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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effect of tone training during the process of mandarin tones learning by 
the learners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hroughout the analysis of some recent researches 
on the tone training, the study made a generalization and summary of the relevant knowledge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it briefly introduced several main tone training methods; 
then it summarized the scope of tone training effects; and finally it analyzed sever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tone training effects.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recent researches, this paper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future tone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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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声调训练在汉语为二语学习者声调学习中的作用为主题，通过梳理先前有关声调训练的研究成果，

对其相关内容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概括和总结：首先简要介绍了目前几种主要的声调训练方法，其次归纳

了声调训练的影响范围，最后整理出影响声调训练效果的几个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未来声调训练

研究的方向提出了一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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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声调在汉语普通话中承载着重要的语义信息。一直以来，声调教学既是汉语国际教学中的一个重点，

也是其中的一个难点。汉语国际教学中语音的教学主要集中在初级阶段的前两三周，在此之后，学生往

往把学习重点集中在词汇和语法上，不再重视学习正确的发音或纠正发音方法。因此，大多数外国学生

在初级阶段语音集中教学后，其声调水平一直停留在初级阶段形成的固定水平，进而造成声调学习的“化

石化”现象。这种现象使得“洋腔洋调”的问题越来越顽固。 
为提高汉语为二语学习者的声调感知和输出水平，有效克服声调学习过程中的“化石化”现象，众

多研究者们致力于普通话声调训练(以下简称声调训练)方法的探索，有关声调训练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Cooper & Wang, 2013; Liu & Chandrasekaran, 2013; Wang, 2008a, 2008b, 2012, 2013; Wang, Spence, Jong-
man, & Sereno, 1999; Wayland & Guion, 2004)。本文首先对声调训练的几种方法进行简单介绍，之后针对

声调训练在汉语为二语学习者声调学习中的作用进行分析，最后对可能影响声调训练效果的因素进行分

析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的展望。 

2. 声调训练方法简介 

先前关于声调训练的研究中采用的声调训练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知觉训练、输出训练以及知觉输出

训练三种方法。 

2.1. 知觉训练 

知觉训练是近些年来声调训练研究中普遍使用的一种训练(Cooper & Wang, 2013; Kaan, Wayland, 
Bao, & Barkley, 2007; Kaan, Barkley, Bao, & Wayland, 2008; Liu & Chandrasekaran, 2013; Wayland, Herrera, 
& Kaan, 2010; Zhao & Kuhl, 2015)。该模式根据成人感知系统具有可塑性的原理，按照学习者的偏误特征

设计一系列听力材料，在短时间内进行大量的听力练习，从而促进学习者感知能力朝目的语方向发展(孙
悦，张劲松，解焱陆，曹文，2013)。张林军(2010a)认为，知觉训练的主要方法包括高变异语音训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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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知觉训练法、视听知觉训练法和知觉衰减训练法，这几种知觉训练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高变异语音训练法通过采用包含多种语音环境和多个发音人的多样性材料，使训练者接触包含各种

变化的自然语料，从而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声调感知(张林军，2010a；孙悦等，2013)。为提高声调训练

的效果，创设出更真实的语言环境，先前研究中的训练刺激多采用高变异的语音材料(Liu & Chandrase-
karan, 2013; Wayland & Li, 2008; Wang, 2013)。如 Wang (2013)在感知测试和训练中，为确保语音环境的

多样性，采用的实验和训练材料是 5 个汉语母语发音人产出的单音节词，包含各种辅音和元音组合的音

节结构。适应性知觉训练法借助于语音合成和编辑技术制作训练材料，呈现音位间的关键声学差异，训

练学习者依靠关键声学线索区分第二语言音位(张林军，2010a；孙悦等，2013)。视听知觉训练法，即在

听觉信息之外增加视觉信息，该方法认为这有助于学习者利用多重信息感知音位的语音特征,从而更好地

习得目的语语音。贾琳和王建勤(2013)的研究也证明，对于零起点汉语学习者的声调感知来说，视觉、听

觉双通道加工方式的效果好于只有听觉通道的加工方式，视觉加工促进了学习者的声调感知。知觉衰减

训练法是通过语音编辑器技术夸大音素之间的关键声学差异，并通过训练使学习者意识到这种差异，然

后逐步过渡到正常情况，从而使学习者降低对非关键性声学线索的关注，而更多地依赖关键线索感知第

二语言的语音(张林军，2010a)。 

2.2. 输出训练 

输出训练，是通过让训练者输出训练刺激，从而提高他们的声调水平。相比于知觉训练，有关声调

输出训练的研究相对有限。Leather (1990)首次调查了输出训练对声调感知的影响，他通过给训练者呈现

音高曲线变化的画面，训练荷兰语被试输出一个汉语音节的四个声调。值得注意的是，Leather (1990)采
取的输出训练只进行视觉的输入，没有听觉的输入，这对有正常听力学习者的声调学习来说是不现实的。

