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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调作为语言运用的核心要素，对语言交际功能的实现至关重要。本文针对大学非英语专业语调问题，

重点探讨了当前语调教学、语调习得的现状及其存在的常见问题。在此基础上，基于韵律音系学的相关

理论框架，从语调短语切分、音高重调、焦点位置和调型使用等四个方面着重分析了英语语调习得问题

产生的根源，并提出了相应的教学改进策略，促进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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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re element of language use, intonation is crucial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ommunicative 
function of languag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onation problem of non-English majors in uni-
versities, and focuse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onation teaching, intonation acquisition and 
its common problems. On this basis, based on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etrical 
phonology, it analyses the root causes of English intonation acquisition problems from four as-
pects: intonation phrase cuts, pitch stress, focus position and tonal pattern use, and proposes cor-
responding teaching improvement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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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s’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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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调作为语言构成和使用的核心内容，也是最能直接反应英语学习者综合运用水平的重要因素

(Brown, 2007) [1]。从韵律音系学的视角出发，英语作为一种语调语言，语调短语的划分、语调曲拱的表

达以及音高重调的指派都会对语句意义的表达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英语学习者受汉语

母语(声调语言)负迁移等因素的影响，在英语语言表达的流利性、准确性和地道性上都饱受质疑。近年来，

随着交际功能和跨文化功能教学理念的推行，大学英语语调教学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由于受教学

资源、课时安排等因素的影响，语调教学基本仍是作为英语口语训练的附属，大部分高校并未单独设置

语调教学课时，英语学习者的语调习得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另外，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大学英语

课程教学要求》明确指出了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而

语音语调习得作为学生听说能力培养的基础，更应该在教学过程中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指引。 

2. 大学英语语调教学现状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英语教学交际学派的流行，大学英语语调教学又重回大众视野，语音语

调更是成为了培养学生交际能力的八大要素之一(刘润清，1999) [3]。相关研究显示，英语语调教学旨在

向学生系统介绍语调相关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反复的练习和改进，使学生能够掌握语调的停顿、轻

重、快慢以及高低，帮助说话人表达言外之意并实现交际意图，做到“词必达义”(蒋红柳，2019) [4]。
近年来，随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英语教学中的听、说能力首次被提升到了和读、写同等重

要的地位，英语语音、语调教学也再次走进了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指导方向的改变，也带动了部分大学

英语教师对语音语调问题的关注，开始在英语课堂有意识纠正和引导学生对正确语调的模仿和训练。同

时，部分大学英语听说训练教材中也开始单独开辟语音语调知识部分，帮助学生系统了解英语语调理论。

教学改革的推进以及外部语言交流环境的变化，也带动了学生对标准语音语调学习的需求，根据笔者对

历年所教授课堂的统计，大约 95%以上的学生都对改善自身发音和语调面貌保持积极态度。总体上看，

在大学英语课堂教与学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大学生的语音语调面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大学英

语语调教学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母语(尤其是各地方言)

对英语语调习得的负迁移影响还广泛存在。长期以来，国内的英语考核体制更偏重于对学生读写能力的

考查，对听说能力的要求较为松散，这都导致了当前大学英语语调教学依然存在不小的问题。结合笔者

多年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经验以及不同院校教师之间的交流研讨，我们认为当前大学英语语调教学至少

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在教学资源的分配上，当前绝大部分高校的大学英语课堂仍然是以读写

能力的训练为主，听说能力的训练为辅，语音语调的教学仍然是作为口语训练的一部分，缺乏专门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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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安排。同时还缺乏针对非英语专业的大学英语语音语调教学教材，教学知识统一度不高。教师的语音

语调教学能力也有待进一步提高。其次，在教学方式的采用上，大部分的高校语调教学仍采用传统的听

辨教学方式，在理论知识讲解的基础上，通过让学生进行一定的口语和模仿训练，让学生实现对语音的

感知和语调的模仿。这种教学方式能够促进学生对基本语调音高和调群知识的掌握，但对学生实际语言

的表达以及语调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仍有较大的差距。最后，在教学效果的反馈上，部分学生在语音语调

教学过程结束后，依然难以讲出准确、流利的语句，在语调习得上依然存在不少错误。根据笔者多年的

跟踪调研和实验研究，本文发现学生的语调习得错误主要表现在语调短语切分异常、音高重调错置、焦

点位置误判、调型误用等四个方面。 

3. 语调习得的韵律音系学分析 

依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当前大学英语语调教学的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高效

提升学生的语调习得效果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难题。二语习得理论认为纠错反馈、意识唤起和语言输出作

