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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取大学二年级学生作为主要调查对象，以普通话和英语为目标语言，经问卷调查数

据分析，初步总结得出影响大学生学习第二语言的语音生态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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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汉语母语者学习普通话或其他第二语言

（如英语）时遇到的问题，呈现出的习得特

点、规律和差异也不尽相同，这不仅与学习

者自身基础条件相关，也与他所处的语音生

活环境和成长背景相关，这些在实际生活中

影响语音习得的要素可以统归为语音生态学

的范畴[3]。 

语音生态要素包括年龄（发育阶段）、

性别、地域（地理环境）、母语背景、民族

文化、人文（宗教）环境、语境、教育水平、

饮食习惯等，这些因素对语音的习得都有不

同程度的影响。在性别方面有研究表明女性

的语音习得能力优于男性[8]。在语音习得

方面也有关键时期的假说，在这段关键时期

处于不同的语音环境将会对其后语音的习得

产生较大的影响[1]。在母语背景方面，有

较多的研究表明母语对第二语言的学习有不

同方向的影响，包括正向迁移和负向迁移等

[6]。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声学研究所针对山

西、河北、新疆民族地区等学习者做了大量

的基础研究工作，结果表明学习者的母语、

性别、家庭情况、成长背景、受教育情况等

一系列生态因素均可能会对学生的普通话习

得产生影响[4]。 

当前，学术界在语音习得研究中最常见

的方法是经验总结式以及实证研究等[7]。

这些研究方法通常是建立在一定教学经验的

基础上，以个人主观经验为主依靠课堂或课

外随机获得信息，忽视了学习者与外在环境

之间的互动。这在语音习得规律的认知及方

法的制定方面有诸多弊端。影响第二语言习

得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对语音习得也是如

此。 

因此，为了探究语音生态要素对第二语

音学习的影响，本文对一组在校大学生的普

通话和英语语音学习进行的语音生态学意义

上的调查和分析。通过从生态学角度寻找语

音习得的基本理论和规律，可以说明不同群

体、不同个体的语音差异化的原因，或者能

够揭示这种现象产生的本质。这些理论可以

应用在第二语言学习、人机对话、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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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语言合成和处理、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

