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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d on the effect of tone language experience on second language tone acquisition. 
First it introduced two classical theory models in second language speech acquisition. Then it 
analyzed some recent reports on whether tone language experience had effects on second lan-
guage tone acquisition, the divergence between them and their causes. Finally it offered some 
perspectives on future relevant researches and some aspects worth not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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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围绕着声调语言经验对第二语言声调习得影响的核心问题，首先介绍了二语语音习得领域中的两个

经典理论模型，接着梳理并分析了当前研究者关于声调语言经验是否会影响第二语言声调习得的重要成

果、理论分歧及其原因，最后指出了未来相关研究可切入的视角和值得注意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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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国际汉语教学中，教师和学习者都感到困难的地方之一就是普通话声调。一些外国学生一开口说

普通话，我们会立即感觉他们的发音不地道，即我们常说的“洋腔洋调”。“洋腔洋调”(石林、温家萤，

2012) [1]指外国人说汉语时在声调和语调方面的偏误现象，是中介语声调和语调中带有的非汉语的特征。

这种现象是影响国际汉语教学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同时也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从跨语言影响的角度来看，洋腔洋调是语言间影响的结果，确切地说则是外国学生先前习得的语音

系统对于普通话语音系统习得的影响。语言间的影响源于语言的迁移，包括先前掌握语言的正迁移和负

迁移。那么，外国学生在习得普通话语音，尤其是普通话声调时，其先前习得语言的语音如何影响到普

通话声调的习得？先前习得语言的声调对普通话声调的习得是否存在影响？为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首

先分析了二语语音习得领域有较大影响力的语音学习模型和感知同化模型，接着对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

详细梳理，尝试找出研究者之间存在的重要分歧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最后就未来相关研究可切入的视

角和值得注意的方面提出建议。 

2. 二语语音习得的两个经典理论模型 

2.1. 语音学习模型 

语音学习模型(Speech Learning Model, SLM)主张，二语语音的可习得性主要取决于二语语音在多大

程度上能够被识别为一语语音的等价物(Flege, 2007) [2]。该模型设想一语和二语的音素存在于一个共享

的音系空间，二语学习者会把感知到的二语音素和与其最接近的一语音素联系起来，二语音素与一语音

素的感知差异越大，其发音差异就越容易体现出来。如果二语的语音明显不同于一语，两者之间的差异

大到能够被学习者感知出来，那么学习者更有可能形成关于二语的新的音位范畴。相较而言，如果二语

语音与一语语音相似，那么学习者就倾向于依赖已有的一语语音范畴来感知二语语音，因此在习得二语

语音时就要受到已有的一语语音范畴的阻碍。 
显然，语音学习模型强调了一语和二语之间语音体系的差异以及学习者对这种差异的感知。只有当

两种语言的语音体系存在差异，且学习者感受到这种差异的时候，其才能够顺利、高效地形成二语的语

音体系。 

2.2. 感知同化模型 

感知同化模型(Perceptual Assimilation Model, PAM)基于二语语音同化为一语语音的程度来预测学习

者区分二语语音的难度。PAM 理论(Best, 1995)及其二语习得的扩展理论 PAM-L2 (Best & Tyler, 2007) [3]
假定一个人能够将非母语语音之间的区别特征识别出多少来是可以预测的，这主要取决于这些非母语语

音与其一语语音范畴相联系的程度。一个二语语音的区别特征与一语的区别特征紧密联系，那么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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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就能够被清楚地区分并轻易习得。相比之下，如果一个二语语音区别特征并不能与一语的相联系，

这就可能导致区分和习得的困难。 
感知同化理论(PAM)认为，学习者的感知同化模式(assimilation patterns)可用来解释学习者二语语音

区别特征的感知困难，学习者区分二语语音的能力可以通过他们是如何将其同化为一语语音范畴来进行

预测。该理论主要的范畴感知模式可以归纳如下：1) TC 型(Two Category)：两个非母语语音被同化为两

个独立的母语语音范畴。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上学习者对于这两种语音的区分能力较好。2) SC 型(Single 
Category)：两个非母语语音被同化为一个母语语音范畴，且具有同等的感知相似性。在这种情况下，学

习者对这两个语音区分较差。3) CG 型(Category Goodness)：两个非母语语音被同化为同一个母语语音范

畴，但是其中一个语音的感知性要并另一个语音的感知性要好。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者能够较好地区分

