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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及概化性实证研究

陈毅萍,张震宇
(重庆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由于语音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相关学习研究相较于其他语言技能而言所受的关注一直较

少。 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的出现,使电脑端的语音可视化成为可能。 虽然视觉反馈对语音学习有积极

影响,但多数有关研究只关注了语音的超音段特性,对语音系统中其他部分未过多涉及。 本研究基于对

Praat 语音可视化分析软件的使用,在英语语音教学中使用视觉反馈范式(Visual
 

Feedback
 

Paradigm,简

称 VFP),以语音强度比为检测标准,对学习者语音学习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并得出了以下结论:
(1)比起传统听觉训练,利用 VFP 进行语音教学可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且取得的语音改善具有一定的

持久性;(2)利用
 

VFP 所获得的单词层面上的语音提升能够扩展到相似的话语(句子)层面,并且这种提

升也具有持久性;(3)学生对于 VFP 持积极的评价,他们认为视觉反馈所提供的明显图像差异能反映出

单个音素的相对音长与音强,从而为发音提供指导。 本研究证明了 VFP 对于语音学习的有效性和概化

性,以及 VFP 在初阶二语语音课堂中的潜在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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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由于语音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英语语音一直是英语学习的难点。 研究发现,即使对

于单音发音非常标准的学习者,外语口音的消除仍是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1] 。 对于语音,有学

者认为外语语音在语音习得关键期之后就基本不可再习得,也有学者认为虽然绝对“标准”的英语

发音不是每个学生都能达到的,但后期通过发音训练可以改善和提高,使学习者操一口流利顺畅、
清晰易懂、交际自如的英语是可望又可及的目标[2] 。

一、有关语音学习的中外文献回顾

(一)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英语语音学习现状

研究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英语语音学习方面存在较大困难[3] 。 使用英语传递信息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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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音问题,不仅会影响听者理解,更可能产生信息误解,导致交际困难或交际失败[4] 。 具体而言,
陈桦总结出我国英语学习者在英语语音学习方面普遍存在如下问题:(1)重读、弱读不分明,甚至重

音移位;(2)节奏不鲜明,没有轻重之分;(3)语调平直,升降起伏小,听起来呆板乏味;(4)掌握不好

停顿的位置[5] 。 针对语音及语音习得所存在的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 Pikes
 

总结相关

研究发现外语学习的初始年龄、学习动机、一语迁移、目的语国家居住时间等对外语口语具有一定

影响[6] 。 传统的语音学习方式(“听—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习者良好的听辨感知能力,
即学习者需要通过听辨并感知到自身发音与示范发音的不同,才能纠正发音错误。 然而关于语音

听辨感知和产出
 

(Speech
 

Perception
 

and
 

Production)
 

的研究认为很多语音产出错误的根源在于听辨

感知的不佳。 由于学生语音听辨能力存在个体差异,且听辨感知改进总是先于产出的改进[7-8] ,如
果学习者语音听辨感知能力不够好,就会事倍功半,因此,传统学习方式并不适合所有的学习者。
外语语音习得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在语音习得过程中帮助学习者正确感知和比较外语语音与一

语语音的不同之处。
(二)

 

国内外关于语音学习可视化方式的研究

国内对计算机辅助可视化语音学习的研究起步较晚,侧重于介绍计算机辅助可视化语音学习

的方式[9] ,探究其对英语语音学习的有效性[10-11] 。 庄木齐等通过应用 Better
 

Accent
 

Tutor 软件研究

中国英语学习者语音学习超音段音位中的重音模式,发现可视化语音学习软件对于学习者具有实

用性、适用性[12] 。 杨晋通过考察中国英语学习者利用
 

Praat
 

语音软件反复听音模仿英语语音语调

的效果,发现 Praat 产生的音高曲线在帮助学习者观察句子的调核位置、句子重音分配和表达语句

语用功能的语调等方面有一定作用,能够弥补单纯听音模仿中学习者因听辩能力不足造成的问

题[10] 。 并且国内可视化语音学习相关实证研究较少,对英语学习者的实证研究通常只涉及英语语

音系统中的某一部分。 英语语音自身结构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使其语音特征并不像单个音素那样易

