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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quisition of intonation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for the SLA study.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ritish traditional intonation theories and Auto-segmental Metrical theory, 
the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studies of Chinese English learners’ intonation in great detail. 
Though big progress has been made for the intonation studies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he subjects of these studies haven’t considered the factors that could affect the SLA, 
such as AOA, second language proficiency, etc. The materials haven’t considered sentence types, 
focus location and other elements. And the focus of the studies is mainly limited to summarizing 
Chinese learners’ intonation problems, instead of the reasons. More researches should be con-
ducted systematically to explore the intonation acquisi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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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语语调习得在二语习得研究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本文从国内二语语调研究常用的两大理论谈起，

对国内近二十年二语语调研究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语料和研究内容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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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国内二语语调习得研究在近20年来蓬勃发展，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但是仍然存在研究对象不够全

面，研究语料设计不够严谨，研究内容比较单一，不够深入的现象。今后二语语调习得研究应全面地，

系统地对中国学习者语调进行调查研究，并增加跨学科或者多学科研究，探索语调习得机制，构建适合

中国学习者的二语语调习得研究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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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说和写是人们日常交流的媒介，其中说比写要处于更加基础的地位，可以说，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

壳，是“整个语言学习中不可或缺的基础” [1]。语调是言语交际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它不仅可以消除语

法歧义、传达信息，还可以表示说话人的语气和态度。然而，语调是二语学习者习得中的难点，许多英

语学习者在经历了数年的学习后，尽管单个音节的发音已经正确，却仍然很难说出一口标准地道的英语，

其根本原因就是语调上存在很大的问题[2]。语调甚至还会影响语言的理解和认知加工的过程[3]。薛小姣

[4]在总结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超音段比音段更影响母语者对外国口音的判断。语调等韵律信息比音段

信息更能影响语言交际的可懂度[5]。 
国外对于英语作为二语的英语语调习得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随着言语技术和二语习得在国

内的迅速发展，中国对学习者语调的习得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从 2005 年开始，国内研究人员运用实

验语音学的手段，以英式传统语调理论、AM 理论等理论为基础[7]，对中国英语学习者语调的问题进行

了不同方面的调查。本文通过知网检索，对国内从 1998~2018 年这 20 年间核心期刊刊登的有关中国英语

学习者语调习得的研究论文进行梳理和分析，试图找出存在的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中国学

习者语调习得研究进行展望，提出自己的看法。 

2. 相关语调理论 

语调作为典型的语调语言，语调十分发达，形式多样，功能复杂，地位显著。现代英语语调研究始

自 Sweet [8]，此后百余年来又有长足发展，重要论述层出不穷，视角迥异，形成了若干流派。各流派之

间既有共识，又有分歧，统计国内的二语语调研究发现，多以英式传统语调理论和自主音段-韵律理论(AM
理论)为基础，本文先在这里就两理论进行简短的介绍和比较。 

2.1. 英式传统语调理论 

英式传统语调理论认为，英语语调可以看作是有功能区分意义的音高运动序列。早在上个世纪初期，

Jones [9]已提出，英语语调有两种基本模式，语调模式 1 主要用于陈述句、命令句和特殊疑问句，模式 2
主要用于一般疑问句和请求。Palmer [10]首次提出英语语调可以分为调头、调核和调尾三部分，奠定了

英语传统语调理论的基础。Halliday [11]从信息论的角度提出了英语语调三重系统的概念：调群切分

(Tonality)、调核位置(Tonicity)和音调(Tone)。这一概念的提出将句法、语调和信息三者有机结合了起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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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群切分系统将口语语篇分成若干个离散的语调单位，即调群，而调核是调群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与信

