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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教學」：觀察幼兒口頭詞彙錯誤以促進教師的	
專業成長

林浩昌

摘要

有效的教學要求教師與學生有共同的理解，如果學生理解事物的方式
與教師的不同，教師難以明白學生的想法，遑論把教學內容教給他
們。本計劃採用「學習教學」的理念，研究幼兒質的不同理解方式，
促進幼稚園教師的專業成長。計劃推行三年，共 254 位在職幼稚園教
師參與，他們觀察幼兒在日常說話中口頭詞彙的錯誤。計劃收集到口
頭錯誤 788 個，歸納為 5 個類別：運用象聲詞、混淆詞語中的字、誤
用詞語口語、選取字義不準確、發揮用字創意。在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中，導師把 5 類別的口頭錯誤展示給教師，引起熱烈討論。教師探討
甚麼知識有助糾正幼兒錯誤，反思自己對中文與科學知識的理解。總
括而言，本文提倡幼兒錯誤的研究，發展「學習教學」對改善教師中
文教學的潛力。

關鍵詞：「學習教學」 口頭詞彙 師資培育 現象圖析學 錯誤
分析

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在不同語境中的漢語聲調 *

張凌

摘要

本文對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在不同語境（單字調、句末音節、句中
音節和句首音節）中的漢語聲調語音產出進行實驗研究。本文實驗的
目標組發音人為 20 名漢語水平屬中高級的越南大學生，對照組發音人
為 20 名標準漢語的母語使用者（播音主持專業）。在對兩組發音人進
行錄音後，使用 Praat 軟件測出基頻和時長，兩相對照，系統而精確
地揭示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的漢語聲調偏誤特點。實驗結果表明，
二語學習者的漢語聲調偏誤表現受不同語境的影響很大。另外，聲調
偏誤分析除了音高還應注意時長節奏的特點。本文的研究範式和結論
對於漢語的語音教學和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

關鍵詞：越南 二語學習者 語境 漢語聲調 聲學實驗

林浩昌，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張凌，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聯絡電郵：zhangl@eduhk.hk。
* 本研究得到香港教育大學人文學院知識轉移項目 [04438] 和特殊項目 [03983] 的資助，特此鳴謝。感謝梁
源博士、阮黃英博士、石柳博士、余雯詩女士及越南河內國家大學下屬外國語大學、鄭州大學的師生們在
收集實驗數據和進行語音測量時提供的幫助！感謝匿名評審中肯的意見和建議，論文在此基礎上進行了修
訂。當然，若文中還有疏漏之處，皆為作者之誤，與上面提及的各位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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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漢語」有廣義的概念和狹義的概念，廣義的概念包括了不同的
漢語方言，而狹義的漢語則指的是標準語，在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
中，「漢語」一般採用狹義的概念，在本文中也沿用這一傳統，「漢語」
指稱的是標準語普通話。漢語是一種聲調語言，聲調一直是漢語作為
第二語言教學的重點與難點。漢語的聲調以往多通過「口耳之學」的
方式來反復練習和改進 —— 老師先口頭的示範，學生跟隨練習發音，
老師糾錯並再作正確示範，學生再行修正。「口耳之學」的方式雖然方
便直接，易於操作，但對於一些中高程度的漢語二語學習者來說，他
們在聲調上的偏誤和成因較難被精確地辨識出來。

隨着科技的進步，現在語音的聲學測量亦非難事，憑簡單的錄音
設備和免費軟件就可以進行語音實驗和測量，能為漢語作為第二語言
的語音教學提供更精確的並且可視化的數據，進而能幫助我們認清二
語學習者的語音偏誤，能更有針對性地幫他們進行練習和改善。雖然
近年來也有一些把語音測量應用於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研究，但大多
只有一兩位二語學習者的錄音作為分析樣本；實驗的設計也較為零散
隨意，並沒有嚴格控制各種可能有影響的語言因素，如不同的語境；
另外也缺乏標準漢語的數據作為參照，較難說明是二語學習者的發音
偏誤抑或是漢語聲調的語音實現形式本該如此。本文的研究注意避免
上述問題，以越南的漢語作為二語語言的學習者為例，通過語音聲學
實驗揭示其聲調方面的偏誤，尤其注重在不同語境中的表現差異，進
而有針對性地提出教學上的改善建議。