于听辨和模仿[13] ,现有学术文献中缺乏对中国大学生英语语音可视化学习中的视觉反馈效果的深

入研究,更未探究这种学习方式带来的效果是否能够概化到在相似话语层面上,从而对之后的语音

学习产生积极影响。
国外最早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将语音可视化技术与教学联系起来,探究其有效性。 De

 

Bot
 

考察

了反馈模式和练习时间两个因素对于语调学习的影响。 结果发现,听觉和视觉(Auditory-Visual)的双

重反馈模式优于单一听觉(Auditory)反馈模式,同时反馈模式也会影响学习者的行为[14] 。
目前典型的 VFP 包括:(1)非母语者记录目标语输出;(2)语音特征的视觉显示,最常见的是语

调轮廓;(3)以视觉方式展示母语者的作品,通常伴有相应的听觉展示以作比较;(4)非母语参与者

重新录音,试图匹配母语者的输出。 在此框架中对语音的超音段特征研究较多,特别是语调轮廓。
如 Levis 和 Pickering 注意到这种范式对单词和语篇水平音高轮廓的指导都是有积极作用的[15] 。
Hardison 发现 VFP 不仅有助于改善初始训练中学习材料的语调轮廓,

 

也能被推广到新的话语层面,
具有概化性[16]

 

。 此外,
 

技术水平的提高使研究虚拟语音对单个语音片段(如音节、辅音和元音)的

影响成为可能。 例如,Lambacher 研究了二语课堂中的 VFP,发现声音谱图能为学习者提供各种语

音特征的视觉呈现[17] 。 Saito 研究 Praat 语音分析软件发现,日本英语学习者在观看自己发音的视

觉呈现后,经过修正练习其元音发音的准确性比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还高[18] 。
之后也有学者利用视觉反馈范式进行语音教学的研究,焦点多集中在非英语语言的某一语音

特征。 Olson 以 50 名第二语言为西班牙语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使用 Praat 语音软件,考察了

VFP 在音段输出的作用,以及视觉反馈在较低水平的语言课堂中的应用效果,研究证明了视觉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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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对西班牙语语音学习(在爆破层面)的有效性[19] 。 Chun 等人以 35 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中文学习

者为研究对象,利用 Praat 软件对其语音输出进行可视化声学分析,通过音高曲线与语调曲线,辅以

中文母语者的听觉判断,精确地反映了学习者的发音情况[20] 。 结果表明,视觉反馈能帮助学习者比

较自身与母语者音高曲线的差异,即可视化声学分析能更准确地反映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声调差异。
此外,国外其他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视觉反馈在语音学习过程中对降低学习者焦虑情绪,提高

纠错和准确性能力等方面都有积极影响[20-22] 。
通过梳理国内外的研究,笔者发现虽然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丰富,但很少涉及视觉反馈对母语为

中文的英语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影响,而国内对于视觉反馈的研究多停留在音段及超音段特征层面

上。 为了填补这部分研究空缺,笔者认为,有必要探究计算机辅助可视化语音学习环境下视觉反馈

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单词和语句层面语音学习的效果。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基于 Praat 软件探究视觉反馈范式运用于英语语音学习中的效果。 Praat 是

一款跨平台的多功能语言学专业软件,其基本功能包含对语音的标注和分析,提供声调的轨迹等。
学习者可以实时观察自身发音与母语者的差异,不断练习、录音和对比发音。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旨在证实视觉反馈对二语英语语音学习是否具有有效性和概化性,以及收集学习者对

其的使用态度。 研究中的有效性是指学生通过使用语音软件,能够分析语音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利

用软件的视觉反馈功能改善自身的语音水平;概化性则指学习者单词发音上的改善能扩展到相似

词语及句子层面上。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采用视觉反馈范式(VFP)进行实验,包括预测、VFP 训练、延时后测三个部分;同时

在 VFP 训练后进行问卷调查收集数据,从而回答下列问题:
(1)二语学习者在 VFP 训练后,单词层面的语音特征(失爆)是否得到改善?

