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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初级阶段语音感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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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语感及语音感教学的心理基础 ，并结合汉语语音特点论证了语音感教学的策略和方法，以期对汉语初级阶段 

的语音教学有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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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sets forth the psychological basis ofla ；Ila{9e intuition and phonetics intuition，integrates the disfinguishiag fea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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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汉语初级阶段的教学中，语音教学显得尤其重 

要。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和使用者，如果没有较为准确的发 

音，即使词汇量再大，语法再正确，在实际交往中，也不容易 

听懂别人的表达，别人也难以听懂他的意思。事实证明，如 

果语音在初期没有得到有力有效的训练，没有形成一定的语 

音感，将直接影响到语法感、语义感和语用感的形成及其优 

劣。从而影响其汉语水平。所以，教学者一定要帮助学生打 

好语音基础，形成具有优势的语音感，使其更快地向目的语 

靠拢。 

一

、语感及语音感教学的心理基础 

语感是对语言的感觉，是一种敏感和直觉，一般认为包 

括语音感、语义感、语法感和语用感。⋯1语感能力是一种高层 

语言能力，对听、说、读、写、译等语言基本运用能力起监督和 

指导作用，包括直觉判断能力，如正误判断、色彩判断、分寸 

判断等；直觉校正能力，如指出错误和改正错误。 J没有它的 

参与，具体的言语活动就无法有效进行。而语音感就是对语 

音的敏感和直觉，对听说能力起直接作用。 

感知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当前客观事物 

的个别属性、整体性和关系的反映。实验心理学认为，当人 

的某一感官在受到外界刺激时，有关的神经细胞的电位就会 

发生变化。发放神经冲动，并在时间和空间上形成一定的模 

式，沿着神经细胞的通路而迅速传递，这就会形成一定的感 

知。如果同样的刺激反复进行，则神经冲动均沿同样的通路 

传入，引起神经突触的生长，使传入效率提高，从而形成记 

忆。诺曼(D·A·Norman)认为：在记忆过程中首先是形成感觉 

表象，从感觉表象中抽出一定量的信息进行保持就形成短时 

记忆，如有再认知的机会就转入长时记忆。那么，要记忆就 

要进行编码(Codins)、群集(Clustering)和主观性组织( 一 

five orgar,i,,~n)等活动L3j，这些活动就要对信息进行变换、归 

纳和加工，这些都是理性的东西。当记忆形成以后，逐渐以 

“格”的形式固定在脑中，当重新接触到类似的事物时，脑中 

的“格”就会迅速与之相印合，做出正误、常殊、优劣等判断，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更高层次上的感觉”。同时，知觉学习的 

理论告诉我们，知觉依存于学习，学习会使知觉变得更加敏 

锐。实验心理学和学习心理学的大量实验调查表明，在知觉 

的形成中，过去的经验非常必要，有一定经验的成人知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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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是在一瞬间完成。学习对感觉和知觉的形成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所以。感觉包含理性成分并可以培养。那么对语言(包 

括语音)的感觉也可以培养。我们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充分利 

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对外汉语教学服务。 

二、语音感教学的策略和方法 

语音感是对语音的直觉和敏感。包含感性和理性两方面 

因素。具体是指在输入(听)和输出(说)两方面对语音的正 

确度、流畅度、自然度、优美度等的把握。 

在对外汉语初级阶段的语音感培养和训练中。听和说密 

不可分。听是基础。这里的“听”是特指对语音的感知和分 

辨。而不是听力理解；说是运用。这里的“说”是指对语音的运 

用。而不包含语义、语法、语用等其他问题。在初级阶段。要 

听标准音，要适应不同性别、不同音色的标准音。只有听准 

确了。才有可能进行较为准确的模仿；也只有听准确了，听多 

了。听熟了。才会形成对语音的习惯和定势。才能在重新接触 

时迅速作出反应，形成我们需要的听觉方面的语音感。有了 

较为准确的模仿音，加上一定的巩固。发音部位就会渐趋稳 

固，发音方法就会渐趋熟练。发出来的音就会渐趋自然、流畅 

和优美。一般的人都是听优于说。要达成协调一致的语音感 

就一定要进行严格的训练和不懈的培养。 

(一)紧密结合汉语语音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 

汉语的语音主要有三个特点：没有复辅音。元音占优势， 

有声调。在对外汉语初级阶段的语音感教学中。我们应该结 

合汉语语音的特点进行训练，使用对比分析的方法。找出具 

体学生对象的听音和发音难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 
一 般来说，外国人学习汉语，声调是一个难点。汉语声 

