读成去声 。 这两三种误读类型 占误读总数的 比例在 虽然误读的数量

和 比例不是很高 ， 但是这种偏误情况仍然值得注意 。 此外 ， 其余 种误读类型的

并未发生 ， 可见索马里留学生在本次实验中并未 出现此类偏误 。 根据上面的分析

和统计 ， 我们可 以发现索马里 留 留学生的误读类型 比较集 中 ， 因此在教学中要注

重几种主要偏误类型的发音练习 ， 从根本上纠正这些声调 的误读现象 。

三 混淆类型的统计分析

声调的误读主要在于学生对于汉语 四 声 的 区别特征缺乏 了解 ， 为 了进一步考

察索 马里 留学生声调发咅 的混淆情况 ， 笔者制作 了 各声调之 间 的混靖情况表

。 表 中 的声调混淆类型表示的是两种声调 的误读类型 ， 以 一 为例 ， 它

表示的是阴平与 阳平之间 的误读 ， 即 阴平误读成阳平和 阳平误读为 阴平 。 表中 的

偏误数为各声调混淆类型 出现的次数 ， 百分比为各声调混淆类型 出现的次数 占总

混淆次数的 比率 。

表 声调发音的混滑情况

序号 声调混清类型 数量 百分比

—

—

—

—

—

—

根据上表的统计数据 ， 我们发现 ： 阳平与上声 ， 阳平与阴平是索马里 留学牛

最易混靖的声调 。 阳平与上声的混淆数量高达 例 ， 占到混潘总数的 而

阳平与 阴平的混淆数量 占到偏误总数的 。 这两种混淆类型的总数达到 了

例 ， 占到偏误总数的 。 他们最不易发生混淆的声调类型为 阴平与 去声 、

上声与去声 的混淆 ， 两类的混淆总数只有 例 。 除此之外 ， 索马里留学牛的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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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类型还有一部分分布在阴平与上声 、 阴平与去声的混淆上 ， 这两类混淆类型

的偏误总数都为 例 ， 但并不是他们声调 习得的难点 。

根据以上的分析 ， 我们可以发现索马里 留学生的声调混淆情况完全符合学术

界对于 留学生习得汉语声调的普遍结论 ， 即 以各国 留学生为对象的声调研究大多

发现上声和阳平的混淆是难点所在 。 而阳平与 阴平的混淆却是索马里 留学生习得

汉语声调的另一个难点 ， 需要在教学中加 以 引导和克服 。

第五节 两种听辨实验的对比分析

一 偏误类型的对比分析

在综合 和表 的基础上 ， 笔者把听辨实验一和听辨实验二中分析结

论进行总结 ， 制作出被误听 （读 ） 声调的偏误顺序 ， 以及误听 （读 ） 成声调的排

列顺序表 。

表 听辨实验一与听辨实验二对比表

听辨实验一 听辨实验二

被误听 （ 读 ） 的声调 阳 平 〉 阴 平 上声 〉 去声 阳平 〉 上声 〉 阴平 〉 去声

误听 （ 读 ） 成声调 阴 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上声 〉 阳 平 〉 阴 平 去声

由上表的对比分析 ， 我们可 以总结出 以下规律 ：

不管在听辨实验一还是听辨实验二 ， 声调偏误的排序大致相同 ， 都为

阳平的偏误最高 ， 其次是阴平与上声 。 由此可 以总结 出 阳平是索马里学生最难习

得的声调 ， 而去声是他们最易 习得的声调 。

在听辨实验一 中 ， 被误听成的声调顺序是 阳平 阴平 上声 去声 ，

而在听辨实验二 中 ， 被误读成的声调顺序是阳平 上声 阴平 去声 。 可见 ， 索

马里 留学生在听辨实验一中最易误听成的声调是阳平 ， 最不 易误听成的声调是去

声 。 而他们在听辨实验二中最易误读成的声调是上声 ， 最不 易误读成的声调同样

是去声 。

在听辨实验一 中 ， 被误听的声调和误听成的声调顺序基木相 同 ， 即 阳

平与 阴平为最习得声调 ， 去声为最易 习得声调 。 在听辨实验二 中 ， 被误读的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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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是阳平 上声 阴平 去声 ， 而误读成的声调顺序则是上声 阳平 阴平

去声 。

二 误听 、 误读类型的对比分析

在综合表 和表 的基础上 ， 再计算 出误听 （读 ） 的偏误率 ， 制定表

。 误听率为各声调误听成其他声调的数量 占该声调的总数量 ， 误读率为各声

调误读成其他声调的数量 占该声调的总数量 。 以表 中 的 — 为例 ， 由表

可知 ， 阳平误听成阴平的数量为 例 ， 而阳平的总数为 例 ， 所以 —

的误听率为 。

表 误听 、 误读类型的对 比分析

序号 声调误听类型 误听数 误听率 声 调误读类型 误读数 误读率

— —

— —

— —

— —

—

—

—

—

— —

— —

—

—

总计 ——

从上表数据 的分析来看 ， 索 马里 留学生在听辨实验 中 的 问题 主要 归为 以 下 ： 二

点 ：

不管在听辨实验 还是听辨实验二 ， 索马里 留学牛的偏误估况都很严

重 ， 偏误率分别 为 和 ”了 见他们对于汉语单字调 的掌握情况 容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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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 在听辨实验一中 ， 听辨偏误出现 了 例 ， 在听辨实验二中 ， 发音偏误出现

了 例 ， 听辨实验一比听辨实验二的偏误数量多 例 。 由此可知 ， 他们听辨的

难度要大于发音的难度 。

两类听辨实验出现的声调偏误类型较多 。 在听辨实验一 中 出现了 种

声调误听情况 ， 而在听辨实验二中 出现了 种声调误读情况 。

在两类听辨实验中 ， 不管是从偏误类型还是从偏误数量来看 ， 都体现

出 了较高的相关性 。 在听辨实验一和听辨实验二中 出现的主要四种声调偏误类型

相 同 ， 分别是 ： — — — 。 这四种类型的偏误数量在

听辨实验一中达到 了 例 ， 占到偏误总数的 而在听辨实验二中则 出现了

例 ， 占到偏误总数的 左右 。 相反 ， — 、 — 、 — 、

这四种类型的偏误数量在两种测试中都是最少的 。 此外 ， 其余种类的偏误类型在

听辨实验一和听辨实验二中 的数量也大体相 当 ， 差距不大 ， 例如 ： 在听辨实验一

中去声误听成阴平的数量是 例 ， 而在听辨实验二中去声误读成阴平的数量也是

例 ， 呈现几乎接近于平衡的结果 。

三 混淆类型的对比分析

在综合表 和表 的基础上 ， 本人将两个表的数据进行比较 ， 制作 出

图 以进行更直观的分析讨论 。

图 声调听辨混靖情况

声调误听情况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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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 表

声调误读情况

□ — — □ — 口 — ■ — □ —

数据来源 ： 表

由上 图分析 ， 我们可 以总结 出 以下规律 ：

在两类听辨实验 中 ， 索马里 留学生最容易 出现的声调混淆类型为 阳平

与阴平以及阳平与上声 。

在听辨实验一中 ， 出现混淆最多 的类型是阳平与 阴平的混淆 ， 而在听

辨实验二中 ， 出现混淆最多 的类型则是阳平与上声的混靖 。

两类听辨实验中 的声调混淆类型的排序基本一致 ， 听辨实验一 中按最

易 出现混淆的排列顺序是 一 — — 一 —

— 。 听辨实验二中按最易 出现混滑的排列顺序是 — —

— — — — 。 两类听辨中 除 了 — 、 — 与 —

、 — 的排列顺序前后有所差别外 ， 其他的保持一致 。

第六节 小结

通过听辨实验一和听辨实验二的对 比分析 ， 可 以得出 以下结论 ：

在听辨实验一中 ， 声调 习 得的难易排序为 阳平 、 阴平 、 上声和去声 ；

在听辨实验二中 ， 声调的难易排序为 阳平 、 上声 、 阴平和去声 。 可 见 ， 管在听

辨实验一还是听辨实验二 ， 设难 习得的声调都是阳平 ， 而诚容易 习得的都是去声 ，

体现出较高的相关性 ， 即听力较差的 声调 ， 发咅也相对较差 ， 听力较好声调 ，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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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也相对较好 ， 体现 了 声调输入输出 的相关性 。