这两个语音，但是没有 TC 类型中的感知好。4) CU 型(Categorized-Uncategorized)：一个非母语语音同化

为母语语音的范畴，而另一个语音不能同化为任何一个母语语音范畴。这种情况下，学习者也应该能较

好区分这两个语音。 

3. 声调语言经验对于二语声调习得影响的争议 

声调语言经验对于二语声调习得是否存在影响？一些研究报告发现有声调语言经验的学习者二语声

调的习得情况更好，一些研究报告的发现却刚好相反，还有的研究者发现是否具有声调语言经验并不会

造成学习者二语声调习得的显著差异。 

3.1. 有声调语言经验的学习者二语声调习得情况更好 

一些研究发现，一语的声调语言经验有助于学习者更好地感知二语声调。Wayland 和 Guion (2004) [4]
选取英语母语被试和汉语普通话被试来进行泰语声调的感知实验，旨在考察一语为声调语言的学习者在

感知另一种声调语言时，是否比没有声调语言经验的学习者更有优势。他们选取泰语的中平调—低平调

作为刺激材料，让被试使用电脑屏幕上的四个按钮来判断三个为一组的声调是否有差别，即第一个声调

明显不同于后两个声调，那么就选 1，以此类推；如果三个声调之间没有差别就选择第 4 个按钮。实验

分前测和后测两次进行，两次任务相同，中间间隔了五天的声调训练时间。实验结果显示：汉语普通话

被试在前后测的表现都显著优于英语母语被试；汉语普通话被试训练后的成绩有显著提高，而英语母语

被试则没有显著变化。据此，他们认为，一语为声调语言的学习者在感知二语声调时更加具有优势。 
Qin 和 Mok (2011) [5]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和法语母语者为被试，采用 AX 迫选识别任务，探究了不

同一语背景被试声调感知的差异。他们用/se/和/jau/这一对双音节配合上粤语的 6 种声调，形成了 6 个 AA
组(比如 T1-T1)和 15 个 AB 组(比如 T1-T2、T1-T3)的刺激材料，所有刺激使用 DMDX 软件在电脑上呈现，

实验要求被试基于对声调的感知，判断同一组刺激材料声调是否一致。根据被试识别任务中错误率的结

果显示，普通话被试的成绩要显著优于英语被试和法语被试；但是，英语被试和法语被试在错误率上并

没有显著差别。这一实验的结果与 Wayland 和 Guion (2004)结果一致，均表明声调语言的经验有助于学

习者更好地感知非母语的声调。 

3.2. 有声调语言经验的学习者二语声调习得情况更差 

同上述研究结果相反，另有一些研究表明，一语的声调语言经验不仅对感知二语声调没有帮助，反

而还会造成消极的影响。So (2005) [6]考察了粤语和日语母语者对普通话声调的辨别情况，结果发现，无

论是在训练前还是经过短暂训练后，粤语母语被试在辨别普通话 T1-T4 和 T2-T3 声调对时都要显著差于

日语母语被试，粤语被试的声调经验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感知普通话声调的优势。该结果初步表明学习者

一语声调感知的敏感性与学习二语声调时的有效性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对应关系，至少就该研究来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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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阶段的二语学习者确实表现如此。 
Wang (2006) [7]选取三种不同一语背景(赫蒙语-声调语言、日语-音高重音语言、英语-语调重音语言)

的汉语普通话初学者为被试，使用普通话声调判断任务来考察他们对普通话声调的感知情况，依据判断

任务的正确率结果发现，日语母语被试和英语母语被试的表现几乎一致，而赫蒙语母语被试的表现显著

差于前面两类被试。在此基础上，Wang (2013) [8]进一步发现，英语母语被试和日语母语被试对普通话

声调的感知准确性要比赫蒙语被试好，尤其是对普通话一声和二声感知的准确性，而日语母语被试和英

语母语被试的感知成绩并没有表现出差异。根据上述两个研究的结果，具有声调语言经验的赫蒙语被试对

普通话声调的感知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优势，相反地，在学习的初级阶段，他们还要受到声调经验的困扰。 

3.3. 是否具有声调语言经验不会造成二语声调习得的显著差异 

另有一些研究发现，母语为声调语言和母语为非声调语言的学习者感知二语声调时，在总体正确率

上并没有显著差别，而是表现出不同的偏误模式。在 Francis 等人(2008) [9]的研究中，普通话被试和英语

母语被试均接受识别粤语六个声调的训练，训练之前，两类被试在相同的声调上均存在困难，训练之后，

两类被试在六个声调上都取得了进步，并且总体表现相当。So (2005)考察了粤语母语和日语母语被试对

普通话声调的识别情况，发现两类被试的总体表现无显著差异，只是粤语母语被试在普通话 T1-T4 和

T2-T3 两组声调对上的错误较日语母语被试更加明显。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So 和 Best (2010) [10]又增