 

(2)这种语音上的改善能否扩展到相似话语层面中?
(3)学习者对使用 VFP 进行语音学习的评价。
(二)研究对象及材料

参加本次实验的对象来自于西南地区某双一流高校,共 20 名本科生(14 位女生,6 位男生),年
龄在 17—21 岁。 参加者被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10 人。 为了更直观考察学生的语音学习

效果,排除其他影响因素,本研究的参加者都为非英语专业学生,且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语音训练;
为保证参加者能认真完成实验,实验组与对照组完成任务后均有一定报酬。

英语中的失爆有以下五个特点:(1)爆破音+爆破音;(2)爆破音+破擦音;(3)爆破音+摩擦音;
(4)爆破音+鼻音;(5)爆破音+舌侧音。 为避免分散学习者的注意力同时保证实验关注的重点是在

语音提升方面,本研究选取的单词与句子皆包含了英语语音中“失去爆破”的特点,且涉及的单词拼

写都很容易。 表 1 为预测试的刺激素材。
(三)实验过程

1. 预测试

为保证参加本次实验的对象语音水平相似,从而更直观地验证 VFP 对英语语音学习的有效性,
笔者设置了预测试。 在实验前,笔者要求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学生根据所给单词,使用私人设备进行

录音并严格控制噪音,完成之后上传提交以供笔者使用 Praat 软件进行分析。

371



　 　
　 　 　 　 　 　 　 　 　 　 　 　 　 　 　 　 高等建筑教育　 　 　 　 　 　 　 　 　 　 　 　 　 　 　 2022 年第 31 卷第 1 期　 　 　

表 1　 预测试中的目标单词、短语、句子

单词 短语 句子

caption black
 

coffees he
 

used
 

to
 

swim

factory keep
 

silent this
 

is
 

a
 

good
 

book

bedtime make
 

sure the
 

girl
 

in
 

a
 

red
 

dress

　 　 2.
 

VFP 训练及态度调查

实验组采用 VFP 与听觉训练相结合的方式学习目标单词。 实验开始后,实验组首先被统一指

导学习 Praat 软件的浏览编辑和语音标注功能,然后开始用其实施 VFP 进行语音学习。 本次研究采

用 Olson
 [19]的视觉反馈范式,该范式由三部分组成,具体的 VFP 实验步骤如图 1 所示。

VFP 实验步骤 示范(以“suitcase”
 

“madman”为例)

1. 学生根据所给单词,记录自身语音后,利用 Praat 标注录

音;观察所标注字母的特征以及该字母与附近字母的区别

后作文字记录(图为实验组某位参与者关于“ suitcase”单

词的声谱图及标注)

2. 倾听英语母语者语音后,观察母语者已标注的可视化图

像;观察所标注字母的特征以及该字母与附近字母的区别

后作文字记录(图为母语者关于“ suitcase”单词的声谱图

及标注)

3. 学生自主比较自身与母语者在同一词汇上的可视化图

像差异;观察后记录区别;之后倾听母语者音频再比较自

身与母语者对同一词汇的发音差别并记录(图为同一个词

的可视化图像,上为某实验者的分析结果,下为母语者的

分析结果)

图 1　 基于视觉反馈范式(VFP)的实验步骤

对照组不参加 VFP 训练,仅重复倾听所提供的母语者音频进行模仿学习。 两组实验使用的目

标词语相同,两组对象完成上述步骤后上传目标词语的音频。 训练结束后,实验组学生被要求填写

一份调查问卷,内容主要是关于参加 VFP 训练的感受和观察到的视觉反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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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延时测试

为研究视觉反馈效果是否具有持久性,在 VFP 训练完成一周后,笔者设置了延时测试。 实验组

学生被要求根据所给的新单词(句子)材料使用私人设备进行录音以供语音分析;而延时测试中新

的单词(句子)材料也可证明视觉反馈是否具有概化性。
(四)研究工具

研究者使用 Praat 软件计算每位参与者提交音频的平均强度比(Intensity
 

Ratio),结合 SPSS 工具

进行数据整理后分析参与者的语音输出是否得到改善。 根据 Ortega
 [23] 的研究,语音的强度比定义为

目标音素的最小音强(分贝)除以之前元音的最大音强(分贝)。 强度比提供了一种口腔闭合(失爆)的
测量方法,“1”表示一个完全打开的、类似元音的辅音,“0”表示一个完全闭合的、无声的停顿。

三、数据分析

VFP 的有效性及其持久性,笔者将通过对平均强度比的单因素方差分析以及对比实验组与对

照组的强度比的平均值来证明;VFP 的概化性分析则通过听觉评测进行;学习者对 VFP 使用的态

度,将通过对问卷调查进行文本分析后进行总结。
(一)VFP 有效性分析

为探究视觉反馈是否具有有效性,首先要保证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的语音水平相近。 笔者对