在两类听辨实验 中 ， 声调 的误听类型与误读类型的排列顺序基本上保

持一致 ， 表 明 了 声调输入输出 的密切联系 。

在两类听辨实验中 ， 声调 的混淆类型基本一致 ， 发生混靖情况最严重

的均是阳平与上声的混淆和 阳平与 阴平的混淆 ， 可见声调输入输出之间 的密切关

系 。

总之 ， 声调输入输出 的联系 比较紧密 ， 好的听音能力可以促进索马里 留学生

更好地发出汉语声调 ， 同时 ， 好的发音能力也会不断促进他们听辨能力 的完善 ，

轻松识别汉语的声调 。

第三章 声学实验

第一节 引言

听辨实验二是通过 中 国人听辨索马里留学生的声调发音来判断他们声调 习

得的情况 ， 但听辨实验不能精确描绘声调偏误的具体表现 。 这就需要借助声学实

验的分析方法 ， 因为借助声学实验的软件 ， 可 以具体分析偏误声调的调域 、 调型 、

调值 、 时长 。

声学实验分析是 目 前语音研究领域一种较科学的研究方法 。 相较于传统的听

辨实验 ， 声学实验的优点也是显而易见——借助计算机软件进行实验语料的采

样 ， 保证 了数据的客观性 ； 实验数据的处理 、 分析 ， 较之传统的人耳听辨实验更

能精确地描绘 出 发音人的语咅情况 ， 保证 了数据处理的科学性 。 基于声学实验的

优势 ， 本章试图用 声学实验的研究方法 ， 对索马里 留学生的声调发音进行系统的

声学分析 ， 从调域 、 调型 、 调值 、 时长等几个方面找 出索马里 留学生习得汉语声

调 的偏误 。

第二节 实验设计

一 实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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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对象的选择与听辨实验相 同 。

二 实验字表

实验字表的设计与听辨实验相 同 。

三 实验程序

语音采样 一

语音采样的过程与听辨实验二的相 同 。

数据测量

①时长的确定

测量一个声调的基频首先要确定它的时长 ， 即这个声调从哪儿开始 ， 在哪儿

结束 。 木项实验声调时长的确定主要参照朱晓农 （ 的标准和原则 。

声调 的起点 ， 在宽带语图上从元咅的第二个声 门脉冲算起 。 图 中箭头

指 向 宽带图 的第二个声 门脉冲直条 ， 即声波 图 的第二个周期 。

翻
鋼 ：

鄉 ：

图 声调起点 “地 ”

声调终点的确定主要遵循 以下两大标淮 ：

第一 ， 声波 图振幅显著下降 。

第二 ， 宽带 图 中 的第二共振峰是否还清晰 ， 如来共振峰结构 已经模糊 ， 可 以

朱晓农 语音学 北京 ： 商务印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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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声调 的终点 。

在符合 以上标准的前提下 ， 再按声调各 自 的特点 ， 区别对待 。

平调基木可以按照两大标准来确定终点 。 详见图 虚线处 （下 同 ） 。

妒 ‘ ‘ ‘ ”： “

■遣
！

图 平调的终点 “搭 ”

升调和降调还有各 自 的辅助标准 。

升调基频的终点确定在宽带语图上的基频峰点处 ， 以结尾处最高的峰点值为

终点取值 ， 详见图 降升调基频的终点确定基本参照升调 的标准 ， 详见图

； 降调基频的终点定在宽带语图上的基频直条有规律成比例的间隔结束处 ，

详见图 。

图 升调的终点 “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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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降升调的终点 “把 ”

丨 ， ！ ；

图 降调 的终点 “地 ”

②声调基频测量

数据在掐头去尾后 ， 需要进行基频测量 。 基频测量主要利用 语音软件

中 的音高 自 动测量功能 ， 把确定的声调时长十等分 ， 获取等分点上的基频数据 ，

一共 个 。 然后 ， 把每个样木所有采样点的基频值都导入 ， 求 出实验所需

的基频均值及标准差 ， 最后利用 制 出索马里 留学生单字调的基频 曲线图 。

③基频实验数据的处理

通过 音高提取程序 ， 理应获得有效读例为 〗 （遍 ） 调类 ） 字 ）

人 ） 例 ） 。 那么六位发音人的单字调四声 个采样点的原始基频数据

共有 例 ） 采样点 ） 个 ） 。 但 由于个别读例效果不理想 ， 不宜

于测量 ， 需要剔除 。 所 以 ， 木次实验各人各声调有效读例 为 个字不等 ， 实

际采用 的基频数据为 ： 字 ） 采样点 ） 个 ） 。 各人有效读例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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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有效读例

编号 姓名 第一声 第二声 第三声 第四声

一

小计

合计

通过实验获得的声学原始数据 ， 如声调的基频和时长 ， 从理论上说还不具备

语言学研究的意义 。 尽管听者感知到的语言 内容 ， 如音高等几乎是一样的 ， 但事

实上即便是同一发音人也不可能发出两个声学特征完全相同的音 ， 所以必须对原

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 也就是归一化处理 。 朱晓农 （ 指出 归一化的 目 的

是滤掉个性特征 ， 提取恒定参数 ， 以获得具有语言学意义的信息 。

索马里留学生的单字调声学实验需要归一化的数据主要是基频与时长 。 归一

化的方法有很多 ， 必须从中选择一种最佳方式处理数据 。 通过比较 ， 笔者决定采

用朱晓农 （ 的 法归一法处理声调基频 ， 跨声调均值法处理声调时长 。

两种方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

归一法 ： 首先 ， 求 出发音人各个单字声调的基频均值 ； 其次 ， 把基频均

值化成 自 然对数为底的对数值 ； 再次 ， 求 出对数值的均值 ； 和标准差 最后 ，

进行 归一化 。 归一化 （ 法 ） 的公式为 ： 测量点 的值减去对数

值的均值 ， 然后除以对数值的标准差 ， 即 丨 。

跨声调均值法 ： 一 ， 求 出发咅人单字每个声调时长均值 和四个声调 的时

长均值 。 二 ， 进行跨声调均值法 。 公式为 ： 用该发音人某一声调 的时长均值

除 以 四个声调 的时长均值 ， 即 。 三 ， 依次算 出每位发音人各声调时长的跨

声调均值 。

朱晓农 上海声 调实验汲 丨 ：海 ： 上海教 台出版社 ，

口朱晓农 语音 ： 北 商 务 印 书

晓农 上海 调实验 海 ： 海教育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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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实验结果

一 调域分析

各发音人的最高和最低调域 ， 以及调域的频率值 ， 反映的是各发音人因年龄 、

性别 、 音高特点 、 情绪状态等原因而 出现的差别 。 调域的测量方法为各个发咅人

各 自 调域的最高点减去最低点的差 。 通过 比较索马里 留学生声调的调域范 围和

中 国人声调的调域范围 ， 可坎考察索马里留学生在 习得汉语声调时调域的偏误情

况 。 由于男女之间 的调域不同 ， 因此将分别进行 比较 。 表 为索马里女发音

人与 中 国女发音人的声调调域范 围 比较 。 表 为索马里男发咅人与 中 国 男发

音人的声调调域范围 比较 。

表 索马里 （女 ） 与 中 国 （ 女 ） 的调域范围 （ 单位 ：

最高点 最低点 调域范 围

中

表 索马里 （男 ） 与中 国 （ 男 ） 的调域范 围 单位 ：

最高点 最低点 调域范 围

中

由表 分析可知 ， 中 的调域最低点为 ， 、 和 的调域最

低点 为 、 和 。 可见 ， 、 和 的调域最低点 比中 国人

丨 壤荣蓉 苏州话单字调 、 双字调 的实骑研究 丨 锋 娘 朵辉 语音从稿 丨 北京 ： 北 院 出

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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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 。 、 和 的调域最高点分别为 、 、 ， 其中 和

中 的 比较接近 。 中 的调域范围为 ， 和 的调域范围为 、

和 。 和 比 中 的调域范围分别少 了 和 ， 可见

和 的调域范围较之中 国人的偏窄 。

由表 分析可知 ， 中 的调域最低点为 、 、 的调域最

低点分别为 、 、 调域最低点值比较接近 。 中 的调域最高点

值达到 了 ， 索马里男生调域最高点值位于 — 之 间 ， 调域最

高点值比中 国人的低了 — 。 中 的调域范 围为 ， 索马里男生

的调域范围位于 — 之间 ， 较之中 国人的调域范围过窄 。

由上分析可知 ， 索马里男 、 女生的调域范围 比中 国人的窄 ， 存在调域最低点

高 ， 调域最高点低 、 调域范围狭窄 的 问题 。

二 调型 、 调值分析

声调图旳制作

①六位索马里留学生的声调图

由 声调提取程序 自动提取 名 索马里 留学生单字音四个声调各 个

釆样点的原始基频数据后 ， 再将每个人各声调所有样本的原始基频值导入

中 ， 分别求得各发音人各个声调所有有效读例的基频均值 。 有效读例指的是去除

某个声调读例 中与大部分读音不 同 的声调发音 。 例如 的 个阳平读例 中 ，

个发成上声 ， 个发成阳平 ， 那么她的有效读例 即为 例 。 表 为 四个

声调所有例字的基频测量值的均值 ， 小数点后保留两位小数 ， 其余 人的数据见

附录 。

表 的基频均值 （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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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求得各发音人的基频均值后 ， 需要对各发音人的基频值进行个人的归一化