因此，大多数有关输出训练效果的研究中，输出训练建立在视听输入的基础上(BaeseBerk, 2010; Wang, 
2012, 2013; Lu, 2013; Lu, Wayland, & Kaan, 2015)，也即知觉输出训练。 

2.3. 知觉输出训练 

知觉输出训练，即建立在感知上的输出训练，主要是在知觉训练的基础上增加对声调的跟读、模仿。

Wang (2013)、Lu (2013)和 Lu 等人(2015)的研究中都提到，没有感知的输出是不符合教学实际的。Lu (2013)
通过两个实验比较了知觉训练和知觉模仿训练对声调辨别和识别的影响。他给接受两种训练的被试呈现

同样的听觉刺激，而输出不同的内容，具体的输出训练过程是：被试先后听到两个刺激材料，然后判断

这两个刺激的声调是否相同(或听到一个刺激材料，识别出声调的类型)，被试得到正确声调类型和声调图

的反馈，接下来再次听到前后两个刺激(或一个刺激)，并同时看到声调和声调指示图，最后要求被试尽可

能准确地模仿它们的发音，而且只有一次机会。 
Wang (2013)同样采用知觉训练和知觉输出训练方法，探究训练对普通话声调感知的影响。选择知觉

训练方法的被试只进行听觉信息的输入，被试听到训练材料后，从四个声调中识别出目标声调，之后会

得到正误反馈。接受知觉输出训练的被试首先同时进行视听觉信息的输入，即听到目标声调的同时还可

以在电脑屏幕上看到目标声调的音高曲线。其次，在输出的环节，被试要跟读目标声调音节并录音，同

时电脑屏幕上会立即呈现训练者输出的音高曲线。该环节中，被试可将自己的发音和标准目标声调的发

音进行比较，也可将目标声调和自己发音的音高曲线重叠进行比较。该研究与 Lu (2013)和 Lu (2015)等人

的研究不同的是，被试可重新录制，反复练习每一个目标声调。 
从以上对声调训练方法的简介可知，目前有关输出训练效果的研究主要是和知觉训练相结合，形成

知觉输出训练。为了对两种训练加以平衡，避免额外的输出训练带来的影响，Lu (2013)在实验中偏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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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训练。在 Wang (2013)的研究中，知觉输出训练有同时进行听觉和视觉输入的优势，并且可以进行输

出练习，但同时知觉训练也有刺激间隔更短的优势，可以在相同的时间内重复完成更多的刺激训练。通

过以上研究结果可知，研究者们对两种训练方法的效果与优劣还未形成统一认识，仍需后续研究进行深

入的探讨。 

3. 声调训练在汉语为二语学习者声调学习中的作用 

先前的研究表明，声调强化训练可以有效促进声调的感知和输出(Liu & Chandrasekaran, 2013; Wang, 
2008a, 2008b, 2012, 2013; Wayland & Li, 2008; Wayland et al., 2010)。其中知觉训练可以有效提高声调的感

知能力(Kaan et al., 2008; Liu & Chandrasekaran, 2013; Wang, 2013; Zhao & Kuhl, 2015)，这种能力的提高可

以维持得更加持久(Feng, Sun, Zhang, & Xie, 2014)，能够迁移到新的语料、新的发音人(Wang, 2013; Zhao & 
Kuhl, 2015)，甚至能够迁移到声调的输出进而改善发音(Wang, 2008a)。输出训练也有利于促进学习者对

声调的感知和输出(Lu, 2013; Lu et al., 2015; Wang, 2008b, 2012)。本文将分别从声调的感知和输出两方面

分析声调训练在汉语为二语学习者声调学习中的作用。 

3.1. 声调训练对声调识别和辨别的影响 

3.1.1. 声调训练对声调识别的影响 
声调识别研究是声调研究中的重点内容，研究中被试双耳将被同时呈现一个听觉刺激，要求被试判

断听到的声调是几声。通过声调识别实验可以直接考察听者的声调识别感知能力。前人的研究表明，声

调训练可以提高被试的声调识别正确率(Cooper & Wang, 2010; Francis, Ciocca, Ma, & Fenn, 2008; Zhao & 
Kuhl, 2015)。如 Wang (2013)训练初级水平学习者识别或识别模仿普通话单音节字调，发现从前测到后侧