预测试中两组学生的语音平均强度比数据进行检验,其单因素同质性测试说明该组数据可使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p = 0. 324>0. 05,见表 2);之后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说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预测试

数据之间并无显著差异(p = 0. 181>0. 05,见表 3),证实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在实验前并没有较大的

语音差异。
表 2　 实验组与对照组预测试中平均强度比的方差齐性检验

莱文统计 自由度
 

1 自由度
 

2 显著性

1. 028 1 18 . 324

表 3　 实验组与对照组预测试中平均强度比的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组间 . 012 1 . 012 1. 939 . 181
组内 . 107 18 . 006
总计 . 118 19

　 　 其次,笔者对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训练后的平均强度比数据进行对比,两组数据的单因素同质

性测试表明,该组数据可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p =
 

0. 996
 

>
 

0. 05,见表 4);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对照组与实验组训练后的平均强度比数据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 014<0. 05,见表 5),说明

两组学生经过不同训练,语音水平出现差异。
 

表 4　 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后平均强度比方差齐性检验

莱文统计 自由度
 

1 自由度
 

2 显著性

. 000 1 18 . 996

表 5　 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后平均强度比的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组间 . 035 1 . 035 7. 359 . 014
组内 . 086 18 . 005
总计 . 12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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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笔者进一步分析训练后两组实验对象提交的音频平均强度比数据发现,实验组学生的语

音输出更接近于英语母语者(实验组:0. 603<对照组:0. 699,见表 6)。 具体来看,对照组中的 6 号学

生(
 

“对照组 6”)的平均强度比为 0. 833,表明该学生发出了一个类似元音的辅音,声带产生了摩擦

震动,该学生没有很好地达到失爆要求;而实验组中 7 号学生(“实验组 7”)的平均强度比为 0. 453,
表明该学生较大程度上抑制了辅音的发音,声带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闭合控制,该辅音的发音听起

来几乎是省略或停顿的,较好地做到了失爆要求。 总体来看,实验组实验后的平均强度比 M = 0.
603,标准差 SD = 0. 071,而对照组实验后的平均强度比 M

 

= 0. 699,标准差 SD
 

= 0. 067。
表 6　 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后平均强度比数据展示与对比

组号 6 个目标词语平均强度比 组平均强度比 标准差

对照组 1 0. 707
对照组 2 0. 621
对照组 3 0. 679
对照组 4 0. 736
对照组 5 0. 715
对照组 6 0. 833
对照组 7 0. 595
对照组 8 0. 747
对照组 9 0. 669
对照组 10 0. 684

0. 699 0. 067

实验组 1 0. 661
实验组 2 0. 627
实验组 3 0. 620
实验组 4 0. 663
实验组 5 0. 625
实验组 6 0. 645
实验组 7 0. 453
实验组 8 0. 570
实验组 9 0. 632
实验组 10 0. 531

0. 603 0. 071

　 　 为了解实验组学生语音改善的程度,笔者对实验组学生预测试和实验后的音频数据进行对比

分析。 单因素同质性测试表明两组数据可以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p =
 

0. 891
 

>
 

0. 05,见表 7);单因

素方差分析结果说明实验组在实验前、后数据有显著性差异(p = 0. 024<0. 05,见表 8),说明实验组

学生在实验前后语音水平出现差异,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
表 7　 实验组实验前、后平均强度比的方差齐性检验

莱文统计 自由度
 

1 自由度
 

2 显著性

. 019 1 18 . 891

表 8　 实验组实验前、后平均强度比的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组间 . 027 1 . 027 6. 053 . 024

组内 . 079 18 . 004

总计 . 10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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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为实验组学生实验前、后的平均强度比数据图,横轴代表每位实验组学生的编号,纵轴为

平均强度比。 通过比较分析每位实验组学生测试前、后的音频数据可知,在参加 VFP 训练的 10 名

学生中,有 8 名学生的语音平均强度比在实验后有所下降,仅有 2 名学生有轻微上升。 究其原因,可
能是因为个人学习风格不同所导致的。 有关研究表明,学习者在接受到不擅长处理的信息形式时,
其激活程度相较与擅长信息较低,并且处理任务的动力也较低。 具体来说,这 2 名学生可能对于非