处理 。 个人各 自 的归一化的物理含义就是 以本人的频域作为坐标 ， 以显示木人的

各个声调在此空间 中 的分布 ， 经过归一化后 ， 原先各人看似杂乱无章的基频 曲线

便会显示 出惊人的一致性 。 表 为 的 值 ， 小数点后保留两位小数 ， 其

余 人的数据见附录 。

表 的 值

木文将使用 软件作 出各个发音人的 声调 曲线 图 。 作 图方法如下 ：

第一 ， 声调 图 的纵轴是音高 ， 音高的单位是 值 ； 横轴是等长时间 ， 单位

是百分比 。

第二 ， 纵轴分为五等分 ， 代表声调的五度制空间 ， 最高点和最低点 的取值为

各发咅人 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

第三 ， 为容纳极端值 ， 图 中最高或最低的取值稍稍放宽 ， 例如 的最大值

为 ， 最小值为 。 作图 时 ， 最高点取值 ， 最低点取值 。

六位索马里发音人的 声调 曲线图如下 ：

图 六位索马里留学生的 声调 曲线图

‘ ‘ ‘

岭 ■ 】 ‘ ■ ‘ ■ ‘ 一

” 丨― ‘ 丨 ： 二

’—■— 一 丁 — 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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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两位北京发音人的声调 图

为更好地分析索马里留学生汉语单字调 的 习得情况 ， 我们 同时制作 了一女 （

中 ） 一男 （ 中 ） 两位北京发音人的 声调 曲线图 ， 见图 ， 他们的实验字

表与索马里 留学生的相同 。 测量数值见附录 。

图 两位北京发音人的 声调 曲线图

梟 丄 【 ， 广丁

卜 丁 】 丁 丨

讀 —
“

— ■ —」

中 中

调值 、 调型分析

①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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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北京发音人与索马里 留学生的 阴平 曲线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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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可知 ， 两位北京发音人 （ 以下简称 中 、 中 ） 的 等长时间 曲线图

中 ， 标准普通话中 阴平的调型体现 “平 ” 的特征 ， 处于整个调域偏上的部分 。

中与 中 的 阴平 曲线分别位于 度区域底部和 度区域顶部 ， 调值可分别记为

、 。 与 中 、 中 的 曲线图相 比 ， 就调型而言 ， 索马里 留学生的阴平与

中 、 中 的调型走势基本相符 ， 总体发音情况 良好 。

起点略高 ， 在略微降低之后呈现平稳趋势 ， 介于 度和 度交界区域 ，

可记作 。 整体分布略低于 ， 在抬高微降之后也呈现平稳趋势 ， 其釆样点

分布在 度之 内 ， 可记作 。 的 阴平调 曲线前部有一段明显的下降 ， 随后声

调 曲线逐渐上升 ， 起点处于 度区域 ， 中 点位于 度区域 ， 终点位于 度区域 ，

可记作 。

的阴平调基 曲线基本都位于区域底部 ， 从起点开始 曲线缓慢下降 ， 到 曲

线 中部开始缓慢上升 ， 呈现 出 比较对称的 字形特征 ， 起点处于 度区域 ， 中

点位于 度区域 ， 终点位于 度区域 ， 可记作 。 整条 曲线走势趋向稳定 ，

但整体调域偏低 ， 各釆样点均处在 度区域 内 ， 可记为 。 的 阴平调分布在

调域上部 ， 整段声调 曲线呈现略微下降的趋势 ， 基本符合普通话阴平调 的调型 曲

线走势 ， 整条 曲线位于 度区域 ， 调值可记为 。

由上述分析可知 ， 索马里 留学生的 阴平调型总体上掌握得较好 ， 、 、

、 、 的 阴平 曲线都呈现出平的特征 ， 但也存在调域过低的 问题 ， 特别是

。 此外 ， 和 的 阴平调型调值完全错误 ， 误读成 了 阳平和上声 。

②阳平

图 北京发音人与索马里留学生的阳平 曲线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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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图可知 ， 在 中 、 中 的 等长时间 曲线图 中 ， 标准普通话中 阳平的

起点与终点的位置分别位于 度与 度区域 ， 起点与折点之间 的距离非常短 ， 转

折完成一般位于第 个采样点处 ， 随后迅速上升 ， 调值记为 。

的阳平调是典型的 “ 降升 ” 曲线 。 在下降过程之后到第 个采样点到达

最低点 ， 曲线后部有明显上升 。 整条 曲线的起点位于 度 域内 ， 折点位置在

度与 度的交界范围 内 ， 末点处 度区域 内 ， 由此调值可记作 。 可见 ，

的 阳平调型基木正确 ， 但调值偏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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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的阳平调 曲线都呈现明显的 “ 四形 ” 。 其中 ， 的阳平调从

起点至折点的下降较为细微 ， 而 和 的的 凹形更加显著 ， 前半段的下降幅

度和后半段的上升趋势也更大 。 的起点与折点都位于 度 ， 曲线从第 个釆

样点开始缓慢上升至终点 ， 调值记为 。 和 的起点均位于 度 ， 随后

至第 与第 釆样点 间到达最低点 ， 调域位于 度底部 ， 直至上升至 度区域内 ，

调值记为 。

的 阳平调 曲线为 “平一升 ” 曲线 ， 从起点幵始至第 个釆样点的 曲线较

为平缓 ， 随后迅速升高至终点结束 。 前段平缓 曲线落在 度区域 内 ， 后段上升 曲

线位于 度和 度区域 ， 调值可记为 。 的阳平调 曲线为平直 曲线 ， 声调

起点及前小段位于 度区域的底部 ， 后段则位于 度区域 内 ， 调值可记为 。

对 比 中与 中 的 声调 曲线 图可知 ， 把阳平发成 了低升调型 ， 把阳

平发成 了低平调型 ， 调型和调值偏误严重 。

由上述分析可知 ， 索马里留学生阳平的偏误较为严重 ， 偏误类型有“低升型 ” 、

“ 四型 ” 、 “平升型 ” 、 “ 水平型 ” 等 ， 其中最主要的发音 问题体现在 ， “升 ” 型特

征不明显 ； 起点 、 折点位置不准确 ， 此外还存在发成类似 “低平 ” 和 “低升 ” 的

错误调型 。

③上声

图 北京发音人与索马里 留学生的上声 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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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中 、 中 的上声声调 曲线图 可知 ， 标准普通话的上声调型起点一般

落在 度区域 ， 在第 个至第 个釆样点之间完成转折 ； 前部分从起点到折点之

间 的 曲线趋势呈平稳下降 ， 降幅在 度之间 ； 而后部分从折点到终点之间 的 曲

线则跨度较大 ， 趋势呈均勻上升 。 根据表现 ， 两位北京发音人的调值可记为 。

与 的上声声调 曲线 图 声 中下降段的降幅与上升段的升幅都 比较明显 ，

上声调起点与终点分别落于 度与 度区域 内 ， 折点在第 采样点 。 的上声

调 曲线 图 的凹型幵 口较大 ， 呈现 “ 浅四型 ” 。 曲线起点位于 度区域 ， 之后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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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下降缓慢 ， 在第 个釆样点处完成转折 ， 而后部分的上声过程较快 ， 终点位于