息结构相关，韩礼德认为，调核是发话人所传递信息的焦点。音调则反映了整个调群的音高走势。基于

此，O’ Corner and Arnold [13]对英式英语的调头、调核和调尾的音高走势分别进行了总结归纳，并且用

图 1 中的黑点和曲线来标明语调，其中黑点表示重读。这种对语调的图示方法后来广泛运用于英语语调

教学中，然而在基于实验语音学的研究中，很难运用。Cruttenden [14]只对调核重音和调核前重音进行区

分，总结归纳了四种调核前重音的音高走势和七种核心重音的音高走势，并且将这七种核心重音音高走

势和 AM 理论的七种音高重音进行了对应(见图 1)。 

2.2. 自主音段节律理论 

自主音段节律理论(Auto-segmental Metrical theory 简称 AM 理论)是现代语调音系学的开端[15]。根据

AM 理论，语调由音高重音(pitch accent)、短语重音(phrase accent)和边界调(boundary tone)三种音高事件

组成，各种语调都可以用七个音高重音(H*, L*, H* + L-, H- + L*, L* + H-, L- + H*, H* + H-)、两个短语重

音(H-, L-)和两个边界调(H%, L%)表示出来(见图 2)。在此基础上，Pierrehumbert 总结出 22 种常用的调型。

其中陈述句的调型一般为 H* L-L%，一般疑问句的调型一般为 L*H-H% [16]。Ladd [17]将 Pierrehumbert
的语调音系理论和传统语调理论相结合，对重音的层级性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将重音分为核心重音、

核心前重音和核心后重音。 
尽管学习者的语调与母语者有很大的不同，国内外却少有人将两者进行系统性的比较，主要原因在  

 

 
Figure 1. The nuclear accent in British English intonation theory and AM theory 
图 1. 核心重音走势和 AM 理论对应图 

 

 
Figure 2. The finite structure of intonation by Pierrehumbert (1980:20) 
图 2. Pierrehumbert (1980:29)的语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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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语调的复杂性[18]，人们甚至很难确定音高曲线的哪些变化是有语言学意义的。而自主音段节律理论

(Auto-segmental Metrical theory 简称 AM 理论)的提出，为不同语言之间的语调对比提供了可能性。 

2.3. 二语语调理论 

在AM理论基础上，Mennen [18]首次提出二语语调习得理论(L2 Intonation Learning Theory，简称LILt)。
LILt 指出，二语与母语语调的差异应该从以下四个维度考虑，分别为系统(音系)维度、语音维度、语义

维度和频率维度。顾名思义，音系维度主要从类型学的角度考察二语和母语在音系结构上的区别，如音

高重音和边界调的种类有哪些不同；语音维度考察语调的语音实现方式，如音高重音的实现方式，包括

重音对齐，音高曲线的走势等；语义维度关注语调所表达的意义，如疑问句中焦点用怎样的音高重音实

现；频率维度指的是使用频率，即使两种语言有相同种类的音高重音和边界调，它们使用频率也有可能

不同。可以说，LILt 的提出，为二语语调的习得奠定了理论基础，本文将国内近二十年英语语调习得的

研究在此框架下进行梳理。 

3. 已有研究概况 

本文通过在知网检索国内语调习得发现，在 1998~2018 年这 20 年期间，国内外语类核心期刊上刊登

英语语调习得论文共 36 篇。按发表篇数排列，《外语与外语教学》9 篇，《外语教学与研究》7 篇，《解

放军外国语学报》7 篇，《外语研究》4 篇，《现代外语》4 篇，《外语界》1 篇，《外国语文》1 篇，

《中国外语》1 篇，《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1 篇，《国外外语教学》1 篇。以下从研究方法和手段、研

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维度等方面进行总结。 
从研究方法和手段看，实证研究有 31 篇，非实证研究有 5 篇[19] [20] [21] [22] [23]，总体以实证研

究为主。31 篇实证研究中，有 2 篇涉及到语调的感知，其他 29 篇关注语调的产出，语调产出中 2 篇为

历时/纵深研究。下就 31 篇实证研究的研究对象、研究语料、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进行总结。 

3.1. 研究对象 

从研究对象来看，31 篇论文研究对象多为高校大学生，其中 18 篇论文研究对象是英语专业学生；4
篇论文研究对象是非英语专业学生；1 篇论文将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分为两组，对比考察；4 篇研究对

