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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hi�ese l��gu�ge fever” co�ti�ues to he�t up, Th�i people’s e�thusi�sm

for le�r�i�g Chi�ese is �lso risi�g. Th�il��d is �ot o�ly the cou�try with the l�rgest

�um�er of Co�fucius I�stitutes ��d Co�fucius Cl�ssrooms est��lished �y H�����, �ut

�lso the cou�try with the l�rgest �um�er of Chi�ese te�chers volu�teeri�g for

H�����.

Both Th�i ��d Chi�ese �re to��l l��gu�ges. To��lity is �ot the most difficult

pro�lem for i�termedi�te or �dv��ced Chi�ese le�r�ers. I� Th�i l��gu�ge, the to�e is

m�i�ly expressed �y to�e words, so Th�i stude�ts h�ve we�ker to�e expressio�

��ility. Therefore, I hope th�t through the �coustic�l experime�t�l study of the to�e

of Chi�ese �dv��ced level i� Th�i, I will ���lyze the le�r�er's �i�s ��d the c�uses,

��d improve the te�chi�g through correspo�di�g methods.

The m�i� experime�ts i� this p�per �re divided i�to two p�rts: First, perceptive

experime�ts,the seco�d is the ���lysis of �coustic experime�ts.

The results of this liste�i�g test proved th�t: 1. For m�rked se�te�ces, Th�i

middle- ��d high-level stude�ts h�ve higher �ccur�cy i� judgi�g se�te�ces ��d

differe�t error poi�ts, ��d there �re �o regul�rities; 2, i� the ��se�ce of u�m�rked

se�te�ces, Th�il��d's The stude�t's to�e recog�itio� is very low.

I� the ���lysis of �coustic experime�ts, there �re m��y differe�ces �etwee� such

det�ils. I� short, the test results of m�le le�r�ers ��d fem�le le�r�ers �re �ot �ll the

s�me.However, it is still co�cluded th�t the to�e of Th�i �dv��ced Chi�ese le�r�ers

is �ot very solid.

Keywords: Th�i i�termedi�te ��d �dv��ced Chi�ese le�r�ers, i�to��tio�, perceptu�l

experime�t, �coustic ���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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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汉语热”的持续升温，泰国人学习汉语的热情也日渐高涨。泰国不仅

是国家汉办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的国家，也是国家汉办外派汉语教师志

愿者最多的国家。

泰语和汉语都是声调语言，声调对于中高级汉语学习者而言，已不是最大的

难点。泰语中主要通过语气词来表达语气，所以泰国学生的语调表达能力较弱。

对同样的句子，表达不同意义时的语调，掌握得不够准确。因此，我希望能通过

对泰国中高级汉语水平的语调进行声学实验研究，分析学习者的偏误及造成的原

因，通过相应的方法在教学中得到提高。

本文主要实验共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感知实验，让被实验者听辨录音材料，

分析泰国中高级学生对语调的感知分辨；二是软件进行声学实验分析，分析泰国

中高级汉语学习者对语调的掌握情况。

本次听辨实验结果证明：一、对于有标记的句子，泰国中高级的学生判断句

类的准确率较高，错误点不同，并没有规律；二、在没无标记句类中，泰国的学

生的语调辨识度非常低，在 16 句实验句中，有 10 句被大于或等于半数听音者判

断错误，其中疑问句为 4句，祈使句为 2句，感叹句为 4句。

本次声学实验分析中，一、泰国男实验者的疑问句起伏度，没有呈上升趋势；

祈使句中呼语部分的声量最大值应在呼语末字，而泰国女发音人音量最大值在呼

语首字。诸如此类的细节区别比较多。总之，男学习者和女学习者的测试结果并

非都相同。

但是还是总结出了，泰国中高级汉语学习者的语调掌握还不是很扎实。

关键词：泰国中高级汉语学习者 语调 感知实验 声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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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课题来源

随着“汉语热”的持续升温，泰国人学习汉语的热情也日渐高涨。泰国不仅

是国家汉办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的国家，也是国家汉办外派汉语教师志

愿者最多的国家。截止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全球 140 个国家（地区）建立 512

所孔子学院和 1073 个孔子课堂。其中泰国有 15 个孔子学院，11 个孔子课堂。

（汉办官网）自 2003 年汉办派出第一批汉语教师志愿者抵泰任教，至 2017 年，

汉办共派出 16 批汉语教师志愿者，仅 2017 年国家汉办就派出 1507 人，目前，

泰国开设汉语课程的学校已高达 3000 多所，学汉语的人数已经高达 100 多万。

语调是汉语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不存在没有语调的句子，可以说，语调是汉

语在表达意义上除了词汇语法外最重要的组成因素。语调是表达语气的重要手

段，很多无标记句子，可以直接通过语调来表达语气，掌握不好语调是造成“洋

腔洋调”的重要原因之一。

语调是汉语普通话考试中的重要评分标准之一，也是汉语水平口语考试高

级中第 4题的朗读题中的高分要求的评分标准，由此也可见汉语语调的重要性，

泰语和汉语都是声调语言，声调对于中高级汉语学习者而言，已不是最大

的难点。泰语中主要通过语气词来表达语气，所以泰国学生的语调表达能力较弱。

对同样的句子，表达不同意义时的语调，掌握得不够准确。因此，我希望能通过

对泰国中高级汉语水平的语调进行声学实验研究，分析学习者的偏误及造成的原

因，通过相应的方法在教学中得到提高。

第二节 选题的研究意义与目的

言语知觉研究主要探索人类如何识别和加工语言，言语理解可以解决识别和

理解的根本问题。言语感知指，个体在接受他人言语刺激时，对其语音、语调等

进行识别、辨认并将其转变为具有符号意义的过程。

2015 年，杨新璐、杨洁在《语调感知评述》中提出，通过汉语感知研究，

人类是可以控制副语言（情感语调）的影响，他们认为语调感知较声学实验而言，

更能体现人们处理音高信息的心理过程。
1

如果学生不能良好的掌握好汉语语调，对语调进行识别，并判断语气，那么

1 杨新璐，梁洁.语调感知研究评述——兼谈汉语语调研究[J].语言文字应用，200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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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表达中，可能会发生不可避免的理解和表达的错误。

句类是按照不同语气功能划分出来的类型，胡裕树认为语气一般分为陈述

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一般称为句类。表达语气的主要手段是语调，其

次是语气词。所以本文按照句类划分，筛选了许多带标记及不带标记的句子，设

计了感知实验，让泰国中高级汉语水平者进行判别，以分析他们对汉语语气掌握

中，看语调在其中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

2011 年王萍、石锋从广义的语调出发，系统地分析考察了起伏度、停延和

音量比对于语调的音高、音长和音强的定量表现。结果表明，它们不仅是整体语

言研究中的重要工具和量化参数，而且具有可操作性和有效性。通过对它们的综

合考察，能够不断深化和推进不同语言的语调研究，进而发现不同语言的语调中

存在的规律和共性。
2

笔者能够通过实验语音学方法进行两方面的探究，一是从学生对语调的感知

实验；研究泰国学习者对汉语语调语气的判断；二是分析泰国学生语调特征，通

过计算起伏度、停延和音量比，对泰国学习者的音强，音高，时长并分析其偏误

原因，结合两个研究结果，提出合适的教学方法。让泰国学习者能够更有好地掌

握泰语语调，避免因语调造成的理解和表达错误。

2 王萍;石锋;试论语调格局的研究方法[J];当代外语研究;2011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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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理论背景

第一节 汉语语调的本体研究

一、语调

关于语调，西方学者更早做出研究。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英国语言学家

Henry Sweet 就将语调和话语情感联系起来，他用 8种符号来标示不同的英语语

调。

1929 年，赵元任为了研究语调编写了话剧《最后五分钟》，并以演员的对

话录音为语料，写成论文《北平语调的研究》，从此拉开了中国语调研究的序幕，

赵元任显示认为“叠加”是汉语声调与语调共存的方式，其“叠加”和“代数和”

等理论，至今仍是学术界在讨论的问题。
3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汉语语调研究，主要以传统的语音描写和分析，关注到

了重读、停顿等韵律层面的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国内吴宗济、胡明扬等一批学者开始关注语调问题，并通

过实验的手段来考察语调，吴宗济主要着重于研究多字组声调以及声调中字调的

变化，胡明扬不认同赵元任的“叠加”理论，他认为语调是独立于字调之外的，

语调的变化并不能改变字调。

20 世纪 90 年代，沈炯则认为，语调是由一连串声调音域组织起来的音高调

节形式。

21 世纪以来，关于语调的研究范围更加宽广，除了声调、语调、连续变调外，

还对停延、节奏等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并对语调进行了专项研究。截至 2017 年，

9月 12 日，知网以篇名搜索“语调”的文献共有 1155 篇。

目前学界关于语调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语调定义

语调的定义可以分为两类，狭义上是指句子中的音高的变化，广义上的音高

是指一个句子中的一切语音特征，包括音高、音长、音强等。石佩雯 1980 年在

《四种句子的语调变化》中认为汉语的语调包含丰富的内容，它和声音的高低升

降，轻重缓急都有关系。
4
吴宗济先生《普通话语句中的声调变化》（1982：439，

448）认为，语调就是频率高低即音高的变化。
5
1992 年沈炯先生提到：“声调和

3 赵元任.北平语调的研究[A].最后五分钟.附录，上海中华书局，1929.