度区域 。 与两位北京发音人的发音图 曲线相 比 ， 他们的上声调基本符合北京发

音人的 曲线 ， 但是折点位置靠后 。 根据表现 ， 、 和 的调值可记为 。

的上声调 曲线跨度较大 ， 声调起点位于 度与 度交界 ， 而终点则达到

了 度区域 。 整条 曲线前部分有小幅下降 ， 降幅为 度左右 ， 之后进入上升状态 ，

升幅达到 了 度 ， 声调 的折点位置 比较靠前 ， 位于第 个采样点处 ， 且处在

度区域的最低端 。 根据表现 ， 调值可记为 。

的上声调 曲线体现了 “升 ” 的特点 ， 曲线前部分有小幅的下降过程 ， 够

部分的上声幅度较大 ， 从 度跨入 度顶部 ， 曲线 的折点位于第 个采样点处 。

根据表现 ， 调值可记为 。

的上声调型 曲线的起伏都 比较小 ， 下降和上升的趋势都比较微弱 ， 曲线

整体在 度与 度区域 内波动 。 终点与起点均在 度区域 ， 折点位置位于第

个采样点处 ， 整条 曲线幵 口 弧度 比较对称 。 根据表现 ， 调值可记为 。

由上述分析可知 ， 索马里留学生的上声调 曲线 “ 凹型 ” 特征基木符合标准咅

的调型 曲线特征 ， 但同时存在起点位置偏低 、 折点位置靠后 、 终点位置不到位等

问题 。

④去声

图 北京发音人与索马里 留学生的去声 曲线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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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中和 中去声声调 曲线 图可知 ， 标准普通话的去声 曲线呈现显著 的

下降趋势 ， 从 度调域一直降落 ， 终点位于 度调域中部和底部 ， 调值可记为

。

和 的去声调 曲线是从调域的顶部到调域中 间的降调 曲线 。 整条 曲线的

走势是下降的趋势 ， 但是降幅不大 ， 从起点的 度区域降到终点的 度区域 ， 降

幅不超过 度 。 调值可记为 。 与两位北京发咅人的 声调 曲线图 的 比较可知 ，

和 的去声调型 曲线走势基木准确 ， 但 曲线的终点偏高 。

的去声声调 曲线从调域顶部一直降到调域的底部 ， 起点在 度区域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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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 ， 呈现平缓下 降 ， 然后呈现急速下降的趋势 ， 至终点到达调域最底部 的

度区域 ， 调值可记为 。

和 的去声声调 曲线基本一致 ， 前部分下降缓慢 ， 后部分下降迅速 。

整条 曲线的起点从调域的顶部到终点降到 度区域内 ， 调值可记为 。 的去

声调起点较高 ， 起点位于 度区域顶部 ， 随后声调 曲线逐步下降 ， 曲线前三分之

一处呈现微小凸起 ， 而后 曲线迅速下降至终点 度区域 ， 调值可记为 。 与两

位北京发音人的 声调 曲线图 的 比较可知 ， 四人的去声完全符合北京发音人的

去声 曲线分布特征 ， 调型 、 调值均正确 。

由上述分析可知 ， 索马里 留学生的去声是四个声调 中掌握得最好的 ， 调型完

全正确 ， 但也存在 曲线终点降得不够低的 问题 。

三 时长分析

对于能否发好普通话的声调 ， 除了上文提及的音高之外 ， 还包括时长 ， 时长

是声调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志 。 由此 ， 本文将在接下来的篇章中 ， 通过时长的实验

数据来反映留学生的声调偏误 。

绝对时长分析

每个声调的持续吋间都在一定范围 内 ， 时长过长 ， 会显得拖沓 ， 而时长过短 ，

则显得急促 。 同 时 ， 不同的发音人的时长也具有不 同特征 。 一般来说 ， 在异性 间 ，

女性的绝对时长就长于男性的绝对时长 ； 在同性间 ， 也会因为年龄不 同而等产生

差别 。 所 以 ， 基于这样的特点 ， 我们只能通过比较同一发音人在各声调之 间的绝

对时长来看出 四声时长的长短关系 ， 找 出可能存在的偏误 。 表 为两位北京

人的 四声绝对时长表 ， 表 为六位索马里 留学生的 四声绝对时长表 。

表 两位北京人的声调绝对时长表 （单位 ； 毫秒 ）

丁 丁

中

中



杭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索 马里 留学生汉语单字调 习得的实验研究

表 六位索马里 留学生的声调绝对时长表 （单位 ； 毫秒 ）

丁 了

为 了 更加直观地展示和更加方便地体现索马里 留学生各声调之 间 的声调长

短顺序 ， 木人结合各声调的时长值和 归一化值 ， 作 出绝对时长调型图 。 图

为两位北京人的 声调 曲线绝对时长图 ， 图 为六位索马里留学生的 声

调 曲线绝对时长图 。

图 两位北京人的 声调 曲线绝对时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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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六位索马里 留学生的 声调 曲线绝对时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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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为发音不 同 ， 一般来讲 ， 不同 的声调具有不同 的时长 。 学术界普遍认为 ，

在普通话声调 中 ， 上声最长 ， 阴平次长 ， 阳平次短 ， 去声最短 。 观察两位北京发

咅人声调 曲线绝对时长图可以发现 ， 其时长顺序完全符合这一规律 ， 即

。 根据数据表格观察索马里留学生的声调 时长顺序 ， 我们发现人际差

异还是很大的 。 、 、 和 的时长顺序是一致的 ， 即 。

的时长顺 夢为 丁 。 的时长顺序为 丁 。

根据分析我们发现 ， 六位索马里 留发音人的去声都是四 声 中 时长最短的 ， 符

合普通话去声的绝对时长的特点 。 此外 ， 除了 外 ， 其余五位发音人的上声时

长都是最长的 。 、 、 、 的时长顺序与 中 国人的一致 ， 完全正确 。

的 阳平时长 比其阴平时长稍长 ， 而 的 阴平时长比其上声时长稍长 。 总体上说 ，

索马里 留学生对绝对时长的长短掌握较好 。

相对时长分析

以索马里留学生单字调的 四声平均时长为基础 ， 算 出 时长均值 ， 再与北京发

音人单字调的时长均值进行比较 ，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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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单字调的绝对时长均值 （单位 ：

留学生

北京人

但是 ， 我们在上文 中 曾指出 ， 不同发音人的咅长持续时间往往因个体差别而

存在着较大差异 ， 直接用绝对时长进行 比较很难看 出其中 的关联 ， 原始时长的数

据需与基频数据一致 ， 都需要进行归一化的处理 。 时长归一法采用 的是跨声调均

值法 （详见 跨声调均值法 ） ， 运用此法将索马里 留学生及北京发音人的单

字调 四声 的绝对时长均值转化为相对时长均值 ， 见表 。 可 以看出 ， 在经过跨

声调均值法的处理后 ， 上述人际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减小 了 。

表 索马里留学生单字调相对时长均值

最后 ， 我们再将北京发咅人的单字调相对时长均值与索马里 留学生的单字调

相对时长均值做 比较 ， 见表 。

表 单字调相对时长均值 比较

留学生

北京人

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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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表 可知 ： 索马里留学生的上声持续时间最长 ， 相对时长为 ，

与北京发音人的相对时长 非常接近 ， 相对短 了 其次是阴平 ， 相对时长

为 与北京发音人的相对时长 相 比 ， 长了 再次是阳平 ， 相对时

长 ， 与北京发音人的相对时长 相 比 ， 长了 去声最短 ， 相对时长

为 ， 与北京发音人的相对时长 相 比 ， 短 了 。

四 小结

声学实验部分通过软件介入和数据研究 ， 考察了六位索马里留学生汉语单字

调的 习得情况 ， 发现在调域 、 调型 、 调值 、 时长等方面存在如下偏误 ：

索马里留学生的调域范围 比中 国人的窄 ， 存在调域最低点高 ， 调域最

高点低 、 调域范 围狭窄的 问题 。

索马里留学生去声调掌握得最好 ， 调型 、 调值基本正确 ， 但是终点降

低幅度不够 ； 上声调其次 ， 调型 曲线基本符合 “ 四型 ” 特征 ， 但也存在起点位置

偏低 、 折点位置靠后 、 终点位置不到位等 问题 ； 阴平调再次 ， 调型 曲线基本符合

“平 ” 的特征 ， 但也存在调域过低和误读成上声的 问题 ； 阳平调最差 ， 调型 、 调

值基本错误 。

索马里留学生最容易发生混靖的声调是阳平与上声 ， 个别 留学生的声

调 曲线图 中 ， 两个声调的调型走势基本一致 。 阴平与上声的混淆是否具有普遍性 ，

尚需大样本的实验支持 。

索马里留学生上声与阳平的时长掌握得最好 ； 阴平的时长其次 ； 去声

的时长最差 。

第四节 听辨实验与声学实验的对比分析

通过听辨实验和声学实验的对 比分析 ， 可 以得出 以下结论 ：

在听辨实验 中 ， 索马里留学生最难习 得的声调是阳平 ； 在声学实验中 ，

索马里留学生的 阳平调 习得也是最差 ， 同时其调型 、 调值也有不 同程度的偏误 ；

根据此项实验显示的结果 ， 体现 了汉语语音输入与输出 的高度 的一致性 。 说明索

马里 留学生在汉语单字调 习得的过程中 ， 对阳平的掌握最难 。

在听辨实验二中 ， 索马里 留学生最容易混淆的声调是阳平和上声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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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辨实验一 中 ， 阳平和上声的混淆也高居第二 ； 在声学实验中 ， 索马里留学生最