象涵盖了英专硕士，英专本科，高中和初中等不同教育层次的学习者，4 篇未明确表示学生专业。 
18 篇以英语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均只说明了学生的年级，大多数未就学生英语水平和英语学

习年限进行具体说明。4 篇以非英语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有 1 篇受试即将考大学英语四级，1 篇论

文中受试通过大学英语四级，2 篇论文说明受试学习英语的年限分别在 7 年和 7 到 11 年之间，另外 2 篇

未做任何说明，4 篇论文研究对象均来自不同方言区。 
值得注意的是，31 篇论文中，有母语者做参照组的论文只有 11 篇，有 1 位母语者或者教材上的音

频作为参照的有 6 篇。 

3.2. 研究语料 

涉及到语调产出的研究，语料多以朗读语料为主，8 篇论文的语料为自然语料，其中 4 篇为话题讨

论，1 篇论文为看图说话，1 篇为演讲中的个人自述，2 篇为混合，其中 1 篇包括复述故事和话题讨论，

1 篇包括简单问答、自由口述和故事朗读。22 篇论文的语料为朗读语料，其中 13 篇论文朗读的语料为篇

章，包括故事，新闻，笑话等题材，2 篇论文语料为对话，4 篇论文语料为句子，2 篇论文语料包括了句

子，对话和篇章，1 篇论文未就朗读语料类型做详细说明，分析的内容为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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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13 篇论文朗读的语料为篇章，其中 3 篇论文只分析了其中的七个句子，1 篇论

文只分析了其中的介词[24]，1 篇文论只分析了其中的标记语[25]，1 篇论文未对朗读语料做任何语音学

分析[26]。 
对研究语料做总结发现，有 5 篇论文对单词或者短语进行研究[7] [24] [25] [27] [28]，18 篇论文的语

料为句子或者对话，7 篇的语料为篇章。 

3.3. 研究内容 

前文提到，国内研究主要基于英式传统语调理论和 AM 理论。作为英式传统语调理论的代表，Halliday 
[11]从信息论的角度提出了英语语调三重系统的概念：调群切分(Tonality)、调核位置(Tonicity)和音调

(Tone)。而 AM 理论则认为语调由音高重音(pitch accent)、短语重音(phrase accent)和边界调(boundary tone)
三种音高事件组成。无论是哪一种理论，均认为语调是以句子为单位的音高运动序列或者音高事件。因

此，对语调的研究，研究语料应该以句子为最小单位。以下对研究语料为句子、对话和篇章的 26 篇论文

依据研究内容进行分类叙述。 
在 26 篇论文中，有 9 篇对中国学生语调产出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描述和总结，有 1 篇论文对中国学生

语调的纵深发展进行描述和总结[29]，有 5 篇尝试从在线管理、优选论和语调感知的角度找出语调产出问

题的原因[30] [31] [32] [33] [34]，有 5 篇论文讨论了促进语调习得的方法，分别为模仿[34]、反复聆听[35]、
干预性训练[36]和输入和输出频次[37]。有 1 篇论文探讨了语调和性别的关系[38]。有 2 篇论文讨论了语

调对学习者其他方面，如口语焦虑[26]、口语成绩[39]的影响。有 4 篇论文分别就话轮[40]、话题结构[41]、
重复策略[42]和自我修复[43]的韵律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因为篇幅关系，以下仅就语调产出中的问题、原

因和促进语调习得的方法进行总结。 
基于英式传统语调理论，陈桦[7] [44] [45]和卜友红[46]对中国学生语调产出问题进行了描述和总结，

结果可以总结如下，调群切分方面，陈桦[44]指出中国学生调群切分往往和句法结构不符。卜友红[46]指
出中国学生调群数量比母语者多，调群长度比母语者短。中国学生调核位置会误置，陈桦[7]指出，无标