等方面，会对现在一些现有问题提供新的研

究视角和解决思路，特别是在一些语音学习

方法的制定、学习软件的研究等方面更具有

针对性。 

2. 问卷调查 

2.1 调查对象 

选取中国传媒大学作为调查点，对该校

大二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作为调研对象的大

学生群体，年龄范围为 18-24 岁，具备 10

年以上普通话学习经验，8 年以上英语学习

经验。学生籍贯分布如图 1 所示。 

图 1：调研大学生籍贯分布图。 

2.2 调查问卷的设计 

（1）第一部分：性别、年龄、方言籍

贯、普通话学习时长、英语学习时长、地区

迁移经历；（2）第二部分：关于语言环境

设计问卷，详见表 1。 

表 1：关于语言环境问卷。 

1.是否在家乡长大（小学之前）？ 

A. 是              B. 否 

2.家人之间的交流语言________ 

A. 普通话      B. 方言 

3.课堂上习惯使用______作为交流语言 

A. 普通话      B. 方言 

4.上大学之前，多跟朋友使用何种语言？ 

A. 普通话      B. 方言 

5.是否有过音乐学习经历______ 

A. 是              B. 否 

6.学习音乐类型______（可多选） 

A. 乐器          B. 声乐          C. 乐理 

（3）第三部分：关于汉英语言学习设

计问卷，详见表 2。 

表 2：关于语言学习问卷。 

1.你的小学老师整体普通话水平如何？ 

A. 标准          B. 有方音      C. 不标准 

2.你的初中老师整体普通话水平如何？ 

A. 标准                B. 有方音      C. 不标准 

3.你的高中老师整体普通话水平如何？ 

A. 标准                B. 有方音      C. 不标准 

4.感觉自己现在的普通话是否标准？ 

A. 标准                B. 有方音      C. 不标准 

5.他人认为你的普通话发音标准吗？ 

A. 标准                B. 有方音      C. 不标准 

6.是否能够判断自己的普通话发音的准确性？ 

A. 多数时候是    B. 甚少是      C. 否 

7.认为你在学习普通话时的主要发音难点是？ 

A. 声母                B. 韵母          C. 声调 

8.你的声母学习难点？（可多选） 

A. l 和 n 混淆      

B. zh（ch sh）和 z（c s）混淆 

C. l 和 r 混淆    

D.无特殊难点   

E .h 和 f混淆 

F .其他 

9.你的韵母学习难点？（可多选） 

A. ang（eng ong）和 an（en on）混淆   

B. 儿化音 

C. 无特殊难点     

  D.其他 

10.你的声调学习难点？ 

A. 声调混淆      B. 无特殊难点      C. 其他 

11.英语启蒙老师的口语水平_______ 

A. 标准              B. 有中式口音      C. 不标准 

12.小学期间是否有过外籍老师教学经历？ 

A. 有                  B. 无 

13.中学期间是否有过外籍老师教学经历？ 

A. 有                  B. 无 

14.你觉得自己的英语口语发音_______ 

A. 标准              B. 有中式口音       C. 不标准 

15.他人认为你的英语发音标准吗？ 

A. 标准              B. 有中式口音       C. 不标准 

16.是否参加过有口语课程的课外英语培训机

构？ 

A. 是                  B. 否 

17.是否能够判断自己英语发音准确性？ 

A. 多数时候是  B. 甚少是                C. 否 

18.你在学习英语口语时的难点是？（可多选） 

A. 元音              B.辅音                     C.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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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你的元音学习难点？（可多选） 