容易发生混淆的是声调也是阳平和上声 ， 说 明索马里 留学生在汉语单字调 习 得

中 ， 较难分辨阳平和上声的区别 ， 也印证了 （ 中 “对阳平的掌握最难 ” 这个

结论 。

在听辨实验一中 ， 索马里 留学生的上声和去声掌握地较好 、 在听辨实

验二中 ， 其阴平和去声掌握地较好 ； 在声学实验中 ， 索马里 留学生也是对去声和

上声掌握地较好 。 说明索马里 留学生对上声和去声的掌握都较好 。

第四章 教学对策

针对索马里留学生汉语单字调 习得的偏误情况 ， 木章将在借鉴当前声调教学

研究的成果基础上 ， 结合上文的调查结果和实验数据 ， 从运用新型教学工具 、 运

用 多种练 习对学生进行分层教学和借鉴传统教学手法对学生进行针对教学等方

面提出相应的教学对策 ， 以期更好地指导对外汉语教学 。

第一节 软件辅助教学

在声学实验部分 ， 我们利用 语音软件对索马里 留学生的汉语单字调 习

得进行 了一系列 的研究分析 ， 包括声调的调域 、 调型 、 调值和时长等 。 在分析数

据部分 ， 我们通过 图表可 以看到 ， 语音软件的运用能将 留学生的语咅收集

并全部转换成 曲线图 ， 这就能让平时 “摸不着 ” 的高低 曲折的语咅 ， 变成人们 肉

眼能看到 ， 并且能及时发现 自 己发咅缺陷的真实 图例 ， 通过 的基频 曲线及

语图 ， 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个声调的 曲线走势 。 基于 软件这样 的优势 ， 留

学生们也可 以通过 自 己的声调发咅 图 ， 直观地了解到 自 己的声调发咅情况 ， 并参

照标准发音的调型 曲线及时调整 ， 有效地克服声调调型偏误 。

同时在笔者收集 留学生语咅时发现 ， 留学生对在课堂 中运用这样 的新型软件

也感到十分好奇 ， 上课时枳极主动 了 不少 ， 这也在无形中 促进 了 其语 的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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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简介

是一款跨平台 的 多功能语音学专业软件 ， 其主要功能是对 自然语言的

语音信号进行采集 、 分析和标注 ， 并执行包括变换和滤波等在 内 的 多种处理任务 。

作为分析结果的文字报表和语图 ， 不但可以输出到个人计算机的磁盘文件中和终

端的显示器上 ， 更能够输出 为精致的矢量图或位图 ， 供写作和印刷学术论文与专

著使用 。 此外 ， 还可用于合成语音或声音 、 统计分析语言学数据 、 辅助语

音教学测试 ， 对数字化的语音信号进行分析 、 标注 、 处理及合成等实验 ， 同时生

成各种语图和文字报表 。 等等 。 可直接从网上下载 ， 只需 电脑与话筒 ， 就

可 自 主操作 。

二 操作

对于索马里 留学生在声调 习得中 比较容易混淆的阳平和上声 ， 由于其声调教

学存在的 固有难点 ， 笔者建议在教学中 ， 教师可 以适时利用 语咅软件 ， 利

的音高分析功能 ， 辅助语声调的调型教学 。

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

点击主界面上 下拉菜单中 的 项 ， 进入录音界

面 。 点击 同时对着话筒开始录音 。

图 主界面与录音界面

“

“

■

各 ！

主界面 录音界面

完成录咅后 ， 保存录音文件 ， 并点击主界面的 按钮生成留学生和

标准音的声调语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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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声调语图示例

：曹
感 、 丨 舞

丨：二
一重

中 “兔 ” “兔 ”

如 图 是 中 的标准音 “兔 ” 和 的 “ 兔 ， 通过与 中 国学生语图 的对

比 ， 留学生可 以清楚看到 自 己在语流 中 出现的调型偏误 ， 并且可 以更直观地 了 解

自 己的调型偏误的具体体现 ， 以便在今后 的语音学习 中可 以更好地克服 。

三 的课堂运用

由于 软件 自 身使用 的便捷性 ， 教师只需准备一台 电脑和一只话筒这样

的设备就可 以指导学生进行录音操作 ， 所 以在课堂 中具有广泛的应用性 。

在教学中 ， 的课堂运用程序一般可遵循 以下几个步骤 ：

教师准备好语音素材 ， 请一位 留学生上讲台做示范进行 的录咅 ，

录音完成后教师进行保存 。

教师可在 中打幵事先准备好的标准发音 ， 或者现场进行录音并保

存 。 将留学生的语咅和标准咅导入 软件 ， 显示学生的发咅语图与声调 曲线

并和标准咅 图 的 曲线 。

教师可先让学生与标准音图进行 比较 ， 先 自 己分析 自 己的声调存在怎

样的偏误 。 如果学生无法意识到 自 己的偏误 ， 教师可再根据声调 图 ， 帮助学生分

析 。

学生弄清后 ， 让学生对着话筒 ， 多读几遍语咅材料 ， 同时录入 ，

再与标准音进行对 比 ， 检查是否真正掌握 。

除 了 作为正常教学环节中使用 的一种手段 ， 也可作为检査学生课后作



杭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索马里留学生汉语单字调 习得的实验研究

业的一种新型工具 。 在课后作业环节 ， 的使用程序一般可遵循以下几个步

骤 ：

作为课后作业的布置 ， 教师可要求学生利用话筒或直接用 软件进

行录音 ， 之后 以 的形式保存 ， 交给老师 。

在第二次上课时 ， 教师把学生的语音导入 软件 ， 并在教学课堂的

电脑屏幕上显示学生的发音语图与声调 曲线 。

若课堂有充足时间 ， 教师可先让学生与标准音图进行比较 ， 先 自 己分

析 自 己的声调存在怎样的偏误 。 如果学生无法意识到 自 己的偏误 ， 教师可再根据

声调 图 ， 帮助学生分析 。

必要时可以要求 留学生进行重复录音及对比训练 ， 直至两者的声调 曲

线走势基本相 同 。

图 “第一个游戏 ” 的 语图

： 夢營

图 “第一个游戏 ” 的 语图

‘曹 參—會督
！ ’

！ ： 一 ■ ■ ： 咖

丨 ： ； 變 動 ： 丨 丨 ’ ，

如 ’ 、 丨

丨羞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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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 图 是笔者读的 “第一个游戏 ” ， 图 是索马里留学生 读的

“第一个游戏 ” 。 从语图上可 以非常 明显地看出 ， 的 阳平误发成阴平 ， 去声存

在 “ 降幅不够 ” 的 问题 。

语音软件不仅能让学生听到声音 ， 还可以看到语 图 ， 无须过多的讲解 ，

就能看懂是否符合标准 ， 不仅提高 了效率 ， 也提高 了学生的积极性 。

第二节 声调的课堂训练

一 听力训练

听力是 口头有声语言交际程序的关键环节 ， 也是语感形成的关键 ， 所 以培养

良好的听力很重要 。 但是在对外汉语教学 中 ， 听力会被视为是一种被动行为而被

忽略 。 在笔者所教授的杭州师范大学国 际教育学院的索马里 留学生汉语课程中 ，

听说课一周安排的课时为 次 ， 每次 课时 ， 与 “ 说 ” 的训练相 比 ， 留学生的听

力训练还是比较少的 。 吴勇毅 （ 指出 ， 人们在听时是有选择地 “注意 ” 蹄

选那些对 自 己有用 的信息 ， 并作 出 （要听 、 在听 ） 的反应 。 同时 ， 朱川在 《外国

学生汉语语音学习对策 》 中也指出 ， 应多做听辨音的练习 ， 四声的高低升降 ， 若

能熟练区分 ， 也可 以模仿的准确 。 由此可见 ， 提高 留学生的听力准确率 ， 也进一

步带动提高 留学生在语流中 的声调准确率 ， 特别是易混滑的声调听力训练 。 表

为索马里 留学生在听力和 口语中 占前三位的偏误类型汇总 。

表 索马里留学生听力 与发音的偏误情况

调类偏误类型 一 — —

听力偏误百分比 】％

发音偏误百分比

由表可知 ， 索马里 留学生的声调发音与听力还是呈现较高相关度 。 其中 ， 阳

平与上声的混靖 占据偏误 比例都比较高 ； 阴平与 阳平的混靖也是偏误常见类型 。

可见 ， 如果听力情况不好 ， 相应的发咅能力也会不好 。 因此 ， 要发好杏 ， 必须加

强汉语声调 的听力 训练 。 当然 ， 听力训练应根据学生体现不 同偏误特点而有所侧

重 ， 比如根据图表可知 ， 在索 马里 留学生的听力教学 中 ， 应强化其阳平 、 上声与

阴平的听力训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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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汉语教学界 ， 专家们非常注重克拉 申提出 的 “ ” 原则 ， 也就是我

