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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时代背景

下，汉语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能流利地用汉语作

为第二语言进行交流非常重要。然而，现有第二语

言汉语语音习得研究表明二语者在习得过程中面临

诸多挑战。为了帮助二语者了解汉语语音习得过程

中常出现的问题，加快习得进程，提升习得效果。文

章从音段角度切入，分析了习得困难的来源，提出了

三阶段循序渐进目标及目标导向型学习对策，旨在

帮助二语者从全局建立语音习得框架，从而更好地

解决习得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关键词】汉语普通话  第二语言语音习得  挑

战及对策

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语音习得的内容和挑战

第二语言语音习得遵循渐进顺序，是一个由浅

入深的过程。二语语音习得始于音段，音段是语音

架构中的基础单位，是构成音节必不可少的部分。

汉语中的音段包含声母和韵母。二者是第二语言语

音习得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在语音教学和语音研究

领域得到诸多关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声母习得的

研究涉及不同母语背景开展了针对不同发音部位和

不同发音方法声母的研究，从各个方面得出了丰富

的结果。针对汉语声母而言，卷舌音是汉语声母独

有的特点，日语母语者在习得声母 zh，ch，sh 时会

发生语音变异，将卷舌声母发成舌尖前音、舌叶音、

舌面前音等。送气音也是汉语声母习得的难点之一，

日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在掌握汉语送气音时都存

在很大的困难。从区别特征的角度来看，是汉语强

送气语音特征给母语中不存在这一特征的二语学习

者形成了挑战。

二语者在汉语音段习得中所遇挑战主要有如下

两点。

第一，母语迁移。从 20 世纪中叶开始，针对母

语迁移的研究就进入了第二语言习得（SLA: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的视野。相关研究在对比

分析的框架下得以开展，Lado（1957）认为二语者

的偏误可通过对比母语和目的语加以解释。之后，

George（1972）提出在其所收集的语音语料中，有

三分之一的语音错误源自母语迁移。为了进一步解

释 L2 语音习得困难，Hammerly（1982）通过比较母

语和目的语改善了对比分析假说，将目的语与母语

语音之间的关系分为音位（phonemic）相关、音位

变体（allophonic）相关和不存在的（absent）音，

并且据此将母语音位习得按难度分为八个层级。母

语迁移常常表现为“替换”（substitute）与“中和”

（compromise）。前者通常发生在第二语言语音习

得初级阶段，二语者用母语中既有语音范畴替代二

语中的语音范畴。例如，梅丽（2011）通过知觉实验

考察泰语母语者对汉语塞擦音的知觉同化，发现泰

语母语者在感知汉语塞擦音时，受到母语既有音位

的影响，同化为母语中的塞擦音音位。这一现象经

常发生在 L2和 L1的相似音位之间，SLM 模型将这种

现象总结为“等值归类”（equivalence classifi-

cation），Flege,E.James（1987, 1988）提出的这

一概念指的是二语者在习得过程中，当面临 L2相似

音位时不会形成新音位，而是将 L2中的语音同化为

L1 的相似语音范畴中。“中和”（compromise）现

象通常发生于第二语言语音习得的中级阶段，这一

阶段旨在声学上向 L2语音范畴逼近，产出更加规范

的二语语音。例如，Du.Dan 等（2020）通过感知和

产出实验发现，乌尔都语中的塞音四元对立对习得

汉语中的塞音二元对立产生了影响，具体表现在乌

尔都语母语者在产出汉语送气塞音时存在送气不足

现象，产出汉语不送气塞音时存在送气过量现象。

第二，语音标记性。标记的概念最初是由布拉

格学派提出的，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上。语音标

记性假说提出三种标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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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涉及难度方向，当来自不同母语背景的