二、漢語和越南語的聲調及對比分析

在正式介紹本文的實驗研究之前，我們先簡要介紹漢語聲調和越
南語聲調的基本情況。

（一）漢語的聲調

如表 1 所列，漢語有四個聲調，本文分別用 T1 至 T4 表示，按傳
統音韻學術語的調類名稱，分別是陰平、陽平、上聲和去聲。從音高
特徵來說，T1 是一個高平調；T2 是一個從中間上升到最高的升調；
T3 是一個先從較低處下降到最低，再上升的曲折調；T4 是一個從最
高降到最低的降調。表 1 中用國際音標（IPA）和數字式列出了根據五
度標調法而寫出的調值（Chao，1930/2006，p. 98）。需要留意的是，
表 1 列出的調形、IPA 和數字式只是單字調的情況。漢語裏還有輕
聲、T3 的連讀變調等現象，因此實際情況要更為複雜。其中 T3 有較
為複雜的讀音規則：（1）在單字調和句末的時候讀的是降升調 214；（2）
在句中若後面跟的不是 T3，則讀為低降調 21；（3）若後面跟着 T3，
則變讀為上升調 35。本文只研究（1）和（2）兩種情況，暫時不討論
第（3）種連讀變調現象，（3）留待日後再探討。

表 1：漢語的聲調系統

（二）越南語的聲調

越南語聲調類別比普通話多，表 2 為根據吳門吉、胡明光（2004）
列出的越南語聲調系統，有六個聲調，從 T1 到 T6 分別為平聲、玄
聲、問聲、跌聲、銳聲、重聲。其中銳聲和重聲還有舒聲和入聲之
別，如圖 1 轉引陳氏金鸞（2013，頁 27、40）兩位發音人 Y05 和 Y21

聲調的聲學曲綫，也分開了銳聲和重聲的舒聲和入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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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越南語的聲調系統

圖 1：越南語聲調的聲學曲綫（陳氏金鸞，2013，頁 27、40）

（三）根據對比分析理論的預測

根據二語習得理論中的對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理論
（Fries，1945；Lado，1957），我們可以通過對比分析二語學習者的母
語和目的語，預測到學習者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從母語可能帶來「正
遷移」和「負遷移」，即與學習者的母語相似的語言成分容易學，不
同的成分難學。對比分析漢語的聲調系統和越南語的聲調系統，我們
可以作出以下預測：第一，越南語裏的平聲（調值 44）有可能會被用
於替代漢語的陰平（調值 55），這樣越南的二語學習者的漢語陰平有
可能會呈現音高偏低的偏誤。第二，越南語裏的銳聲（調值 45/445）
有可能會用於替代漢語的陽平（調值 35），這樣越南的二語學習者的
漢語陽平有可能會起點較高而整體的上升趨勢不夠高。第三，越南語
裏雖然也有先降後升的曲折調（跌聲和問聲），但它們都不像漢語的
上聲那樣先低降再高升，從圖 1 看來跌聲和問聲也沒有比其它聲調明
顯更長，所以漢語的上聲應該對於越南的二語學習者來說還是會比較
困難。第四，越南語裏沒有高降調，只有中降的玄聲（調值 32）和中
降低的重聲（調值 31），漢語的去聲也有可能對越南的二語學習者來
說會有點困難，有可能他們會把起點讀得太低。以上這些預測，可以
通過本文的實驗進行驗證。

雖然過往也有一些對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漢語聲調偏誤的分析
（楊吉春、杜氏秋恒，2008；楊林、高明揚，2010；楊娜，2005），
但多是傳統的印象式描述和記音，不夠精確，也沒有探討漢語聲調在
不同語境中的情況。本文系統地對目標組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及對
照組標準漢語母語使用者的漢語聲調在不同語境中的情況進行對比分
析，以更精確的數據揭示越南學習者的偏誤及成因。

三、研究方法

（一）實驗設計

本文的聲學實驗嚴格控制各項因素和條件。實驗問卷設計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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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三組最小語音配對（minimal pairs），即「夫扶府父（音節組合為
fu）」「醫姨椅意（音節組合為 yi）」「分墳粉份（音節組合為 fen）」。
這三組最小語音配對的音節，韻腹分別是後高元音、前高元音和央低
元音的代表。我們探討這些最小語音配對音節在四種語境下的情況：
單字調、句末位置（「這張圖畫的是 ___。」）、句中位置（「這張是
___ 字的圖畫。」）及句首位置（「___ 字的圖畫是這一張。」）。具體
的問卷設計見附錄。在這四種語境中，我們關注的是聲調所在的音節
的狀況：目標音節是孤立的，或者在句子的中間並且前後有音節的，
或者在句首的，抑或是在句末的。尤其因為句末音節往往會受額外的
降勢音高影響（Zhang，2016，p. 183）。為了突出此實驗要點，並把
實驗控制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我們暫且沒有探討前後音節不同聲調
的情況，前後音節不同的聲調搭配還有待以後的實驗研究繼續探討。