们说的 “可懂性输入 ” 原则 。 在克拉 申 的理论下 ， “非可懂性输入 ” 是不可取的 。

德 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实验中得 出这样的结果 ： 识记 个无意义音节需要

次 ； 而识记包括 个音节的六节诗只要 次 。 所 以 ， 学生能够理解的听力材

料 比没有理解的材料 ， 识记效果要好得多 。 从这个角度考虑 ，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应遵循 “可懂性输入 ” 原则 ， 一开始就直接给学生输入可以理解的听力材料 ， 在

听词组句和句子操练中 以及问候 、 介绍的功能对话中不 ， 不断加强学生的听力训

练 ， 提高听力正确率 。 教师在语音语调入 门 时给学生教授的机械练习和语音无意

义阶段之后 ， 应通过语音的功能作用进行初级阶段的听力教学 ， 让学生一开始就

能接触到音义结合的真实语料 。

笔者所教授的索马里留学生主要 的听力偏误在于阳平与阴平 、 上声的混靖 ，

所以笔者在选取语音素材时就会将结合功能意义与偏误类型相结合 ， 重点操练学

生的易混淆声调 。 表 为笔者根据教材相关 ， 同时针对索马里留学生听力声

调偏误所制定的练习 （难易程度为循序渐进式 ， 从训练词语开始 ， 再训练词组 ，

最后训练句子 。 其中 ， 表中 阴影部分为阴平 、 阳平和上声的单字 ） ：

表 索马里留学生听力 与发音训练素材

词语 词组

老 师 、 你好 、 索马 里 、 留 学 生 老 师你好 ； 索 马 里 留 学 生

老 师你好 ， 我是索 马 里 留 学 生 。

一 昨天 、 身体 、 所 以 、 没有 身体不太好 ； 没有去

我昨天身体不太好 ， 所 以没有去上课 。

“ 很 多 、 学 习 、 汉语 、 方法 有很 多 ； 学 习 汉语

我有很多 学 习 汉语 的方法 。

“ 田 中 、 汉语 、 辅导 、 老师 辅导老 师

田 中 ， 你有汉语辅 导老师吗 ？

“ 想 、 介绍 、 房 间 介绍 一 下 ； 我的 房 间

我想介绍一 下我 的房 间 。

租房 多 少钱

租房要 多 少钱 ？

■ 能见义 ， 相 良守次 学 心理简报 成都 ： 四 川 教 育 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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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 同 学 、 火车 、 北京 下个星期 ； 坐火车 ； 回北京

下个星期 ， 我和 同 学要坐火车回北京 。

假期 、 哪儿 、 旅游 去哪儿 —
假期你们去哪儿旅游呢

索 马 里 、 只 能 、 飞机 、 杭州 太远 了 ； 坐 飞机 ； 来杭州

索 马 里太远 了 ， 我们 只 能坐飞机―州 。

喜欢 、 什 么 、 中 国 吃什 么 ； 中 国菜

你喜欢吃什么 中 国菜 ？

学校 、 食堂 学校食堂 ； 怎 么 样

学校 的食堂怎 么 样 ？

知道 、 公交车 、 可 以 、 坐车 我知道 ； 坐车去

我知道很多公交车 ， 我们可 以 坐车 去 。

地铁 、 每天 、 出 去 有地铁 ； 坐地铁 ； 出 去玩

我知道很多公交车 ， 我们可 以 坐车去 。

骑车 骑 自 行车

你会骑 自 行车吗 ？

医 院 、 我们 、 国家 、 方便 差不 多 ； 很方便

杭州 的 医 院和我们 国家的 医 院差不 多 ， 看病很方便 。

觉得 、 中 医 、 有意思 看 中 医 ； 很有 意思

我觉得 ， 看 中 医很有意 思 。

明 天 、 附近 、 理发 我要去 ； 学校附近

明天我要去学校附近理发 。

朋 友 、 银行 、 着 急 银行卡 ； 丢 了 ； 很着 急

我朋 友 的银行卡丟 了 ， 他很着急 。

一个 、 快递 、 邮局 去邮局 ； 取快递

我有一个快递 ， 我去邮局取快递 。

要 、 买 、 卡 我要 买 ； 电话卡

我要买 一张杭州 的 电话卡 。

二 发音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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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每个音节都有固定的声调 ， 并且每个声调也都有高低和升降 曲折的差

另 。 在声学实验中我们发现 ， 由于汉语声调具有的复杂性 ， 给索马里留学生正确

习得汉语声调造成了一定的 困难 ， 从而产生 了大量偏误 。 从声学实验我们得知 ，

索马里留学生在发音声调方面容易混淆的类型为 阳平与上声 、 去声 。 针对索马里

留学生的这种偏误类型 ， 笔者总结 了近几年的课堂教学经验总结 ， 提出 了 以下几

种声调训练方法 。

手势教学法

在教学中 ， 碰到阳平字 ， 索马里 留学生在发音时会与上声混淆 ， 说明其习惯

于在发音前部分将调域降低 ， 之后再提高声调 ， 呈上升趋势 。 碰到这样的情况 ，

教师可利用 “肢体语言 ” ， 以 “手势 ” 引 导学生发音 笔者常在教学中运用此方

法 ， 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在教师 出示 “模拟阳平的上升 曲线 ” 手势之后 ， 都能及

时纠正其发音 ， 将阳平调直接上升 ； 同样 ， 如果学生发的上声与阳平混淆 ， 教师

用可手势在空 中 画一个往下走的弧形 ， 再将手势太抬高 ， 要特别强调 “ 四形 ” 的

降势 ， 学生很能领会 ， 并能及时调整发咅 。 手势教学法是笔者在课堂中常用 的 ，

效果显著 。

〉 对比发音教学法

王汉卫在 《基础阶段声调教学四题 》 中提出 了最小对比原则—— “在声调对

比练习里 ， 排除声母 、 韵母的差异 ， 即在声 、 韵母相同 的情况下 ， 进行声调差异

的对比练习 ” 。 由此可见 ， 有效的声调差异对 比练习 不仅可以帮助 留学生注意

到汉语四声的差别 ， 还可以为教师在教学 中 为不 同学生产生的不同偏误进行针对

性的教学 。 索马里留学生在发音 中最严重的偏误为 阳平与上声 、 阳平与阴平之间

的混淆 ， 因此教师需要在教学中特别加强这两类混靖类型的发音对比练习 。

①阳平与上声

阳平与上声的区别在于 ： 起点不 同 ， 阳平的起点位置略高于上声 ； 特征不同 ，

阳平不强调 “ 凹形 ” 发咅特征 ， 此特征为发音的伴随特征 ， 而上声的 “ 四形 ” 是

其语言 目 标 ， 教师必须要求学生达到 ； 终点不 同 ， 阳平的终点位于调域最高点 ，

上声的终点略低于阳平 。

②阳平与阴平

王汉 ： 基础阶段 调教， 叫 题 丨 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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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平与阴平的区别在于 ： 起点不 同 ， 阳平的起点位置略低于阴平 ； 特征不同 ，