A. 长短音混淆（如[i:][i]）  

B. 口型不到位（如[E][æ]）      

C. 无特殊难点         

D. 其他  

20.你的辅音学习难点？（可多选） 

A. 口型发音不到位       B. 结尾加元音      

C. 无特殊难点               D. 其他 

21.你的语调学习难点？（可多选） 

A. 分不清何时重音       B.疑问句升降调 

C. 无特殊难点               D. 其他 

22.认为自己说不好普通话的原因是_____（可

多选） 

A. 学习普通话时间较晚     

B. 家庭教育环境影响 

C. 中小学期间，学校“推广普通话”力度不大 

D. 寒暑假期间回家，很少说普通话 

E. 方言口音影响 

23.认为自己说不好英语的原因是 _________

（可多选） 

A. 个人不够重视        B. 老师口语欠佳  

C. 学习方法有问题    D. 没有良好的锻炼环境 

E. 方言口音影响 

（4）第四部分：关于个人爱好习惯设

计问卷，见表 3。 

表 3：关于个人习惯问卷。 

1.你每天以不同形式（音乐、电视剧、新闻

等）接触英语听力多长时间？ 

A. 1 小时以内     B. 1~3 小时    C. 3 小时以上 

2.平常是否会喜欢收听英文电或者看英文频

道？ 

A. 是                    B. 偶尔           C. 否 

3.看英文影视剧时，喜欢何种类型？ 

A. 原声有字幕     B. 原声无字幕     

C. 译制有字幕     D. 译制无字幕 

4.看电视剧或电影是否喜欢看字幕？ 

A. 是       B. 否 

5.讲英文的时候是否有说出口的勇气？ 

A. 有       B. 有顾虑      C. 否，很难开口 

6.是否跟中国人用英文交流过？什么情况下？ 

A. 是       B. 否 

7.是否跟外国友人进行过交流？什么情况下？ 

A. 是       B.否 

8.日常打字习惯使用何种输入法？ 

A. 拼音   B. 五笔     C. 手写     D. 笔画 

9.除了国语歌曲，是否喜欢听粤语（日语、韩

语、英语）歌曲？（可多选） 

A. 粤语        B. 日语            C. 韩语      

D. 英语        E. 其他 

10.看到感兴趣的电视剧（电影、广告、歌

曲）有方言台词，喜欢模仿吗？  

A. 很喜欢     B. 一般不会    C. 不喜欢 

2.3 调查结果分析 

调查问卷仅包括选择性问题。本次问卷

共发放 109 份，回收 95 份，有效问卷为 93

份，有效率为 97.9%。按照学习环境要素以

及学习习惯要素的角度，对普通话习得以及

英语习得分别进行统计。从回收的大学生问

卷分布情况看，表 4— 表 6 列出了部分调查

项目的统计结果。 

表 4：学习环境要素调查统计（普通话）。 

 标准 一般 不标准 

小学老师普通话

水平 

41% 47% 12% 

初中老师普通话

水平 

59% 33% 8% 

高中老师普通话

水平 

41% 51% 9% 

自我感觉普通话

水平 

56% 40% 4% 

他人感觉普通话

水平 

57% 34% 9% 

 是 有时候 否 

自我感知发音准

确性 

52% 43% 5% 

 声母 韵母 声调 

发音难点 28% 41% 31% 

         表 5：学习环境要素调查统计（英语）。 

 标准 一般 不标准 

英语启蒙老师水平 26% 64% 10% 

自我感觉英语水平 17% 61% 22% 

他人感觉英语水平 19% 63% 17% 

 是 有时候 否 

自我感知发音准确性 34% 54% 12% 

 有 无  

小学外教经历 24% 76%  

中学外教经历 45% 55%  

外语机构 56% 44%  

 辅音 元音 语调 

英语学习难点 18% 18%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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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学习习惯要素调查统计。 

 1h- 1h~3h 3h+ 

每天接触英语时间 69% 26% 5% 

 是 偶尔 否 

接触英文电台频道 24% 54% 22% 

 原声 译制  

原声还是译制 92% 8%  

 是 否  

是否喜欢看字幕 91% 9%  

 有 有顾虑 难开口 

讲英语的勇气 30% 62% 8% 

 喜欢 偶尔 不喜欢 

是否喜欢模仿方言 30% 48% 22% 

根据问卷统计分析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老师水平：老师普通话水平大多

处于一般水平；启蒙阶段英语老师的水平偏

不高，也大多处于一般的水平，这对英语学

习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第二语言的学习，

启蒙阶段的老师和学习环境很重要。 

（2）自我与他人评价：就普通话而言，

评价“标准”居多，反映大学生普通话水平

尚可。就英语发音而言，不论是自我评价还

是自己得到的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大多都是

一般，反映了大学生目前英语语音水平的现

状不佳。 

（3）难易顺序：统计表明，大学生认

为普通话发音中，难易顺序（从难到易）是：

韵母＞声调＞声母；在英语发音中，难易顺

序（从难到易）是：语调＞元音=辅音。 

（4）学习习惯：接近 70% 的学生每天

英语学习的时间不足一小时，作为第二语言

学习来说，这个时间投入是严重不足的。 

（5）学习心态：大部分的学生在讲英

语时勇气不足，有所顾虑。如何建立勇于练

习第二语言的信心和习惯是应该思考的。 

3. 主成分分析 

从“普通话习得语音生态背景”和“英

语习得语音生态背景”两方面，针对问卷的

主要调查项目展开统计分析。 

3.1 普通话习得语音生态因素 

问卷调查中为了避免信息遗漏而设计了

尽可能多的调研项目，随着调研项目的增多，

彼此之间不可避免的引起某些信息的重叠，

所以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5]。 

依据问卷统计，得到大学生按方言籍贯

分布的 7 个主要调查项目的结果，将 7 个调

研项目定义为原始指标，分别列出标记号。

经过主成分分析得出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

和贡献率（见表 7）。由表可以看出前 4 个

主成分累计贡献率达到 90.9%，反映出原始

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 

          表 7：特征值和贡献率。 

主成

分 

特征

值 

贡献率

（%） 

累计贡献率

（%） 

1 2.47 35.3 35.3 

2 1.76 25.1 60.4 

3 1.30 18.6 79 

4 0.83 11.9 90.9 

5 0.35 5.1 96.0 

6 0.25 3.5 99.5 

7 0.04 0.5 100 

主成分与原始指标的相关系数如表 8 所

示。结果表明：①第一主成分与 1 相关性较

大，其次是 2 和 5；这些指标分别反映了生

活环境、成长及学习经历，故定义第一主成

分为成长环境。②第二主成分与 4 相关性较

大，其次是 3；这几项指标体现了学生的交

际用语习惯，故定义第二主成分为方言作为

交际用语。③第三主成分与 6 相关性较大；

本项指标反映了学生的方言喜好的小习惯，

定义第三主成分为方言模仿爱好。④第四主

成分与 7 相关性较大；本项指标主要反映课

堂用语的标准性，故定义第四主成分为教学

用语发音标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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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主成分与原始指标的相关系数。 