4 石佩雯.四种句子的语调变化[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 年第 2期.

5 吴宗济.普通话语句中声调变化[J].中国语文，1982（6），439-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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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调都是音高的表现，问题在于它们是否是相同的物理量。”
6
胡明扬先生则认

为，北京话的（句终）语调与音高、音长、音量都有关系。贺阳、劲松 1992 年

在《北京话的语气与语调》中提出：“语调包括区分各种功能句型的全部语音特

征，即包括音高特征，也包括音长和音强方面的特征。
7
1996 年王魁京在《汉语

最为第二语言学习中的语调、语气理解问题》中认为，人说出来的话都有语调。

“语调”是说话时声音音调的变化所造成的旋律模式，语调是由超音质的成分，

即音高、音强和音长组成，是说话人说话时声音物理状态变化的现象。
8

（1）语调功能与研究意义

语调作为一种语言现象，之所以能够引起这么多学者的关注，主要是其不

可忽视的功能。语调能使我们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准确地运用语言进行表达。

王魁京先生（1996：81-82）曾经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阐述了在言语表

达功能中，语调的功能可总结为：“语调能表达说话人特定的情感和态度”；“语

调能表达说话人说出的句子结构关系”；“语调透露说话人的社会文化背景信息”

王先生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语调的功能，即语气、语义和社会文化背景。

石佩雯先生在《四种句子的语调变化》（1981：64）中也是从对外汉语的

角度，谈了语调的功能。她从实际的情况出发，着重谈了语调的语义功能。她谈

了句调和句尾的变化、重音的转移、停顿、语速对语调语义表达的影响。并且提

出：“语调和语义是对立的统一，人们说话是语调的各部分的配合，完全是由语

义决定的，但是语调反过来又会影响语义。语调和语义完全吻合，才能准确的传

情达意，达到交流思想的目的。”对语调的传情功能，人们给予了足够的分析，

例如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的分类就是根据语调的语气功能来分的。
9
甚至很多对语调的定义也是从语调的功能出发的，如：罗常培、王均（2002：

159）认为：“跟句子的句型或情感有关的语调叫口气语调，也就是句调。”
10
《辞

海》（1980：390）指出：“句子里的声音的高低变化和快慢轻重。句子都有一

定的语调，表示一定的语气和情感。”语调的达意功能应是今后研究中值得研究

的问题。

曹剑芬 2010 在《汉语语调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提出了四个主要问题：音高

6 沈炯.汉语语调构造和语调类型[J].方言，1994 年第 3期.

7 贺阳，劲松.北京话语调的实验探索[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 年第 2期.

8 王魁京.汉语最为第二语言学习中的语调、语气理解问题[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

年 6 月.

9 石佩雯.四种句子的语调变化[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 年第 2期.

10 罗常培、王均.普通语音学纲要.商务印书馆文库，2002，159

https://book.douban.com/series/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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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音问题、边界调问题、轻声音节能否承载边界调、“功能语调”和“情感语调”

问题。曹剑芬认为，语调的研究意义重大，不仅可以综合反映中国现代语音学的

水平，而且对语言教学及言语工程中的应用至关重要。
11

（2）语调的研究方法与手段

由于学界对语调的深入研究，也逐渐出现了许多语调的研究方法，如：文献

法、调查法、实验法和对比法等。

1）文献法：

文献研究法要求通过阅读期刊论文和著作，了解目前该类论题的研究情况，

获取前人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和研究经验。目前语调研究几乎都避不开这一研究方

法。

2）调查法：

调查研究法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显示状况或者历

史状况的方法。2003 年张建强在《泰国中高级学生汉语语音偏误分析及教学对

策》就泰国语音学习情况，对泰国华侨崇圣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三、四年级进行了

汉语学习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调查。
12

3) 实验法：

实验法是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的一

种科研方法。语调研究中的实验有切割实验、互换实验、感知实验及利用语音软

件进行声学分析提取数据。

2004 年阮吕娜在《汉语疑问句语调研究》中通过语音分析软件 Multi-speech

将所有句子的基频曲线提取出来，再用语音分析软件 praat 对自动提取的结果进

行人工核对，矫正在基频自动提取中经常发生“倍频”和“半频”的错误。
13

2010 年江海燕在《汉语语调问题的实验研究》中提出讨论了：句段语调与

句末语调，字调与语调，陈述、疑问语调的分辨界限，疑问语气词和疑问语调的

交互作用，普通话陈述与疑问语调的调位等语调问题的具体实验，其中采用感知

实验和声学实验，其中实验设备采用了语音分析软件 Praat 和语音分析软件

Minispeechlab。
14

2011 王萍、石锋在《试论语调格局的研究方法》中基于广义的语调出发，

系统地分析考察了起伏度、停延率和音量比对于语调的音高、音长和音强的定量

11 曹剑芬.汉语语调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2010.

12 张建强.泰国中高年级学生汉语语音偏误分析及教学对策[J].贺州学院学报，2013 年 12月.

13 阮吕娜.汉语疑问句语调研究[D].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年.
14 江海燕.汉语陈述、疑问句基本语调的调位表现[J].第七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暨语音学前沿问题国际论

坛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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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他们使用了南开大学“桌上语音工作室”（Minispeech-lab）对语音样品

进行声学实验，测量音高（Hz）、音长（ms）和音强（幅度积）的原始数据。并

在此基础上，根据计算公式，分别将以上三种参数转换为相应的起伏度、停延率

和音量比，最后使用 Excel 程序进行计算、统计和制图。
15

2012 年林茂灿在《汉语语调实验研究》中讨论了：声调，正常重音，轻声

和词重音类型，焦点重音，功能重音，汉语语调的双要素模型与句子节奏及汉语

语调的表述。林茂灿先生在声学实验分析中采用了 praat 软件提取研究用的数据

和图形，并采用切割实验和互换实验，以及范畴感知实验等听辩判断方法研究声

调、词重音和语调等的声学表现。
16

4）统计分析法：

统计分析法指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规模、速度、范围、程度等数量关系的分析

研究，认识和揭示事物间的互相关系、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借以达到对事物的

正确解释和预测的一种研究方法。其具体应用方法很多，在实践中使用较多的是

指标评分法和图标测评法。语调研究中常见的是对比分析法，也叫比较分析法，

是把客观事物加以比较，以达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做出正确的评价。 在

科学领域活动中，常常用到对比分析法。语调分析中常用的有同一语言中不同句

型的的对比分析，不同语言中同一语言的分析。

2006 江海燕在《汉语陈述、疑问基本语调的调位表现》中对比了陈述句、

无标记疑问句、语气疑问句、代词疑问句、X不 X疑问句、副词疑问句、选择疑

问句等七类句子的语调基本语调调位。
17

2006 年陈翠珠在《越南语语调对学习汉语语调的应先研究》中对越南语、

越南汉语普通话（中介语）和标准汉语普通话的音高进行比较，并进行客观的分

析，找出了这三者音高异同，并指出越南学生学习汉语的规律性语调偏误，并提

出了应对措施。
18

2015 年林茂灿在《汉英语调的异同和对外汉语语调教学——避免“洋腔洋

调”之我见》通过对汉英语调以及各自的声学表现进行对比来指导对外汉语语调

教学。
19

15 王萍;石锋;试论语调格局的研究方法[J];当代外语研究;2011 年 05 期

16 林茂灿.汉语语调实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7 江海燕.汉语陈述、疑问句基本语调的调位表现[J].第七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暨语音学前沿问题国际论

坛 ，2006 年.
18 陈翠珠.越南语语调对学习汉语语调的影响研究[M].云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6 年.

19 林茂灿.汉英语调的异同和对外汉语语调教学——避免“洋腔洋调”之我见[J].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5

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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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调的语音实验相关研究

（一）语调感知实验

祖漪清在探索语调本质——《汉语语调实验研究》书评寻找语音的信息单元

或特征，除了声学分析外，还需要感知实验的支持，而且后者可能更重要。声学

分析是基础，感知实验是关键。
20

刘磊在《粤语人群的普通话语调特征及偏误分析》便采用了感知实验，他将

实验分为自然度听辨和语气类型听辨两个部分，在语气类型听辨部分，他设计了

360 个目标局，让 20 个发音人进行发音，并让实验者听辨，岁结果进行分析来

说明实验者对陈述句和疑问句的辨别情况。
21

（二）语调与语气

句类是按照不同语气功能划分出来的类型，胡裕树认为语气一般分为陈述

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一般称为句类。表达语气的主要手段是语调，其

次是语气词。

1.起伏度

起伏度是语调分析在音高方面的重要量化指标。

2009 年石峰、王萍、梁磊在《汉语普通话陈述句语调的起伏度》设计了陈

述句预料，对汉语普通话的陈述语调起伏度进行了研究，考察了汉语陈述句的音

高表现。他们的研究结果体现了计算起伏度的方法是可以对语句音高进行量化分

析的，并以此去探究汉语陈述句语调起伏度的分布特征。
22

2010 年，郭嘉、肖启迪采用"语调格局"的方法,以归一化、相对化的方法对

四位英式英语发音人陈述句语料语调的音高表现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与汉语陈

述句语调结构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比较,从中发现了一些英汉语调在陈述句方面的

共性和差异。
23

2010 年，石峰和王萍在《汉语普通话陈述句语调的起伏度》同样对疑问句

语料进行定量分析,考察了汉语疑问句的音高表现,并与陈述句语调的音高表现

对比。研究显示出起伏度是语调量化分析的重要指标。

此后，语调起伏度的研究逐渐被作为语调研究的重要考察部分，其中包括少

数民族语及方言的语调研究，以及对外汉语方面的研究

2010 年，韩乌吉斯古冷利用美国 KAY Multi-speech 3700 和 PRAAT 等语音

20 祖漪清. 探索语调本质——《汉语语调实验研究》书评[J]. 中国语音学报. 2013(00)