记调核的比例低于母语者，有标记调核中人称代词承担调核的比例偏高，卜友红指出，中国学生无标记

调核中连词和代词承担调核的比例较高。在音调方面，陈桦[45]指出，中国学生学习者基本调型掌握得较

好, 但体现说话者语气和态度的二级调型问题偏多；平调、降调使用过度；调型使用混乱。卜友红则指

出，中国学生最常见的错误是用降调替代升调或降升调。毕冉[29]采用中国学习者纵深口语语料库中 14
名英语专业学生四年的朗读追踪语料，分析了中国学生列举句和简单陈述句的音调变化。结果发现，中

国学生简单陈述句“高调头/降调头 + 高降/低降”的调型比例较高，四年比例分别为 91%、75%、100%
和 100%。而列举句“升调/平调列举项 + 降调结尾”的调型比例较低，分别为 36%、7%、29%和 14% 

基于 AM 理论，王红梅[47]指出中国学生在使用句末边界调的主要问题在于不能很好的控制语调上

升或下降的幅度。蒋红柳[48]指出中国学生在调核重读音节的音高均值上性别差异显著，在边界调上没有

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陈述句、特殊疑问句和感叹句的结尾用了降调 L%，陈述疑问句和一般疑问句的

结尾用了升调 H%。两篇文章均没有对音高重音的类型进行总结和分析。 
另外，陈桦[49]和许俊[50]对中国学习者的节奏进行了探讨。陈桦[49]借用 Ramu 等[51]提出的%V (语

句中元音时长比例)和∆C (每句辅音时长的标准误)对中国学生的节奏进行衡量，指出学习者口语体现出明

显的音节节拍语言的特点，低分组学生口语中重读、弱读音节不分明的程度明显重于高分者，与目标语

言的节奏特点相差更大。许俊[50]则指出中国学生的节奏失误主要体现在语速偏慢、停顿不规则、重音间

隔不均衡和元音弱化缺失等方面。除此之外，该研究也指出了中国学生在重音方面的重读错位和音高重

音使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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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语调产出问题的原因，杨军[30]指出中国学生的英语语调短语标记缺失和语调短语划分不当主要

受到言语风格和在线产出管理的影响。基于优选论，杨军[31] [32]则指出，中国学生音系长度制约条件上

Balance  BinMaP，XP 层面的同界条件而言，中国学生音系中的排列是 AlignXP，Left  AlignXP，Right，
因此中国学生在英语朗读中倾向于设置更多的语调切分，有音节定时偏向。纪晓丽等[33]则通过不同水平

中国学习者对英语语调边界调和音高重音的感知结果提出，学习者对语调感知的难点不是语音维度的感

知，而是语义维度的加工，学习者在语调形式与意义的关联上产生困难，但随着二语水平的提高，学习

者逐渐把语调的形式与意义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形成构式整体的加工方式。田方[34]则指出，重音输入(感
知)是重音输出(产出)的主要影响因素，两者的一致率接近 60%，关系呈现复杂性；正确重音输入是正确

重音输出的主要来源，两者显著相关。 
有关促进语调习得的方法，4 篇论文从输入和输出频次、反复聆听、灌输调核意识和干预性训练[36]

等角度进行了实验性探索，在语调切分方面，输入频次对学生韵律结构习得的影响显著，而输出频次的

作用不显著；输入和输出频次对重音(核心焦点)及音调的作用均未产生显著差异[37]，反复聆听模仿对二

语学习者产出英语重音模式影响有限。练习后学习者调核重音分布正确率有所提高，学习者能区分重读

和非重读音节的时长特征，但不能区分音高特征。练习没有对学习者的重音间隔产生任何明显的改进作

用[35]。有关显性教学，吴力菡[52]指出强势灌输调核意识可以改善学习者调核重音分布率，高薇[36]干
预性训练可以改进韵律焦点的实现方式，焦点后调域压缩(简称 PFC)这一重要的韵律特征虽难以通过语

言接触传播，但可以借助显性教学加精准训练学得。 

4. 问题和不足 

近 20 年国内中国学生英语语调习得的研究可以说是蓬勃发展，取得了不菲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一