调能区别意义。这在很多语言里是没有的现象。由于语言的 

负迁移作用。初学汉语的外国人往往对声调的变化毫无感 

觉。在他们听来。 和 y的、tian和 是没有区别的。如果 

不结合意义，他们就会问“what’s the diderot．e?”如果不引起重 

视，在初学阶段没有打好基础，声调使用较为混乱，到了中、 

高级阶段，就很难纠正。将严重影响学生的语音面貌和交际 

效果。他们在声调方面经常出现问题如下。 

阴阳相混。如：天——甜 。汪——王，呼——胡，喝—— 

和。慌——黄，方——房。妈——麻。窗——床，书——熟，汤 
— — 堂等等。阴平不高。不平；阳平不升，或起音高，上不去。 

是造成此类现象的主要原因。 

阳上相混，如：白——百。时、食——使。国——果。完、玩 

— — 晚等。造成此类现象的原因主要是阳平上不去。 

阴去相混 。如 ：颠——电、店 。央——样 。呆——带 、袋 。师 

— — 是、视等。造成此类现象的原因主要是阴平不平，往下 

掉。去声又降不下来。 

变调出错。如：上声的变调。“一”和“不”的变调。这些都 

是学生容易出错的地方，特别是上声在阴、阳、去的前面，往 

往变得跟上上相连一样，变成阳平，使“好心”听起来象“豪 

心”。“祖国”听起来象“族国”。这是由于他们过分强调上声 

的完整特别是上声上扬部分而引起的。 

除了声调以外。不同国家的人又有不同的难点。不同的 

人也有各自的难点。比如。日本人发舌尖后音 r比较难。他们 

常常发成发舌尖中音l。或是先发出r。然后舌头不自觉地往 

前一弹。碰到上齿龈而发成复辅音 rl，还有 明常发成 ang；新 

加坡人舌尖后前音 z、e、s和舌尖后音 小、ch、sl1分不清。后鼻 

音illg、eng很难发好；美国人常把舌尖音出发成舌面音 i，把 

“杂志”说成“杂技”。送气不送气也常常不分。把“对了”说成 

“退了”。“很棒”说成“很胖”等。 

这些问题。如果老师不加以提醒。学生们很多时侯根本 

就意识不到。所以。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有重点 

有步骤地进行训练。使他们及早解决语音难点。形成对难点 

音的语感。从而推动整个语音感的教学。 

(二)注意语音训练与意义讲解相结合 

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实验中得出这样的结果：识记 l2 

个无意义音节平均需要 l6．5次才能顺序背诵；识记 36个无 

意义音节需要 55次；而识记包括 480个音节的六节诗只要 8 

次。【3J所以。理解了的材料比没有理解的材料识记效果要好 

得多。按信息论的观点来看。意义识记即是对输入的信息按 

其性质作用进行编码和按体系存储。以使它和其他信息具有 

科学性的联系。容易成为整体。就识记得快、保存得牢。一般 

来说，意义记忆更易于形成长时记忆，更容易进行再认和重 

现(指暂时神经联系痕迹的恢复或复活)，语音感才更容易形 

成和巩固。 

我国对外汉语初级教材在练习题的设置上。尤其是辨音 

辨调训练、变调训练、轻声儿话训练等题目，材料非常丰富。 

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从中选择一些学生急需要用 

的词。先练习发音，再给出意义，满足他们日常交际的基本需 

求。这是刺激他们进一步掌握语音、形成语音感的重要方法。 

如果不加选择地让学生逐一完成所有发音练习。又没有意义 

的相应解释，那将会非常枯燥。且毫无重点。反而不利于语音 

感的培养。 

(三)注意练习和复习时间的掌握 

语音操练不管是听还是说都相对枯燥。艾宾浩斯的实 

验证明，引起遗忘的原因之一是由于神经细麓的疲劳引起的 

保护性抑制。如长时间紧张学习引起记忆效率下降而遗忘。 

所以，教学者一定要掌握好练习的时间。一般来讲：适当的 

分散练习比过度的集中练习优越。在最初阶段，每次的练匀 

时间宜掌握在半小时左右。同时。还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 

加以调整。总之。每一次训练都应保证质量。不能赶时间或 

仓促应付。随着学习的继续和深入。就可以逐渐增加每一次 

的练习时间。 

另外，复习的时间也要有所把握。艾宾浩斯的实验证 

明，遗忘的原因还有消退抑制。这是由于暂时神经联系长期 

未进行强化引起的抑制，所以，复习非常必要。同时，艾氏的 

实验也揭示了遗忘的进程和规律：学习20分钟后将遗忘 

41．8％；l小时后遗忘55．8％；24小时后遗忘 66．38％；2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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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72．2％；6天后遗忘74．6％；31天后遗忘78．9％。另外， 

