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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eech percep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This paper uses 
Chinese and Japanese homographs as experimental materials, through the vocabulary judgment 
task of the auditory channel, to examine the perception of Sino-Japanese shared vowels /a/, /i/ on 
Japanese learners of different levels. It was found that: 1) Second language level and vocabulary 
familiarit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egulating speech perception; 2) In second language speech 
processing, there is a first language activation. The research supports the convergence hypothesi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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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音感知是二语习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中日同形同义词为实验材料，通过听觉通道的词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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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任务，考察不同水平日语学习者对中日共有元音/a/、/i/的感知。结果发现：1) 二语水平和词汇熟悉

度对语音感知起到重要调节作用；2) 在二语语音加工中，存在一语激活。研究支持了二语习得的趋同性

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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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二语语音习得是二语习得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语音习得包括语音感知和语音加工，而感知是加工

的基础。关注二语语音感知的发展特点，有助于理解语言与脑的关系，同时对语音教学具有重要的启示

意义。 

2. 二语习得的相关假说 

在二语习得水平与母语关系上，存在两种假说。第一种是差异假说，该假说认为，语言加工能力随

着年龄的增长在不断丧失，过了儿童语言学习的敏感期后，大脑的可塑性将丧失，致使成年二语学习者

需要依靠与母语不同的神经认知机制来学习二语，代表观点有关键期理论。第二种是相似趋同假说，该

假说认为，二语学习与母语使用同一神经认知机制，二语与母语在习得的最初阶段有所不同，但随着学

习经验的增长，二者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同时因为使用共同的神经认知机制，二语经验将会造成母语

和二语之间的相互影响。代表观点有陈述性/程序性模型[1]。 

3. 已有相关研究梳理及问题提出 

语音加工相关的先行研究中，有从母语迁移的角度进行相关研究的，如：Cutleretal. (2006)通过实验

研究发现，母语为日语的日本人在学习英语时经常混淆/r/-/l/ [2]；Broersma & Cutler (2011)在实验中发现，

受母语影响，母语为荷兰语的英语学习者难以区分英语对比元音/æ/-/ɛ/，并通过后续的研究认为，即使二

语水平很高，也难以摆脱母语的语音干扰[3]；杨枫(2015)通过三个跨通道启动实验研究了中国英语学习

者口语词汇加工中/i/-/I/的感知困难情况，认为受母语语音影响，二语语音感知中容易造成错误的词汇激

活，这种情况在低水平二语者和高水平二语者身上均有体现[4]。姜帆(2016)采用启动范式和朗读任务考

察了中国英语学习者/s/-/θ/、/d/-/ð/的听辨情况，发现被试利用一个汉语音位同化两个英语相似音位的现

象，这些研究都支持了差异说[5]。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研究结果支持趋同假说，如：Francis, A. L., & H. C. Nusbaum (2002)发现经过训

练英语母语者可以使用母语中没有的新的声学提示辨别韩语的塞音[6]；Guion, S. G. & E. Pederson (2007)
通过实验研究发现母语为英语的高水平汉语学习者可以像汉语母语者一样通过基频的斜度去感知汉语普

通话的声调，而低水平的汉语学习者更多依赖基频的高度[7]；纪晓丽(2018)借助合成实验语料，考察了

中国学习者对英语语调感知情况，发现随着英语习得水平的提高，学习者会像母语者一样逐渐把语调的

形式与意义作为整体去考虑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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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关于语音加工脑机制的相关研究，这些研究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在实验设计中控

制语义、正字法等干扰项，研究双语者加工母语和二语的脑机制，内容涉及语音加工的年龄研究、语言

种类研究、语言熟练程度研究等[9]。因研究的方法、刺激方式、受试特征等的不同，研究结果存在较大

差异，有支持差异说，也有支持趋同说。 
总结前人的研究，我们发现有以下局限：通过视觉通道进行的研究，在语音加工的同时，必然会混

入正字法和语义的加工，为了避免正字法和语义加工的干扰，有的实验通过听觉通道，选择本身没有语

义的材料，如对单一一个元音、辅音或假音进行判断，而这样的实验任务考察的只是对音素或音节的加

工，是否适用于自然语言还有待商榷。 
选择中日两种语言中共有的表意文字“汉字”作为实验材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矛盾。基于以上考

虑，本研究拟选用中日同形同义词作为实验材料，来探究二语经验对语音感知的调节作用。中日同形同

义词因具有相同的字形表征和相似度高的概念表征，可以较为严格地控制正字法和语义加工的影响，同

时可以保障在自然语言环境下进行研究。 
关于中日同形词的界定，茅本百合子(1995)将中日汉字繁简字体差别分为五个等级，其中等级 0 表示

完全相同(如“日”–“日”) [10]，本研究中的同形词指等级 0 的词。关于同义词的界定，本研究将其界

定为翻译对等词，如：安全–安全。关于中日共有元音，朱川(1981)对汉语和日语的元音进行了分析，认

为/a/、/i/、/o/三个元音是两种语言共有的[11]，陈淑梅(2002)考察了中国人对日本人发音的感知，认为日

语和汉语中/a/、/i/的发音最接近[12]。本研究借鉴以上研究结果，将/a/、/i/作为目标刺激。 
为了考察不同环境下日语水平对语音感知的影响，将实验条件设为高频词和低频词、跨语言和不跨

