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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s of age of onset and language input on L2 phonological learning have long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but empirical studies tapping into this problem 
are insufficient in China. This study sets out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age of onset and language in-
put on the phonological skills of English learners in an under-developed rural area of China, fo-
cusing on the effects of these two factors on vowels and consonants, elision and assimilation, liai-
son, pause and rhythm, intonation, and stress. This study finds that age of onset affects the phono-
logical skills of English learners in that late learners are better than early learners in English 
phonological skills, which is contrary to the predictions of the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 This 
study also finds an interaction effect of age of onset and language input on the phonological skills 
of English learners. Late learners with more language input are better than early learners as well 
as late learners with less language input in phonological skills, while there is no effect of language 
input on early learners. Therefore, late learners are advantageous over early learners on English 
phonological learning in the under-developed rural area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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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起始年龄和语言输入量对外语学习者语音习得的影响备受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但国内的相关实证研究

还比较缺乏。本研究旨在探索起始年龄和语言输入量对我国欠发达农村地区英语学习者语音技能的影响，

重点探究这两个因素对欠发达农村地区的英语学习者在元音和辅音、省音与同化、连读、停顿与节奏、

语调和重音产出过程中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起始年龄对英语学习者的语音技能有影响，晚学者的英语

语音技能好于早学者，与关键期假设的预测相反；结果还显示了年龄与输入量的交互效应。输入量大的

晚学者在英语语音技能上优于早学者和输入量小的晚学者，而输入量对早学者则没有影响。因此，在我

国欠发达农村地区晚学者在英语语音学习上比早学者更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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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年龄对语言习得的影响备受研究者的关注，也一直是二语习得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年龄因素的研究

来源于 Lenneberg (1967)针对母语习得提出的关键期假设，他认为 2 岁至青春期之前这段时间是语言学习

的关键期。关键期后，语言习得的能力因为生理条件的变化而减弱，语言学习变得越来越困难[1]。国内

外学术界对于 Lenneberg (1967)提出的关键期假设有着大量的争论(Long, 1990 [2], 2013 [3]; Granena & 
Long, 2013 [4]; DeKeyser, 2012 [5]; Hyltenstam & Abrahamsson, 2003 [6]; Birdsong & Molis, 2001 [7]; Bird-
song, 2006 [8], 2009 [9])。有学者认为只有二语语音习得存在关键期(Scovel, 1988 [10]; Singleton, 1989 [11]; 
Bahrick 等, 1994 [12])，也有学者认为语音是最易受关键期影响的语言层面(Herschensohn, 2013 [13]; Long, 
2013 [3])，晚于 12 岁开始学习二语则不可能达到本族语者的发音水平(Scovel, 1988 [10]; Long, 1990 [2], 
2013 [3])。还有学者(如 Scovel，1969 [14]，引自 Scovel, 2000 [15]；Li，Zhang & Zhou, 2016 [16]；崔刚，

2011 [17])认为讨论年龄效应需要区别二语学习环境和外语学习环境。二语学习环境指学习者所学的目的

语在社团中是常用的语言之一，学习者在课堂外能经常接触到所学的目的语。外语学习环境指学习者所

学的目的语在社团中不是常用的语言，学习者在课堂外很少接触到所学的语言(Singleton, 2001 [18])。二

语学习环境和外语学习环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习环境(Muñoz, 2008 [19]; DeKeyser & Larson-Hall, 2005 
[20])，因此，在外语教学环境中开展关于年龄效应的研究，才能够为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参考

(DeKeyser, 2013 [21]；Hyltenstam & Abrahamsson, 2001 [22])。 
在外语学习环境下，不少学者认为影响语音习得的未必是年龄因素，输入量、学习动机、教育资源等

非年龄因素可能产生更大的作用(桂诗春，2004 [23]；Muñoz, 2014 [24])。Krashen (1981, 1982)指出，语言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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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量是语言习得发生的物质前提和基础，只有大量的语言输入才有语言习得，否则，语言习得只是空话而

