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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第二语言习得的年龄效应涉及语言习得关键期存在与否的问题，也因而成为二语习得领域最具争议的一个

研究话题。本研究以 ToBI 韵律划分系统为依据，使用 Praat 软件对比 90 名中国大学生和 15 名英语母语者英语语音样本

的语速、高重音、语段音调和间隔等韵律特征，并考察他们的韵律特征和习得年龄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发现，汉语母语的

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母语者的韵律存在显著差异，在语速和发音速率上明显慢于英语母语者，过度使用重读音调、短语音

调错位、停顿错位、缺乏节奏感。AoA 在 6 到 10 岁间，早期二语者英语韵律特征并没有明显优势，反而晚学者( AoA≥10
岁) 的韵律模式更接近英语母语者。本研究结果对外语环境下获得近似英语母语者的韵律模式有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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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odic Features of English Production and the AoA Effect
Xue Jin Nie Ya-ru Li Ban-ban

(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

The effects of age on the acquisition of a second language ( L2) are involved in the critical period for learning an L2，which
therefore becomes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research topics in the area of SLA． By using the ToBI and the Praat，the present
study made an acoustic analysis on the prosodic features of 90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and 15 English native speakers ( NES)

and examined the age of acquisition effect on these features． The result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prosodic features be-
tween Chinese EFL learners and English natives． The EFL learners showed slower speech and articulation rates，overuse of pitch
accents，misplace of phrasal accents，misplace of pause and ignorance on the rhythm． Ｒegarding the AoA effect，the EFL lear-
ners with later AoA are more likely to approximate NES’prosodic patterns． The findings have great implications for acquiring
native-like prosodic patterns in a foreign language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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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语音主要由音段特征和超音段特征构成。超

音段特征( 或韵律特征) 是指音高、音长、声调和

语调等方面。韵律特征构成语音的重要部分，在

外语交流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口语

流利程度与可理解性 50% 的差异可由超音段特

征来解释( Kang et al． 2010: 554) 。由于语音感知

和产生受大脑神经发育的影响，语音习得受初始

习得年龄( onset age of acquisition，简称 AoA) 的影

响会比较明显。AoA 一般指开始学习目的语的初

始年龄。在第二语言的研究中，AoA 对外语学习

者的语音习得是否有影响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的

关注。AoA 效应指不同的 AoA 造成第二语言习得

( 或外 语 学 习) 成 效 的 差 异 ( Huang，Ju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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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 。习得年龄效应的研究根源于语言习得关

键期假设(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 ( Lennerberg
1967) 。这种假设认为语言习得年龄存在一个临

界期: 从出生到青春期大脑结构固化之前，由于大

脑发育等生理因素，在这个临界期内，语言习得效

率更高。根据关键期理论，儿童在语言习得上具

有优势。临界期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和 Chomsky
提出的“语言习得机制”相一致，即，在某种语言

环境中，儿童能利用天生具有的语言习得能力，在

较短时间能形成相应的语言能力( 杨连瑞 2004:

101) 。二语习得中，由于习得年龄和语言各技能之

间的关系模式存在争论，语言习得临界期的界定在

各个研究中存在差异，临界期的跨度从 6 岁到 18
岁不等。

从外语语音习得的实证研究看，年龄效应研

究结果不尽一致。有研究发现外语语音习得存在

年龄效应，主要体现在阅读流畅性、语音意识、语
音感知敏感性、韵律习得和产生等方面( Flege et
al． 2006: 153，Saito 2013: 546 ) 。例如，母语为韩

