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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普通话声母与英语辅音发音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以/s/,/∫/为例

蒋 凤 霞
(北京外国语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北京市100089)

摘 要:通过实验证明,普通话声调和语调的标准化程度与英语语音语调的标准化程度具有相关性,小

学生普通话声母发音错误中最明显的问题是用s音代替sh音。普通话声母与英语辅音发音存在相关性;普

通话中区分不出的声母,在相近的英语辅音发音中也存在同样问题。英语教师的发音错误是学生发音错误的

主导因素之一。实验结果也表明,小学英语教师普通话标准程度的提高对小学生英语发音教学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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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语音的习得在整个二语学习过程中起着先导作用。掌握正确的语音不但是准确表达信息的需要,
同时也是确切理解目标语的先决条件[1]。在二语习得中,语言迁移在语音层面的影响是最直接的。Al-
lanJames指出,本族语结构对第二语言结构的影响,在语音方面比其他方面大得多,因为学习一个全新

的语音系统意味着学习新的发音和听觉模式,这些模式属于语言行为的生理方面,与语言行为的认知方

面相比,它们更抗拒改变和调整[2]。
中国研究者多集中于研究某一方言对英语学习的影响,只有为数不多的研究者对普通话与英语语

音学习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普通话声调和语调的标准化程度与英语语音语调的标准化程度是否相关,
始终没有得到深入研究,英语教师的发音对学生影响的实证研究也很少。

本研究对6343名来自不同地区的小学生及50名英语教师的汉英语料进行对比分析,预期解决如

下问题:(1)普通话声调和语调的标准化程度与英语语音语调的标准化程度是否相关? (2)小学生普通

话声母发音错误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普通话声母与英语辅音发音是否存在相关性? 在普通话中区

分不出的声母,在相近的英语辅音发音中是否存在同样问题? (3)英语教师的发音错误是否是学生发音

错误的主导因素?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被试来自河南、山西两省8所小学50个教学自然班,共6377名小学生和50名小学英语教

师。河南5所小学中3所是乡镇学校、2所是村校,被试来自三年级全部学生;山西3所学校中,2所乡

镇学校选择了三至六年级全部学生,1所村校只选择了三年级学生。所选被试平均年龄相仿,男女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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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具体情况见表1、表2。
表1 被试学生统计表

被试所在地 测试人数 有效被试 男女比例 平均年龄 班级总数(村、乡学校比例)

河南小学 1762 1750 51.43∶48.57 10 35(47.62∶52.38)
山西小学 4615 4593 51.06∶48.94 10 36(10.34∶89.66)

表2 被试教师统计表

被试所在地 测试人数 有效被试 男女比例 平均年龄 英语专业专科以上学历人数

河南小学 21 21 9.52∶90.48 29 12(57.14%)
山西小学 29 29 13.79∶86.21 28 26(89.66%)

  本研究采用结构式测试方法,对被试普通话和英语语音分别进行测试,并把需要考察的语音系统分

解为若干项目,然后将各项目安排在单词(字)和句子中。被试在不知道哪些是考察项目的情况下朗读

材料。主试在评分时只考察各项目语音质量,为每个项目评分,得出一系列被试各方面语音情况的定量

指标。
由于小学生所学汉字和英语单词都十分有限,在选择材料时尽量选择小学一、二年级的语文课本和

三年级已学过的英语课本。所选材料每词(字)或句含一或二个考察项目。被试依次在安静环境下朗读

普通话和英语材料,由班主任或英语教师用录音笔录音。
北京外国语大学20名文学院本科生(普通话考试甲级)各自单独听普通话录音,为每个被试普通话

的每个项目做标注,并按五级(1=差,2=较差,3=一般,4=较好,5=很好)为被试汉语语音各项目评

分;北京外国语大学20名英语学院本科生(英语专业八级)各自单独听英语录音,为每个被试英语的每

个项目做标注,并按五级(1=差,2=较差,3=一般,4=较好,5=很好)为被试英语语音各项目评分。
按照问题出现次数的多寡进行排序,对问题较集中的普通话声母发音与英语辅音发音用praat软

件进行分析,并请北京电视台播音员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美籍外教朗读同样的内容,在praat软件形成标