再到泛化测试，两组被试对普通话单字调的识别正确率都有显著的提高，并且训练的效果迁移到了新的

刺激和发音人。Lu (2013)则发现声调训练还可以加快声调识别的反应，他对被试训练前后的识别反应时

进行对比，结果显示，两者间差异显著，感知模仿组训练后测识别声调的反应时显著快于训练前测，训

练加快了识别声调的反应。 
声调训练不仅能在短期内提高声调的识别感知能力，帮助学习者掌握普通话声调，这种能力的提高

还可得到长时性保持(Wang et al., 1999)。Wang 等人(1999)在训练结束的六个月后，采用和后测相同的刺

激材料、过程，再次进行了一次延时测试，结果显示，训练者的识别正确率和后测的一样，显著高于前

测的识别正确率。 

3.1.2. 声调训练对声调辨别的影响 
声调辨别研究是声调研究中的另一个重点内容，即给被试双耳先后呈现两个听觉刺激，要求被试判

断这两个刺激的声调是否相同。研究者发现，声调训练能够提高声调的辨别能力(Burnham, Brooker, & 
Reid, 2015; Kaan et al., 2007, 2008; Lu et al., 2015; Wayland & Li, 2008; Lu, 2013)。Lu (2013)和 Lu 等人(2015)
的行为数据和 ERP 记录表明，两个训练组的学习者通过声调训练，在注意和非注意条件下的声调辨别能

力都得到了提高。与前侧相比，较小的 MMN 脑电成分出现在后测的任务中。行为数据表明，后测的声

调辨别正确率好于前测，并且，在训练中使用过的刺激和新刺激的辨别分数差异不显著，即训练的效果

迁移到了新的刺激。但两个训练组在训练前后辨别任务中的反应时上都没有显著差异，被试在训练后辨

别任务中的反应并没有显著快于训练前，并且，训练使用过的刺激和新刺激的辨别反应时差异也不显著。 

3.2. 声调训练对范畴化知觉的影响 

声调训练提高了学习者对声调的范畴化知觉能力(Liu & Chandrasekaran, 2013; Wayland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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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 & Kuhl, 2015)，即听者对频率连续变化的声调刺激的感知表现出范畴化的特征，并对不同范畴声调

刺激的感知比对相同范畴声调刺激的感知更灵敏。Liu 等人(2013)通过训练没有声调学习经验的被试识别

高变异语音材料，提高了被试对声调连续体的范畴化知觉能力。语音训练前，英语被试对三种声调的范

畴化知觉有一定的困难，随着 FO 频率的变化，对范畴间声调刺激的感知不灵敏。语音训练后，英语被

试对语音刺激声调有更好的范畴化知觉，识别函数有明显的坡度转折。研究者得出结论，自然语音训练

可以帮助学习者建立更好的范畴化表征。Zhao 等人(2015)训练被试识别和辨别两个普通话声调。训练后

测的结果表明，训练后被试对声调连续体的整体感知更加灵敏，甚至迁移到了新的刺激，但并没有形成

范畴化。对训练前后整体敏感性的变化进行分析，发现不管是采用原来的刺激，还是采用新的音节刺激，

被试在训练后测都得到了提高，表明反复练习有效。 

3.3. 声调训练对声调输出的影响 

知觉训练的效果能够迁移到输出，改善发音(Wang, 2008a)。Wang (2008a)探究了教学语境下，知觉

训练和知觉输出训练对普通话声调学习的影响。语言背景不同的初级汉语学习者自愿选择接受识别感知

训练或知觉输出训练。后测的结果显示，不仅两组的感知正确率有了显著的提高，其声调输出正确率也

同样有了显著的提高。 
视听输入的知觉输出训练还可以提高被试在更高一级语言单位——句子层面上非母语声调的输出，

改善学习者的发音(Wang, 2008b, 2012)。Wang (2012)训练不同语言背景的汉语初学者朗读短语和句子。

结果显示，训练组和控制组在前测的差异不显著，而两组在后测的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表明训练者在

句子层面上普通话声调的输出有了显著的提高，而控制组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进一步对每个句子在前

后测的输出分数进行比较，结果表明，训练组在两个陈述句上的声调输出有了显著提高，而在问句上的

声调输出提高不显著。总之，训练对句子层面上普通话声调的学习是有效的。 
综上所述，短期的知觉和输出训练有利于汉语为二语学习者对普通话声调的感知和输出，并且，知

觉训练和输出训练的效果可以互相迁移，即知觉训练对声调的感知效果可以迁移到声调的输出，输出训

练对声调的输出效果可以迁移到声调的感知。先前的研究者发现，声调感知和声调输出有着高度密切的

关系(Ding, Hoffmann, & Jokisch, 2011; Ding, 2012)。Ding 等人(2011)对中级德国汉语学习者的声调感知和

输出进行了调查，统计出被试声调感知和输出的错误类型，并将其输出的音高曲线、音高高度和汉语母

语者的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声调感知正确率和声调输出正确率之间的相关性达到了显著水平。即使如