些问题，主要是： 

4.1. 研究对象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够全面 

大部分实验缺乏与母语者的定量分析比较。一方面，有母语者做参照组的论文只有 11 篇，只占总数

的三分之一。这 11 篇论文中，有些论文并没有将学习者的语调产出和母语者进行对比，多数论文的对比

多是个案对比，并没有用定量统计的方法进行统计学上的比较。另一方面，有 6 篇论文仅使用了 1 名母

语者或者课本配套的音频作为参照，并且用定量统计的方法将学习者和母语者的数据进行比较，在统计

上存在一定的问题。 
另外，对学习者没有进行严格的控制。Jiang [53]总结指出，影响二语语音习得的因素，包括二语水

平、习得年龄、二语经验、母语使用频率、语音信息、语音训练等。而现有的研究中，只有非常少的研

究对学习者的英语水平或者习得年龄进行了说明。其他研究多是以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分类，并未就

上述因素进行控制。 

4.2. 研究内容 

从对研究内容的总结可以看出，现有以英式传统语调理论为基础的研究对调群切分数目和位置、调

核重音位置的错误分析较多，对音调的模式分析较少。以 AM 理论为基础的研究，也以对边界调类型的

分析为主，较少涉及到音高重音。 
Mennen [18]提出的 LILt 理论指出，二语与母语语调的差异应该从以下四个维度考虑，分别为系统(音

系)维度、语音维度、语义维度和频率维度。而现有的研究则主要考察语音维度中的边界调的实现方式和

语义维度中的调核重音和其他重音的位置。其他方面均未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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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研究多现象描述，少原因解释，重产出，轻感知 

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学习者语调中出现的一方面的问题进行现象描述，然后在问题的基础上推

测出现的原因可能有哪些，然而少有研究用实验的方法来找到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 
另外，Mennen [18]明确指出学习者在二语语调产出的困难与感知有关。知觉同化模型(PAM)、语音

学习模型(SLM)等几个知觉心理模型均指出，语音习得的根本在于感知，二语语音发音的准确性取决于

对二语语音听辨的准确性[54]，然而现有的研究绝大多数是语调的产出研究，只有 2 篇论文涉及到语调的

感知。 

5. 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近 20 年国内二语语调研究的成果和问题，我们认为，今后的二语语调研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力进行，以促进我国二语语调研究的全面发展和提高。 

5.1. 全面系统的对中国学习者语调进行调查研究 

我们需要在 Mennen 的 LILt 理论指导下，对不同二语水平，不同习得年龄，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

进行全面的语调调查。调查对象应该不只包括成年学习者，还应该包括儿童。研究语料应该区分不同的

句型，并且考虑焦点位置，信息结构等影响因素(许毅)。研究内容应该包括系统(音系)维度、语音维度、

语义维度和频率维度。只有对中国学生的英语语调问题有了全面，透彻的了解，才能了解语调的习得过

程和习得机制。 

5.2. 增加跨学科或者多学科研究，探索语调习得机制 

在探讨语调产出问题的基础上，探索语调的习得过程和背后的习得机制是更加重要的任务。国外已

经有学习者涉及到了二语学习者对英语语调的加工[55] [56] [57]。Nickels 和 Steinhauer 等人[57]将中德学

习者和母语者对英语韵律边界加工过程进行对比，探索母语背景及二语水平对该过程的影响。我们应该

提高二语语调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借用神经语言学的手段对不同母语背景，二语水平的学习者，对不同

层级的韵律边界，重读和语调等进行详尽的，细致的考察，探究背后的习得机制。 

5.3. 二语语调研究理论体系的构建 

二语语调研究有其自身的特点，现有的研究多是基于针对母语语调的英式传统理论或者 AM 理论对

中国学习者的语调出现问题进行条目式的总结。如果能够参照和借鉴国外二语语调习得的最新理论和成

果，并结合中国学生语调习得的特点，构建适合中国学习者的二语语调习得研究理论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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