已[25] [26]。Muñoz (2006)指出目前的课堂教育不能为外语早学者提供比晚学者更为充足的输入量[27]。 
许多在外语环境中的语音习得研究得出了与关键期假设相悖的结论。García-Lecumberri 和 Gallardo 

(2003)对巴斯克语–西班牙语英语学习者进行了研究，探究三种不同外语学习起始年龄(分为 4 岁、8 岁

和 11 岁)对外国口音和语音的可理解程度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三组受试均接受了 6 至 7 年的英语课堂

学习。研究发现晚学组(即 11 岁组)比早学组(即 4 岁和 8 岁组)的外国口音更轻，语音产出也更易于理解[28]。 
Fullana (2006)考察了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双语者的不同外语学习起始年龄对英语元音和辅音的

感知和产出的影响。产出任务的结果表明，8 岁组学习者比 11 岁组学习者的外国口音更浓，尽管两组的

得分并没有显著差异。晚学者显示了比早学者略好的英语语音感知和产出的倾向[29]。不过，Fullana (2006)
的研究仅仅使用了一些包含元音的独立的英语单词，研究的说服力有其局限性。 

我国也有少量的研究考察了起始年龄对外语语音习得的影响，但证据还不足。方岚(2007)讨论了影响

外语语音习得的因素，发现年龄并不是决定外语语音习得成功与否的最重要因素，在语音方面不存在关

键期[30]。余强等人(2005)对比了两组不同起始年龄儿童(小学 3 年级组和小学 5 年级组)的英语语音和语

调的习得，发现 5 年级组儿童的表现显著好于 3 年级组的儿童[31]。周翎(2007)考察了我国课堂教学环境

中年龄因素对重音产出的影响，研究没有发现年龄对英语学习者的重音产出有影响[32]。Li，Zhang 和

Zhou (2016)的研究也没有发现年龄对我国外语学习者的重音习得有影响[16]。 
众所周知，英语教育资源在中国区域间分配并不均衡(董燕萍，2003 [33])。因此，发达地区和欠发达

地区之间，城市和乡镇之间，英语教育的质量大不相同。李红等人(2012)对四川省、重庆市和上海市 25
所城区小学和区县农村小学的英语语音教学进行了调查，发现上述三个省市的城区和农村小学在必要的

语音教育设备、英语教师专业水平、英语教师教学技能和英语语音教学资源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农村

小学英语教师水平和专业素质偏低已成为提升小学英语教育质量的主要障碍之一[34]。随着国家扶贫攻坚、

精准扶贫等政策的推出，欠发达农村地区的教育问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和教育者的关注。英语课程已经

引入我国欠发达农村地区的小学教育，但是关于这些地区的英语教育的实证研究还比较有限，在低年龄

段引入英语教育是否取得了良好的语音学习效果尚不清楚。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以及我国外语教

育的现状，探索起始年龄和语言输入量对欠发达农村地区英语学习者语音学习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既

能够为关键期假设提供外语课堂环境中的研究证据，还有望促进教育者更加关注欠发达农村地区的外语

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旨在探索起始年龄和语言输入量对欠发达农村地区英语学习者语音技能的影响，重点探究这

两个因素对英语学习者在元音与辅音、省音与同化、连读、停顿与节奏、语调和重音产出过程中的影响。

在外语课堂教学环境中，语言输入量通常被理解为学习者的课堂学时总数(Fullana, 2006 [29]; Muñoz, 2008 
[19])。考虑到我国欠发达农村地区的学生获得的语言输入量均来自课堂教学，因此我们采用英语课堂学

时总数对学习者的语言输入量进行考察和分析。本研究试图回答下列问题： 
1) 我国欠发达农村地区英语早学者是否比晚学者的英语语音技能更好？ 
2) 我国欠发达农村地区英语输入量大的学习者是否比英语输入量少的学习者的英语语音技能更好？ 