语的儿童英语学习者能够准确区分元音，而成人

常出现错误( Tsukada et al． 2005: 263 ) 。晚学者

的口音 比 较 严 重，早 学 者 的 发 音 接 近 母 语 者

( Flege et al． 2006: 153) 。对 195 名西班牙语和瑞

士语的二语学习者的语调研究发现只有极少的早

学者通过测试且被认为是英语母语者( Abrahams-
son，Hyltenstam 2009: 249 ) 。Stolten 等研究母语

为西班牙语的学习者学习瑞典语清塞音的情况，

研究发现大多数早学者发音接近母语者，只有小

部分 晚 学 者 的 发 音 接 近 母 语 者 ( Stolten et al．
2014: 425) 。上述研究得出早期进行第二语言学

习者，其语音模式更接近母语者，支持“二语学习

越早越好”说。
然而，另有研究发现外语语音不存在 AoA 效

应，无论早学者还是晚学者在语音获得上没有显

著差异。特别是在外语环境下早期二语习得的优

势并 不 明 显 ( Pfenninger，Singleton 2016: 311 ) 。
即使使用沉浸式教学模式，早期二语习得也并不

存在优势。有些研究甚至支持“越晚越好”说。
例如，一项针对西班牙和加泰罗尼亚人的外语英

语语音的实验，发现元音发音标准与 AoA 没有太

大关系，晚学者在某些元音发音上有优势( Fulla-
na 2006: 41) 。最近的一项元分析发现，外语环境

下，语言输入的质和量有限，很难在这种环境中产

生早期习得的优势效应( Qureshi 2016: 147) 。早期

语言学习的优势仅在二语学习者完全沉浸在目的

语的环境下产生，而外语学习环境下，通过课堂教

学的早期语言学习优势并不存在。

针对汉语母语者在二语环境中的语音习得研

究结果也发现，习得年龄越早，语音特征就越接近

英语母语者( Huang 2014: 397; Huang，Jun 2011:

397) 。国内，对外语学习者进行超音段的研究较

少，仅有的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例如，余强等分

别对 3 年级和 5 年级的学生做语调测试，发现 5

年级学生取得较高成绩( 余强等 2005: 94) 。黄怀

飞和李荣宝针对英语专业 3 年级本科生的研究发

现，在语音习得上，AoA 越小，越容易学得较为纯

正的口音( 黄怀飞 李荣宝 2008: 146) 。新近的一

项研究对母语为汉语的英语二语学习者的口语语

料进行韵律分析( 节奏、重音和语调 3 个层面)

( 许俊等 2013: 31 ) 。总体而言，国内针对超音段

韵律特征的声学分析还比较少。AoA 对超音段韵

律特征的影响还缺乏足够的证据。本研究收集我

国英语学习者的语音样本，通过比较研究英语学

习者和英语母语者的超音段语音特征，系统分析

AoA 和超音段的语音特征的关系。研究问题包

括: 汉语母语的英语学习者超音段的语音特征如

何; AoA 是否对汉语母语的英语韵律特征造成影

响; 如果有影响，习得年龄和韵律的各个层面，如

语速、语调短语切分、不同类型的音高重音、短语

重音和边界音之间的关系模式如何?

2 研究设计
2． 1 被试

被试为北京市某高校非英语专业 90 名大学

生和 15 名英语母语者。

表1 本研究被试基本情况表

组别 人数 性别( 女 /男) AoA( 岁) 现平均年龄( 岁)

A 15 7 /8 6 19． 46
B 15 9 /6 7 19． 40
C 15 9 /6 8 19． 73
D 15 6 /9 9 19． 87
E 15 6 /9 10 19． 89
F 15 9 /6 11 + 19． 46

NES 15 6 /9 0 23． 87

根据英语学习背景问卷调查结果( 表1 ) ，中国

学生按其英语 AoA 分为 6 组: A 组，AoA 为 6 岁;

B 组，AoA 为 7 岁; C 组，AoA 为 8 岁; D 组，AoA

为 9 岁; E 组，AoA 为 10 岁; F 组，AoA 为 11 岁及

以上; 英语母语者对照组(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简称 NES) ，AoA 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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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语音样本

被试填写基本信息调查问卷之后，要求他们

以自然语速朗读一段英语材料，并录音。录音朗

读材料来自口语数据库 Speech Accent Archive 网

站( http: / / accent． gmu． edu / ) ，由 4 个句子组成，

其中包含陈述句和祈使句，共 69 个单词、77 个音

节，几乎涵盖所有的英语元音和辅音。在朗读前，

允许被试尽可能熟悉材料。录音过程中对噪音进

行必要的控制和处理。英语母语者的信息和语音

样本从 Speech Accent Archive 网站上获得。本研

究分析的英语母语者均为美国本土人，根据自我

报告的信息，他们从出生就开始接触英语。
2． 3 语音数据标注和处理

本研究利用 ToBI ( Tones and Break Indices)