21 刘磊;粤语人群的普通话语调特征及偏误分析[D];南京师范大学;2015 年

22 石峰，王萍，梁磊.汉语普通话陈述句句调的起伏度[J].南开语音年报，2009 年 8 月，第 3卷第 2期.
23 郭嘉;肖启迪;;英语陈述句语调起伏度实验分析[J];南开语言学刊;2010 年 01 期

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319-1015668263.htm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NKYK2010010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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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软件,采用石锋教授提出的“语调格局”思路和语调起伏度的研究方法,在对

蒙古语标准音自然焦点陈述句、祈使句、疑问句和感叹句的语调及其起伏度进行

系统地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用语句调域和语句内调群调域起伏度区

别蒙古语四类基本句式的方法。
24

2011 年，新疆大学基于语调格局的研究思路,采用语调起伏度的计算方法,

初步对维吾尔语标准语发音人的陈述语句语料进行了定量分析,考察语句调域

(总调域)和调群调域(分调域)的音高表现。研究结果表明:划分总调域和分调域、

计算起伏度的方法可以对于语句音高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实现不同发音人之间的

可比性,进一步可以探求维吾尔语陈述句和疑问句语调起伏度的分布特征。

2014 年叶小云在《日本学生汉语疑问句语调习得实验对比分析》中也考虑

到了起伏度的因素，对日语语调及汉语语调进行了对比。
25

2016 年，蔡希睿、姚畅宜在语调格局的理论框架下,以归一化、相对化的方

法分析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洛本卓白族乡的 4 位勒墨(白族支系)发

音人陈述句和疑问句的语调。实验通过语句调域和调群调域的考察,对比陈述句

和疑问句语调的音高表现,得到勒墨话陈述句和疑问句的音高表现。

2.音量比

音量比是语调分析在音强方面的重要量化指标。

阎锦婷（2016）年，泰国学生汉语陈述句语调的音量比研究认为陈述句语调

的音量比最大值和最小值，基本与汉语母语者发音人接近，但是有发音不熟悉的

现象。
26

同年，她采用"音量比"的计算方法,对泰国学生汉语疑问句的音量表现也进

行了考察，发现最大值和最小值也接近汉语母语发言人。

3.停延率

停延率是语调分析在时长方面的重要量化指标。

许毅（1986）认为，延宕也是一种主观感知概念，是听感上与语音单元之间

的关联相关的边界信息，它的客观相关物是边界前的音节延长，主要表现为韵母

的延长。

叶军（1996）认为，停顿是一种主观感知概念，听感上与语音单元之间的间

断相关的边界信息，它的客观相关物主要是无声间歇。

吴洁敏等（2001）指出，停延是说话或朗读时语流中声音的中断和延连，

24 韩乌吉斯古冷;现代蒙古语语态句句义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0 年

25 叶小云;日本学生汉语疑问句语调习得实验对比分析[D];上海师范大学;2014 年

26 江海燕.语速对语句内部音高变化的影响[J].首都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3期.

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052-2010261211.htm
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270-10143378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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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音长、音空等成素构成，它起到言语在语流中的分合作用。

停顿和延长是构成汉语语调变化的重要因素，在语图上，前者表现为无声

段，后者表现为音节时长的加大。因停顿和延长在言语中的功能相似，所以语言

学界现在基本都将它们并称为“停延”（曹文，2010）。

停延率测算公式：

Dx = ( Sx+ Gx) /S#

石锋等（2010）

公式中，Dx 代表某个音节 x的停延率，Sx 代表一段音节组合中音节 x 的

时长，G x 为该音节后出现的停顿， S#指的是该段组合的音节平均时长。如果

停延率大于 1 ， 则被认为发生了音段延长。

对于汉语的起伏度、句重音和停延率的综合研究渐渐成为了语调研究不可缺

失的部分。

第二节 对外汉语语调研究

一、其他国家对外汉语语调研究

1996 年王魁京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中的句子的语调、语气理解问题》

提出外国人学汉语，除了正确掌握好汉字字词的声调外，还需掌握对句子的语调、

语气的听辨理解。汉语话语中的句子，除了每个句子有一样声调之外，整个句子

都有一定的语调，都要表达一定的语气。汉语学习者还必须懂得句子的语调、语

气理解的基本内容，掌握句子语调、语气理解的基本方法。
27

2004 年 Jiahong Yuan 和 Chilin Shih 通过声学研究，对在字尾调是否会影

响学生对语调的判断问题进行研究，他们通过设计四声结尾的无标记陈述句与疑

问句，让以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听辨句类，并得出三个结论：1，陈述句比疑问

句更容易辨别；2.句尾字调不影响陈述句的辨别；3.句尾字调为降调的疑问句比

句尾字调为升调的更容易判断。
28

2006 年陈翠珠对越南语、越南汉语普通话（中介语）和标准汉语普通话的音

高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三个结论：一、越南语和汉语，都属于声调语言，这对学习

汉语语调即形成负迁移又形移成正迁。二、语调通过声调（字调）来体现，但在

语流中，语调对字调有较强的强调作用，声调调域与语调调域并不成正比。三、

27 王魁京.汉语最为第二语言学习中的语调、语气理解问题[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

年 6 月.
28 Yuan Jiahong, Chilin Shih and Grep P.Kochanki, Comparison of Declarative and Interrogative

Intonation in Chinese, Speech Prosody 2002, Aix-en-provence, 11-13, Apri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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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语语调在不同语气的句子中，对学习汉语语调所形成的影响有所不同，陈述

句所反映的影响最为客观。
29

林茂灿 2015 年在《汉英语调的异同和对外汉语语调教学——避免“洋腔洋

调”之我见》认为，外国学习者（非声调语言学习者）如能抓住汉语重音和边界

调的特点，就能学好汉语语调，使说出的话语有问有答、语气分明，有轻有重、

轻重分明。避免在重音和语气上可能出现“洋腔洋调”。
30

二、泰国对外汉语语调研究

2006 年张燕春在《泰国学生汉语语调偏误分析与语调问题》通过对泰国学

生汉语朗读和口语语调的偏误分析，指出母语语调是偏误产生的主要原因。张燕

春通过对泰国的 139 个语调有错误的句子进行反复听辨，发现，学生的主要错误

在句末最后一个词上边。常为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两种。

2013 年张建强在《泰国中高年级学生汉语语音偏误分析及教学对策》认为进

入中高年级的泰国学生在字词的音段语音上的缺陷已经很少，但是在超音段语料

的朗读和口语水平不尽如人意，在语流和语调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提出应重视句

调、语速、停延等语调教学。

2014 年姜雪蕊在《泰国学生“洋腔洋调”问题的分析及相应教学策略》主

要讲泰国学生的问题表现集中在声母、韵母、声调、语流变调和语调这几个方面。

姜雪蕊对泰国学生语调中的停顿、重音、和升降做了分析，并将问题的原因归结

为三个方面：学习者自身的原因、汉语语音系统的影响以及实际教学中的不足。

2014 年周宝芯以汉语语调双线模型和语音学习模式（SLM）为理论基础，以

汉语母语者为参照体，分析泰国、印尼学习者（在中国留学的研究生）汉语韵律

（停延、句重音、句调）的语音感知、产出结果。研究结果显示：泰国、印尼学

习者汉语停延、句重音、句调的习得发展不同。汉语韵律感知与产出的关系比较

复杂：停延感知与产出之间有显著的对应，句重音、句调的感知现象优于产出表

现；因此句重音、句调的习得难度大于停延。
31

2016 年阎锦婷采用“音量比”的计算方法，考察泰国学生汉语陈述句的音

强表现。研究表现：泰国学生汉语陈述句的语句音量比特征接近汉语母语者，但

出现相对增幅的音节数较多，发音不熟练。
32

29 陈翠珠.越南语语调对学习汉语语调的影响研究[M].云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6 年.
30 林茂灿.汉英语调的异同和对外汉语语调教学——避免“洋腔洋调”之我见[J].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5

年第 3期.
31 周宝芯;泰国、印尼学习者汉语韵律习得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4
32 阎锦婷.泰国学生汉语陈述句语调的音量比研究[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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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阎锦婷在《泰国学生汉语疑问句语调的音量比研究》同样采用了“音