视觉信息的处理能力较强,所以对于实验中 VFP 的接收程度相比其他学生较低[24] 。 总体来说,实
验组对象预测试的平均强度比(M)为 0. 676,而实验后降低到了 0. 603。

图 2　 实验组实验前、后平均强度比的展示及对比

(二)VFP 效果的持久性分析

为探究视觉反馈是否具有持久性,笔者对实验组实验后数据与一周后的延时测试数据进行单

因素同质性测试,结果表明该组数据可以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p = 0. 096>0. 05,见表 9);单因素方

差分析结果表明,一周后参与者的水平与实验后提升的水平并无显著性差异(p = 0. 791>0. 05,见表

10),即实验组学生通过视觉回馈范式得到的语音提升具有一定的持久性。 同时,从实验组总体的

平均强度比(实验后 M = 0. 603,延时测试 M = 0. 590)来看,实验组学生的语音水平还有轻微的提升。
由此可知:利用 VFP 得到的语音改善具有可持续性,对后续的学习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表 9　 实验组实验后与延时测试数据平均强度比的方差齐性检验

莱文统计 自由度
 

1 自由度
 

2 显著性

3. 092 1 18 . 096

表 10　 实验组实验后与延时测试数据平均强度比的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组间 . 001 1 . 001 . 072 . 791

组内 . 192 18 . 011

总计 . 193 19

　 　 (三)VFP 概化性分析

VFP 概化性是针对于有效性而言的,指单词层面的语音改善能扩展到相似话语(句子)层面。
对于概化性分析(即句子中的失爆分析)笔者采用传统的听觉分析,通过反复认真倾听实验对象的

音频,来判断是否达成了失爆要求。 使用听觉分析的原因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1)口语习惯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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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爆通常为忽略发音,直接链接到下一个词的音节;(2)在分析实验组学生句子的语音特征时发现,
在句子发音中采用忽略发音来达成失爆时无法采集到失爆音节的强度(甚至是共振,语调等指数);
(3)小部分参与者虽然能采集到短暂的失爆音节数据,但大多数参与者采用忽略发音,语音数据无

法采集,所以难以对比分析。
本研究将话语层面的失爆程度分为三个等级:“0”表示完全失爆,即没有发出划线音素;“0. 5”

表示将失爆通过延长前一个音节或用“ / n / ”来代替失爆音的发音方法;“1”则表示该参与者的失爆

音没有任何抑制,完整地呈现出来。 以某一实验者为例:
表 11　 某参与者预测试的句子失爆程度评价

pre-test 预测试

编号 he
 

used
 

to
 

swim this
 

is
 

a
 

good
 

book the
 

girl
 

in
 

a
 

red
 

dress total

e 0 1 0. 5 1. 5

　 　 在表 11 中,通过听觉分析可知实验组参加者在实验前(预测试)与延时测试中句子层面的失爆

程度有显著不同。 实验前 10 位参与者总分为 15,而延时测试总分为 10. 5,另外延时测试中句子总

失爆测验数量比实验前多 5 处。
(四)学习者对 VFP 的评价

对于第三个研究问题,通过对调查问卷进行文本分析后,笔者发现实验组学生对 VFP 持肯定态

度,其评价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一,视觉反馈显示出的语音图像差别较为直观。 在 VFP 实验中,
多数学生能发现自身与母语者语音之间的明显区别,并且用文字清楚地表达出来( N = 8);第二,视
觉反馈能够反映出单个音素的相对音长与音强。 实验组学生通过声音的共振峰图像,能够判断出

某一音素的发音时长以及其与周围其他音素的相对强度程度(N = 9);第三,视觉反馈能为实际发音

提供指导。 实验组学生能够将语音可视化图像的视觉差异与实际发音的要求联系起来(N = 7)。

四、VFP 实验结论

通过对实验组与对照组的语音学习数据进行分析,之前的三个研究问题有了相应结论:
对于第一个研究问题,实验组的语音(失爆)较对照组有所改善,即比起传统训练方式 VFP 能

带来更好的英语语音学习效果。 除此之外,通过检测延时实验的录音笔者发现,VFP 训练中使用的

母语者音频对学生的语调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实验组学生通过 VFP 实验后,对于失爆音的控制变

强了,能够在发音时及时闭合口腔,80%的实验组学生通过 VFP 实验的训练语音水平有所改善;更
重要的是,通过 VFP 得到的语音改善具有可持续性,对后续的英语学习具有积极影响。