此，声调感知和输出的结果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被试对二声的感知识别最差，但其输出正确率却比较高，

三声的输出最差，三声误输出成二声的概率大于其输出正确率。因此，对某个声调的良好感知能力并不

一定能准确输出该声调，如何通过声调训练促进声调知觉和发音的改善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 

4. 声调训练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如前所述，声调训练对汉语为二语学习者的声调学习有一定的帮助，但具体的声调训练效果存在很

多差异。那么，影响声调训练效果的因素有哪些？通过梳理先前的文献，我们发现学习者的目标语言水

平、学习者的语言背景、学习者的声乐经验和声调训练时间都有可能影响到声调训练的效果。 

4.1. 学习者的目标语言水平 

不同汉语水平的学习者，其对普通话声调的感知能力是不同的。张林军(2010b)探讨了不同水平的日

本留学生对汉语声调的感知，发现没有汉语经验的“零起点”学习者对汉语声调的知觉是连续性的；初

级水平的学习者汉语声调的范畴化知觉能力有了显著提高；中级水平的学习者汉语声调的范畴化知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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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接近汉语母语者的水平，但精细化程度仍然有待提高。随着学习者学习时间的加长，其对声调的感知

和输出趋于固定化，另有张林军(2013)的研究表明，有些中级水平的学习者表现出声调加工能力发展的“化

石化”。那么声调训练对不同语言水平的学习者又有一个怎样的动态发展过程？ 
于晓敏，孙悦，张劲松，解焱陆和曹文(2014)在孙悦等人(2013)的研究结果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知觉训

练在初中级水平学习者身上的表现。结果表明，接受知觉训练前，中级组的范畴化知觉能力以及自然音

节听辨能力都要强于初级组，这与张林军(2010b)的结论是一致的。知觉训练后，初级和中级水平的日语

被试对阳平和上声的范畴区分，以及范畴内声学线索变化的知觉反应表现出不一样的变化趋势。初级水

平的被试表现出的进步显著，不论是自适应训练还是高变异训练，在自然音节听辨率和连续统误差分数

方面都取得明显的改善。中级水平的被试训练之前已经形成自己较为固定的范畴化模式，经过训练，自

然音节听辨率有所提高，但是效果没有初级水平的学习者明显；连续统听辨却表现出较明显的个体差异，

只有部分被试取得较显著进步，而其他被试则还维持在原有水平。 
因此，声调训练在学习者的哪个学习阶段进行才能达到显著的效果是在今后的研究中值得探究的问

题。声调训练要考虑学习者的汉语水平，针对不同语言水平学习者的声调掌握情况采用不同的训练方法、

训练材料。 

4.2. 学习者的语言背景 

部分研究者认为，学习者的语言背景会影响声调训练的效果，有声调语言经验和无声调语言经验的

学习者关注不同的声调物理特征(Kaan et al., 2007, 2008; Francis et al., 2008)。Francis 等人(2008)训练英语

被试和汉语被试识别粤语声调。研究表明，虽然两组被试通过训练，对粤语声调的识别正确率都有了显

著的提高，但他们最难识别的声调有所不同，学习得最好的声调也不同。两组在一些声调上呈现出不同

的表现模式：英语组在低平调的识别正确率上提高显著，而汉语组的提高不显著；英语组在低降调上的

提高不显著，但汉语组却达到了显著水平。进一步对辨别评分任务的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两组被

试对两个主要声调感知维度的关注点不同，训练给两组学习者的声调识别错误类型和感知空间带来了变

化，两组不同的变化表明被试母语的语调和声调范畴经验影响他们对非母语超音段音位范畴的感知和习

得。Kaan 等人(2007, 2008)通过一项 ERP 研究，也发现了语言背景影响非注意条件下泰语声调的辨别，

无声调语言经验的被试(英语)对音高差异更加敏感，而有声调语言经验的被试(汉语)对音高曲拱的变化更

加敏感。 
然而，另有研究者认为，不管语言背景如何，学习者都能从知觉训练中得到同样的提高(Wang, 2013)。

Wang (2013)的调查结果发现，声调训练后，赫蒙语(声调语言)组和英日语(非声调语言)组被试对普通话声

调的感知识别都有了显著的提高，赫蒙语被试的声调语言经验没有对普通话声调的学习带来负面影响。

该研究的一个不足是参加训练的人数比较少，若在今后的研究中能有更多的人参加声调训练，那么语言

背景是否会有不一样的影响？ 
总之，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有声调语言经验和无声调语言经验学习者的声调学习都可以通过声调