量比”的计算方法，考察了泰国学生汉语疑问句的音量表现，并表明泰国学生疑

问句音量比最大值和最小值出现的位置基本与母语者相同，但各韵律词的平均音

量比特征与母语者有差异；句首词末音量偏大，句末词末字音量偏小。
33

33 阎锦婷.泰国学生汉语疑问句语调的音量比研究[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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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实验设计

第一节 实验介绍与语料设计

一、感知实验介绍

句类是按照不同语气功能划分出来的类型，胡裕树认为语气一般分为陈述

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一般称为句类。表达语气的主要手段是语调，其

次是语气词。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输入大于输出，只有在能正确分辨句类，才

更有利于学生掌握好语调。

二、感知实验语料设计

本人通过阴、阳、上、去设计了相应的实验句。在汉语水平口语考试中级中，

第一个考试题型就是《听后重复》，共十题，根据本人对考试大纲和模拟试题的

研究，这一体型每题仅播放一次，要求考生听后重复。该体型中的句子中含有陈

述、疑问、祈使和感叹等语气分类，如果能正确地从语调中判断语气，将大大提

高学生对句子的理解，有利于重复的完整性。于是本人主要从辅导书《新 HSK 速

成强化教程·口试（中级）》中选择了 143 个单句，并从《新 HSK 速成强化教程·口

试（高级）》语调练习中选择了 7个句子，共 150 据，作为自然句语料。并通过

编辑课后练习录音材料，将 150 个句子打乱顺序，并让泰国学习者进行感知实验

听辨。本人将泰国学习者按汉语水平考试等级 4级，5级和 6级分成三组，每组

两男两女，进行听辨，听后判断句子的句类，每题均有四个选项：A 陈述句，B

疑问句，C祈使句，D感叹句。从中得出学生对判断四个句类的掌握情况，并通

过统计学分析，判断学习者对语气词和语调的的掌握情况，以及正确和错误的的

情况和原因，总结泰国中高级学生的错误规律，并分析原因。
34 35

黄廖版《现在汉语》将句类定义为：根据全句的语气分出的类叫句类，即语

气类。句类划分为四类：叙述或说明事实情况的具有陈述语调的句子叫陈述句；

具有疑问句调、表示提问的句子叫疑问句；要求对方做或不要做某事的句子叫祈

使句；带有浓厚的感情的句子叫感叹句。
36

陈述句往往是使用得最广泛的一种句子，所以本实验中陈述句也相对更多，

并根据陈述句的形式讲陈述句部分划分肯定句、否定句和特殊句。

34 赵延风.新 HSK 速成强化教程 口试（中级）.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4.

35 赵延风.新 HSK 速成强化教程 口试（高级）.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3.

36 黄伯荣，廖旭东.现代汉语.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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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句的提问手段，有语调、疑问句、语气副词、语气词或疑问格式“V不

V”等），有时只用一种手段，有时兼用两三种。其中句调是不可或缺的。疑问

句根据提问的手段和预期情况，可以分为四类：是非句、特指句、选择句、正反

句。

祈使句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命令句、禁止，一类是请求、劝阻。这两类都

是用降语调，但在语气词等的运用上略有不同。

感叹句表示快乐、惊讶、悲哀、愤怒、厌恶、恐惧等浓厚的感情。感叹句一

般用降语调。

本感知实验中，根据书中的练习题比例，分别选择了 95 题陈述句，28 题疑

问句，15 题疑问句，12 题感叹句。比例如下：

图 3.1 自然句句类比例

为了辨别学生对无标记句类的判断能力，本实验还根据前人对语调研究的设

计上借用且修改了一些实验句，共 16 句，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

每个句类各四句。

综上考虑，按句类划分为：

（1）肯定句

肯定形式：

<1>实验句：

张医生星期一开私家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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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员明年前回阳澄湖。

李厂长九点整打洗澡水。

赵院士六月六去奥地利。

<2>自然句

1）肯定形式：

那里的天气非常热。

我最喜欢喝咖啡。

明天会更好。

雨越下越大。

这儿的西瓜特别甜。

中国的大城市，我几乎都去过。

我们都看见那个人了。

他们一起去机场了。

这些药一共 300 元。

我只去过一次北京。

八点时我们正在看电视。

他已经到学校了。

她下星期就回来了。

我先说几句。

他晚上 11 点才下班。

他的成绩一直很好。

她总是很忙。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手表。

考试终于结束了。

这道题其实很容易。

今天他又迟到了。

最近他经常去爬山。

房子虽然旧了，但是很干净。

她会说汉语，而且说得很好。

我住在北京。

她从中国回来了。

如果大家都同意，就这样决定了。

他一直上网看新闻，一边听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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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打电话或者发电子邮件都可以。

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

我比她高。

我明天一定来。

我们必须想个好主意。

她很高兴。

图书馆向左走就到了。

学校离我家很近。

你跟我们一起去吧。

除了画画儿，她还喜欢跳舞。

为了解决环境问题，人们想了很多办法。

我把画儿挂在了墙上。

鱼被小猫吃了。

关于这段历史，我知道得很少。

我会做饭。

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现在你可以走了。

我要学游泳。

明天可能下雨。

我们应该在周末开个会。

你做得很对。

她高兴地笑了。

她去医院了。

她笑着说：“明天见。”

我买了一本书。

我学过汉语。

让我想一想。

明天星期六。

我认识他。

书是我哥哥的。

这件衣服是最便宜的。

那边打电话的是我丈夫。

我买了一些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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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天气很好。

他们在家吃饭呢。

学生们正在打篮球。

他买了两斤苹果。

我看过这个电影。

火车要开了。

外面下着雨。

图书馆的门开着呢。

我把衣服洗干净了。

中国有 56 个民族。

行李箱被司机拿走了。

他和我一样高。

他是坐飞机来的。

今天比昨天冷多了。

我是昨天来的。

这是在火车站买的。

他每天骑车上班。

桌子上放着一本书。

小王叫我去他家玩儿。

你去问问他。

2）否定形式：

他没去看电影。

上海没有北京这么冷。

我不是学生。

他没去医院。

不要为我担心。

她还没起床。

她不在饭店。

那样做当然不可以。

他 80 岁了，但是身体一点儿毛病也没有。

因为下雨，所以他还没去踢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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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殊形式：

感冒让他不得不请假。

（2）疑问句

1）实验句：

张医生星期一开私家车？

陈学员明年前回阳澄湖？

李厂长九点整打洗澡水？

赵院士六月六去奥地利？

2）自然句：

<1>是非句：

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你敢骑马吗？

咱们中午吃面条儿，可以吗？

这台电脑是王老师的吗？

这是你的手机吗？

我们一起去，好吗？

你是美国人吧？

您要两张票，对吗？

你不知道加油站禁止抽烟吗？

请告诉我您的电话号码，好吗？

她是经理吗？

<2>特指句

这些水果，你要哪一种？

你想去哪儿?

你爱吃什么蔬菜？

那个人是谁？

你女儿几岁了？

你什么时候能来？

那你为什么不离开呢？

你在哪里呢？

你怎么了？

我喝咖啡，你呢？

你们公司有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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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怎么样？

他为什么没来？

从这儿到机场有多远？

<3>选择句

我们打车还是坐地铁呢？

你喝茶还是喝咖啡？

<4>正反句

你喝不喝茶？

你决定了没有？

（3）祈使句

1）实验句：

孙三，你走开。

王华，你回来。

李敏，你站好。

赵四，你出去。

3）自然句：

<1>肯定形式

1>命令句：

请安静，节目马上开始。

请你把空调关掉。

现在快十点了吧？快走吧。

请你把灯关掉。

请把空调打开。

请把这张表格复印两份。

2>请求句：

请您告诉我一下您的电话号码。

<2>否定形式

1>禁止句：

加油站附近禁止打电话。

2>劝阻句：

你别忘了带护照。

你别告诉他答案。

别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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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吃太多。

你别去游泳了。

你最好别告诉他答案。

（4）感叹句

1）实验句：

快看，墙上有窗！

快看，墙上有人！

快看，墙上有雪！

快看，墙上有画！

2）自然句：

<1>直接用叹词构成的感叹句：

啊！

哎呀！

<2>句中有明显标记的，或用副词“多、多么、太、真、好”、或用语气

词“啊”，或使用某些特定的词语：

啊，你们看，这儿还有很多漂亮的花呢！

外面的风刮得真大！

这些孩子多可爱呀！

他跑得多快啊！

欢迎再来！

<3>句子形式在书面上跟一般的陈述句一样，但句尾用了感叹句；口语中

语调是先升后降，并且音量加大：

你忘了给我你家的钥匙了！

我一定要尝尝！

第二节 声学分析实验介绍与语料设计

一、声学分析实验介绍

本论文的声学实验分析材料是建立在语调感知结果之上的，根据感知实验

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见，学习者感知错误率超过或等于百分纸五十的共有十句，

这十句均为无标识的语调，其中疑问句何感叹句最多，所以在声学实验分析中，

语料设计均为无标志性的声学实验分析。即使是通过 hsk6 级的学习者叶不能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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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该累错误，为了避免读音错误和语法错误，所以我们分别筛选了一名六级泰国