为学习第二语言的“三大件”，二语语调的习得同样也要把握住这三个方向，尤其是利用好语调教学的

纠错反馈机制，实现语调习得高质量提升[5]。鉴于此，本文利用多年的语调教学成果资料和实验研究数

据，基于韵律音系学的研究框架，从语调短语切分、音高重调、焦点位置和调型使用四个方面对当前语

调习得问题产生的根源进行分析，以为后续语调教学策略的改进提供帮助。 

3.1. 语调短语切分 
语调短语作为韵律结构的基本单位，其切分的正确与否对后续音高重调、焦点位置确定、语调语义

的表达至关重要。语言学理论的研究表明，英语作为一种形合语言，音节或单词之间联系紧密，以“连

奏音(Legato)”的方式过渡。而汉语作为一种意合语言，音节之间的关系表现较为松散，通常以“断奏音

(Staccato)”的方式过渡。两种语言句法上的差异导致我国英语学习者在英语表达上倾向于将句中各单词

分开表述，这也直接导致了语句中调群边界混乱，语调短语切分异常的后果。 
从韵律音系学的角度看，英语学习者习得语调过程中语调切分异常的情况是由于对语调结构以及语

调短语切分理论知识不明晰造成的，因此要正确习得语调韵律特征，掌握语调短语的切分规则是十分必

要的。根据 Pierrehumbert [6]的语调曲拱理论，拥有多个语调短语(IP)的句子具有不同的语调曲拱，即在

中间位置、其他音高重调之前或之后拥有几个短语重调和边界调。因此，存在中间边界调是一个句子或

多个 IP 组成的可靠标示。根据语音指标，语调短语切分可以有以下情况：一是句子中间出现连续上升，

这表明句中存在不止一个 IP；二是当有个低边界调时，即仅在 IP 末尾有个低边界调时，就会有 F0 陡降；

三是 IP 末尾通常都有一定时间的延迟或停顿。 
根据意义单元条件，语调短语(IP)的直接成分必须共同构成一个意义单元。语调短语直接成分的定义

为：一个全部包含在 IPi 内(仅由 IPi“统制”)的句法成分，而它不被任何其他完全包含在 IPi 内的句法成

分统制。也就是说，IP 内的直接成分需要具有论元与中心语的关系，和/或具有修饰语与中心语的关系。

判断 IP 是否合乎语法性，不是由它是否与句法成分相对应的事实来实现的，而是由它的直接成分是不是

构成一个意义单元这一事实来确认的。 

3.2. 音高重调 

根据语调重音规则，语句中的实词需要重读，虚词不需要重读。但在实际的语调习得过程中，学生

往往存在大量的虚词重读现象，音高重调错置，进而导致语句调型使用错误。音高重调的错置大部分是

由于受到了母语负迁移因素的影响。从韵律音系学的角度看，汉语是一种“音节计时语言”，语句各音

节间具有大致相等的时长。而英语则是一种“重音计时语言”，语句各音节的时长不等，差异较大。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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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读音方式的影响，学生在阅读英语语句时，往往给每一个音节都赋予重音，导致语句重音过多，轻

音过少，并且没有真正掌握句子重音的位置所在，导致英语发音和话语过于生硬，也没有表达出语句原

有的真实意思表示。例如，在 How many days are there in a week?中，实词有 how、many、days 和 week。
How many days 三个重音连读会产生冲突，根据 Selkirk 提出的核心重音规则(NSR)，“how many days”
作为一个语调短语，由于 how 是单音节词，days 为名词，因此将获得由 many 前移的重音节拍，从而达

到“音悦耳”，使语调短语具有节奏性。因此重读模式应为“HOW many DAYS are there in a WEEK?” 

3.3. 焦点位置 

焦点作为信息的载体，应该是语句中最为重要，最应凸显的重音[7]。一般情况下，焦点应该位于语

句的最后一个实词上，但在特殊情况下，焦点也有可能位于虚词上，这就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现

实的情况是，学习者在确定语句的焦点过程中随意性较大，焦点误判的情况屡见不鲜。这一方面是由于

前述语调短语切分异常的缘故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受到了汉语语音语调习得的影响。通常情况下，英