韵律标注体系及语音分析软件 Praat 对所有语音

样本进行标注。ToBI 是国际上流行的韵律标注

体系，它提供一个韵律标注的统一可比框架，比较

适合二语韵律标注( 杨军 2005: 360 ) 。该标注体

系对口语声学特征的基本变化进行标注分析，内

容包括韵律结构( 如节律、韵律单位) 、语调模式

( 如音高重音、短语重音和边界调等) 。音调标注

是英语的语音合成中决定韵律起伏效果的重要部

分。音调标注分为两种，一种是音高重音( pitch
accent) ，第二种是语段音调( phrasal tones) 。它们

所包含的音调变化主要是由对应基频曲线的高

( 音调符号为 H) 和低( 音调符号为 L) 两种及各

种延伸标注所组成。韵律生成器如 Praat，能生成

一个音高曲拱。本研究对重音、语段音调和间隔

模式进行标注，如表2所示。

表2 本研究基于 ToBI 音调标注的韵律模式汇总

音高重音 L* ; H* ( ! H* ) ; L + H* ( L + ! H* ) ; L* + H ( L* + ! H) ; H + ! H*

语段音调 L-; H- ( ! H-) ; L-L% ; L-H % ; H-H% ; H-L% ( ! H-L% )

语音间隔 L0，L1，L2，L3，L4

本研究对音高重音进行标注。重读音调标注

在该音节的元音音素下面。“* ”所指的就是重

读区域。“H* ”峰值重音( peak accent) ，其基频

点处于整个音高曲拱顶点。“L* ”低重音，其基频

点处于音高曲拱底端。“L + H* ”为抬升型重读

音调，基频曲线从曲线低位区域逐步上升到高位。
“L* + H”与“L + H* ”正好相反，重音基频点先处

于曲线低位谷底，但紧接着一段急剧上升至高位。
“! H* ”为降阶峰重音，在音感上从高音到次髙音

重 读 音 调 下 降 的 曲 线 变 化。曲 拱 的 边 界 调

( boundary tone ) 标注为 L% ( 低调) 或 H% ( 高

调) ，这样的一个语调曲拱又称为语调短语( into-
nation phrase) ; 而每一个语调短语又包含至少一

个次短语( intermediate phrase) ，每个次短语都有

一个短语重音( phrase accent) 和至少一个音高语

调( 同上) 。次短语的短语重音位于该短语的最

后一个重读单词上，音高边界标注为 L-( 低重) 或

H-( 高重) 。
语 段 音 调 所 标 注 的 地 方 位 于 次 短 语 层。

“L-”与“H-”属于语段音调。此类语段音调会标

注在次短语层，在该语段最后的重读单词末尾处。
“L%”和“H%”是边界调，在语段音调末尾标注。
“H-H%”为高短语重音紧接高边界调，升幅较大。
“H-L%”表明在语段结束位置基频曲线的变化趋

势却是下降的。“L-H%”为低短语重音紧接高边

界调，升幅不大。其他类型类推。
语音间隔是韵律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本研究

也进行标注。在 ToBI 中，间隔指数代表可以感知

到的每单词之间，以及语调短语和其后的静默之

间的间隔强度的等级。标注尺度一般可划分为 5
类，从 L0( 间隔最小) 到 L4 ( 间隔最大) 共有 5 个

层次: 指数层 0 相当于闭音( 黏着语素、闪音和塞

擦音等) ; 1 标注单词之间的正常过渡; 2 标注间

隔强度和语调单位划分不匹配的情况，属于具有

停顿或者隐性停顿，但没有语段音调的层次; 3 相

当于语调层语调次短语的边界标记“－”，通常在

重读音调至短语边界的语段音调处; 4 相当于语

调层的语调短语的边界标记“%”，通常在语段音

调到短语边界的边界语调处。
2． 4 标注信度保障

韵律标注由本文的两个研究者完成，均为英

语专业学生。为了确保标注的信度，先对两位评

分者进行语音标注技术培训，让标注者熟悉各种

韵律模式。然后，由他们分别对语音样本进行独

立标注。两位评分者间的一致性信度计算公式

为: 一致性% = 一致的频率 / ( 不一致频率 + 一致

的频率) ，得到两者之间的一致性为 94． 8%，说明

本研究的韵律模式数据信度良好。两位评分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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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不一致的韵律模式时，由本文的第一作者决定