 一 二 三 四 

1 在本地长大 0.85 0.48 -0.10 -0.05 

2 没有地区迁移经

历 
0.69 -0.25 0.46 0.31 

3 家人交流用方言 -0.20 0.66 0.54 0.42 

4 校园交际用方言 0.17 0.87 -0.30 0.13 

5 没有音乐学习经

历 
0.68 -0.46 0.20 0.25 

6 喜欢模仿方言 -0.61 0.10 0.72 -0.20 

7 老师普通话不标

准 
-0.60 -0.23 -0.37 0.67 

注：表中“一”代表第一主成分，以此类推。 

以上可以看出，学生长期学习生活的环

境就是学校，老师以及同学营造的语音环境

至关重要。成长所在的家庭环境对普通话学

习虽然影响重大，但是很难轻易改变。而学

校语言学习环境改变可行性较大，这需要老

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此外，个人成长过程

中的学习经历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音乐

学习经验。当前，已有研究表明具有音乐学

习经验的无声调母语学习者在习得声调语言

时，相比于无音乐学习经验者声调语音习得

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习得效果较好[2]。 

3.2 英语习得语音生态因素 

依据问卷统计，得到大学生按方言籍贯

分布的 6 个学习环境生态条件的结果。将 6

个调研项目定义为原始指标，分别列出标记

号。经过主成分分析得出相关系数矩阵的特

征值和贡献率（见表 9）。由表可以看出前

3 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达到 91.3%，反映出

原始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 

主成分与原始指标的相关系数如表 10

所示。结果表明：①第一主成分与 1 相关性

较大，其次是 3 和 5；这几项原始指标涉及

学习环境、学习英语主动性，故定义第一主

成分为英语语音环境。②第二主成分与 4 相

关性较大，其次是 2，而且呈现负相关；这

几项指标直观体现为，喜欢看原声电影，并

且在外语机构接受辅导，并不能直接影响英

语学习程度，因为参加辅导机构可能是被迫

性学习，而在观赏原声电影的时候，还会下

意识地看字幕。故定义第二主成分为被动性

英语学习媒介。③第三主成分与 5 相关性较

大；本项指标体现学习主动性，跟学习心态

有关，故定义第三主成分为英语学习心态。 

             表 9：特征值和贡献率。 

主成分 特征值 贡献率

（%） 

累计贡献率

（%） 

1 2.60 43.3 43.3 

2 2.06 34.3 77.6 

3 0.82 13.7 91.3 

4 0.30 5.0 96.3 

5 0.16 2.7 99.0 

6 0.06 1.0 100 

表 10：主成分与原始指标的相关系数。 

 一 二 三 

1 有外籍老师 0.89 0.01 -0.40 

2 有外语辅导机构 0.34 -0.80 0.42 

3 喜欢接触英语媒体 0.87 0.29 -0.22 

4 喜欢看原声电影 0.14 -0.84 -0.42 

5 有勇气开口讲英语 0.82 -0.27 0.44 

6 老师英语发音标准 -0.48 -0.74 -0.24 

注：表中“一”代表第一主成分，以此类推。 

以上可以看出，学习者身处目标语言的

语境中，自然也会有勇气讲目标语言，所以

良好的语音环境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喜

欢看原声电影”、“有外语辅导结构”这两

个因素在语音学习中起的是负面作用，这个

结论值得思考。 

4.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在大学生第二语言学习

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由表 8 的第一、二主成分和表 10

的第一主成分可以直观地看出，良好的语音

环境和个人学习经历至关重要。 

（2）由表 8 的第三主成分和表 10 的第

一主成分可以看出，大学生的个人爱好、学

习主动性和积极良好的心态对其语言学习有

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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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表 8 的第四主成分和表 10 的第

三主成分，可以看出老师的语音水平对学生

发音有影响，但并不绝对，就普通话而言，

老师普通话越不标准，学生普通话发音越不

标准，但是就英语而言，老师发音标准状况

却与学生英语发音状况呈现负相关，这可能

与学生对目标语的熟悉度或兴趣度有关。 

（4）表 10 的第二主成分中占比较高的

“喜欢看原声电影”、“有外语辅导结构”

同“大学生英语发音标准”呈反比关系，可

以理解为这两项活动存在“被动性”。辅导

机构和原声电影对语言学习并没有想象中的

有帮助，其中原因可能是辅导机构的强迫性、

功利性，缺乏趣味性和吸引力，而原声电影

的问题可能在于学生更多的是看字幕和关注

视觉内容，而对原声电影中的“声”其实并

没有关注，没有主动地去学习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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