语语句中功能词是不具备称为焦点的功能的，但在汉语语句中并没有此种限制，这就导致学生容易的受

到固有习惯的影响而发生焦点误判的错误。 
从韵律音系学的角度看，焦点位置的确定与音高重调的指派具有一定的关联性。音高重调指派是指

音高重调与句法结构的特定成分之间的匹配过程。音高重调指派给词层成分，它的指派是自由的，与其

匹配的成分一定是焦点。一旦音高重调做了指派，那么焦点成分内的音高重调与自主音段便可以自动相

联结。因此，音高重调指派不是由短语做出的，而仅仅由词大小的结构成分决定的。基于语调曲拱理论

与音高重调的指派，音高重调联结的位置与句子的焦点结构不同相关。例如“They went to London, didn’t 
they?”中，可使用升调和降调两种调型，它们表达的意义不相同。当音高重调指派到“they”时，表示

发音人不确定，焦点位于句末名词；当音高重调指派到“didn’t”是，表示发音人非常确定并想得到对方

的肯定答复，那么 they 便不是句子的焦点。 

3.4. 调型使用 

根据语音学家的分类，英语语调调型的分类包括高降调、低降调、高升调、低升调、降升调、升降

调和中平调七类[8]。一般情况下，语句调型的确定与语句的语法句式联系较为紧密，不同的语调调型代

表不同的情感意义。在中国的英语学习者群体中，存在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调型使固化，习惯上使用降

调来代替升调，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语句的表达较为枯燥，情感表现不够。 
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受到了母语发音和语调习惯的影响。从韵律音系学的视角看，汉

语作为一种声调语言，汉字的音高起伏对字义的影响较大，例如常见的妈、麻、马、骂。除此之外，汉

语语句也具有一定的语调，但明显不如字调的表达丰富。而英语作为一种语调语言，语句语调的不停起

伏变化代表了不同的功能意义，不同的调型表现则代表不同的陈述、反问、疑问、对比等功能。受母语

负迁移因素的影响，较多学生在英语语句表达过程中较为平淡，惯用降调来代替升调，导致调型使用的

固化，最终导致语义功能受损。除此之外，英语学习者生理结构(嗓子)及呼吸等天然因素的制约，也使其

更容易掌握对语句降调的使用。 

4. 大学英语语调教学的策略选择 

随着交际学派的兴起和跨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大学英语语调教学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9]。但

从总体上看，学生的英语语调习得并未有较大突破，距离准确、流利、地道的英语语句表达还有较大的

差距。在语调教学策略生成阶段，我们应始终以语言交际功能培养为目标，把握渐进性和交互性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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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确立学生自主学习的主体地位，构建起完备的大学英语语调教学体系，促进学生语音语调面貌的

综合提升。从上述基于韵律音系学角度的语调习得分析可以看出，当前大学英语语调教学的主要问题在

于学生受汉语母语语调负迁移的影响以及对英语语调、语用基本知识的匮乏，导致其难以把握语调使用

的基本规则，影响其交际功能的进一步实现。因此，本文拟从师资储备、教材编著、教学资源、教学方

式、教学考核等五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参考。 

4.1. 师资储备层面 

大学英语课程作为一门全校通选的必修课程，往往面临着学生基数大，教师数量不足，师生比失衡

的窘境。曾经有新闻显示，一个大学英语教师一学期要教 400 个学生，年均课时量高达 500 学时以上，

这种情况在各大高校都屡见不鲜。在重大的教学任务压力下，教师就容易放松对自身教学能力提升的要

求。同时，受国内传统英语教学及考核方式的影响，部分英语教师口语表现并不十分理想。试想，如果

教师自身的英语语调就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较大，存在较大的发音缺陷问题，那又如何要求自己所教的

学生能够讲一口地道、流利的英语呢？为了改变这一现状，首先大学英语教师要统一思想认识，不要认

为语音语调教学是高中阶段的任务，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要求已经明确对学生的听说能力培养进行了界

定。因此，教师的主要任务就是想办法如何把语音语调教学融合到现有的知识体系内。其次要加强自身

语音语调知识的储备。长期以来对语音语调教学的轻视导致教师语音语调知识的匮乏，教师应通过主动

或被动的学习培训掌握基本的语调切分、音高重调等基本韵律知识。最后加强语音语调专业的师资储备，

在师资招聘环节可以向语音语调专业进行一定程度的倾斜，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原有教师知识储备

不足的困境，实现和原有教师体系的有效整合，教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兴趣实现教学的有的放矢。 

4.2. 教材编著层面 

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当前大学英语教学选用的教材主要包括《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新

编大学英语》《大学英语综合教程》《新编英语教程》等。这些教材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仍侧重于学生

读写能力的培养，侧重于词汇量和语法句法知识的传输，而对听说能力的培养则要求较少，或者是没有。

虽然现有部分教材认识到了英语语音语调在交际功能中的重要作用，开始在大学英语教材中介绍部分语

音语调知识，例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大学英语听力》等，但这对学生语音语调知识的传输和语感