（二）發音人概況及實驗過程

實驗邀請了 20 位越南河內大學的漢語學習者（10 名男生和 10 名
女生）作為目標組，他們的年齡介乎 20 歲至 23 歲，皆以越南語為母
語，漢語是他們學習的第二語言，他們的漢語水平考試（HSK）達到
3 級或 4 級。作為參照，我們在鄭州大學邀請了 20 位播音專業的本科
生（10 名男生和 10 名女生）作為對照組，他們的母語為普通話，普
通話水平考試等級都在一級乙等以上，可以確認他們說的都是標準的
漢語普通話。

實驗在安靜的室內環境內進行。錄音使用的是 Marantz PMD661

專業數碼錄音機，外插 Sennheiser e845-s 麥克風，單聲道錄音，採樣
率為 44100 赫茲，分辨率為 16 比特。我們請發音人用漢語以正常的
語速讀出附錄問卷中的單字和句子，每個單字和句子各讀一遍。

（三）實驗數據分析方法

實 驗 錄 音 後 剪 切 成 單 字 和 句 子 ， 並 使 用 免 費 的 P r a a t 軟 件
（Boersma & Weenink，2018）進行聲學測量，測出兩個物理參數，即

基頻 f0 和時長的數值。我們每隔音節時長的 10% 取點測量，即每個
音節都測平均分布的 11 個基頻數值。基頻 f0（以 Hz 為單位）是聲調
和語調的主要物理參數，為了與聽感上的音高（pitch）取得更好的對
應關係，我們需要先把 f0 進行對數尺度的轉換，把單位轉換為半音

（semitone，簡稱 ST）1。
因為不同發音人的音高域不同，尤其是男性和女性的音高域會有

明顯差別，為了解决不同發音人音高域的個體差異，我們把從上述公
式得到的半音數值進一步轉化為 Z-Score2。

Z-Score 是一種相對音高，由某位發音人自身的音高域而確定相
對的音高點，因此不同發音人之間的音高域差異可以被歸一化，可以
進行均值計算。Z-Score 值是我們最終比較聲調音高的參數。在計算得
出每位發音人所有音高點的 Z-score 之後，我們在某個發音人組別、
某個語境之中的某個聲調各時間對應點（0%、10%、20% … 90%、
100%）分別取平均值，就可以得出平均的聲調音高曲綫了。另外，在
測出每個音節的時長數據後，再計算某個發音人組別、某個語境之中
每個聲調的平均時長，以最長的聲調時長為 100%，並計算其它聲調
的時長百分比，即可把聲調曲綫作時長歸一化處理。

四、實驗數據分析

根據上述的實驗方法和後續的數據處理，我們可以得出圖 2。
圖 2 中各圖的縱軸是 Z-Score，且顯示的數據範圍相同（皆從 -1.65 到
1.3），方便我們橫向比較各聲調曲綫的音高；橫軸是歸一化的時長，
如前所述，是以某發音人組別某語境中的最長聲調平均時長為 100%，

1 半音的轉換公式（Hart et al，1990，p. 23）如下所示：

2 Z-Score 的轉換公式（Jassem，1971；Menn & Boyce，1982；Rose，1987；Zhu，2005，p. 47）為：

在上面的公式中，zi 代表某個數據點第 i 點的 Z-Score，fSTi 表示音高 i 點的半音值，m 表示某一發音人樣本
中（包括單字和句子）所有音高點的平均值，s 表示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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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方便我們橫向比較各聲調曲綫的音高；橫軸是歸一化的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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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計算其它聲調平均時長所占的百分比，並在圖中顯示其相對時長。
另外也在圖中標出各聲調平均時長的絕對值（單位為毫秒 ms）。

圖 2 直觀而精確地展現了兩組發音人在不同語境中聲調曲綫的異
同，以母語學生為參照系，通過同等語境下的橫向比較，我們可認清
越南二語學習者在漢語不同語境中的聲調偏誤。在橫向比較的時候，
我們會進一步細化比較兩組發音人的聲調曲綫在頻域（音高）和時域

（時長）方面的異同，而頻域方面又可再細分為兩個角度的分析，即音
高層域（pitch register）和音高調形（pitch contour）。其中音高層域的
比較以聲調曲綫的中點音高作為參考。音高調形方面則比較的是上升
或者下降的傾斜程度；時長的比較參考的是圖 2 中標出絕對時長的平
均值。