2. 实证研究 

2.1. 研究方法 

2.1.1. 受试 
我们在河南省鲁山县某中学初一、高一和高三年级共选取了 100 名受试 1。该校学生生源绝大多数来

 

 

1河南省鲁山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经济、文化、教育等发展水平偏低，属于欠发达农村地区。 

 

DOI: 10.12677/ml.2018.62033 267 现代语言学 
 

https://doi.org/10.12677/ml.2018.62033


李红 等 

 

自鲁山县的农村地区。学生均在农村学校接受英语教育，其教育背景和英语学习经历大致相同。按照学

生的英语学习起始年龄(分为小学三年级开始英语学习的早学者和初中一年级开始英语学习的晚学者)和
英语输入量(分为 570 学时和 930 学时)将受试分为四组(详见表 1)：A 组：早学者、570 小时；B 组：晚

学者、570 学时；C 组：早学者、930 学时；D 组：晚学者、930 学时。早、晚学者组的划分以起始年龄

12 岁为界。这个划分一方面基于 Long(1990)提出的学术观点：12 岁以上的二语学习者很难习得与母语者

相似的语音知识[2] (另见 Scovel, 1988 [10]; Granena & Long, 2013 [4])；另一方面我国从初一开始英语学习

的学生的起始年龄大致也是 12 岁。 

2.1.2. 英语语音技能测试 
英语语音技能测试包括元音、辅音、省音、同化、连读、停顿、节奏、语调和重音等技能的测试。

测试项目参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出版的《实用英语语音学》。该测试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

包括五项技能测试：1) 元音与辅音(朗读短文)，2) 省音与同化(朗读句子)，3) 连读(朗读句子)，4) 停顿

与节奏(朗读短文)，5) 语调(朗读对话)。第二部分包括：单一单词的重音和语境单词重音测试。单一单词

重音测试材料由 30 个双音节单词、多音节单词和复合词组成。语境单词重音测试材料有 20 个句子(包含

10 个目标词，分为动词句子框架和名词句子框架)。本部分测试主要测量受试的单词重音技能。英语语音

技能测试材料均不超出学习者的理解能力，测试中出现的所有单词均选自初中课标的英语教科书。 

2.2. 数据分析 

本研究的两位作者对受试的英语语音技能测试的录音进行了评分。第一部分由五个单项组成，每个

单项采用 5分制整体评分法，5个级别从低到高分别为没有掌握所测技能(1分)、掌握少量所测技能(2分)、
基本掌握所测技能(3 分)、较好地掌握所测技能(4 分)、所测技能完全正确(5 分)，每个单项最高分为 5 分，

5 个单项最高分共计 25 分。第二部分由两个单项组成，重读正确或者个别音节发音不标准，但重音位置

正确且未改变原词的音节结构得 1 分，重读音节错位或者重读正确，但增加、减少音节，改变了原词的

音节结构得 0 分，第一个单项总分 30 分，第二个单项总分 20 分，两个单项共计 50 分。英语语音技能测

试总分为 75 分。最终分值取两名评分者的平均值。为了验证起始年龄和语言输入量是否会对我国欠发达

农村地区学生的英语语音技能产生影响，我们对四组受试的英语语音技能测试分数进行了双因素方差分

析。自变量是：1) 起始年龄(分为早学者和晚学者)；2) 输入量(分为 570 学时和 930 学时)。因变量是：

英语语音技能。我们还采用了独立样本 t 检验来验证起始年龄和语言输入量这两个因素对受试在每个语

音测量分项上的影响。 

2.3. 结果与分析 

表 2 展示了受试在七个分项的平均分和标准差。 
 
Table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表 1. 各组受试的背景信息 

组别 人数 性别(女/男) 起始年龄 英语输入量 年龄 在读年级 受教育时间(年) 