男学习者和一名六级泰国女学习者来进行录制发音，以便能够正确地分析泰国学

习者的语调特征。至于中国发音人，我们根据中国普通话水平证书的标准，选取

了两名中国普通话一乙水平的发音人，男女各一名，来与泰国发音人进行对比，

并希望能够通过泰国发音人与中国发音人的语调起伏度、停延率和音量比对比特

征，分析泰国学习者语调特征。

二、声学分析实验语料设计

通过以泰国中高级汉语水平学习者与中国发音人的语调对比分析，通过研究

三组发音人的陈述句、疑问句、感叹句、祈使句（主要以无标记句子为主）的停

顿（时长）、焦点重音（音强）、起伏度（音高）的的区别，来分析泰国学生语

调的特征，并分析判断泰国学习者语调的偏误，并提出教学建议。

由于根据根据听辨实验的分析，学习者最大的语调判断错误集中在于无语法

标记的句子上，所以我们根据前人的探究，引用并修改了四个句类的句子，作为

泰国学习者语调中起伏度、重音、停延率的判断及分析。

（1）陈述句

<1>实验句：

张医生星期一开私家车。

<2>自然句

1）肯定式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

今天他又迟到了。

（2）疑问句

1）实验句：

张医生星期一开私家车？

（3）祈使句

1）实验句：

孙三，你走开。

（4）感叹句

1）实验句：

快看，墙上有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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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实验听音者与录音者介绍

一、感知实验泰国中高级汉语水平学习者听音者介绍

表 3.1 听音人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年龄
是否去过中国留

学
受教育程度

学习汉语时

间
HSK 等级

听音者 1 姚静 女 18-25 是 大学在读 5-6 年 4

听音者 2 黄津明 男 18 以下 否 中学在读 5-6 年 4

听音者 3 金雅 女 18-25 否 大学在读 3-4 年 4

听音者 4 平盼盼 男 18-25 否 大学在读 3-4 年 4

听音者 5 方小美 女 18-25 否 大学在读 3-4 年 5

听音者 6 班平 男 18-25 否 中学在读 3-4 年 5

听音者 7 黄安安 女 18-25 否 大学在读 3-4 年 5

听音者 8 宋立 男 31-40 否 研究生在读 5-6 年 5

听音者 9 苏玥 女 18-25 是 研究生在读 5-6 年 6

听音者 10 元圆 男 18-25 是 本科毕业 3-4 年 6

听音者 11 沈韵然 女 31-40 是 本科毕业 5-6 年 6

听音者 12 张智贤 男 18-25 是 本科毕业 5-6 年 6

听音者为汉语水平等级四级、五级、六级水平，每个等级各四人，每级男女

各两人。其中四级、五级只有一人在中国留学过，六级学生都在中国留学过。

二、感知实验录音者介绍

表 3.2 感知实验录音者信息

姓名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普通话等级 职业

录音者 1 王老师 女 26-30 硕士研究生 一乙 对外汉语教师

感知实验录音者王老师是汉语教育研究生硕士，普通话一乙，目前为对外汉

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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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声学实验录音者介绍

（一）泰国中高级汉语水平学习者发音人介绍

表 3.3 泰国中高级汉语水平学习者发音人

姓名 性别 年龄 是否去过中国留学 受教育程度 学习汉语时间 HSK 等级

录音者 1 沈韵然 女 31-40 是 本科毕业 5-6 年 6

录音者 2 张智贤 男 18-25 是 本科毕业 5-6 年 6

两位泰国中高级汉语水平学习者发音人分别为一男一女，都去过中国留学，

并且都是本科毕业，学习汉语 5-6 年，汉语水平考试 6级。

（二）中国籍发音人介绍

表 3.4 中国籍发音人信息

姓名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普通话等级 职业

录音者 1 王老师 女 26-30 硕士研究生 一乙 对外汉语教师

录音者 2 田老师 男 31-40 硕士研究生 一乙 对外汉语教师

两位中国籍发音人都是硕士研究生，普通话等级一乙，都是在职的对外汉

语教师，在发音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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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感知实验

第一节 语气类型感知实验听辨结果及情况分析

一、自然句类型

根据听辨实验调查分析结果总结，本人得出了以下信息：

表 4.1 自然句整体听辨结果

听辨自然句总数 听辨错误句子总数 听辨错误率

听音者 1 150 32 21.33%

听音者 2 150 28 18.67%

听音者 3 150 15 10.00%

听音者 4 150 40 26.67%

听音者 5 150 21 14.00%

听音者 6 150 22 14.67%

听音者 7 150 19 12.67%

听音者 8 150 25 16.67%

听音者 9 150 28 18.67%

听音者 10 150 21 14.00%

听音者 11 150 23 15.33%

听音者 12 150 24 16.00%

在 12 名录音者的听辨结果数据图，我们可以看出，最低错误率是 10%，最

高错误率是 26.67%，都集中在 HSK 四级中，由此可见，等级越低的学习者稳定

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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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女性学习者自然句整体错误情况

自然句：总题数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错误题数 34 16 21 19 28 23 23.50

错误率 22.67% 10.67% 14.00% 12.67% 18.67% 15.33% 15.67%

陈述句题数 95 95 95 95 95 95

陈述句感知错误 18 5 13 2 21 17 12.67

陈述句错误率 18.95% 5.26% 13.68% 2.11% 22.11% 17.89% 13.33%

疑问句题数 28 28 28 28 28 28

疑问句感知错误 5 4 1 5 2 3 3.33

疑问句错误率 17.86% 14.29% 3.57% 17.86% 7.14% 10.71% 11.90%

祈使句题数 15 15 15 15 15 15

祈使句感知错误 2 1 2 1 2 0 1.33

祈使句错误率 13.33% 6.67% 13.33% 6.67% 13.33% 0.00% 8.89%

感叹句题数 12 12 12 12 12 12

感叹句感知错误 9 6 4 11 3 3 6.00

感叹句错误率 75.00% 50.00% 33.33% 91.67% 25.00% 25.00% 50.00%

表 4.3 男性学习者自然句整体错误情况

自然句：总题数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错误题数 29 42 22 25 21 24 27.17

错误率 19.33% 28.00% 14.67% 16.67% 14.00% 16.00% 18.11%

陈述句题数 95 95 95 95 95 95

陈述句感知错误 18 25 8 15 14 17 16.17

陈述句错误率 18.95% 26.32% 8.42% 15.79% 14.74% 17.89% 17.02%

疑问句题数 28 28 28 28 28 28

疑问句感知错误 6 6 3 4 3 3 4.17

疑问句错误率 21.43% 21.43% 10.71% 14.29% 10.71% 10.71% 14.88%

祈使句题数 15 15 15 15 15 15

祈使句感知错误 1 3 2 0 2 1 1.50

祈使句错误率 6.67% 20.00% 13.33% 0.00% 13.33% 6.67% 10.00%

感叹句题数 12 12 12 12 12 12

感叹句感知错误 4 8 9 6 2 3 5.33

感叹句错误率 33.33% 66.67% 75.00% 50.00% 16.67% 25.00% 44.44%

女性学习者总错误率高于男性学习者，女性学习者的陈述句、疑问句和祈使

句的的错误率均低于男性，男性学习者的感叹句听辨错误率低于女性。但是各项

的区别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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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四级自然句整体错误情况

听音者 1 听音者 2 听音者 3 听音者 4 四级语气听辨平均错误数和错误率

自然句：总题数 150 150 150 150

错误题数 32 28 15 40 28.75

错误率 21.33% 18.67% 10.00% 26.67% 19.17%

陈述句题数 95 95 95 95

陈述句感知错误 18 18 5 25 16.5

陈述句错误率 18.95% 18.95% 5.26% 26.32% 17.37%

疑问句题数 28 28 28 28

疑问句感知错误 3 5 3 4 3.75

疑问句错误率 10.71% 17.86% 10.71% 14.29% 13.39%

祈使句题数 15 15 15 15

祈使句感知错误 2 1 1 3 1.75

祈使句错误率 13.33% 6.67% 6.67% 20.00% 11.67%

感叹句题数 12 12 12 12

感叹句感知错误 9 4 6 8 6.75

感叹句错误率 75.00% 33.33% 50.00% 66.67% 56.25%

由四级的自然句整体错误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四级学习者的陈述句、疑问句、

祈使句中错误率较低，感叹句的错误率最高，错误率最高达到 75%，平均数高达

56.25%。可见四级学习者对感叹句的掌握是最差大，对祈使句的掌握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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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五级自然句整体错误情况

听音者 1 听音者 2 听音者 3 听音者 4
五级语气听辨平均错误数和错误

率

自然句：总题数 16 16 16 16

错误题数 8 7 7 12 8.5

错误率 50.00% 43.75% 43.75% 75.00% 53.13%

陈述句题数 4 4 4 4

陈述句感知错误 1 0 0 1 0.5

陈述句错误率 25.00% 0.00% 0.00% 25.00% 12.50%

疑问句题数 4 4 4 4

疑问句感知错误 4 3 4 4 3.75

疑问句错误率 100.00% 75.00% 100.00% 100.00% 93.75%

祈使句题数 4 4 4 4

祈使句感知错误 3 1 0 4 2

祈使句错误率 75.00% 25.00% 0.00% 100.00% 50.00%

感叹句题数 4 4 4 4

感叹句感知错误 0 3 3 3 2.25

感叹句错误率 0.00% 75.00% 75.00% 75.00% 56.25%

由五级的自然句整体错误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五级汉语水平学习者的陈述句

判准确率最高，疑问句的准确度最低，错误率高达 93.75%，感叹句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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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六级自然句整体错误情况