首先是單字調的情況，橫向比較圖 2 的 a 圖（越南學生）和 e 圖
（母語學生），可以發現越南學生的漢語陰平與母語者比較接近。陽
平則有明顯差別：越南學生的陽平音高層域明顯更高，而且上升趨勢
更強，時長也明顯較短（只有 295ms，明顯比母語者的 378ms 短）。
上聲最大的問題是後半部分上揚不夠，末端音高不夠高，整體時長也
明顯比母語者短（只有 278ms，母語學生的時長數據為 462ms）。去
聲在音高層域和調形方面的問題不大，只是在時長方面和母語者相比
較短。

在句末的語境，可橫向比較圖 2 中的 b 圖（越南學生）和 f 圖（母
語學生）。兩圖相比之下，越南學生的陰平音高層域比母語學生輕微
略高。越南學生的陽平和上聲在句末語境與在單字調語境的偏誤表現
相像：他們的陽平都是音高層域比母語學生明顯更高，而且上升趨勢
更強，時長也較短；上聲都是後半部上揚不夠，末端音高不夠高，整
體時長也明顯比母語者短（越南學生的上聲時長為 223ms，母語學生
的上聲時長為 335ms）。越南學生的去聲下降趨勢更強，時長明顯較
長（越南學生的去聲時長為 197ms，母語學生的去聲時長為 139ms）。

在句中的語境，可橫向比較圖 2 中的 c 圖（越南學生）和 g 圖（母
語學生）。越南學生的陰平音高層域比母語學生略低，並且呈下降的

調形，時長則比母語學生略長。越南學生的陰平在調形上呈現下降的
趨勢，使得他們的陰平和去聲的區分度降低，很可能會在句中容易出
現陰平和去聲的混同。越南學生的陽平在句中語境的表現則與單字調
和句末語境時不同，在句中語境的音高層域與母語學生相近而調形較
平緩，上揚趨勢不足。越南學生的另外兩個聲調則在句中表現較好，
上聲和母語學生相若，去聲只是比母語學生略長。

在句首的語境，則可橫向比較圖 2 中的 d 圖（越南學生）和 h 圖
（母語學生）。越南學生的陰平和陽平在句首語境和句中語境的偏誤表
現相似：他們的陰平在句首時也是音高層域比母語學生略低並且呈下
降調形，時長也略長；陽平的上升調形較平緩而上揚趨勢不足。越南
學生的上聲和去聲在句首的語境都表現較好，與母語者很接近。

圖 2：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與漢語母語者在不同語境中的漢語聲調曲綫

根據上述的分析，我們再總結歸納為表 3，列出了多個維度比較
的結果，包含了不同的聲調，不同的語境，以及不同的考察維度參
數。表 3 中所列的比較方向皆為越南學生與母語學生相比較呈現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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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學生）。越南學生的陰平和陽平在句首語境和句中語境的偏誤表
現相似：他們的陰平在句首時也是音高層域比母語學生略低並且呈下
降調形，時長也略長；陽平的上升調形較平緩而上揚趨勢不足。越南
學生的上聲和去聲在句首的語境都表現較好，與母語者很接近。

圖 2：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與漢語母語者在不同語境中的漢語聲調曲綫

根據上述的分析，我們再總結歸納為表 3，列出了多個維度比較
的結果，包含了不同的聲調，不同的語境，以及不同的考察維度參
數。表 3 中所列的比較方向皆為越南學生與母語學生相比較呈現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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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如音高層域的比較，在單字調的語境中，越南學生的陽平調與母
語學生相比使用了較高的音高層域，因此在表 3 中這一格列為「略
高」。為了更清晰顯示有偏誤之處，而簡化無太大偏誤之處，若越南
學生與母語學生在某個語境中某個聲調的某項特性相若，在表 3 中使
用「～」標示。

表 3：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與漢語母語者的聲調相比之異同

音高層域（pitch register）

單字調 句末 句中 句首

陰平 ～ 輕微略高 略低 略低

陽平 略高 略高 ～ ～

上聲 ～ ～ ～ ～

去聲 ～ ～ ～ ～

音高調形（pitch contour）

單字調 句末 句中 句首

陰平 ～ ～ 下降 下降

陽平 上升趨勢更強 上升趨勢更強 上升略平緩 上升略平緩

上聲 後半部上升不足 後半部上升不足 ～ ～

去聲 ～ 下降趨勢更強 ～ ～

時長

單字調 句末 句中 句首

陰平 ～ ～ 略長 略長

陽平 略短 ～ 略長 ～

上聲 明顯較短 明顯較短 ～ ～

去聲 略長 明顯較長 略長 ～

五、討論和小結

如前文提及，參加實驗的越南學生都是中高程度的漢語學習者，
他們聲調的大體格局已經和漢語母語者很接近了。他們的實驗錄音，
雖然能感覺到和標準母語者略有一點細微差別，但單憑聽感似乎很難