阳平具有 “升形 ” 特征而阴平具有 “平形 ” 特征 ， 教师可通过手势或者教学挂图

展示直观 曲线 ； 发音时声带松紧度不同 ， 阳平声调声带先松后紧 ， 音高逐步上升 ，

而阴平声调声带一直 出于紧张状态 。

模仿发音教学法

模仿发音教学法教学中最直接 、 最常用 的教学法 。 留学生跟着教师学习 声调

发音时 ， 一般有教师朗读一个音 ， 学生再模仿发音 。 运用模仿发音教学法对教师

的发音准确率有很高的要求 ， 同 时也要求教师具有敏感的听力 ， 能够辨析留学生

发音时产生的偏误并及时纠正 。

模仿发音教学法可按 以下步骤进行 ：

①初级阶段留学生可按教学正常次序 ， 按照阴平 、 阳平 、 上声和去声的固定

顺序 ， 模仿教师发音 。 教师在初级教授阶段 ， 要注意学生易产生偏误的发音类型 ；

②完成初级阶段的发音习得之后 ， 应按照留学生容易产生偏误的发音类型的

难易顺序进行模仿发音教学 。 根据实验数据 ， 索马里 留学生的声调 习得难易顺序

为去声 、 上声 、 阴平和阳平 ， 故在教学 中 ， 教师应将发音精力放在学生较难习得

的阳平 、 阴平和上声上 ， 去声习得效果较好 ， 可 以轻松带过 。

三 调域训练

由于个体差异性 ， 每个人的调域也体现出一定的差异 。 汉语发咅在调域上的

体现 ， 往往能决定发音的高低是否到位 。 发音时肌 肉越紧张 ， 声调越高 ； 反之则

越低 。 汉语为声调语言 ， 这样的特性给 母语为非声调语言的学习者在学习上带来

了很大的 困难 ， 留学生难以在一个音节 内 实现声调的松紧变换 ， 或者松与 紧的区

分度不大 ， 这样就较难获得足够的调域宽度 。 从而进一步限制声调的舒展程度 ，

以至于高低音的落点难 以到位 ， 音高走 向不 明显 。 表 为索马里留学牛与 中

国学生声调发音的调域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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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索马里留学生与 中国人的调域范 围 比较 （单位 ：

中 国 学生 索马里 留学生

女

男

由表 可知 ， 索马里 留学生存在调域宽度偏窄的 问题 ， 特别体现在男性

发音人身上 。 因此 ， 在教学 中需要加强 留学生的调域训练 。 在训练调域时 ， 教师

需要借助发音调域图 ， 在指导学生发音时 ， 让学生在发声时体会 自 己的音域能到

达的范围 ， 包括最高点与最低点 。

由声学实验中得知 ， 索马里 留学生的主要 问题体现在 ， 高点不够高 ， 低点不

够低 ， 所 以在教授调域跨度时 ， 笔者利用发音调域图和手势教学法相结合的教学

方法 ， 让学生体会各个调域之间 的差别及走势 ， 同时穿插 “音阶教学法 ” 进行教

学 ， 让学生通过唱歌的方式 ， 体会到在音调逐渐升高时声带发音的震动 ， 感受声

带收紧程度 ， 帮助完成调域之间 的转换 ， 防止学生在调域转换之间产生偏误 。

第四节 教材练习考察

一 声调练习对比

练习是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 练习 是不可缺

少的教授和学习 形式 ， 对于学习 第二外语的 留学生而言 ， 要想学好语言 ， 开 口说

话更是重中之重 ， 所 以在平时课上及课下的练习就显得尤为重要 。赵金铭 曾谈到

“一部教材能否使学习者达到与其的学习 目 标 ， 练习是重要的保证 。 练习 的量 、

练习 项 目 的设计安排 、 练习 方式的 多样化 ， 既能检验教学者 ， 又可检验学习者 。

如果练习做完 了 ， 做对 了 ， 学习者就基木掌握 了本课的 内 容 ， 这应该说是一份好

的练习 。 ” 赵金铭 ， 在笔者教授的杭州师范大学国 际教育学院 ， 留学

生使用 的教材为北京语言大学 出版社的 《成功之路 》 系列 ， 而作为学习 了汉语一

年的索马里 留学生的汉语听说课 ， 使用 的教材为 《起步 顺利篇 》 。 接下来笔者

将本教材与现在高校普遍使用 的 《发展汉语 初级汉语 口语 》 与 《初级汉语 口语 》

“ 赵金铭 对外汉语教材创新略论 丨 世界汉语教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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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本及练习做一个大致比较 ， 希望从教材练习方面能给留学生的 口语发音找到

一个教学突破 口 。

《成功之路入门 起步顺利篇 》

根据教材编写说 明 ， 《成功之路 》 是一套为母语非汉语的学习者编写 的对外

汉语教材 。 《成功之路 》 采用 的是组合式的设计手法 ， 对教师和学习 者来说 ， 可

以较大程度上根据学习者 自 身 的不同特点进行 自 主学习 。 《成功之路 起步篇 》

分 、 两册 ， 共 课 ， 可供每周 学时 ， 每学期 周 的课堂教学使用半

个学年 。 《成功之路 顺利篇 》 是继 《起步篇 》 之后的初级汉语综合教材 。 全书

共两册 ， 每册 个单元 ， 每个单元 课 ， 共 课 ， 可供每周 学时 ， 每学期

周 的课堂教学使用半个学年 。 本教材的话题都是学习 者在中 国学习期间 比

较熟悉和感兴趣的 内容 ， 如 日 常生活 、 校园生活 、 交通旅游 、 娱乐文化等 。 学完

《成功之路 顺利篇 》 ， 学习者可以掌握 多个汉语词语 ， 进一步提升听 、 说 、

读 、 写能力 。 在练习 方面 ， 每册均附赠听力文本和练习活页 ， 一课一页练习题 ，

可作为课后作业 。 练习活页里还有 套单元复 习题 ， 可帮助学习者集中复习 。 随

书附赠录音 盘 ， 录有课文 、 生词及部分听力练习题等 内容 。 但是笔者在

使用 中发现 ， 尽管教材大部分的 内容都注重 口语 ， 紧扣生活 ， 但是大部分的课文

及练习 ， 都没有强调 口语发音的正确性和精准性 ， 只是一味地追求交际用语的使

用 ， 而忽视 了语咅木身 的语调 问题 。 这就使得留学生在课上注重了语用交际而忽

视 了语音面貌 。

《发展汉语 汉语初级 口语 》

根据教材编写说 明 ， 《发展汉语 汉语初级 口语 》 共分上下两册 ， 每册 课

共 课 ， 可供每周 学时 ， 每学期 周 的课堂教学使用一个学年 。 教材

每课包括课文 、 牛词 、 注释 、 练习 几个部分 。 课文形式 由会话和简短的叙述性语

段组成 ， 可单独使用 。 每课都设计 了 个中心话题 ， 围绕这一 中心话题 ， 又从不

同角度设计 了 一些小话题 ； 这些小话题 中 的对话涉及 了 一个外 国学生在 中 丨 学

习 、 生活期间可能遇到或参与的很 多场景和活动 。 木教材注重的编写原则有 ： 强

调汉语 口语的分技能训练 ， 培养学牛 具有的基木的汉语 口语交际能力 ； 教材具有

实用性 、 趣味性和浅显性特点 ； 注重教材 内 容的规范性 ； 教材 内容新颖 ， 富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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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感 ， 并注意语言与文化的相互渗透 。 但是笔者在观察教材时发现 ， 关于课文 、

词汇 、 语法等的翻译方面还存在一些 问题 ， 翻译不够精准 ， 因为是初学阶段 ， 再

加上母语的负迁移 ， 很容易在这个 问题上导致学生在使用过程中 出现偏误 。 在练

习 部分 ， 本教材一般是让学生先掌握具体词语 ， 并在练习 后直接附例加 以说明 ，

让学生模仿 。 这样的练习有点是有助于学生参考记忆 ， 但同时也限制 了学生的发

散性思维 。 同 时 ， 此教材也并没有特别强调语音面貌的正确性 。

《汉语初级 口语》

根据教材编写说明 ， 《汉语初级 口语 》 分上下两册 ， 每册各有 课 ， 可 以共

每周 学时 ， 每学期 周 的课堂教学使用一个学年 。 教材 内容选取留学

生最为关心和感兴趣的话题内容展幵 ， 词汇数量上 ， 两册共计 个左右 ， 主

要选取的是 日 常生活常用词汇 。 本教材注重的编写原则有 ： 以 “句本位 ” 代替传

统 “词本位 ” ， 变传统的从语义到语用为从语用到语义 ； 成段表达的训练和简单

的初级 日 常 口语句式的学习 是同步的 ， 为学生尽早流利地说汉语打下基础 。 在教

材方面 ， 每课的课文部分 ， 有会话和简单叙述语段组成 ， 语段是根据会话的 内 容

和常用句式编写的 ； 每课的小标题是从会话中选取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句式 ； 每

课的新词也不 出现在课本 中 ， 而是附录在书后 ， 这样就使学生的注意力集中于学

习 句子上 ； 同时 ， 为 了 学生学习理解和 自 学的方便 ， 教材把语段和拼音分幵 ， 也

全部备有英文译文附录于书后 。 在练习方面 ， 由于本教材将语音 、 语调作为教学

重点之一 ， 所以在练习 中有设计有关的语言联系项 目 ； 每课也配有大量练习 ， 图

文并茂丰富多彩 ， 有很强的交际价值 ； 同时附有 “你知道吗 ？ ” 一栏 ， 配合课文 ，

为学生补充课外文化知识 。 但是 ， 本教材也存在不足之处 ， 如没有专 门设计语音

教学阶段 ， 第一课就直接学习说话 ， 将学习置于正常的语流中 ， 学习和纠正发音

同步进行 ， 这样学生会在一开始没有打好语音的坚实基础 ， 在 日 后 的学习 中语音

问题会越来越多 ； 将课文和拼咅分开 ，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学生的朗读困难等

