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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什么？

语言学习：听、说、读、写

第二语言学习 二语语音习得

维吾尔族大学生为学习者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汉语语音学习内容包括：元音，辅音，声调；感知，产出

教学指导？ 普通话口语评测系统？

实验语音学？ 语言声学？ 计算语音学？

语言三大元素：语音、词汇、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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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uanlan.zhihu.com/p/105217838

语音学习，是第二语言(以下简称“二语”)学习的重要基

础，也是二语学习者的首要困难。二语语音教学是培养二语

学习者听、说、读写技能和社会交际能力的首要前提。自吕

叔湘（1977）倡导通过对比来研究汉语以来，汉语作为二语

的语音习得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为了使该领域的研究

更好地服务于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国际传播事业的发展。

《近三十年汉语作为二语的语音习得研究述评》作者：周小兵 王功平
http://www.cssn.cn/yyx/yjgk/201511/t20151109_2563725_3.shtml

为什么做这项研究？

https://zhuanlan.zhihu.com/p/105217838
http://www.cssn.cn/yyx/yjgk/201511/t20151109_2563725_3.shtml


为什么做这项研究？



口语评测系统



外国人说汉语

吉尔吉斯坦女生 乌兹别克斯坦男生

美国男生 俄罗斯女生 俄罗斯女生

吉尔吉斯坦女生 维吾尔族女生

柬埔寨男生 美国男生

维吾尔族女生



研究内容

02



研究理论基础：

“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理论

“偏误分析”(error analysis)理论

“标记区别假设”(markedness differential hypothesis)理论

“感知同化模型”(perceptual assimilation model)理论

“语音学习模型”(Speech Learning Model)理论

研究的理论基础



汉语语音习得中的研究点

• 元音 辅音 声调

• 感知与产出

分析维吾尔语（L1）和汉语（L2）之间跨语言音系对比与第二语言

语音习得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到学习者在语言学，音位学上的错误

发音特点。找出音素发音规律和规则，并对学习者发音错误进行系

统的分析。



元音对比

维汉元音音位格局对比表

维吾尔语有八个单元音，没有复合元音
和复合鼻元音的概念。首先我们对汉
语普通话单元音和维语单元音进行音系
对比:
相似的元音有：/a/，/i/，/u/，/y/；
不同的元音有：汉语普通话的单元音中
有/o/，/ɤ/，两个舌尖元音有/ɿ，ʅ/；在
维吾尔语中陌生元音有/e/，/Ɔ/，/ε/，
/ø/。为直观起见，用图表方式表达更
能了解其规律性。（黑色粗体表示维语）



辅音

维吾尔语与汉语中的辅音列表（蓝色为维吾尔语）



声调（仅对汉语而言）



声调（变调）

声调特殊情况：

• 上声变调

上声+非上声：丢掉后半段“14”上升的尾巴，调值由214变为半

上声211

如：百般 祖国 广大 矮子

上声+上声：前一个上调值变为35，如懒散，手指，母语

• “一” 变调

去声前调值变为35，如：一半，一旦

非去声前，调值变为51，如：一些，一直，一口（否定）

• “不”变调：去声前调值变为35，如：不错，不变，不必

• 轻声

上声前调值变为44，如：我的，老实，脊梁

非上声前，调值变为31，如：他的，萝卜，坏的



感知与产出

产出上的不良反映了感知的不准确性

感知能力的改善可以促进语音产出的改善

考察学习者的（L1）与（L2）在音素发音部位和方式、感知和产出

上存在的关系与差异。有利于解决学习者在今后学习中可能遇到的

发音问题。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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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汉语二语语音习得中的主要研究内容