確切說明偏誤在哪裏。聲學語音實驗的優勢就能在此顯現 —— 能夠直
觀而精確地顯示聲調曲綫，再與標準母語者的聲調曲綫比較，即可清
晰顯示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哪些語境中的哪些聲調是發得標準的，
哪些是有偏誤的。另外，本文並非只研究一兩個個體，參加實驗的目
標組（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和對照組（標準漢語母語者）各有 20

位發音人，實驗結果有群體代表性。
逐個聲調地看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的特點，可發現：第一，陰

平調在單字調和句末時都發得較標準，但在句中和句首時有較大的偏
誤，主要體現為音高層域略低，且呈現下降的趨勢，易與去聲混同，
時長較長。第二，陽平調在單字調和在句末時音高層域都較高，上升
趨勢更強；在句中和句末時音高層域與標準母語者相若，但上升趨勢
略平緩。第三，上聲調在單字調和句末時都有後半部上升不足，時長
明顯較短的偏誤，而在句中和句首語境中則較接近母語者。第四，去
聲調整體而言都較好，只是在單字調和句末語境中時長較長，尤其在
句末時有更強的下降趨勢。

逐個語境地看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的聲調特點，則可觀察到不
同的語境對聲調偏誤有重要的影響。「單字調」和「句末」這兩種語境
的表現往往比較相近，而另外「句中」和「句首」這兩種語境下的表
現也比較接近。有可能和這些語境的內在時長有關，對於漢語為母語
者而言，「單字調」和「句末」相對較長，而「句中」和「句首」相對
較短。過往對二語學習者的聲調偏誤分析和研究大多數只關注單字調
的情況，而忽略了其它的語境。在實際的言語交際中，更常出現的語
境是在句子裏，因此聲調在「句末」、「句中」、「句首」等語境中的不
同表現也應該引起關注。

從頻域和時域看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的聲調特點，實驗結果表
明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在音高層域方面的偏誤較少，在音高調形方
面的偏誤較多，在時長方面的偏誤也較多。過往對二語學習者的聲調
分析多關注頻域方面的偏誤，而較少關注時域方面的偏誤，但二語學
習者若時域方面沒把握好，也會讓人感覺不自然，另外時域的偏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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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如音高層域的比較，在單字調的語境中，越南學生的陽平調與母
語學生相比使用了較高的音高層域，因此在表 3 中這一格列為「略
高」。為了更清晰顯示有偏誤之處，而簡化無太大偏誤之處，若越南
學生與母語學生在某個語境中某個聲調的某項特性相若，在表 3 中使
用「～」標示。

表 3：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與漢語母語者的聲調相比之異同

音高層域（pitch register）

單字調 句末 句中 句首

陰平 ～ 輕微略高 略低 略低

陽平 略高 略高 ～ ～

上聲 ～ ～ ～ ～

去聲 ～ ～ ～ ～

音高調形（pitch contour）

單字調 句末 句中 句首

陰平 ～ ～ 下降 下降

陽平 上升趨勢更強 上升趨勢更強 上升略平緩 上升略平緩

上聲 後半部上升不足 後半部上升不足 ～ ～

去聲 ～ 下降趨勢更強 ～ ～

時長

單字調 句末 句中 句首

陰平 ～ ～ 略長 略長

陽平 略短 ～ 略長 ～

上聲 明顯較短 明顯較短 ～ ～

去聲 略長 明顯較長 略長 ～

五、討論和小結

如前文提及，參加實驗的越南學生都是中高程度的漢語學習者，
他們聲調的大體格局已經和漢語母語者很接近了。他們的實驗錄音，
雖然能感覺到和標準母語者略有一點細微差別，但單憑聽感似乎很難

確切說明偏誤在哪裏。聲學語音實驗的優勢就能在此顯現 —— 能夠直
觀而精確地顯示聲調曲綫，再與標準母語者的聲調曲綫比較，即可清
晰顯示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哪些語境中的哪些聲調是發得標準的，
哪些是有偏誤的。另外，本文並非只研究一兩個個體，參加實驗的目
標組（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和對照組（標準漢語母語者）各有 20

位發音人，實驗結果有群體代表性。
逐個聲調地看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的特點，可發現：第一，陰