根据毕隆的材料，复习之间的间隔为半个小时的需要复习 11 

次，间隔为2小时的需7．5次，间隔为 1O小时的只需5次。 J 

所以，实验证明，复习的间隔时间为 1天效果最好。我们可 

以利用心理学的实验结果，合理安排复习强化的时间，教学 

中，刚辨别识记操练过的语音材料要及时复习，随着记忆巩 

固程度的提高，复习的间隔时间可逐渐加长，复习的次数也 

可逐渐减少。可以视情况分别或综合采取连续强化、固定时 

间间隔强化、可变时间间隔强化、低反应率的分化强化和高 

反应率的分化强化等方式，使学生对汉语的语音感逐渐建立 

并巩固。 

(四)多做辨音练习 

我们可以借鉴声乐教学中的音程训练方法。音程训练 
一 般是先练习听辨旋律音程(先后发响的两个音)，再进行和 

声音程的听辨(一齐发响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实验证 

明，音程训练的时间和辨音时的正确回答率之间有很大的相 

关性(r=O．554)。【 J音程的辨别训练能促进音程的辨别学习。 

无论是谁，通过音程的辨别训练都能获得好的效果，使知觉 

的精细程度得到明显提高。 

汉语语音教学完全可以利用类似音程训练的方法，让学 

生对语音进行辨别学习，也就是通过训练，使学生能够对两 

个或两个以上的区别很小的音(包括音高、音长、音强、音色) 

产生特定庋应。觉察出它们的不同。这是语音感训练和培养 

的重要方法。 

比如，我们要解决声调教学中阴平和去声相混的问题， 

可以有以下几个步骤。第一，单音训练：在已学过的音节中， 

找出适量的阴平字和去声字，分别进行听音和模仿，同时用 

学生已知的汉语或适当使用媒介语，把一声“高、平”，四声 

“高降”的特点介绍出来，让其在感性接触的同时掌握理性规 

律。第二。听、辨训练：教师发已练习过的阴平和去声音节， 

让学生们来分辨其声调，对的给予肯定，错的让其再听再辨， 

直到对了为止。第三，说、辨训练：让学生把刚才练习过的音 

节一个个地发出来，教师来分辨发的是一声还是四声，这样， 

学生就能检验自己的发音，如果他想发一声，而老师却判断 

为四声。他就会进行反思，然后做出调整和纠正，直到准确为 

止。第四。扩充练习：当已训练过的一、四声音节的听和辨达 

到较高正确率时，说明学生在这个方面的语音感已经初步形 

成。就可以做一定的扩充练习，即用学生未知的一、四声音节 

进行训练。来巩固他们的感觉。这样的步骤安排，来源于前 

人对辨别学习的有关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学员对新音的辨 

别成绩不如对训练中用过的音的辨别成绩好。 

又如。110和OU，日本人、韩国人掌握起来比较难。老师可 

以先要求学生听单音，每一个分别听两遍或三遍，速度慢，同 

时辅之以口形变化的手势，让其感觉到它们的区别。第二 

步，让其听连续发出的这两个音，速度适中，又听两遍到三 

遍，强化其刚才的感觉。第三步，要求学生分别发好两个音， 

边发边进行纠正。第四步，让学生同时发这两个音，反复练 

习。直到发出它们的区别来。 

事实证明，通过这样比较系统的训练，这些难点音的问 

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加上我们前文提到的规律性的复习。 

就能形成长时记忆，以后当同样的刺激产生时，就能快速反 

应，构成我们所需要的语音感。 

(五)多做语音扩展练习 

要使交际中的语音自然、流畅和优美，光做单音训练是 

远远不够的。要求还要做一定的语流操练。在初级汉语阶 

段，语音扩展练习是很有效的方法。如：“人——美国人—— 

是美国人——我是美国人”，“饺子——五个饺子——吃五个 

饺子一 我吃五个饺子”，如此等等。米勒(G·A·Milkr)指 

出，人一次性处理信息的量是7±2，L3 J即人一次性解决问题 

的刺激量单位数在5到9之间，而7是平均数。那么，在教学 

中可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一开始的语音扩展(包括听和说 

两方面)不要超过5个音节，然后逐渐增加音节数，一直到 9 

个音节的句子。当然，这也需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适 

当调整。毫无疑问，通过这样的练习，学生不仅可以练好单 

音，还可以同时解决变调、停顿、重音、语气、语调等问题，在 

听和说两个方面同时培养起他们语音的自然感、流畅感和优 

美感。 

这样的扩展练习。在比较早的教材里，如《初级汉语课 

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l986)有比较充分 

的展示和训练，而一些新的教材里却没有体现，如<汉语教 

程》(第一册语言技能类，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教学者 

不管使用哪一种教材，都应充分利用语音扩展练习这种方 

式。积极培养学生的语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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