听音者 1 听音者 2 听音者 3 听音者 4 六级语气听辨平均错误数和错误率

自然句：总题数 150 150 150 150

错误题数 28 21 23 24 24

错误率 18.67% 14.00% 15.33% 16.00% 16.00%

陈述句题数 95 95 95 95

陈述句感知错误 21 14 17 17 17.25

陈述句错误率 22.11% 14.74% 17.89% 17.89% 18.16%

疑问句题数 28 28 28 28

疑问句感知错误 2 3 3 3 2.75

疑问句错误率 7.14% 10.71% 10.71% 10.71% 9.82%

祈使句题数 15 15 15 15

祈使句感知错误 2 2 0 1 1.25

祈使句错误率 13.33% 13.33% 0.00% 6.67% 8.33%

感叹句题数 12 12 12 12

感叹句感知错误 3 2 3 3 2.75

感叹句错误率 25.00% 16.67% 25.00% 25.00% 22.92%

由六级的自然句整体错误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六级汉语水平学习者的可以看

出，达到六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对自然句的句类判断准确性都非常高。疑问句

错误率最高的仅 9.82%，错误率最高的是感叹句感知，为 22.92%，但整体而言六

级对自然句的判断都特别好，

综上所述，虽然四级、五级、六级的学习者的判断能力并不是呈递增方向，

但是当汉语水平达到六级级时，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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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句按语气类型划分后的听辨结果：

表 4.7 自然句陈述句听辨结果

陈述句题数 陈述句感知错误 陈述句错误率

听音者 1 95 18 18.95%

听音者 2 95 18 18.95%

听音者 3 95 5 5.26%

听音者 4 95 25 26.32%

听音者 5 95 13 13.68%

听音者 6 95 8 8.42%

听音者 7 95 2 2.11%

听音者 8 95 15 15.79%

听音者 9 95 21 22.11%

听音者 10 95 14 14.74%

听音者 11 95 17 17.89%

听音者 12 95 17 17.89%

表 4.8 自然句疑问句听辨结果

疑问句题数 疑问句感知错误 疑问句错误率

听音者 1 28 3 10.71%

听音者 2 28 5 17.86%

听音者 3 28 3 10.71%

听音者 4 28 4 14.29%

听音者 5 28 1 3.57%

听音者 6 28 3 10.71%

听音者 7 28 5 17.86%

听音者 8 28 4 14.29%

听音者 9 28 2 7.14%

听音者 10 28 3 10.71%

听音者 11 28 3 10.71%

听音者 12 28 3 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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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自然句祈使句听辨结果

祈使句题数 祈使句感知错误 祈使句错误率

听音者 1 15 2 13.33%

听音者 2 15 1 6.67%

听音者 3 15 1 6.67%

听音者 4 15 3 20.00%

听音者 5 15 2 13.33%

听音者 6 15 2 13.33%

听音者 7 15 1 6.67%

听音者 8 15 0 0.00%

听音者 9 15 2 13.33%

听音者 10 15 2 13.33%

听音者 11 15 0 0.00%

听音者 12 15 1 6.67%

表 4.10 自然句感叹句听辨结果

感叹句题数 感叹句感知错误 感叹句错误率

听音者 1 12 9 75.00%

听音者 2 12 4 33.33%

听音者 3 12 6 50.00%

听音者 4 12 8 66.67%

听音者 5 12 4 33.33%

听音者 6 12 9 75.00%

听音者 7 12 11 91.67%

听音者 8 12 6 50.00%

听音者 9 12 3 25.00%

听音者 10 12 2 16.67%

听音者 11 12 3 25.00%

听音者 12 12 3 25.00%

通过将自然句听辨结果按照语气类型划分开后，我们可以看出 12 个听音者

的陈述句错误率都比较低，他们对陈述句的听辨正确率，并不以 HSK 等级的递增

二出现规律递增。疑问句和祈使句的错误率相对计较低，可见，带标记的自然句

陈述句、疑问句和祈使句的判断对与泰国学习者而言，比较容易。而感叹句的判

断对四、五级汉语水平的学生相对较难。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为，中高级汉语水平

学习者对汉语的句类的辨别能力相对比较高，尤其是语气词和提问格式比较清楚

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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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句类型

表 4.11 实验句整体听辨结果

听辨实验句总数 听辨错误句子总数 听辨错误率

听音者 1 16 10 62.50%

听音者 2 16 10 62.50%

听音者 3 16 9 56.25%

听音者 4 16 9 56.25%

听音者 5 16 8 50.00%

听音者 6 16 7 43.75%

听音者 7 16 7 43.75%

听音者 8 16 12 75.00%

听音者 9 16 12 75.00%

听音者 10 16 6 37.50%

听音者 11 16 3 18.75%

听音者 12 16 12 75.00%

根据上面的数据来看，较之于自然句十二个听音者平均错误率 17.56，中高

级汉语水平学习者的实验句整体听辨结果是 54.69%，相差 37.13%，错误率高出

自然句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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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女性学习者实验句整体错误情况

实验句：总题数 16 16 16 16 16 16

错误题数 10 9 8 7 12 3 8.166666667

错误率 62.50% 56.25% 50.00% 43.75% 75.00% 18.75% 51.04%

陈述句题数 4 4 4 4 4 4

陈述句感知错误 1 0 1 0 0 0 0.33

陈述句错误率 25.00% 0.00% 25.00% 0.00% 0.00% 0.00% 8.33%

疑问句题数 4 4 4 4 4 4

疑问句感知错误 4 4 4 4 4 1 3.50

疑问句错误率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25.00% 87.50%

祈使句题数 4 4 4 4 4 4

祈使句感知错误 1 2 3 0 4 0 1.67

祈使句错误率 25.00% 50.00% 75.00% 0.00% 100.00% 0.00% 41.67%

感叹句题数 4 4 4 4 4 4

感叹句感知错误 1 3 3 4 2 2.60

感叹句错误率 25.00% 75.00% 0.00% 75.00% 100.00% 50.00% 54.17%

表 4.13 男性学习者实验句整体错误情况

实验句：总题数 16 16 16 16 16 16

错误题数 10 9 7 12 6 12 9.333333333

错误率 62.50% 56.25% 43.75% 75.00% 37.50% 75.00% 58.33%

陈述句题数 4 4 4 4 4 4

陈述句感知错误 2 1 0 1 0 1 0.83

陈述句错误率 50.00% 25.00% 0.00% 25.00% 0.00% 25.00% 20.83%

疑问句题数 4 4 4 4 4 4

疑问句感知错误 3 2 3 4 2 3 2.83

疑问句错误率 75.00% 50.00% 75.00% 100.00% 50.00% 75.00% 70.83%

祈使句题数 4 4 4 4 4 4

祈使句感知错误 2 2 1 4 0 4 2.17

祈使句错误率 50.00% 50.00% 25.00% 100.00% 0.00% 100.00% 54.17%

感叹句题数 4 4 4 4 4 4

感叹句感知错误 3 4 3 3 4 4 3.50

感叹句错误率 75.00% 100.00% 75.00% 75.00% 100.00% 100.00% 87.50%

根据上示表格，女性学习者实验句听辨总错误率低于男性学习者，女性学习

者陈述句、祈使句和感叹句的错误率低于男性学习者，疑问句错误率高于男性学

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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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四级实验句整体错误情况

听音者 1 听音者 2 听音者 3 听音者 4 四级语气听辨平均错误数和错误率

实验句：总题数 16 16 16 16

错误题数 10 10 9 9 9.5

错误率 62.50% 62.50% 56.25% 56.25% 59.38%

陈述句题数 4 4 4 4

陈述句感知错误 1 2 0 1 1

陈述句错误率 25.00% 50.00% 0.00% 25.00% 25.00%

疑问句题数 4 4 4 4

疑问句感知错误 4 3 4 2 3.25

疑问句错误率 100.00% 75.00% 100.00% 50.00% 81.25%

祈使句题数 4 4 4 4

祈使句感知错误 1 2 2 2 1.75

祈使句错误率 25.00% 50.00% 50.00% 50.00% 43.75%

感叹句题数 4 4 4 4

感叹句感知错误 1 3 3 4 2.75

感叹句错误率 25.00% 75.00% 75.00% 100.00% 68.75%

表 4.15 五级实验句整体错误情况

听音者 1 听音者 2 听音者 3 听音者 4 五级语气听辨平均错误数和错误率

实验句：总题数 16 16 16 16

错误题数 8 7 7 12 8.5

错误率 50.00% 43.75% 43.75% 75.00% 53.13%

陈述句题数 4 4 4 4

陈述句感知错误 1 0 0 1 0.5

陈述句错误率 25.00% 0.00% 0.00% 25.00% 12.50%

疑问句题数 4 4 4 4

疑问句感知错误 4 3 4 4 3.75

疑问句错误率 100.00% 75.00% 100.00% 100.00% 93.75%

祈使句题数 4 4 4 4

祈使句感知错误 3 1 0 4 2

祈使句错误率 75.00% 25.00% 0.00% 100.00% 50.00%

感叹句题数 4 4 4 4

感叹句感知错误 0 3 3 3 2.25

感叹句错误率 0.00% 75.00% 75.00% 75.00% 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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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六级实验句整体错误情况