准录音。

三、实验结果

有效被试6343份普通话语料中,有1542份声母错误出现在s和sh的发音上,占总被试的

24.31%,占普通话声母错误总数的72.54%,是此次试验中普通话声母发音错误中最明显的问题。其

中以s音代替sh音的错误占此类错误的92.77%。
把标准汉语shi的发音和一个典型被试shi音错误的发音例子用praat软件直观描述出来,对照普

通话清辅音声学数据表,可看出典型错误范例中被试的sh音接近普通话的s音。
表3 普通话s、sh声学数据表

辅音(与元
音a相拼)

长度
(毫秒)

强度
(分贝)

除阻段中心
频率(赫兹)

除阻段下限
频率(赫兹)

音征长度
(毫秒)

音征走势

sh 179 10 3000,6000 2100 70 平

s 186 0 7000 5000 37 降

  对有效被试6343份英语和普通话成绩进行分别统计,用spss18.0进行分析发现,被试英语成绩和

普通话成绩密切相关。
把1542份声母错误出现在s和sh发音上的被试成绩提取出来,分为普通话总成绩、英语总成绩、

普通话声母成绩、英语辅音成绩以及英语辅音/s/、/∫/的发音成绩数据输入spss18.0进行相关分析发

现:(1)被试普通话总成绩和英语总成绩相关,0.001<p<0.05;(2)被试普通话声母成绩与英语辅音成

绩密切相关,p<0.001;(3)被试英语辅音/s/、/∫/的发音分数和普通话s和sh的发音分数密切相关,

p<0.001。
把50名小学英语教师英语成绩和普通话成绩提取出来,发现普通话中以s音代替sh音的错误也



是声母错误最多的类型(67.87%),但教师的英语总成绩和普通话总成绩不相关,p>0.05;教师成绩与

所教学生的平均成绩也不相关,p>0.05。小学生被试中有两个班级学生普通话声母s和sh问题最严

重,有此类错误的学生人数分别占班级总数的37.4%和41.2%,英语教师也存在同样问题。

四、分析讨论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在较大规模语料基础上,小学生被试普通话声调和语调的标准化程度与英语

语音语调的标准化程度之间存在着较密切的关系,这和其他研究者的结论一致[3]。从实验结果还可看

出,普通话声母与英语辅音发音存在相关性,小学生普通话声母发音错误中最明显的问题是用s音代替

sh音,在普通话中区分不出的声母在相近的英语辅音发音中也存在同样问题。这说明被试在学习英语

发音时,发生了母语负迁移现象。
在中介语音音系的研究中,经常涉及到母语迁移理论,而母语迁移经常会被研究者用于中介语分析

之中[4-6]。“迁移”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指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已有的知识或技能对新知识或新技能的获得

产生的影响。其中,语言迁移是指学习者把母语的语言特点迁移到外语上,并主要分正迁移和负迁移两

种。雷多的对比分析假设(contrastiveanalysishypothesis,简称CAH理论)认为,当外语的某些形式、
意义与母语相同或相近时,外语学习会变得容易,而当它们不同时,该不同会成为外语学习的困难或障

碍,即当两种语言相似时正迁移会产生,而当其不同时就会出现负迁移或干扰。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
母语知识对目标语习得的影响是众多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所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迁移研究在很大程

度上依赖对比分析所提供的语言系统的对比描述。有关对比分析的文献也经常涉及到由跨语言对比所

确定的预测问题[7]。
艾丽西指出,如果母语是无标记的,目标语有标记,就会产生母语向目标语的迁移现象,当母语参数

设置为无标记而目标语设置为有标记时,迁移现象最为明显[8]。艾克曼曾提出“标记差异假说”
(MarkednessDifferentialHypothesis),其主要内容是:(1)第二语言学习中让学习者感到难学的部分应

该是那些既不同于母语而标记性又要比母语强很多的部分;(2)第二语言的标记性比母语强的部分,其
相对难度是与标记的相对程度一致的;(3)第二语言与母语不同的部分,如果其标记性也不比母语强,学
习者学起来不会很难[9]。这个假说为第二语言学习者,尤其是属于不同语言体系的学习者在学习英语

过程中将会遇到的困难,提出了判断依据。
在本实验中,英语的/∫/音与汉语的sh音不同,但大部分小学生是用普通话的sh音替代英语的/∫/

音。在访谈中,有学生讲,老师为了让学生记住,让学生用汉语中的相似音替代英语发音。这也是母语

负迁移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在普通话中区分不出的声母,在相近的英语辅音发音中是否也存在相似