语音模式。

3 结果分析
为了分析汉语母语者的英语韵律特点，按英

语学习起始年龄进行的被试分组分别为 A，B，C，

D，E，F 组和英语母语组 NES，以外语朗读语素和

各个韵律层面为因变量，不同 AoA 组为因素变量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而，对二语者的韵律模

式的内部一致性和英语母语者进行比较。
3． 1 韵律模式组间差异比较

3． 11 言语语速和发音语速

言语语速( speech rate) 指朗读材料的音节总

数( 77 ) 和所用的时间比，而发音语速 ( articula-

tion) 指，排除停顿、重复、自我纠正所占用的时间

后，朗读材料的音节总数( 77 ) 除以纯朗读时间得

到的数值。停顿在本研究中被定义为超过 2，000
毫秒时长的不正常语音间隔。方差分析显示，言

语语速［F( 6，98) = 10． 70，p ＜ ． 001］和发音速率

在组间有显著差异，如图1 A． 事后分析发现，AoA
不同的 6 组二语学习者的言语语速都明显比英语

母语者慢( ps ＜ ． 001) ，其中 B 组的速度比 F 组更

快，他们的言语速度更趋近英语母语者。对发音

语速进行的方差分析得出类似的结果，组间差异

显著 F( 6，98) = 10． 69，p ＜ ． 001。但事后分析发

现，英语母语语速明显快于所有二语者，且 B 组

也快于其他二语组 ps ＜ 0． 05，见图1B．

图1 言语语速和发音语速组间差异图

3． 12 音高重音总体频率

从音高重音的整体模式看，汉语母语者出现

更多的重音音调，而英语母语者在每个词之间并

没有太多的停顿，他们倾向于以词组为节律的间

隔点。方差分析证实，总体音高重音数( pitch ac-
cents) ［F( 6，98) = 9． 49，p ＜ ． 001］组间差异显著，

见图2A．

图2 音高重音、语调短语、次短语频率组间差异图

3． 13 语调短语和次短语频率

次短语 频 率 组 间 差 异 也 显 著 F ( 6，98 ) =
7． 97，p ＜ ． 001，但短语重音数( intonation phrases)
组间差异不显著 F( 6，98) = 0． 97，p = ． 45，见图2

28

2019 年 薛 锦 聂亚如 李斑斑 英语韵律特征和初始习得年龄的关系研究 第 6 期



B． 事后分析显示 6 组汉语母语者都和英语母语

者的次短语频率存在差异。其中 E 组比 F 组的

音高重音存在差异( p = 0． 02 ) ，A 组和 C，D，E 组

差异显著。
3． 14 音高重音

本研究中，音高重音类型包括 H* ，! H* ，H
+ ! H* ，L* ，L + H* ，L* + H，见图3 A． 对这些音

高重音模式进行方差分析发现，组间显著差异分

别在峰值重音 H* ，F( 6，98) = 8． 017，p ＜ ． 001; 阶

梯重音( stepped accent) H + ! H* ，F( 6，98) =2． 198，

p = ． 049; 铲勺式重音( scooped accent) L* + ! H，F
( 6，98) = 2． 673，p = ． 019; 上升式峰值重音( rising
pitch accent) L + H* ，F( 6，98 ) = 2． 437，p = ． 031。
其他类型的音高重音在组间并不存在差异: L* ，

F( 6，98) = 1． 39，p = ． 225; ! H* ，F ( 6，98 ) =
1． 399，p = ． 223; L + ! H* ，F( 6，98 ) = 1． 344，p =
． 245; L* + H，F( 6，98) = 1． 010，p = ． 423。

图3 不同类型的韵律模式组间差异图

事后分析发现 6 组英语学习者比英语母语者

产生更多的峰值重音 H* ( ps ＜ ． 05) ，其中 A 组比

C 组 ( p = ． 005 ) 和 D 组 ( p ＜ ． 001 ) ，E 组 ( p =
． 008) ，F 组( p = ． 003) 都更多。对阶梯式重音 H + !