听音者 1 听音者 2 听音者 3 听音者 4 六级语气听辨平均错误数和错误率

实验句：总题数 16 16 16 16

错误题数 12 6 3 12 8.25

错误率 75.00% 37.50% 18.75% 75.00% 51.56%

陈述句题数 4 4 4 4

陈述句感知错误 0 0 0 1 0.25

陈述句错误率 0.00% 0.00% 0.00% 25.00% 6.25%

疑问句题数 4 4 4 4

疑问句感知错误 4 2 1 3 2.5

疑问句错误率 100.00% 50.00% 25.00% 75.00% 62.50%

祈使句题数 4 4 4 4

祈使句感知错误 4 0 0 4 2

祈使句错误率 100.00% 0.00% 0.00% 100.00% 50.00%

感叹句题数 4 4 4 4

感叹句感知错误 4 4 2 4 3.5

感叹句错误率 100.00% 100.00% 50.00% 100.00% 87.50%

四级的实验句听辨的平均总错误率是 59.38%，其中疑问句，错误率最高

81.25%，陈述句错误率最低。五级的实验句听辨总错误率是 53.13%，其中错误

率最高的也是疑问句 93.75%。六级的实验句听辨平均总错误率是 51.56%，其中

错误率最高的是感叹句 87.50%。根据实验句的设计原理来看，泰国中高级水平

汉语学习者都对无标记的句类判断有比较大的障碍，主要集中在疑问句和感叹句

上，汉语水平四、五、六级的学生均能比较准确地判断出陈述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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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句按语气类型划分后的听辨结果：

表 4.17 实验句陈述句听辨结果

陈述句题数 陈述句感知错误 陈述句错误率

听音者 1 4 1 25.00%

听音者 2 4 2 50.00%

听音者 3 4 0 0.00%

听音者 4 4 1 25.00%

听音者 5 4 1 25.00%

听音者 6 4 0 0.00%

听音者 7 4 0 0.00%

听音者 8 4 1 25.00%

听音者 9 4 0 0.00%

听音者 10 4 0 0.00%

听音者 11 4 0 0.00%

听音者 12 4 1 25.00%

表 4.18 实验句疑问句听辨结果

疑问句题数 疑问句感知错误 疑问句错误率

听音者 1 4 4 100.00%

听音者 2 4 3 75.00%

听音者 3 4 4 100.00%

听音者 4 4 2 50.00%

听音者 5 4 4 100.00%

听音者 6 4 3 75.00%

听音者 7 4 4 100.00%

听音者 8 4 4 100.00%

听音者 9 4 4 100.00%

听音者 10 4 2 50.00%

听音者 11 4 1 25.00%

听音者 12 4 3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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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实验句祈使句听辨结果

祈使句题数 祈使句感知错误 祈使句错误率

听音者 1 4 1 25.00%

听音者 2 4 2 50.00%

听音者 3 4 2 50.00%

听音者 4 4 2 50.00%

听音者 5 4 3 75.00%

听音者 6 4 1 25.00%

听音者 7 4 0 0.00%

听音者 8 4 4 100.00%

听音者 9 4 4 100.00%

听音者 10 4 0 0.00%

听音者 11 4 0 0.00%

听音者 12 4 4 100.00%

表 4.20 实验句感叹句听辨结果

感叹句题数 感叹句感知错误 感叹句错误率

听音者 1 4 1 25.00%

听音者 2 4 3 75.00%

听音者 3 4 3 75.00%

听音者 4 4 4 100.00%

听音者 5 4 0 0.00%

听音者 6 4 3 75.00%

听音者 7 4 3 75.00%

听音者 8 4 3 75.00%

听音者 9 4 4 100.00%

听音者 10 4 4 100.00%

听音者 11 4 2 50.00%

听音者 12 4 4 100.00%

根据上示表格，我们可以看出，对于陈述句判断，泰国学习者准确率较高，

且根据水平的提高，正确率亦有所提高。

句类感知试验中，共有 150 个自然句和 12 个实验句，我们将挑出错误率等

于或大于 50.00%的，进行分析。希望能分析出，学习者在判断错误率较高的句

类比率以及益于与哪些句类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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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感知实验自然句错误率等于或大于 50.00%的分析结果

错误题目

序号

听辨总

人数

听辨错误

总数
错误率

选陈

述句
错误率

选疑

问句
错误率

选祈

使
错误率

选感

叹句
错误率

6. 陈述

句
12 7 58.33% 5 41.67% 0 0.00% 7 58.33% 0 0.00%

42. 陈述

句
12 10 83.33% 0 0.00% 0 0.00% 8 66.67% 2 16.67%

53. 陈述

句
12 6 50.00% 0 0.00% 0 0.00% 3 25.00% 3 25.00%

55. 陈述

句
12 6 50.00% 0 0.00% 0 0.00% 6 50.00% 0 0.00%

67. 陈述

句
12 7 58.33% 0 0.00% 1 8.33% 6 50.00% 0 0.00%

69. 陈述

句
12 9 75.00% 0 0.00% 0 0.00% 9 75.00% 0 0.00%

82. 陈述

句
12 8 66.67% 0 0.00% 0 0.00% 8 66.67% 0 0.00%

87. 陈述

句
12 6 50.00% 0 0.00% 0 0.00% 6 50.00% 0 0.00%

106. 陈

述句
12 12 100.00% 0 0.00% 11 91.67% 1 8.33% 0 0.00%

107. 陈

述句
12 11 91.67% 1 8.33% 0 0.00% 11 91.67% 0 0.00%

109. 陈

述句
12 6 50.00% 6 50.00% 0 0.00% 6 50.00% 0 0.00%

119. 陈

述句
12 7 58.33% 5 41.67% 1 8.33% 6 50.00% 0 0.00%

101. 疑

问句
12 9 75.00% 6 50.00% 3 25.00% 1 8.33% 2 16.67%

118. 疑

问句
12 8 66.67% 0 0.00% 6 50.00% 8 66.67% 0 0.00%

132. 疑

问句
12 6 50.00% 3 25.00% 6 50.00% 2 16.67% 1 8.33%

17. 感叹

句
12 8 66.67% 8 66.67% 0 0.00% 0 0.00% 4 33.33%

18. 感叹

句
12 6 50.00% 6 50.00% 0 0.00% 0 0.00% 8 66.67%

39. 感叹

句
12 6 50.00% 6 50.00% 0 0.00%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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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感知实验自然句错误率等于或大于 50.00%的分析结果

44. 感叹

句
12 11 91.67% 8 66.67% 0 0.00% 3 25.00% 0 0.00%

100. 感

叹句
12 12 100.00% 10 83.33% 2 16.67% 0 0.00% 0 0.00%

根据上表所示，自然句听辨在错误率高于等于 50%的句子中，有 12 个陈述

句，3个疑问句，5 个感叹句，其中 12 个陈述句中，有 10 个被大于或等于半数

听音者判断为祈使句，而所有的感叹句，都被大于或等于半数听音者判断为陈述

句。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出，其中比较容易混淆的是陈述句和祈使句，感叹句和陈

述句。

表 4.22 感知实验实验句错误率超过等于或大于 50%的分析结果

152. 感叹句 12 9 75.00% 5 41.67% 1 8.33% 3 25.00% 3 25.00%

154. 疑问句 12 7 58.33% 6 50.00% 5 41.67% 1 8.33% 0 0.00%

155. 感叹句 12 8 66.67% 4 33.33% 1 8.33% 0 0.00% 2 16.67%

156. 祈使句 12 9 75.00% 4 33.33% 0 0.00% 3 25.00% 5 41.67%

158. 疑问句 12 10 83.33% 8 66.67% 2 16.67% 0 0.00% 2 16.67%

159. 祈使句 12 6 50.00% 3 25.00% 2 16.67% 6 50.00% 1 8.33%

160. 感叹句 12 9 75.00% 4 33.33% 1 8.33% 4 33.33% 3 25.00%

162. 疑问句 12 11 91.67% 7 58.33% 2 16.67% 4 33.33% 0 0.00%

164. 感叹句 12 10 83.33% 6 50.00% 0 0.00% 4 33.33% 2 16.67%

166. 疑问句 12 8 66.67% 6 50.00% 4 33.33% 2 16.67% 0 0.00%

在 16 句实验句中，有 10 句被大于或等于半数听音者判断错误，其中疑问句

为 4句，祈使句为 2句，感叹句为 4句。其中疑问句大于或等于半数听音者判断

为陈述句。祈使句的判断错误比较分散，感叹句也相对分散，在被判断为陈述句

的比率更高。我们可以初步估计，在完全靠语调来判别句类的情况下，泰国中高

级汉语水平学习者的情况判断失误率较高，可以推断出，学习者对语调知识的掌

握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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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声学分析