A 25 13/12 9.2 570 12.24 初二 8.0 

B 25 13/12 12.32 570 16.36 高一 10.0 

C 25 12/13 9.56 930 16.36 高一 10.0 

D 25 12/13 12.36 930 18.47 高三 12.0 

起始年龄是指学习英语的平均起始年龄；英语输入量是指课堂英语学习的总平均学时；年龄是指测试时受试的平均年龄；受教育时间是指

受试接受教育的平均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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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的数据可以看出，在输入量相同的情况下，除省音与同化和连读两个分项外，晚学者所有分

项的平均分均高于早学者(在省音与同化和连读两个分项上，570 学时早学者略高于 570 学时晚学者)。在

起始年龄相同的情况下，输入量对语音习得的影响则表现出了不同的情况。对早学组来说，930 学时组

在所有分项上的得分均低于 570 学时组；而对晚学组来说，930 学时组在所有分项上的得分均高于 570
学时组。 

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起始年龄在以下语音技能测试分项上显示了主因素效应：元音和辅音(F = 
36.452, p = 0.000 < 0.05)，停顿与节奏(F = 22.458, p = 0.000 < 0.05)，语调(F = 15.253, p = 0.000 < 0.05)，单

一单词重音((F = 36.539, p = 0.000 < 0.05)，语境单词重音(F = 16.733, p = 0.000 < 0.05)，但在省音与同化和

连读两个分项上没有显示主因素效应。输入量在以下语音测试分项上显示了主因素效应：元音与辅音(F = 
4.050, p = 0.047 < 0.05)，省音与同化(F = 4.980, p = 0.028 < 0.05)，停顿与节奏(F = 6.932, p = 0.010 < 0.05)，
语调(F = 8.123, p = 0.005 < 0.05)，但在单一单词重音、语境单词重音和连读分项上没有显示主因素效应。

此外，除连读(F = 1.974, p = 0.163 > 0.05)和单一单词重音(F = 0.604, p = 0.439 > 0.05)以外，其他五个语音

测试分项的分析结果都显示了起始年龄和输入量的交互效应。在连读分项上，既没有起始年龄和输入量

的主因素效应，也没有起始年龄和输入量的交互效应，说明学习者的连读技能不受起始年龄和输入量的

影响，因此该分项不再包含在后续的分析中。 
 
Table 2. The means and SDs of every group in the 7 measurements 
表 2. 各组在七个英语语音测量分项的平均分和标准差 

测量分项 组别 平均分 标准差 

元音与辅音(满分 5 分) 

A 
B 
C 
D 

1.26 
1.60 
1.16 
2.14 

0.436 
0.736 
0.374 
0.569 

省音与同化(满分 5 分) 

A 
B 
C 
D 

1.06 
1.00 
1.02 
1.28 

0.166 
0.000 
0.100 
0.502 

连读(满分 5 分) 

A 
B 
C 
D 

1.08 
1.02 
1.00 
1.04 

0.277 
0.100 
0.000 
0.200 

停顿与节奏(满分 5 分) 

A 
B 
C 
D 

1.14 
1.24 
1.04 
1.84 

0.339 
0.523 
0.200 
0.688 

语调(满分 5 分) 

A 
B 
C 
D 

1.20 
1.22 
1.12 
1.84 

0.382 
0.410 
0.332 
0.688 

单一单词重音(满分 30 分) 

A 
B 
C 
D 

17.64 
22.52 
16.60 
22.92 

4.490 
3.698 
6.795 
2.414 

语境单词重音(满分 20 分) 

A 
B 
C 
D 

5.12 
6.12 
4.28 
8.08 

3.004 
2.728 
3.458 
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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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验证起始年龄和输入量对受试英语语音技能的影响，我们对四个组的数据进行了独立样

本 t 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当输入量为 570 学时，晚学组虽然在五个测试分项(元音与辅音、停顿与节奏、