加一组英语母语被试来探究普通话声调的识别情况，研究发现被试的声调偏误主要存在于 T1-T2、T2-T3
和 T1-T4 三组声调对上且被试存在不同的偏误模式。例如在 T1-T2 偏误中，英语被试将 T1 识别为 T2 的

情况显著多于日语被试，但与粤语被试相比，差异并不显著，并且粤语被试与日语被试总体上无显著差

异，也就是说英语被试在 T1-T2 模式中的偏误显著高于日语被试，但是英语被试与粤语被试、粤语被试

和日语被试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其他偏误模式。研究结果表明，一语的声调语

言经验未必会对二语声调感知起促进作用。因此，他们分析认为，目标语言和一语之间的语言特征差异、

音位地位差异在感知非母语声调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Hao (2012) [11]采用感知、模仿和声调输出任务研究了英语母语和粤语母语被试感知和产出普通话声

调的情况，结果发现，英语母语被试在总体上的正确率要高于粤语母语被试，但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在识别普通话 T4 时和在模仿以及输出普通话 T1 时，英语母语被试的正确率显著高于粤语母语被试；另

一方面，粤语母语被试在模仿普通话 T2 上的表现显著好于英语母语被试。此外，粤语母语被试与英语母

语被试均在普通话 T2-T3 声调对的区分上存在困难，粤语母语被试对普通话 T1-T4 声调对的区分也存在

困难。Tsukada 等人(2014, 2015) [12] [13]运用系列声调感知实验探究了粤语经验对于普通话声调感知的影

响，实验选取普通话的非母语者和近母语者 1 这两组普通话学习者作为被试，并且两组被试均以英语作

为交际的主要语言，然而近母语被试还可以使用与英语熟练水平相当的粤语进行言语交际。实验重点关

注近母语者的粤语声调经验是否有助于感知普通话声调。实验结果表明，有粤语经验的被试感知普通话

T1-T2 声调对的成绩要显著优于无粤语经验的被试，而在感知普通话 T1-T4 声调对时，无粤语经验被试

的成绩又显著优于有粤语经验的被试，但是两组被试在总体成绩上并没有显著差异。 

4. 声调语言经验对于二语声调习得影响的争议分析 

4.1. 基于二语学习者的分析 

当习得一种新的语言的声调时，除了声调语言经验之外，二语学习者语言背景其他方面的信息可能

 

 

1heritage learners：即近母语者。粤语是汉语方言中的一种，而粤语与汉语普通话在语音上的巨大差异并不掩盖两者存在的天然联系，

实验中的被试能够熟练使用英语和粤语进行语言交际，因此称之为普通话的近母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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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影响其对新学习语言声调的习得。在 So 和 Best (2010)的研究中，在普通话 T4 的识别上，英语组被