H* ，仅 A 组和 NES 组( p = 0． 015 ) 以及其他 5 组

英语学习者( p ＜ 0． 001) 之间差异显著。A 组和 B
组的铲勺式重音 L* + ! H 和 NES 组( p = 0． 048)

以及其他英语学习者( ps ＜ 0． 001) 存在显著差异。
上升式峰值重音中 L + H* ，NES 组和 A，C，F 组存

在显著差异( ps ＜ 0． 05) ，A 组和 B 组之间的差异

也显著( p = 0． 017) ．
3． 15 语段音调

语段音调的结果见图3 B． 方差分析结果显

示，以下 3 种语段音调组间差异显著: 高重语调

( H-) ［F( 6，98) = 4． 300，p ＜ ． 01］，次高重语调( !

H-) ［F( 6，98) = 2． 567，p ＜ ． 05］和低重语调( L-)
［F( 6，98) = 4． 822，p = ． 000］。事后分析显示，H-
语调上，早期二语者( A-D 组) 和 NES 组差异显著

( ps ＜ 0． 05) ，而晚期二语者( E 和 F 组) 还和早期

二语者差异显著，( ps ＜ 0． 001 ) 。! H-语调上，英

语母语者和晚期二语者( D，E，F 组) 差异不显著，

但和 A 组差异显著( ps ＜ 0． 05 ) 。低重语调( L-)
上，除了 C 组，其他组都和英语母语者差异显著。
C 组和 B 组( p = 0． 043) 以及 F 组( p = 0． 003)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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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显著。
3． 16 边界调

如图3C 所示，4 个边界调中 H-L% ［F( 6，98)

= 2，990，p ＜ ． 01］和 L-L%［F ( 6，98 ) = 2． 895，

p ＜ ． 05］这两种边界调组间存在显著差异，另两

个边界调组间差异不显著 H-H%［F ( 6，98 ) =
0． 836，p = ． 545］和 L-H%［F( 6，98) = 1． 962，p =
． 078］，如图3C 所示。事后分析发现 H-L%只有 A
组和英语母语者存在显著差异( p = ． 045 ) ，A 组

也和除了 B 组( p = 0． 26) 之外的其他二语组差异

显著( p ＜ 0． 05) ; B 组和晚期学习者( E 和 F 组)

组间差异显著，ps ＜ 0． 05。英语母语者 L-L%边界

调和二 语 者 C，E，F 三 组 之 间 差 异 显 著 ( ps ＜
0． 05) ，而 A 组也和 E，F 组差异显著。

3． 17 语音间隔

语音的 5 个间隔标记 L0 － 4 的方差分析发

现，存在组间差异有 L0( 闭音) ［( 6，98) = 4． 748，

p ＜ ． 001］，L1 ( 正 常 过 渡) ［F ( 6，98 ) = 4． 355，

p = ． 001］和 L3( 次短语边界) ［F( 6，98) = 7． 308，

p ＜ ． 001］。其他两组类型组间差异不显著，L2
( 停顿) ［F( 6，98 ) = 2． 04，p = ． 068］和 L4 ( 语调

短语边界) F( 6，98) = 1． 518，p = ． 18］。事后分析

发现，英语母语者和所有的二语组在闭音( L0) 上

存在差异 ps ＜ 0． 05，A 组还和晚期组 E，F 差异显

著 ps ＜ 0． 05。正常过度间隔( L1) 上，英语母语者

和 A 组( p ＜ 0． 001) 和 B 组差异显著( p = 0． 022) ，

A 和 B 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 159 ) ，但 A
组和其他组的差异也都显著( ps ＜ 0． 05) 。在次短

语的边界( L3) 上，英语母语者和二语者全都存在

显著差异( ps ＜ 0． 01) ，组 A 还和组 C 存在显著差

异( p ＜ 0． 05) 。
3． 2 英语韵律模式一致性程度分析

为了考察各二语组的韵律模式组内的变异模

式和英语母语者是否存在差异，本研究计算二语者

和英语母语者各组组内一致性程度。首先，本研究

把组内( 共 15 人) 出现在各音节上的同种类型的韵

律模式发生率在 50%以上( 即 7 人以上) 定义为主

要韵律模式。然后，计算各组内的主要韵律模式发

生率( 韵律模式的发生频率除以阅读材料总音节

数) 。英语母语者主要韵律模式内部一致性达到

73． 5%，而二语者 A，B，C，D，E，F 组内一致性分别

为52． 5%，57． 9%，60． 1%，60． 3%，65． 2%，59． 2%。
方差分析得出，组间存在显著差异［F ( 6，476) =
2． 25，p =0． 038］。事后分析发现，英语母语者除了