平調在單字調和句末時都發得較標準，但在句中和句首時有較大的偏
誤，主要體現為音高層域略低，且呈現下降的趨勢，易與去聲混同，
時長較長。第二，陽平調在單字調和在句末時音高層域都較高，上升
趨勢更強；在句中和句末時音高層域與標準母語者相若，但上升趨勢
略平緩。第三，上聲調在單字調和句末時都有後半部上升不足，時長
明顯較短的偏誤，而在句中和句首語境中則較接近母語者。第四，去
聲調整體而言都較好，只是在單字調和句末語境中時長較長，尤其在
句末時有更強的下降趨勢。

逐個語境地看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的聲調特點，則可觀察到不
同的語境對聲調偏誤有重要的影響。「單字調」和「句末」這兩種語境
的表現往往比較相近，而另外「句中」和「句首」這兩種語境下的表
現也比較接近。有可能和這些語境的內在時長有關，對於漢語為母語
者而言，「單字調」和「句末」相對較長，而「句中」和「句首」相對
較短。過往對二語學習者的聲調偏誤分析和研究大多數只關注單字調
的情況，而忽略了其它的語境。在實際的言語交際中，更常出現的語
境是在句子裏，因此聲調在「句末」、「句中」、「句首」等語境中的不
同表現也應該引起關注。

從頻域和時域看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的聲調特點，實驗結果表
明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在音高層域方面的偏誤較少，在音高調形方
面的偏誤較多，在時長方面的偏誤也較多。過往對二語學習者的聲調
分析多關注頻域方面的偏誤，而較少關注時域方面的偏誤，但二語學
習者若時域方面沒把握好，也會讓人感覺不自然，另外時域的偏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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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直接影響頻域的表現。例如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的上聲調在單字
調和句末時都出現末端上揚不夠的頻域偏誤，也很可能是因為時域上
他們發得不夠長，音節發得不夠充分，末端音高沒有上升到目標位置。

在開始的引言部分，我們根據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可能會出現
的聲調問題，在此我們再根據實驗結果來驗證相關的預測：第一，對
比分析理論預測越南語裏的平聲（調值 44）有可能會被用於替代漢語
的陰平（調值 55），越南的二語學習者發的陰平有可能偏低，從實驗
數據看來這點確實在句中和句首的語境中適用。第二，對比分析理論
預測越南語裏的銳聲（調值 45/445）有可能會用於替代漢語的陽平（調
值 35），越南的二語學習者的漢語陽平有可能會起點較高而整體的上
升趨勢不夠強，從實驗數據看來需要修正：他們的陽平在單字調和句
末語境中音高層域較高而上升趨勢過強，而在句中和句首時上升趨勢
不足。第三，根據對比分析理論，越南語裏雖然也有先降後升的曲折
調（跌聲調值 323；問聲調值 325），但起始和轉折的音高點和漢語的
上聲點不同，另外越南語的曲折調時長沒有比其它聲調更長，因此上
聲調對於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來說仍會較困難，從實驗數據看來他
們確實在單字調和句末的語境時沒能準確把握漢語上聲調的曲折調變
體的特點。第四，根據對比分析理論，越南語裏沒有高降調，只有中
降的玄聲（調值 32）和中降低的重聲（調值 31），漢語去聲的高降調
有可能對於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來說會較困難，有可能會把聲調起
點讀得較低，但從實驗數據看來並非如此，他們的去聲的偏誤較少，
而且沒有出現把聲調起點讀得過低的情況。有可能因為高降調本身是
一種較為容易發對的語音，從語言特性內在的難易程度來說是較容
易的，所以即使越南學生的母語裏沒有高降調，他們也較易習得漢語
裏的去聲。總體而言，根據對比分析理論的預測部分成立（陰平、上
聲），部分需要修正（陽平），部分不成立（去聲），至於不同情況的
成因，仍有待日後再深究，需充分考慮二語學習者母語的語言特點及
某些類型的語言特點的內在難易程度，這也是很有趣的研究議題。

根據實驗結果，我們對越南的漢語二語教學有以下幾項建議：第

一，除了傳統的口耳之學的方法，對於中高級的二語學習者的語音偏
誤，也可以考慮適當加入聲學語音測量的方法幫助評估。第二，可根
據本文實驗揭示的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各個聲調的偏誤有針對性地
進行強化糾正訓練。第三，重視不同的語境差異，例如過往也有研究
提及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容易把漢語的陰平和去聲混同（楊吉春、
杜氏秋恒，2008），從本文實驗數據看來，在單字調和句末語境中，
這兩個聲調還能較易區分，但在句中和句首的語境中確實容易相混，
因此強化練習時教師應設計句中和句首的語境，而不是傳統的單字調
練習。第四，不僅要重視聲調在音高性質上的偏誤，也要注意在時長
節奏上的問題，在糾正訓練的時候提醒學生留意時長。第五，二語習
得的一些理論，如對比分析理論，可以幫助我們做出一些預測，但也
需要再根據二語學習者的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可能需要考慮更多的因
素，如語言類型學的因素，我們還需要再深入探討。