学习者习得彼此的语言时，对同一语言现象二者会

表现出不同的难度。例如，德语和英语中的嗓音对

立（voice contrast）存在位置差异，英语嗓音对

立可以出现在词首、词中和词末，而德语嗓音对立

只能出现在词首和词中。Moulton（1962）发现对于

德语母语者而言习得英语词尾嗓音对立非常难，而

英语母语者习得德语词尾的嗓音不对立不存在困难。

第二种认为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在习得同一

种语言现象时难度各异。Anderson（1987）研究了

阿拉伯语、汉语普通话和厦门话母语者在习得英语

词首和词尾辅音丛的现象时，发现汉语母语者表现

比阿拉伯语母语者差。

第三种认为通过不同语言结构之间标记关系可

以解释学习者的表现。Carlisle（1991）通过让西班

牙母语者阅读英语文本，发现给定结构被改变的可

能性与标记性成正比。

根据语音标记性理论可知，标记性强的音通常

伴随着复杂的发音部位、发音方法和构音规则。研

究表明，汉语塞音送气特征是二语者在普通话交际

中洋腔洋调的主要表现之一。此外，汉语舌冠塞擦

音和擦音具有较强的标记性。现有研究已经证明不

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在习得这些音时都存在困难。

例如梅丽（2011）通过设计语音感知实验，招募 54

位泰国留学生来参与实验。在语音知觉同化实验中，

语料包含普通话 z/c、zh/ch、j/q的 CV结构单音节，

让被试判断所呈现的语音刺激与母语中对应语音的

相似度，从而得出汉语三对塞擦音和泰语语音的相

似度；在语音知觉区分实验中，让被试判断所呈现

汉语声母的异同，从而发现泰语母语者对汉语声母

对立的区分情况。总体而言，泰语母语者在感知汉

语三对标记性强的塞擦音时会同时受到母语语音和

后接元音的影响。

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语音习得的目标

大部分二语习得研究关注二语者最初习得状态

及二语习得过程中的难点及造成这些难点的种种原

因。这类型研究秉持二语者目标语言偏离观，以期

研究二语习得现象、促进二语习得的发展，未能强

调二语者在其中的潜能。发音器官可塑性这一生理

特点为二语者拥有类母语者的发音提供了有力支撑。

此外，关于双语者大脑机制的研究认为母语和目的

语语音由不同的脑区控制。在二语习得的过程中，

负责二语语音的脑区被激活，大脑的可塑性也为二

语语音习得成功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语言语音习得分阶段开展，不同阶段二语

者的习得目标不同。从初始状态到母语者状态可分

为三个阶段。初级二语学习者在接触一种新的语言

时会从基本的元音、辅音等入手，此时二语者的基

础语音知识会呈现较快速积累。中级二语学习者所

面临的音段与音段之间的组合增加，超音段（例如：

声调）之间的搭配日益复杂，这一阶段的二语者往

往出于专业需求不断加深二语习得，会取得较好的

成果。高水平二语者处于追求“完美”阶段，语音、

语调均达到了较高水平，只是较之于母语者在声学

上还存在少许差距。

二语语音习得的理想状态是像母语者一样运

用语言。而现有研究认为二语习得很难达到母语

者（native like）水平，只存在最终阶段（end 

state, or ultimate state）或者称为稳定状态。

Takagi 和 Mann（1995）对成年日语母语者开展二语

习得研究，尽管所选被试已经搬到英语国家12年多，

并且日常交流使用英语，他们的水平依然低于母语

者。有研究进一步表明，二语者在区分二语中的一

些难音时采用了与母语者不同的声学线索。例如，

Underbakke 等（1988）通过感知实验发现英语母语

者使用共振峰来区分母语中的[ɹ] 和 [l]，而日语母

语者使用的却是时长信息。

根据 Stern（1983）的“第二语言水平”演变出

第二语言语音水平的三个阶段。接下来，对不同阶

段的学习者习得目标进行阐释。初级学习者从全局

出发，了解基本语音信息，包含元音、辅音的数量、

特点等，知晓总体学习内容。在此基础上，掌握基

本发音，不断提高语音感知和产出正确率。值得一

提的是，这一阶段尤其要避免带口音（accent）的产出，

过往的二语语音习得研究已经证明有口音的产出不

仅会给二语交际带来影响而且在习得后期难以纠正。

然而这种产出并不是不能避免的，只要在初期给予

重视，完全能够阻止其发生。中级学习者旨在累加

语音知识、拓宽学习广度。这一阶段的学习者人数

众多且稳定，有着突出的语音表现。学习者不再满

足于掌握单个音段和基本词汇，而是出于交际需求

能够自主掌握丰富的词汇和多样的句式。另外，话

者还掌握了各个语音单元之间的关系，即协同发音。

音段与音段之间不是孤立的，二者均为音节的组成

部分。在发音的过程中，相邻音段会相互影响。例如，

“哭”这个字中的声母 /k/ 会受到韵母 /u/ 的影响

而唇音化，发音时表现为圆唇。总体而言，这一阶

段难度大、问题多，是二语习得过程中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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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学习者能够熟练运用第二语言开展交流，这一

阶段旨在声学层面上不断靠近母语者。

三、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语音习得的对策

（一）夯实基础

任何学科的学习都非常注重基础知识，第二语

言语音习得也遵循这样的规律。语音是由一个个音

节组成的，音节又是由单个音段组成，掌握语音知

识意味着掌握诸多细小而重要的单元。此外，语音

准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寻求正确的发音指导，

通过模仿母语者发音，更好地整理目标语言的语音

特征。这一方面要求个个精准、面面俱到，自下而

上地抓住语音重点。以此来提升语音的敏感性，为

后续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二）拓宽深度和广度

为了灵活运用第二语言进行交流，需要比较母

语和目的语音系学、类型学等差异，识别和克服母

语对目标语言发音的影响。还要从纵深方向挖掘语

音知识，探索各语音单元之间的关系，把握各个节

点辐射出的语音范围。除此之外，从输入和输出两

个方面加强练习，保障语音知识活学活用。创造不

同的交际场景，拓宽语音运用范围，切实做到从语

音知识中来，回归到语音交流中去。

（三）精益求精

虽然拥有像母语者那样的语音能力对二语者而

言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但并不是不可能的。高水平

的二语者通常问题比较单一，是经过长时间的积累

之后形成的，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纠正。因而需要

持有精益求精的态度，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逐个

分析问题形成的原因，形成有针对性的方案，加以

持之以恒地练习，才可以逐渐提高发音的准确性，

慢慢接近母语者的语音能力。

四、结语

随着国际化进程的日益加深，中国在国际舞台上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学习汉语的需求也随着政治、

经济、文化各方面交流的深入而增加。学习者要想流

利地掌握汉语，就需要树立正确的语言习得目标。按

照不同阶段语音习得的不同特点，形成层次不同的学

习目标，构建有针对性的学习策略，从全局出发再进

入到具体由浅入深的层面，深化语音知识和技能的运

用，熟练掌握汉语语音在交际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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