和 E 组无显著差异外( p = 0． 18) ，和其他二语组之

间的差异显著( ps ＜ 0． 05) 。二语者各组间不存在

显著差异( ps ＞0． 05) 。
为了进一步考察二语组韵律模式和英语母语

组的一致性程度，本研究也计算组间一致性程度，

即各二语组出现和英语母语者一致的主要韵律模

式的总音节数除以英语母语者主要韵律模式的总

音节数。二语者 A，B，C，D，E，F 组被试和英语母

语者的一致性程度分别为 53． 7%、54． 5%、57． 5%、
54． 3%、59． 8% 和 54． 5%，组 间 差 异 显 著［F ( 6，

476) =2． 66，p =0． 015］。事后分析也发现，英语母

语者和二语各组之间的差异均显著( ps ＜ 0． 05) ，而

6 组二语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4 讨论
4． 1 汉语母语环境下英语学习者韵律特点

本研究首先关注汉语母语背景下，外语学习

者的英语韵律特点: 英语学习者口语中过度使用

重读音调，如图2A，特别表现为，虚词重读，仅通过

重读来体现语调，忽略停顿的节奏感; 峰值重音

( 图3A) 中产生重读音调和短语音调的位置与英

语母语者有很大差异。汉语母语的英语学习者习

惯在意义连接处使用低沉的降调，而英语母语者

多用升调或中平调，英语母语者很少使用复杂的

语段音调，他们利用停顿、上升和下降的音调来表

达他们语调上的曲折变化。在语流上，英语学习

者在话语停顿的位置和语速上与英语母语者显著

差异。停顿的差异之处也反映出外语学习者整体

话语的韵律结构和英语母语者存在差异。汉语母

语者出现过量的次短语 ( 图2 B ) ，不规则停顿更

多、时间更长，而且这些停顿经常打破一个完整意

群，也阻断语言理解的正常认知单位，这容易造成

语言理解的困难。
汉语母语的英语学习者的韵律特点可能受母

语负迁移的影响。英语属于“重音节拍”语言，而

汉语属于“音节节拍”语言。当汉语母语与二语

英语的语音特征存在差异的时候，学习者会借助

母语的一些规则，从而对外语的韵律习得产生负

迁移，出现过度使用重音、停顿错位、语调无高低

起伏变化等特点。
本研究结果和前人的一些研究结果不相符

( Fullana 2006: 41，黄 怀 飞 李 荣 宝 2008: 146，

Qureshi 2016: 147，余强等 2005: 94 ) 。上述研究

大多发现随着习得年龄增大，语音成绩更低的趋

势。本研究与国内上述研究结论的争议可能源自

实验设计( 如材料和实验控制组) 的差异。前人

的研究多使用评价成绩，例如四级口语总体成绩，

从而发现早期二语学习者存在优势。而本研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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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简单地对口语进行总体评价，而是以英语母语