对于第二个研究问题,通过对参与 VFP 训练的学习者的语音数据进行失爆程度评测后,发现单

词层面的失爆改善同样也可以扩展到相似话语(句子)层面,即 VFP 具有概化性。
对于第三个研究问题,通过对所设计的问卷进行文本分析后,笔者发现实验组学生对 VFP 持肯

定态度。 同时,VFP 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视觉反馈显示出的语音图像差别较为直观;第二,视觉反

馈能够反映出单个音素的相对音长与音强;第三,视觉反馈能为实际发音提供指导,使学习者将语

音可视化图像的视觉差异与实际发音的要求联系起来。

五、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比对照组与实验组数据,证明了利用 VFP 进行语音教学可取得比传统听觉训练

更好的学习效果,进行 VFP 取得的语音改善也具有一定的持久性和概化性。 值得注意的是,本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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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视听教室进行,时长约为一小时,参加实验的人数为 10 人,由此,VFP 运用于实际教学中也具有

一定的可行性。
本研究证实了语音教学中运用 VFP 能提升初阶水平语音学习者的英语能力,也弥补了之前语

音研究受限实验室环境、过分依赖传统的听觉分析和教师指导等不足。 通过把母语者发音和学习

者发音进行可视化展示,使反馈信息更加直观和客观,弥补了学习者听辨能力个体差异性的问题。
同时该方法可以提高学习者的语音学习对比意识和听辨能力,再辅以母语者音频(模仿训练)的输

入,学习者在自主进行语音输出的检测分析获得启发后,可再次进行回馈式输出。
笔者建议,后续的相关研究可以扩大受试群体,将更多不同英语水平的受试纳入实验设计中,

探究 VFP 与学习者个体特征之间的关系;可设计不同长度,不同难度的学习材料;以及进一步探究

语音语调学习是否具有泛化性。 同时研究者也可以尝试设计与开发相关的语音可视化学习 APP,
更深层次将现代技术与语音学习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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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and
 

complexity
 

of
 

English
 

phonetic
 

learning 
 

English
 

phonetic
 

researches
 

have
 

received
 

less
 

attention
 

compared
 

with
 

other
 

language
 

skills.
 

The
 

emergence
 

of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makes
 

speech
 

visualization
 

possible.
 

However 
 

releva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although
 

visual
 

feedback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speech
 

learning 
 

most
 

studies
 

only
 

focus
 

on
 

the
 

super-
segmental

 

features
 

of
 

speech
 

sound 
 

while
 

other
 

parts
 

of
 

the
 

speech
 

systems
 

are
 

not
 

involved.
 

Based
 

on
 

the
 

use
 

of
 

Praat 
 

a
 

speech
 

visual
 

analysis
 

software 
 

this
 

study
 

uses
 

visual
 

feedback
 

paradigm
 

 VFP  
 

in
 

speech
 

teaching 
 

and
 

takes
 

the
 

speech
 

intensity
 

ratio
 

as
 

the
 

test
 

standard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situation
 

of
 

learners
 

speech
 

learning 
 

and
 

make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 
 

using
 

VFP
 

in
 

speech
 

teaching
 

could
 

achieve
 

better
 

results
 

than
 

traditional
 

auditory
 

training 
 

and
 

the
 

speech
 

improvement
 

achieved
 

has
 

continuous
 

effect 
 

second 
 

the
 

impact
 

of
 

VFP
 

at
 

the
 

word
 

level
 

could
 

be
 

extended
 

to
 

similar
 

utterance
 

or
 

sentence
 

level 
 

and
 

the
 

promotion
 

is
 

also
 

persistent 
 

third 
 

students
 

make
 

positive
 

comments
 

towards
 

VFP.
 

They
 

believe
 

that
 

visual
 

feedback
 

provides
 

obvious
 

image
 

differences
 

and
 

can
 

reflect
 

the
 

relative
 

length
 

and
 

intensity
 

of
 

individual
 

phonemes 
 

thus
 

providing
 

guidance
 

for
 

their
 

pronunciation.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e
 

effectiveness
 

and
 

generalization
 

of
 

VFP
 

for
 

English
 

pronunciation
 

learning 
 

as
 

well
 

as
 

the
 

potential
 

practical
 

value
 

of
 

using
 

VFP
 

in
 

second
 

language
 

speech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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