训练而得到强化。语言背景对声调训练有一些间接的影响，但是其影响还不十分显著，训练后结果的差

异究竟是语言背景还是训练本身的影响仍不明确。未来的研究中应在增加被试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

更加深入的研究。 

4.3. 学习者的声乐经验 

声乐加工和语言加工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研究者的关注。近些年来，学习者的声乐经验渐渐成为声

调感知研究中研究者们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声乐训练的经验有利于对语言的声调感知得到了一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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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实(Burnham et al., 2015; Cooper & Wang, 2010; Delogu, Lampis, & Olivetti Belardinelli, 2010; Lee & 
Lee, 2010; Kirkham, Lu, Wayland, & Kaan, 2011; Lee, Lekich, & Zhang, 2014; Mok & Zuo, 2012)。 

那么声乐经验的有无是否影响声调训练的效果呢？Wayland 等人(2010)探究了声乐经验和音高曲拱

感知训练对非声调语言母语者音高曲拱感知的影响。训练过程中的结果显示，音乐家在音高曲拱识别上

显著好于非音乐家，但两组在训练后的提高幅度相当，音高曲拱识别训练提高了两组的音高曲拱提取和

范畴化能力。总之，声乐经验使音乐家的音高感知更加清晰，两组的音高识别能力有等同的可塑造性，

声调训练对音乐家和非音乐家的作用是相当的，并且，长期和音乐接触的经历是总体上音乐家有更加突

出表现的原因。以上是声乐经验对非声调语言母语者声调学习的影响。Cooper 和 Wang (2010)探究了声

乐经验对泰语母语者学习粤语声调的影响。结果显示，音乐家的识别正确率总体上显著高于非音乐家的

识别正确率，训练后，两组的声调识别正确率都得到了显著地提高，音乐组在前测识别任务中的表现显

著好于非音乐家，而在后测中两组的差异不显著。结果表明，声乐经验对声调母语者的非母语声调学习

同样有促进作用，泰语音乐家总体上对非母语声调的识别正确率显著好于泰语非音乐家，而声乐经验没

有给声调训练带来特别的优势，两组在训练中的提高幅度相当，没有显著差异。 

4.4. 声调训练时间 

先前研究中的声调训练时间大部分是几个小时，Wang (2008, 2013)训练为期三到四周、六个小时，

而 Lu (2013)和 Lu 等人(2015)研究中的声调训练只有一个小时。两位研究者都对知觉训练和输出训练进行

了比较，而两者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Wang (2013)的结果表明，知觉训练和知觉输出训练这两种训练方

法对声调学习同样有效。而 Lu (2013)发现识别模仿组在提高声调识别能力上比识别组更有效，识别模仿

组在后测任务中识别声调快于前测任务，识别组在反应时上没有任何提高，表明知觉输出的训练效果好

于知觉训练效果。这可能是由于训练时间的不同引起的。当然，Wang (2013)中没有对两种训练方法识别

声调的反应时进行比较，其研究的目的也不是比较两种训练方法。 
研究者认为，声调训练时间的长短也是影响声调训练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先前的很多研究表明，

虽然短期的声调训练能够促进非母语者声调的学习，提高他们的感知能力和输出能力，但是都没有达到

和母语者接近的水平(Wang, 2008a, 2012, 2013)，若增加训练时间，进行更多的强化训练，他们是否能达

到接近母语者的水平？未来的研究应在声调训练效果上，致力于探究如何才能让被试通过声调训练，达

到接近母语者的声调水平，而不仅仅局限于声调训练能够提高被试的声调感知和输出能力。当然，声调

训练时间也不宜过长，否则会引起被试的反感，被试的声调水平停滞不前，出现声调学习的“化石化”，

甚至倒退。后续的声调训练研究应考虑声调训练时间长短的影响。 
综上所述，声调训练有利于提高汉语为二语学习者对声调的感知和输出能力，至于提高到什么程度、

训练后的效果能否达到或接近母语者的水平以及训练多久才能达到母语者的水平，目前还鲜有研究对这

些问题进行系统、深入地解答。因此，未来关于声调训练的研究需要继续深入探讨声调训练对汉语为二

语学习者声调学习的影响，并且，训练方案要综合考虑学习者的语言背景、语言水平和声乐经验背景，

把握好声调训练时间，提高声调训练效率，力争使汉语为二语学习者的声调学习朝母语者或接近母语者

的水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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