者作为对照，对超音段韵律的不同层面( 涵盖语

速、重音、边界、语调) 进行系统分析。此外，本研

究使用语音分析软件对语音频谱进行对照，研究

方法更科学，结果可信度比较高。本研究和国外

研究结果的差异根源可能是语言学习环境不同。
国外移民的研究中，二语是在自然环境下通过日

常交流中获得的。国内的英语学习大多依赖课堂

教学，时间有限( 周学时在 2 － 10 之间) 。而且英

语教师大多是汉语母语者，教师本身的英语发音

可能就带有汉语口音，这导致外语输入质和量相

对于移民者来说有巨大差异。汉语环境下的第二

语言超音段习得的研究也发现一语韵律特征对二

语造成影响，不地道的第二语言语音输入也将改

变二语韵律习得的路径、影响二语语音习得效率

( Liu 2017: 1) 。
4． 2 二语英语韵律特征和初始习得年龄的关

系模式

外语学习成效的初始习得年龄效应模式和影

响因素一直是第二语言习得的重要研究内容。本

研究发现，早期二语者( 特别是 A 和 B 组，AoA ＜
7 岁) 韵律模式怪异。具体表现在，早期二语者虽

然语速更趋近英语母语者( 见图1 A) ，但在语段音

调上早晚期二语者之间差异显著( 见图3 B) 。早

期二语者在次短语出现频率( 见图2 B) 、多种音高

重音模式 ( 如 H* ，H + ! H* ，见图3 A ) 、边界调

( H-L%，见图3 C) 以及音节间隔都有异于晚期二

语者和英语母语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AoA 在

10 岁以上的二语者在语段音调上更趋近英语母

语者。对二语者的韵律模式进行组内和组间一致

性分析也发现，E 组( AoA = 10 岁) 内部一致性更

好，他们的韵律模式也和英语母语者一致性程度

更高。
上述研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习得年龄效

应的存在。从目前的模式看，10 岁左右开始英语

学习对韵律习得可能更有优势。10 岁这个起始

学习年龄与目前国家英语课程标准要求开设英语

课程的时间基本吻合。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语音

习得水平和语言输入环境存在一定关系。上述

AoA 对英语韵律习得的影响模式指向语言经验的

作用。一方面，早期儿童认知发展以及大脑发育

上还不具备处理各种发音的技巧或能力。除此之

外，早期的语音习得受汉语母语韵律特征的影响，

导致 AoA ＜7 岁的学习者韵律特征怪异。这些早

期英语学习者特有的英语韵律模式在后期可能就

难以纠正。Flege 等( 1997 ) 研究比较意大利语母

语使用高低频不同的两组被试在朗读各种英语句

子时的英语发音情况，发现第二语言习得者母语

使用程度和第二语言发音的准确性两者呈负相关

关系。母语使用程度直接影响第二语言发音的准

确性，母语使用低频组的英语发音更标准，更接近

英语母语者。另一方面，中晚期( AoA≥10 岁) 外语

学习者可能得益于国家规定的英语课堂教学，英语

韵律模式及内部一致性上更接近英语母语者，这和

Flege 等( 1997: 169) 的研究结果类似。
Flege( 1999: 101) 提出言语学习模型( Speech

Learning Model，简称 SLM) ，即第一语言和第二语

言之间相互作用，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母语

发音控制力的不断增强会限制第二语言发音的准

确性。第二语言习得年龄并不是决定第二语言语

音准确性的唯一因素，母语的使用频率和两种语

言间的差异程度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本研究结

果说明，虽然初始习得年龄因素是决定学习者第

二语言语音水平高低的不容忽视的因素，但是

AoA 并非唯一决定发音水平的因素。社会语言习

得环境、学习者之间的非生理因素差异也至关重

要。这些因素也导致不同的研究中，由于语言环

境存在差异( 二语环境或外语环境) ，AoA 效应、
临界期的界定出现差异。总之，全面地认识第二

语言韵律水平和习得年龄之间的关系模式需要考

虑初始习得年龄之外的因素，包括一语和二语之

间的差异、学习者动机和语言输入质量等。

5 结论
本研究以汉语母语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考

察这些英语学习者的语音样本韵律特征和初始习

得年龄的影响模式。本研究得出两个重要结论。
第一，这些外语学习者呈现出和英语母语者显著

差异的韵律特征，特别表现出过量使用音高重音、
语速低、停顿错位、过量次短语等特点。第二，

AoA 在 6 到 10 岁之间，早期二语者英语韵律特征

并没有明显的优势，反而晚学者( AoA≥10 岁) 的

韵律模式更接近英语母语者。可以说，在外语环

境下，AoA 效应对超音段韵律习得产生影响，但影

响模式有异于传统的关键期假设。
本研究的重要启示是超音段韵律错误是外语

学习者口语产出困难的主要原因，也是英语口语

带有浓重汉语语音特点的重要因素。在外语学习

中，超音段韵律特征应该引起和音段特征同等的

重视( Kang et al． 2010: 554 ) 。此外，社会和家长

须要打破传统观念，在外语环境下，外语语音( 如

韵律) 的习得并不总是越早学越好。在无法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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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语言输入量的情况下，过早的语音习得可能

导致错误的韵律模式，这种模式到后期也许很难

纠正和改变。鉴于现实国情，学校教材应注重语

言输入的质和量，教学中加强英汉韵律的对照，提

高学生对英语语音特点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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