綜上所述，我們通過系統的語音聲學實驗，比較越南的漢語二語
學習者與漢語母語者在不同語境中的漢語聲調曲綫，發現越南的漢語
二語學習者的漢語聲調偏誤主要體現為：第一，陰平在句中和句首時
有略降的趨勢，易與去聲混同；第二，陽平在單字調和句末位置時長
較長且末端較高，但在句中和句首末端較低；第三，上聲在單字調和
在句末位置時長較短，並且聲調音高末端上揚不夠；第四，去聲在各
語境中皆較標準，但在句末位置偏長。本文的實驗研究是語音聲學實
驗在漢語作為第二語言語音評估的應用，有助於辨識中等程度的二語
學習者較微妙的語音偏誤。本文的實驗結論強調不同語境對於語音偏
誤判別的影響，也強調了時域方面的特徵對於聲調偏誤的重要影響。
最後，本文的研究也表明，嚴格控制的系統語音聲學實驗可為二語習
得的一些經典理論提供更精確的佐證和更深入探討的新方向。本文的
研究範式和結論對於國際漢語的語音教學和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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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直接影響頻域的表現。例如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的上聲調在單字
調和句末時都出現末端上揚不夠的頻域偏誤，也很可能是因為時域上
他們發得不夠長，音節發得不夠充分，末端音高沒有上升到目標位置。

在開始的引言部分，我們根據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可能會出現
的聲調問題，在此我們再根據實驗結果來驗證相關的預測：第一，對
比分析理論預測越南語裏的平聲（調值 44）有可能會被用於替代漢語
的陰平（調值 55），越南的二語學習者發的陰平有可能偏低，從實驗
數據看來這點確實在句中和句首的語境中適用。第二，對比分析理論
預測越南語裏的銳聲（調值 45/445）有可能會用於替代漢語的陽平（調
值 35），越南的二語學習者的漢語陽平有可能會起點較高而整體的上
升趨勢不夠強，從實驗數據看來需要修正：他們的陽平在單字調和句
末語境中音高層域較高而上升趨勢過強，而在句中和句首時上升趨勢
不足。第三，根據對比分析理論，越南語裏雖然也有先降後升的曲折
調（跌聲調值 323；問聲調值 325），但起始和轉折的音高點和漢語的
上聲點不同，另外越南語的曲折調時長沒有比其它聲調更長，因此上
聲調對於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來說仍會較困難，從實驗數據看來他
們確實在單字調和句末的語境時沒能準確把握漢語上聲調的曲折調變
體的特點。第四，根據對比分析理論，越南語裏沒有高降調，只有中
降的玄聲（調值 32）和中降低的重聲（調值 31），漢語去聲的高降調
有可能對於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來說會較困難，有可能會把聲調起
點讀得較低，但從實驗數據看來並非如此，他們的去聲的偏誤較少，
而且沒有出現把聲調起點讀得過低的情況。有可能因為高降調本身是
一種較為容易發對的語音，從語言特性內在的難易程度來說是較容
易的，所以即使越南學生的母語裏沒有高降調，他們也較易習得漢語
裏的去聲。總體而言，根據對比分析理論的預測部分成立（陰平、上
聲），部分需要修正（陽平），部分不成立（去聲），至於不同情況的
成因，仍有待日後再深究，需充分考慮二語學習者母語的語言特點及
某些類型的語言特點的內在難易程度，這也是很有趣的研究議題。

根據實驗結果，我們對越南的漢語二語教學有以下幾項建議：第

一，除了傳統的口耳之學的方法，對於中高級的二語學習者的語音偏
誤，也可以考慮適當加入聲學語音測量的方法幫助評估。第二，可根
據本文實驗揭示的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各個聲調的偏誤有針對性地
進行強化糾正訓練。第三，重視不同的語境差異，例如過往也有研究
提及越南的漢語二語學習者容易把漢語的陰平和去聲混同（楊吉春、
杜氏秋恒，2008），從本文實驗數據看來，在單字調和句末語境中，
這兩個聲調還能較易區分，但在句中和句首的語境中確實容易相混，
因此強化練習時教師應設計句中和句首的語境，而不是傳統的單字調
練習。第四，不僅要重視聲調在音高性質上的偏誤，也要注意在時長
節奏上的問題，在糾正訓練的時候提醒學生留意時長。第五，二語習
得的一些理論，如對比分析理論，可以幫助我們做出一些預測，但也
需要再根據二語學習者的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可能需要考慮更多的因
素，如語言類型學的因素，我們還需要再深入探討。