语调、单一单词重音、语境单词重音)的平均分高于早学组，但仅有单一单词重音的平均分显著高于早学

组(p = 0.000 < 0.05)。早学组在省音和同化上的平均分稍高于晚学组的平均分，但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当输入量达到 930 学时，晚学组所有测试的平均分都显著高于早学组。输入量为 930 学时的早学组所有

测试的平均分均低于 570 学时的早学组，但差异并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输入量为 930 学时的晚学组所有

测试的平均分都高于 570 学时的晚学组。除了单一单词重音(p = 0.653 > 0.05)外，其他五个分项的差异均

达到显著水平。 

3. 讨论 

起始年龄在五个英语语音测试分项(元音与辅音、停顿与节奏、语调、单一单词重音、语境单词重音)
上对中国欠发达农村地区英语学习者的语音技能有显著影响，但该年龄效应与关键期假设的观点相反。

晚学者在语音技能上的平均分总体高于早学者，并且在输入量为 930 学时差异达到显著水平。研究结果

与 García-Lecumberri 和 Gallardo (2003) [28]的观点一致。他们认为课堂学习环境下开展的早期外语教育

不会使学习者有更好的语音技能。本研究结果说明在中国欠发达农村地区较早的起始年龄对英语语音学

习并没有明显的作用，即使输入量达到 930 学时，早学者也没能像二语学习环境下的早学者一样赶上或

者超过晚学者。我们认为中国欠发达农村地区英语课堂所能提供的语言输入量难以使早学者在语音的长

期学习成效上获得优势。 
输入量在四个语音测试分项上(元音与辅音、省音与同化、停顿与节奏、语调)的主因素效应说明输入

量对农村学习者的英语语音技能有积极的作用，但是输入量对农村早学者和晚学者的英语语音技能的影

响并不相同：输入量对晚学者的英语语音技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对早学者则没有影响。分项测试的独

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输入量大的早学者没有比输入量小的早学者有更好的英语语音技能；然而除单一

单词重音以外，输入量大的晚学者比输入量小的晚学者表现出了更好的英语语音技能。我们认为这一结

果可能与年龄稍大的学习者有更加成熟的认知能力和更好的学习技能有关(见 Jaekel et al., 2017 [35]; 
Muñoz, 2006 [27])，因此年龄稍大的学习者的语音学习效果比早学者的效果更好。 

在连读分项上，我们没有发现起始年龄和输入量的主因素效应，也没有发现起始年龄和输入量的交

互效应。这或许与英语连读语音技能不容易掌握有关。我们从与学生的访谈中了解到英语连读也不是英

语语音学习中的重点，是学习者在朗读和口语练习时经常忽视的语音技能，因此输入量对两个年龄组的

英语连读的学习效果都没有产生影响。 

4. 结语 

本研究探讨了起始年龄和语言输入量对中国欠发达农村地区学习者英语语音技能的影响。研究结果

显示起始年龄对中国欠发达农村地区的英语学习者语音技能有影响，但是与关键期假设相反：晚学者的

英语语音技能好于早学者。研究结果还显示输入量大的晚学者在英语语音技能上优于早学者；输入量大

的晚学者(除单一单词重音外)比输入量小的晚学者表现出了更好的英语语音技能，而输入量大的早学者没

有比输入量小的早学者有更好的英语语音技能。 
总之，就英语语音技能而言，在中国欠发达农村地区较早(指小学三年级)开始英语学习并没有显示更

好的学习效果，相反，较晚(指初中一年级)开始英语学习的学习者反而在英语语音技能上更有优势；随着

输入量的增长，晚学者的优势并没有像二语学习环境中的晚学者那样消失，反而更加显著。本研究表明

在外语输入量相对较低的学习环境下，晚学者因其自身的认知能力和学习技巧等优势，英语语音技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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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比早学者更好。在中国欠发达农村地区的课堂教学环境下，外语学习不是只要“学得早”，就能“学

得好”(李红，2016 [36])。因此，为学习者提供更多的、质量更高的语言输入对于促进中国欠发达农村地

区学习者的英语语音学习有更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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