语言两种条件，同时将中国学习者按照日语水平分为高水平组和低水平组。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1) 低水平日语学习者、高水平日语学习者、日语母语者的元音感知有何异同？ 
2) 二语水平是否会影响元音感知？ 

4. 实验方法 

4.1. 被试 

三组被试参加实验并得到一定报酬。第一组被试(A 组)为 20 名日本大学生，年龄 19~21 岁，听辨能

力正常，自述未学过汉语。第二组被试(B 组)为 20 名中国某大学大三学生，通过日语国际能力 2 级测试，

接受正规教育学习日语的时间为 2 年半。第三组被试(C 组)为 20 名大一学生，进入大学前未学过日语，

接受正规教育学习日语的时间为半年。两组中国被试均来自华东地区同所高校，平时在校讲普通话，自

述无听力障碍。三组被试均为右利手。 

4.2. 设计与材料 

采用 3 (水平：日语母语者、低水平日语学习者、高水平日语学习者) × 2 (词频：高频词、低频词) × 2 
(跨语言、不跨语言)三因素重复测量设计。 

目标刺激由以元音/a/、/i/开头的中日同形词组成，如：安全(anzenn)/医療(iryou)。标准刺激为首音发

音非/a/、/i/的中日同形词，如：内容(naiyou)，如表 1 所示。实验由同一语言和跨语言、高频词和低频词

(2 × 2) 4 个 block 组成。每个 block 中包含目标刺激 30 个，标准刺激 85 个，目标刺激随机出现，分别按

照同一语言高频词、低频词，跨语言高频词、低频词的顺序进行。词频标准根据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使

用频率统计，从中选出前 5000 位与汉语字形相同的双字词作为高频词，使用频率在 9000 位以下的为低

频词。声音刺激材料来自 Google 词汇机器发音，使用声音编辑软件 SoundEngine 进行音质调节，声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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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 550~850 ms 之间，音量在 600~750 之间，其他参数也基本调整到实验材料物理特性一致。实验过程

采用 E-prime 软件系统编程，在计算机上实验。 
 
Table 1. Examples of experimental materials 
表 1. 实验材料词汇示例 

 内容 形状 安全 方向 结婚 访问 医疗 形成 心理 

日语发音 
(罗马字标音) 

Nai- 
You 

Kei- 
Jyou 

An- 
Zen 

Hou- 
Kou 

Kei- 
Kon 

Hou- 
Mon 

I- 
Ryou 

Kei- 
Sei 

Sin- 
Ri 

注：黑体词汇为目标刺激。 

4.3. 程序 

实验在安静的隔音暗室进行，被试被告知耳机里将会播放多组单词，21 寸底色为黑色的屏幕正中央

呈现白色“+”注视点 800 ms；随后以听觉方式随机地呈现双汉字单词，此时注视点“+”变为灰色；声

音呈现完毕时注视点“+”变为白色。被试判断首音发音是否为元音/a/或/i/，如果是，按鼠标左键；如果

不是，不做反应。刺激呈现后 1200 毫秒为反应时限，两个刺激间隔 800 毫秒，间隔时注视点“+”变为

白色。正式实验前被试有练习过程，按照实验任务让被试判断 10 个随机出现的单词。练习用的单词不会

出现在正式实验中。 

5. 实验结果 

在计算反应时均值时，删除错误反应及反应时不在 300~1200 毫秒之间的数据，同时删除正确率 2 个

标准差以外的数据。整理后的数据用 SPSS 软件对反应时和正确率分别进行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的方差

分析，总结结果如下。 

5.1. 反应时 

反应时数据如表 2 所示。方差分析显示，组别主效应显著，F(2,194) = 45.947，p < 0.001，进一步多

重比较显示，三个水平组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p < 0.001，说明在日语元音感知的速度上，日语母语组

快于高水平组，高水平组快于低水平组。频率主效应不明显，F(1,194) = 0.02，p = 0.888；跨语言主效应

不显著，F(1,194) = 1.188，p = 0.277；频率与跨语言交互作用不显著，F(1,194) = 0.495，p = 0.483；频率

与组别交互作用不显著，F(2,194) = 0.829，p = 0.438；组别与跨语言交互作用不显著，F(2,194) = 0.085，
p = 0.918；频率与组别与跨语言三个因素间的三重交互作用不显著，F(2,194) = 0.02，p = 0.98。以上说明，