綜上所述，我們通過系統的語音聲學實驗，比較越南的漢語二語
學習者與漢語母語者在不同語境中的漢語聲調曲綫，發現越南的漢語
二語學習者的漢語聲調偏誤主要體現為：第一，陰平在句中和句首時
有略降的趨勢，易與去聲混同；第二，陽平在單字調和句末位置時長
較長且末端較高，但在句中和句首末端較低；第三，上聲在單字調和
在句末位置時長較短，並且聲調音高末端上揚不夠；第四，去聲在各
語境中皆較標準，但在句末位置偏長。本文的實驗研究是語音聲學實
驗在漢語作為第二語言語音評估的應用，有助於辨識中等程度的二語
學習者較微妙的語音偏誤。本文的實驗結論強調不同語境對於語音偏
誤判別的影響，也強調了時域方面的特徵對於聲調偏誤的重要影響。
最後，本文的研究也表明，嚴格控制的系統語音聲學實驗可為二語習
得的一些經典理論提供更精確的佐證和更深入探討的新方向。本文的
研究範式和結論對於國際漢語的語音教學和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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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錄音問卷設計

請用漢語讀下面單字和句子。請讀題號。

1. 夫  這張圖畫的是「夫」。這張是「夫」字的圖畫。「夫」字的圖畫是這一張。

2. 扶  這張圖畫的是「扶」。這張是「扶」字的圖畫。「扶」字的圖畫是這一張。

3. 腐  這張圖畫的是「腐」。這張是「腐」字的圖畫。「腐」字的圖畫是這一張。

4. 父  這張圖畫的是「父」。這張是「父」字的圖畫。「父」字的圖畫是這一張。

5. 醫  這張圖畫的是「醫」。這張是「醫」字的圖畫。「醫」字的圖畫是這一張。

6. 姨  這張圖畫的是「姨」。這張是「姨」字的圖畫。「姨」字的圖畫是這一張。

7. 椅  這張圖畫的是「椅」。這張是「椅」字的圖畫。「椅」字的圖畫是這一張。

8. 意  這張圖畫的是「意」。這張是「意」字的圖畫。「意」字的圖畫是這一張。

9. 分  這張圖畫的是「分」。這張是「分」字的圖畫。「分」字的圖畫是這一張。

10. 墳  這張圖畫的是「墳」。這張是「墳」字的圖畫。「墳」字的圖畫是這一張。

11. 粉  這張圖畫的是「粉」。這張是「粉」字的圖畫。「粉」字的圖畫是這一張。

12. 奮  這張圖畫的是「奮」。這張是「奮」字的圖畫。「奮」字的圖畫是這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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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ustic Analysis of Chinese Tone Errors by Vietnam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in Different Contexts

ZHANG, Ling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hinese tone production in various contexts (including 

in isolated characters, and at sentence-final, sentence-mid, and sentence-initial 

positions) by second language (L2) learners from Vietnam. Two groups of 

participants joined the acoustic experiments here, including the targeted group of 20 

Vietnam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of Chinese (mid to advanced level) and the control 

group of 20 native speakers of Chinese (broadcasting major). They were required 

to read aloud the questionnaire and audio recordings were made. The parameters of 

f0 and duration of these recordings were measured by the Praat software and were 

further analys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data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tone errors by 

the Vietnam learners can be clearly and systematically shown. The experiment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ontext exerts an important effect on tone error patterns of L2 learners. 

In addition to pitch features, tone error analysis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duration parameter and the rhythmic features. The research paradigm and findings 

of the present study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Chinese pronunciation for L2 learners. 

Keywords: Vietnam, second language learner, context, Chinese tones, acoustic 

experiment 

The Next Steps for Teaching Characters in CFL: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Four Character-Teaching 

Methods on Beginner Learners

OSBORNE, Caitríona*   ZHANG, Qi   ADAMSON, Bob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a quasi-experiment design to compare the merits of different 

CFL teaching approaches in an Irish secondary school. Four groups of beginner 

learners aged 14-16 were studied for one academic year. Each of four groups 

was assigned a different teaching approach of focused memorisation (FM), 

delayed character introduction (DCI), character colour-coding (CCC) or the 

unity curriculum approach (UC) – which places equal focus on reading, writing, 

speaking, and listening – for the course of the study.

Two written evaluations were conducted after 14 and 28 weeks of teaching. The 

current paper reports the participants’ results in their recall and recognition of 

characters, as well as the use of characters in sentences.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methods of FM and CCC have the potential to aid character composition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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