• 建立对比语料库（根据考试成绩分不同等级）

• 跨语言对比分析

• 母语者与非母语者元音发音对比分析

• 母语者与非母语者辅音发音对比分析

• 母语者与非母语者声调对比分析

• 找出非母语者发音混淆规则

• 普通话口语评测



数据库

现有数据库：

• 学习者

50名学习者，新疆大学的维吾尔族学生，按MHK成绩分低中高三

个等级；每人朗读300个汉语句子、500个汉语词语、50条汉语语段、

400个英文句子、41个维吾尔语句子、642个维吾尔语各音节单词

• 标准发音者

10名标准发音者，为清华大学汉族大学生，每人朗读300个汉语

句子、1200个汉语词语、10条汉语语段、400个英语句子



实验分组



元音发音对比分析方法

比较标准发音者与学习者：

• 元音的共振峰

• 声学元音图

• 各个元音的欧几里得距离

• 元音时长参数

• 用SVM分类器，以共振峰作为特征对不同等级水平者的元音进行分类

从而得到学习者习得汉语普通话基本元音的轨迹、发音的形态



男性高级水平普通话学习者和标准汉语普通话发音者的F1, F2 对比



男性中级水平普通话学习者和标准汉语普通话发音者的F1, F2 对比



男性初级水平普通话学习者和标准汉语普通话发音者的F1, F2 对比



学习者与标准汉语普通话发音者各元音间的欧氏距离

高水平学习者与标准发音者 中水平学习者与标准发音者

初级水平学习者与标准发音者



辅音

• 感知同化实验

要求被试者在所给的制定选项中选出所听到的刺激项

• 感知区分实验

要求被试者对一组的两个语音进行区分，进行“相同”或“不

同”的二项迫选



语言对比分析

• 以对比分析假设和语音学习模型为理论依据对L1 和L2 的语言

结构进行系统的跨语言音系对比分析。

• 其次分析L1和L2 之间在音素发音部位、方式、感知和产出上的差异。然后将学

习者的普通话句子让标准普通话者来听，而得到学习者发音中的典型错误。

• 通过以上两种方法能够预测在具体的音素发音中学习者会产生哪些错误发音，

由此整理形成比较有代表性的错误规律。

• 最后分别从元音和辅音两方面出发，对每个类别建立一套系统的混淆规则



韵母混淆规则列表



辅音混淆规则列表



学习者发音错误原因及分析



声调对比分析方法

比较标准发音者与学习者：

• 声调的五度值曲线

• 曲线之间的相似度

• Pitch

• 声调的一阶差分

• 声调的时长

• X-perception工具



标准发音者与学习者音高数据表



标准发音者与学习者声调曲线对比

MC-M MC-F UCA-M UCA-F

UCI-M UCI-F UCB-M UCB-F



标准发音者与学习者4 类声调的5度值和F0的调域



标准发音者与学习者四个声调之间的欧氏距离



标准发音者与学习者四个声调的一阶差分



标准发音者与学习者四个声调的时长对比



普通话口语评测系统

• 以大规模的中介语料库为基础数据，

• 从减少母语迁移影响和促进建立新语音规

则的角度出发，

• 以现有成熟的汉语普通话语音识别系统为

支撑平台，

开发一个针对学习者错误发音的实时自动评

测应用软件，而且利用以上得到的语音错误

规则来检测和诊断学习者的错误音素发音，

同时提供纠正反馈。



创新点与难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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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点

• 系统的从元音，辅音，声调全方位分析

• 做出一个有针对性的学习辅助系统

• 扩充和更新现有数据库

• 本研究不仅在新疆地区内具有推广应用价值，还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同属阿尔

泰语系的诸多语言者汉语普通话语音习得研究提供参考价值



难点分析

• 汉语和维吾尔语属于不同语系，本人基本无二语习得以及语言学基础，需要花一定

时间去学习相关知识，进行全面调研

• 目前来说，汉语双元音，复合元音，辅音的习得研究较少（元音好做？）

• 数据库扩建，现有数据库录音时间较早，随着近年来实施的双语教育政策大学生汉

语水平分布情况可能有所改变，会有更多新的水平等级和问题出现

• 暂不了解现有数据库中对标准发音者的定义，可能是母语发音者也会有错误发音情

况，应以汉语普通话考试成绩和MHK考试成绩结合应用

• 先人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产出上，应更多设计感知实验（但貌似感知实验比较难设

计和量化）

• 编程实现，本人编程基础较差，需要进一步强化，以配合高大的理想！



请各位老师同学
批评指正

汇报人：毛丽旦·尼加提 2021.07.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