试的表现要显著差于日语组被试(非声调语言)和粤语组被试(声调语言)。而在 Qin和 Mok (2011)的研究中，

他们发现，在分辨粤语 T4-T6 和 T5-T6 等声调对儿时，英语被试的表现就要比法语被试好。要更好地认

识上述两个研究的分歧，可能需要对比分析英语-法语和英语-日语的语言韵律特征的差异，两组语言虽同

为非声调语言，其在韵律上仍存在差别。就英语-法语来说，首先，英语在音节水平上常常有轻重音的变

化且重音位置不固定，而法语的重读和非重读音节差别不大，且位置变化不影响词义；其次，英语较法

语有更丰富的语调升降变化。因此，法语被试对于音高变化不如英语被试敏感。再看英语-日语的差别，

英语的重音属于音强重音，即以词内音节音强对比而形成韵律差异，而日语则属于音高重音，即以词内

音高对比而形成韵律差异，而且日语中有的词要通过音高的不同来区别意义。因此，日语被试对于音高

的敏感性又要比英语被试高。上述分析应该能够从一个角度解释为什么同为非声调语言被试，在 Qin 和

Mok (2011)的研究中，英语被试的表现要好于法语被试，而在 So 和 Best (2010)的研究中，英语被试的表

现又比日语被试差。 
二语学习者对于目的语声调的掌握情况与其二语的熟练水平和学习阶段有密切关系，随着学习进展，

学习者的声调感知能力更加精细和稳固。张林军(2010) [14]的研究发现汉语零起点的日语、韩语留学生范

畴感知是连续性的，而泰国留学生表现出了一定的范畴性感知，到了汉语的初级水平，日、韩、泰留学

生在范畴化知觉程度上则不存在差异，相对于零起点的学习者，初级水平留学生普通话声调的范畴化知

觉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这说明随着学习者二语水平的提高，其对声调的感知水平也随之进步。Tsukada
等人(2016) [15]也发现，除了母语背景会带来的感知差异，即使是同一语言背景的被试，具备普通话学习

经验的被试，在感知普通话声调时要显著好于无学习经验的被试，并且其声调感知能力更加稳固。在前

面的分析中，Wang (2006, 2013)的研究选取的是普通话初学者作为被试，相较于英语和日语被试，具有

声调语言经验的赫蒙语被试在学习的初级阶段还遇到了更大的困难。而 Hao (2012)研究中的英语被试和

粤语被试属于中级汉语水平的学习者，他们在声调感知和产出方面的表现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只是存在

着特定的声调偏误模式。 
此外，二语学习者的声乐经验与语言学习之间的关系近来备受学者关注。研究者发现，声乐经验和

声调语言经验都能够强化学习者基本音高的区分敏感性，音乐家在感知粤语声调时的准确性更高

(Bidelman et al., 2013; Hutka et al., 2015) [16] [17]; ERP 研究也证实声乐经验还可以增强大脑皮层声调加

工的可塑性，使得处理声调的神经机制得到强化(Tang et al., 2016) [18]。 

4.2. 基于研究任务的分析 

当习得一种新的语言的声调时，除了声调语言经验的影响，二语学习者在不同二语任务中的表现也

会有所不同。Burnham 等人(2013) [19]考察了声调语言(泰语、粤语、汉语)、音高重音语言(瑞典语)和非

声调语言(英语)背景的学习者对于泰语声调的感知情况，研究使用了三种实验任务：AV (听觉–视觉刺激)
条件下的辨别任务、AO (只有听觉刺激)条件下的辨别实验和 VO (只有视觉刺激)条件下的辨别实验，结

果发现，声调语言和音高重音语言背景的被试在 AO 和 AV 任务条件下的表现好于非声调语言背景的被

试，与之相反，在 VO 任务条件下，非声调语言背景的被试的表现又好于声调语言背景和音高重音语言

背景的被试。 
如前所述，一些研究发现了二语学习者声调语言经验的优势(Qin & Mok, 2011; Wayland & Guion, 

2004)，而另外的研究(Hao, 2012)则没有发现，具有声调语言(粤语)经验的学习者在总体表现上并没有显

著好于非声调语言(英语)经验的学习者。上述研究的分歧可能与研究任务不同或者研究任务考察的加工过

程不同有关。Qin 和 Mok (2011)采用声调识别任务，将[se]和[jau]两个音节配合上粤语 6 个声调，形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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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AA 声调和 15 组 AB 声调供被试识别。相比之下，Hao (2012)的研究任务较为复杂，考察了被试在识

别任务、阅读任务和模仿任务中的表现，其中，识别任务指的就是用普通话声调符号来标志听到的声调

刺激，阅读任务指的就是按照完整汉语拼音(有声调)准确地读出来。不难看到，Hao (2012)的实验任务不

仅考察了学习者听觉感知能力和声调的发音能力，还包含一定程度上的元语言技能，比如将声调的音高

曲线与离散的声调符号相匹配的元语言技能(识别任务、阅读任务)。虽然声调语言经验的优势有可能使得

声调语言背景的学习者对声调对儿的音高区别更加敏感，但是当实验任务要求他们将音高曲线范畴归类

时，他们在处理二语语音范畴时就比母语为非声调语言的学习者更加感到困难，因为除了分辨声调，他

们还要抑制住已有的一语语音范畴，否则就会造成混淆。 

5. 结语 

声调语言经验对于二语学习者的声调习得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存在何种影响，目前研究者尚无一致的

结论。如前所述，研究的分歧与研究对象的语言背景和二语水平有关，与研究任务考察的过程与侧重点

有关，故未来的相关研究需要从上述多个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同时，还需控制研究对象的声乐经验对其

二语声调习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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