的培养还相去甚远。此外，还有针对高校英语专业的语音语调教材，例如由王桂珍教授主编的《英语语

音语调教程》等，但这部分教材对于非英语专业学生来讲过于深奥，学生没有精力也没有必要采用此种

教材。因此，现阶段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挑选国内语音语调教学经验丰富的一线教师，编著一本适合大

学英语语音语调教学的专门教材，教材的编著要在专业性和普适性之间找到平衡，让绝大部分学生都能

够掌握语音语调的基本内容。这样做的好处一方面可以提升学生语音语调基本理论知识的普及和掌握，

为后续语音语调训练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学英语语音语调教学内容进行统一。 

4.3. 教学资源层面 

前述的问题分析环节，本文已经发现当前大学英语语音语调教学环节仍是作为口语训练的附属，并

没有获得属于自身的专属课时。这对于学生语音语调知识的掌握极为不利。因此，可以考虑从当前大学

英语教学课时中给语音语调教学单独开辟几个课时，这些课时的主要作用在于对英语语音语调知识的讲

解，让学生先掌握基本的语调话语切分、音高重点、焦点凸显和调型使用的基本逻辑，对于后续的口语

训练也是大有帮助的。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加大对语调教学的硬件支持，语音语调教学由于具有明显的

交际属性，普通的教室已经难以满足学生在语调感知和纠错反馈方面的需求。因此建议有条件的高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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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语音教学实验室[10]。在信息化和数字化大力发展的今天，语音教学实验室对外语教学的支撑和帮助日

益凸显，通过语音教学实验室可以再现语言交际情景，便于学生开展跟读训练、个别对话以及小组讨论，

为综合运用多种教学媒体和教学方法提供了物质上的载体。 

4.4. 教学方式层面 

传统的英语语调教学采用以听辨为主的教学方式，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可以让学生通过不断的模仿

训练快速掌握语音语调基本特征，例如音高重点，调型使用等。但由于学习者缺乏基本的语调理论知识，

导致语调习得问题频出。因此在后续的语调教学过程中，我们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传统的听

辨教学方式的基础上，强化汉英语调差异，加大对英语语音语调基本知识的讲解，从韵律音系学的角度

出发，对语调切分、音高重点，焦点信息以及调型使用等知识进行系统讲解，使学生能够掌握语调切分、

语调曲拱表达式和音高重调指派等基本音系分析逻辑。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尝试通过英语歌曲、诗

歌、Jazz Chants 等韵律节奏较强的语料着手，培养学生的韵律意识。二是充分利用建设的语音教学实验

室，让语音语调教学变得触手可及。语音教学实验室最大的作用在于还原了真实的语言交际环境，排除

了其他因素的干扰，让学生能够对自己的语音语调面貌有清晰的认知。一般的语音教学实验室都有专门

的录音设备和声学处理软件，基于纠错反馈机制，学生通过录入自己朗读的语句，然后利用声学软件进

行切分和标注，进一步通过和母语原声进行对比分析，学生就能够直观的看到自己发音语调和母语发音

语调之间的差异，了解具体的语调声学特征，便于后续语调的纠正。以笔者所在的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

为例，自 2019 年语音教学实验室建立以来，深受校内师生的欢迎，根据对学生的学习效果的调研，大部

分学生认为通过实验室的语音语调专业分析，自己的语音语调面貌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观。 

4.5. 教学考核方面 

以国内常见的四六级考试为例，该等级测试侧重于对学生听、读、写能力的评价，而对口语表达能

力并没有强制性的要求，只有当四六级成绩达到一定门槛(四级 550，六级 520)，才可以报考全国大学生

口语等级考试。这样的安排一方面进一步弱化了学生对语音语调知识的掌握，学生只要掌握好听、读、

写的相关内容，就能够取得高分。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学生对自身语音语调面貌的掌握，不利于语言交

际功能和跨文化交流功能的实现。因此，本文建议可以开发一套完整的语调等级测试系统，让语言“说”

的功能达到和“听读写”同等重要的地位。该系统需要由官方或者国内权威学术机构牵头，详细论证构

建的原则、内容、评级方法和组织实施等问题。语调等级测试系统应该能够对受试者的语调切分、音高

重点、焦点位置和调形使用做出全面和准确的判断，进而给出相应的语调评级。该评级系统的使用可以

激发学生对语音语调学习的兴趣，更有利于语言交际功能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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