等 。

二 声调练习小结

在对比 了三种教材之后 ， 我们不难发现 ， 作为专 门 的 口 语课程 、 口语教材的

练习题 ， 其对于语咅的重视程度还不够 ， 而是大篇幅的过分强调 了语法 、 词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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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和语言技能的练习 。 一定程度上把 口语课和精读课的练习题概念等 同 ， 没有

很 明显的区别 ， 也没有突 出体现 口语练习题的独特性 。鉴于教材具有这样的缺陷 ，

所 以教师在教学中就要特别注意教学的方式方法和课外习题的多样性 。

首先 ， 要将音素教学和语流教学相结合 ， 充分体现语音的表现功能 ， 才能够

学 习者打下坚实 良好的语音基础 。 在 《成功之路 》 中我们发现 ， 其单纯训练学生

语音面貌的练习 比较少 ， 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 中借助一些教学工具 ， 集 中训练留

学生产生的较多语音偏误的汉语单字或者进入语流的汉字 。

其次 ， 要针对不 同学习者的特点进行分类教学 ， 学生因 为不 同年纪和不 同母

语的区别 ， 在学习汉语过程中会有不 同表现 ， 教师要根据不 同学习 者的语音系统

进行具体比较分析 ， 找出异 同 ， 以便学习 者能更好地利用这些特点进行语音学习 ；

在 《发展汉语 》 中我们发现有翻译不够精准的 问题 ， 若是教授高年级学生 ， 教师

还可以用其学过的简单汉语替换 ， 给予留学生正确的汉语解释 。 但是如果在低年

级授课 ， 留学生本身对汉语的理解就 比较差 ， 需要英语或者母语帮助理解 ， 这样

的情况下 ， 若英语翻译有所偏差 ， 也会对 日 后的语音语法教学带来一定的 困难 。

最后 ， 要根据教学阶段的不 同而制定适宜的教学 目标 ， 在初级阶段 ， 我们应

采取粗线条的办法 ， 让留学生对语音系统有大致了解 ， 然后根据需要在后期 的学

习 中进行行之有效的语音技能训练 。 在 《汉语初级 口语 》 中我们发现 ， 此教材并

未设计单独的语音教学而是直接进入语流 ， 这对零起点的初级汉语学生来说是一

个 比较大的挑战 ， 对 日 后教师要纠正 留学生语咅面貌也有一定 困难 。 所 以在教学

的各个不同阶段 ， 就需要教师制定不 同 的教学 目 标 。 一步一个脚印 ， 才能将汉语

的语咅语法学到位 。

第五节 课外声调训练

除 了上述介绍的关于教师运用 软件进行教学 、 在 留学生听力 、 发咅 、

调域 、 教材教学等方面的教学策略 以外 ， 教师还需要在课外注意 留学生对汉语声

调运用和练习 。

内 部 因素

不管在课堂 中还是在课堂外 ， 教师都应积极树立留学 汁 在学习 汉语语音时的

信心 ， 让学生不仅有重视语咅学习 的思想状态 ， 也有学好汉语语咅的雄心壮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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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能在留学生语音学习遇到瓶颈时耐心辅导 ， 在留学生发音成功时积极鼓励 。

同时 ， 作为奋斗在一线教学 岗位的教师们 ， 也需要好的心态 ， 留学生在语音学 习

初期 ， 会 出现不同程度的偏误 ， 这就要求教师经常在课堂 中纠正其发音 。 反复地

跟读及纠正 ， 需要教师有较好的心态和耐心 。

外部因素

除 了心理方面的 内部因素外 ， 留学生们的母语也有可能会产生负迁移现象 ，

若有条件 ， 可安排不 同母语的 留学生住在同一个宿舍 ， 这样可避免留学生们在平

时生活中直接用母语交流 ； 同时 ， 也可多组织一些课外活动 ， 鼓励留学生们多开

口说汉语 。 不积娃步无以至千里 ， 今天付出 的所有努力 ， 都将是明天成功的奠基

石 。

第五章 结 语

本文运用听辨实验与 声学实验的方法对索马里 留学生汉语单字调 的 习得进

行 了详尽的分析和研究 ， 主要结论如下 ：

听辨实验

从留学生听辨中 国人发音和 中 国人听辨留学生发音两个角度 ， 综合考察索马

里 留学生汉语单字调输入与输出之间 的关系 。 在介绍实验对象的选择 、 实验字表

的设计和实验程序的确定的基础上 ， 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 实验结果显示 ：

①单字调的难易输入与输出 比较 ， 输入的偏误多于输出 的偏误 ， 输入的偏误

率和输 出 的偏误率分别为 和 。 可见输入难度大于输出难度 ； 其中声

调难易顺序表现相同 ， 均为 阳平最难 ， 阴平和上声次之 ， 去声最容易 ；

②误听类型与误读类型的偏误表现基本相 同 ；

③混淆类型的偏误表现也基本相 同 ， 发生混淆情况最严重的均是 阳平与上声

的混淆和阳平与 阴平的混清 。 可见 ， 索马里 留学生汉语单字调输入与输 出存在较

高的相关性 。

听辨实验表明 ， 索马里留学生最难掌握的声调是阳平 ， 同时单字调的输入

和输出具有很高相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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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学实验

借助 语音分析软件 ， 对索马里留学生汉语单字调习得的特点进行系统

的声学描写和分析 。 实验结果显示 ：

①调域范围较窄 ， 调域的最高点偏低 ， 调域最低点偏高 ；

②四声习得的难易顺序与听辨实验结果相 同 ， 均为 阳平最难 ， 阴平和上声次

之 ， 去声最容易 。 阳平调型发生了较严重的偏误 ， 起点偏低 ， 折点靠后 ， 终点不

够高 ， 与上声混淆 。 阴平调型掌握地较好 ， 但调值偏低 ； 上声调型基本准确 ， 但

也有起点位置偏低 、 折点位置靠后 、 终点位置不到位等 问题 。

③时长偏误中去声最高 ， 阳平其次 ， 上声和阳平最容易 。 其 中 ， 去声 、 上声

的时长偏短 ， 阴平 、 阳平的时长偏长 。

声学实验表明 ， 索 马里留学生汉语单字调的发咅在调域 、 调型 、 调值 、 时长

等方面都有不 同程度的偏误表现 。

综上分析分析可知 ， 索马里 留学生汉语单字调的 习得存在较严重的偏误 ， 特

别是阳平与阴平的混靖和 阳平与上声的混淆 ， 因此需进行有针对性地教学 。 本文

针对上述实验结论 ， 结合实际课堂教学 ， 提出 了 软件的辅助教学 ， 声调的

课堂训练等对策 ， 前者建议可利用 语音软件对 留学生进行语音图 的分析和

最直接的纠正 ； 后者建议从最直接的听力教学和发音教学入手 ， 运用 多种教学手

段来提高留学生的语音语调面貌 。

在论文的创新点上 ， 本文从听力感知和发音能力 的角度分析了 索马里留学生

单字调输入输出之间存在的联系 ； 利用 语音分析软件对声调发音进行了 声

学研究 ； 对声调基频值进行 了科学的 归一化 ； 对实验数据处理采用 了科学的

统计学方法 。

但是 由于笔者才疏学浅 ， 木文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 例如 ：

调查对象仅为索马里留学生 ， 未调查其他具有相 同母语的非洲 国家 留

学生的声调偏误情况 。 因此 ， 索马里 留学生习得汉语单字调的偏误表现是否与其

他中非 国家留学生一致 ， 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本文未从咅强角度分析他们的声调偏误 。 咅强是声调的声学特征之一 ，

如果调型 、 调域 、 调值都与标准咅相符 ， 但听感上仍不能认可的词 ， 则 可能与音

强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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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解决了索马里留学生汉语单字调 的研究 ， 双字调 、 多字调 、 轻

声 、 “一 、 不 ” 变调 、 语流变调等 问题都非常值得考察和研究 。

木文实验的样木人数只有 人 ， 属于小样本 ； 教学策略的研究也很肤

浅 。

因此 ， 笔者希望在 以后的学习与教学中 ， 继续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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