问题? 通过汉英语音对比不难发现,汉语中的sh音在发音时,发音者舌尖上翘,接近硬腭前部,形成窄

缝,舌身微成凹型,气流从舌尖与硬腭前部形成的窄缝中挤擦出来,音色较硬。sh音是舌尖-硬腭摩擦

音,又称“卷舌音”;而英语的/∫/音是硬腭齿龈音,发音者发音时双唇稍圆并且略微突出,舌端贴近上齿

龈后部,舌身同时向硬腭抬起,气流从舌面与硬腭、齿龈之间挤擦出来。汉语的sh发音部位要比英语

的/∫/发音部位稍后一些,舌头活动的情况跟英语/∫/也有区别。实验录音发现,许多中国学生使用汉语

的x或s来代替英语的/∫/音。如把Show/∫췍u/发成xiu(秀)或so(搜)。
根据标记性理论,两种语言的差异越大,标记性也就越大,难度也就越大。当母语无标记而目标语

有标记性时,就会发生迁移。因为普通话中的s音相对于sh音、英语中的/s/音相对于/∫/音,标记性均

较小。尽管汉语中的s和sh与英语中的/s/和/∫/发音不同,但音位相近,使得普通话不标准的被试把

汉语中的发音误差带到英语中。
分析汉语普通话和英语的语音体系,不难发现以下三方面明显的区别:(1)在汉语中,汉字运用四声

辨别不同意义,汉语被称为声调语言(tonelanguage);在英语中,英语单词是运用重音、句子是运用语调

来辨别不同意义的,英语被称为语调语言(intonationlanguage)。(2)英语和汉语的音素并不完全对应,
在汉语方言中,有些音素和普通话相比,在发音上有很大差别。(3)在汉语中,每个汉字都是声韵结构,



即一个声母和一个韵母构成一个汉字的读音,不可能出现声母+韵母+声母的现象;在英语中,单词发

音出现辅音+元音+辅音的现象很普遍。这些不同点有可能使中国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出现发音

上的障碍。
既然小学生被试普通话声调和语调的标准化程度与英语语音语调的标准化程度之间,确实存在着

较密切的关系,那么他们的英语老师的英语总成绩和普通话总成绩为什么不相关,与所教学生的平均成

绩也不相关呢? 一般而言,相关关系不一定是因果关系。有研究推断是另外的变量同时影响了学习普

通话和学习英语语音[3]。根据本实验结果,可从三方面分析:(1)本实验英语教师被试中,年轻教师比例

较大(平均28.5岁),英语专业毕业人数较多(河南57.14%,山西89.66%),总体英语成绩较好,发音也

比较准确。学生的发音不准确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尤其是普通话学习,家庭因素占有很大比例,和英

语教学关系不大,因此教师的汉英成绩和所教学生的平均成绩不相关是正常的。(2)本实验以朗读为语

料收集手段,不是自然状态下的话语。教师在实验时会有意回避一些平时发不准的音,尤其是普通话的

发音,教师回避乡音而使成绩不准确。(3)英语教师样本较少(50人),区域有局限性(2省),结果不能代

表该群体全貌,结论有待进一步研究后才能得出。但实验中出现的师生发音问题趋同现象也应引起注

意,英语教师发音不准确,上课用方言代替普通话,确实会对小学生英语发音产生影响,可以推断,英语

教师的发音错误是学生发音错误的主导因素之一。

五、对教学的启示

据2004年12月26日公布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数据显示,现在我国能用普通话进行交

际的人口比例为53.06%。可见,方言在我国的使用范围和影响极其广泛和深远。普通话是现代汉民

族共同语,长期以来我国各地区人口交流存在着严重的障碍,而普通话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在我国历史上,人们就非常重视民族通用语的作用。早在春秋时期出现的“雅言”,就带有民族通用

语的性质。在《论语》中,孔子在诵读诗书、执行礼仪时,使用的就是当时已经通用的“雅言”而不是方言。
而今,很多学生和家长已经意识到普通话的重要性,也想学好普通话,但由于自己所说的方言与普通话

差异太大,在短时间内得不到大的提高。因此,各地小学教师责任重大,方言区的小学教师应该用普通

话教学。目前,有很多小学英语教师无法说标准的普通话。试想,操着一口浓重方音的教师怎么能教出

说着标准普通话的学生,又怎能教出说一口标准英语的学生呢?
如果普通话声调和语调的标准化程度对英语语音语调教学确实存在影响,那么中国地方小学英语

教师的普通话提高将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因为中国几千万的适龄儿童在小学完成英语启蒙教育,标
准的英语语音语调将影响他们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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