频率和语言环境对感知速度影响不显著，无论是高频词还是低频词、跨语言还是不跨语言，在反应时水

平上，均表现为日语母语组快于高水平组，高水平组快于低水平组。 
 
Table 2. Reaction time in different conditions 
表 2. 不同水平组在不同条件下，反应时的差异 

  高频一致 高频不一致 低频一致 低频不一致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反应时

(RT)毫秒 

低水平 954 132 1008 169 938 138 957 152 

高水平 840 147 851 176 854 160 861 184 

日语母语者 670 148 722 190 716 169 74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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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正确率 

反应时数据如表 3 所示。方差分析显示，组别主效应显著，F(2,207) = 45.718，p < 0.001，进一步多

重比较显示，低水平组与其他两组差异显著，p < 0.001，高水平组与日语母语组差异不显著，p = 0.200，
说明在日语元音感知的正确率上，低水平组显著低于其他两组，而高水平组与日语母语组持平。频率主

效应显著，F(1,207) = 19.939，p < 0.001，说明高频词的感知正确率高于低频词；频率与组别交互作用显

著，F(2,207) = 3.799，p = 0.024，对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对于高水平组和低水平组，高频词的正

确率显著高于低频词[p < 0.001 (低水平组)、p = 0.006 (高水平组)]，对于日语母语组，两者差异不显著(p = 
0.596)；对于低频词，三组之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01 (低水平组与日语母语组)、p < 0.001 (低水平

组与高水平组、p = 0.004 (高水平组与日语母语组)]，对于高频词，低水平组与其他两组差异显著(p < 
0.001)、高水平组与日语母语组差异不显著(p = 0.882)。需注意的是，在高频跨语言的条件下，高水平组

正确率高于日语母语组。说明日语水平对日语高频词的反应准确性有显著影响。 
跨语言主效应不显著，F(1,207) = 3.633，p = 0.058；频率与跨语言交互作用不显著，F(1,207) = 0.300，

p = 0.584；组别与跨语言交互作用不显著，F(2,207) = 2.316，p = 0.101；频率与组别与跨语言三个因素间

的三重交互作用不显著，F(2,207) = 0.886，p = 0.414。说明是否跨语言对日语元音的感知能力影响不大。 
 
Table 3. Accuracy in different conditions 
表 3. 不同水平组在不同条件下，正确率的差异 

  高频一致 高频不一致 低频一致 低频不一致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准确率
(ACC) 

% 

低水平 87.21 12.19 90.84 8.06 83.74 8.79 85.53 9.05 

高水平 97.78 3.3 99.33 1.28 87.89 7.74 94.37 4.22 

日语母语者 98.28 1.99 96.58 5.86 96.94 3.52 96.28 6.49 

6. 讨论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比了不同日语水平的学习者进行中日语共有元音/a/、/i/的感知情况。

实验结果显示：1) 日语水平越高，在日语环境下，对/a/、/i/的感知速度和准确性越好；2) 在二语语音加

工中，存在一语激活。 
本研究的实验结果印证了二语习得的趋同假说。趋同假说认为二语习得在一定程度上使用跟母语一

样的神经认知机制，并且这一神经认知是动态的，随着语言训练的加强和语言水平的提高，逐渐趋向达

到类似母语的水平(张辉，2016) [1]。本文的理论假设是：/a/、/i/元音在中日语中共有，因此日语水平的

高低对其感知的影响不显著。但实验结果表明，日语母语者对/a/、/i/在日语环境下的感知速度和准确性

均显示最优，且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低水平日语学习者在感知速度和准确性上均显著低于日语母语者，

但高水平日语学习者在高频词的准确性上已与日语母语者无显著差异，甚至在跨语言高频词的条件下，

出现比日语母语者更高的准确率，说明母语经验对二语语音感知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受

到词汇熟悉度和二语熟练度的调制。 
同时，高水平组和日语母语组的比较显示，在高频词的感知上，准确性差异不显著，但反应时却差

异显著，这很可能是高水平日语者在感知二语语音时，激活了一语的语音和语义，产生资源竞争，致使

反映时间比日语母语者长。这一结论与高悦(2015) [13]、肖巍(2016) [14]、李嘉华(2018) [15]的研究一致。 
综上所述，基于本研究的结果和先行研究的相关理论，可以推测二语习得和母语习得共用同一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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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机制，且在加工同一认知资源时产生竞争。 

7. 结论 

本研究比较了不同日语水平学习者和日语母语者在加工中日语共有元音/a/、/i/在日语环境下的感知

情况。结果发现，二语水平和词汇熟悉度对语音感知起到重要调节作用，研究支持了二语习得中大脑重

塑说和一语激活说。 
本文只研究了对元音/a/、/i/在日语环境下的感知情况，没有研究在汉语环境下的感知，无法通过两

种环境下的数据对比，更直观展现二语经验对元音感知的影响，这是本研究不足的地方。未来的研究可

加入对汉语环境下元音/a/、/i/的感知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可采用事件相关电位、眼动跟踪等技术手段，

为揭示双语加工的认知机制进一步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为制定合理的外语教学方案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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