第一节 陈述句

一、起伏度

石峰老师在 2009 年发表的《汉语普通话陈述句语调的起伏度中，通过对四

个普通话发音人的考察分析，得出在陈述句和调群中音高下倾都是主流，是无标

记的，下降的幅度也较为自由，音高上升也是有标记的，且其上升的幅度和位置

都受到制约。

本人对泰国中高级汉语水平学习者进行了起伏度调查，并将其与中国籍发音

人做了对比。

泰国男发音人陈述句起伏度 中国男发音人陈述句起伏度

泰国女发音人陈述句起伏度 中国女发音人陈述句起伏度

图 5.1 陈述句语句调域格局图

根据陈述句语句调域格局图，泰国男发音人、中国男发音人、泰国女发音人

和中国女发音人的陈述句起伏度都成音高下倾。泰国男发音人的音高最高点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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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句中上线，最低点出现在句末下线，中国男发音人的音高最高点出现在句中上

线，最低点出现在句末下线。泰国男发音人句首调群最高点（97）低于中国男发

音人（100），句首调群最低点（33）高于中国男发音人句首调群最低点（30）。

泰国男发音人的句中调群最高点（100）高于中国男发音人的最高点（80）。泰

国男发音人句末调域最高点（87）高于泰国男发音人句末调域最低点（85）。两

人的句末调域最低音（0）一样。泰国男发音人整体呈现先升后降，中国男发音

人整体先降再升。

泰国女发音人和中国女发音人的起伏度的上线和下线下倾趋势都比较明显。

除了泰国女发音人的句首调群最高点（100）和中国女发音人句首调域最高点

（100）一样外，泰国女发音人的句首调群最低点（53）低于泰国女发音人的句

首调群最低点（64）。泰国女发音人的句中调群的最高点（95）和最低点（38）

都低于泰国女发音人句中调群的的最高点（78）和最低点（35）。泰国女发音人

的句末调群的最高点（53）低于泰国女发音人句中调群和最高点（55）。泰国女

发音人和中国女发音人句末调群的最低点都达到了 0。

二、音量比

句子音强的音量比计算是以音节的幅度积的相对百分比值为依据计算的，如

果最后得出的百分比值大于 1，则可以认为是发生了声音强度的相对加大，相反

的则是声音强度的弱化。

表 5.1 四位发音人陈述句音量比统计表

音量比

发音人

张 医 生 星 期 一 开 私 家 车

泰国男发音人
1.56 0.86 1.02 1.14 0.44 0.96 1.17 1.06 0.79 1.01

中国男发音人
1.19 0.68 1.52 1.16 1.31 0.75 0.72 1.01 0.77 0.89

泰国女发音人
1.09 1.24 1.13 0.87 0.73 1.43 0.90 0.44 0.92 1.26

中国女发音人
1.47 1.26 1.96 0.71 0.47 0.97 0.53 0.25 0.87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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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男发音人陈述句音量比 中国男发音人陈述句音量比

泰国女发音人陈述句音量比 中国女发音人陈述句音量比

图 5.2 四位发音人陈述句音量比

根据上图中国男发音人和中国女发音人的音量最高点在句首末字“生”上，

泰国男发音人在句首首字“张”上，泰国女发音人在句中末字“一”上。中国女

发音和泰国女发音人的最低点一样在句末首字“私”上，泰国男发音人在最低点

在句中中字“期”上，中国男发音人在句首中字“医”上。

三、停延率

音节停延率计算是以音节相对时长的百分比值以依据进行的，通过用句子中

的各音节的时长除以本句所有的时长，就可以得到该音节的相对时长，如果数据

大于 1，则会被认为发生了音段延长。下表中本人以加粗字体和下划线标示相对

时长大于 1的音节，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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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四位发音人陈述句停延率统计表

停延率

发音人

张 医 生 星 期 一 开 私 家 车

泰国男发音人
1.16 0.83 1.29 1.01 0.75 0.75 1.08 1.19 0.74 1.19

中国男发音人
1.19 0.68 1.52 1.16 1.31 0.75 0.72 1.01 0.77 0.89

泰国女发音人
0.86 0.69 1.46 0.99 1.17 1.02 0.80 0.97 0.78 1.27

中国女发音人
0.79 0.86 1.48 0.75 1.00 1.09 0.88 0.48 0.77 1.91

泰国男发音人陈述句停延率 中国男发音人陈述句停延率

泰国女发音人陈述句停延率 中国女发音人陈述句停延率

图 5.3 四位发音人陈述句停延率

根据上表和上图可以看出，发音人在疑问句句首韵律词末字“生”都发生了

延长，泰国男发音人、泰国女发音人和中国女发音人句末韵律词末字“车”都发

生了延时。泰国男发音人和中国男发音人的全句最大延时都在句首末字上；泰国

女发音人和中国女发音人的全句最大延时都在句末末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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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疑问句

一、起伏度

泰国男发音人疑问句起伏度 中国男发音人疑问句起伏度

泰国女发音人疑问句起伏度 中国女发音人疑问句起伏度

图 5.4 疑问句语句调域格局图

2010 年石锋和王萍曾一起对汉语普通话疑问句语调的起伏度做过研究。并

得出了北京话疑问句的语调的主要表现的两个特征：一是调域提高，二是调域扩

展。这两点我们通过上图中中国男发音人疑问句起伏度和中国发音人疑问句起伏

度都体现了这两点，调域提高和调域扩展。泰国男发音人的调域是先下倾再上升，

音高最高点在句首，整体呈下降趋势，调域也没有缩小。泰国女发音人的调域是

先下倾再上升，音高的最高点在句末上线，整体呈上升趋势。在句末达到调域最

高点调域先扩张再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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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量比

表 5.3 四位发音人疑问句音量比统计表

音量比

发音人

张 医 生 星 期 一 开 私 家 车

泰国男发音人
1.33 0.98 1.14 1.13 0.46 1.39 0.77 0.76 0.85 1.18

中国男发音人
1.08 1.39 1.12 1.06 0.82 1.14 0.82 0.75 0.55 1.26

泰国女发音人
1.16 0.83 1.29 1.01 0.75 0.75 1.08 1.19 0.74 1.19

中国女发音人
1.57 1.21 1.92 0.89 0.38 1.16 0.40 0.21 0.82 1.43

泰国男发音人疑问句音量比 中国男发音人疑问句音量比

泰国女发音人疑问句音量比 中国女发音人疑问句音量比

图 5.5 四位发音人疑问句音量比

由上面的图片所示，我们能看出四位发音人在句首首字、句首末字和句末

末字都出现了音强加强。中国男发音人和中国女发音人的音量最大值都在句首

韵律词末字“生”上，泰国男发音人的音量最大值在句中末字“一”上，泰国女

发音人的音量最大值在句首中字“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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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停延率

5.4 四位发音人疑问句停延率统计表

停延率

发音人

张 医 生 星 期 一 开 私 家 车

泰国男发音人
1.04 0.90 1.37 1.05 0.70 0.93 0.86 0.98 0.78 1.38

中国男发音人
1.16 0.83 1.29 1.01 0.75 0.75 1.08 1.19 0.74 1.19

泰国女发音人
0.84 0.81 1.39 1.11 0.89 1.03 0.83 0.90 0.75 1.43

中国女发音人
1.00 0.75 1.62 0.80 0.75 1.19 0.79 0.54 0.62 1.93

泰国男发音人疑问句停延率 中国男发音人疑问句停延率

泰国女发音人疑问句停延率 中国女发音人疑问句停延率

图 5.6 四位发音人疑问句停延率

根据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四位发音人在句首末字“生”和句末末字“车”

都发生了延时。泰国男发音人和泰国女发音人的音强最高点在句末末字。中国男

发音人音强最高点在句首末字“生”上，中国女发音人音强最高点在句末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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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祈使句

一、起伏度

泰国男发音人祈使句起伏度 中国男发音人祈使句起伏度

泰国女发音人祈使句起伏度 中国女发音人祈使句起伏度

图 5.7 祈使句语句调域格局图

本论文中的命令句模仿了石锋《普通话命令语调的时长和音量分析》中的

一般命令句，采用“呼语+“你”+命令动作”三个部分构成的“孙三，你走开。”

中国男发音人祈使句调群的音高最高点在呼语的末字“三”上，泰国男发音的音

高最高点在“你”上，泰国女发音人的音高最高点在呼语的首字“孙”上。因为

该实验句句首和句末字都是阴平，所以通过观察句首句末字的音高，我们可以判

断，四个发音人祈使句命令句整体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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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量比

表 5.5 四位发音人祈使句音量比统计表

音量比

发音人

孙 三 你 走 开

泰国男发音人
1.01 1.38 0.87 0.68 1.07

中国男发音人
1.35 1.22 1.15 0.37 0.91

泰国女发音人
1.24 1.63 0.75 0.72 0.66

中国女发音人
0.76 1.55 0.48 1.11 1.11

泰国男发音人祈使句音量比 中国男发音人祈使句音量比

泰国女发音人祈使句音量比 中国女发音人祈使句音量比

图 5.8 四位发音人祈使句音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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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四位发音人祈使句停延率统计表

停延率

发音人

孙 三 你 走 开

泰国男发音人
0.98 1.13 0.83 0.74 1.32

中国男发音人
1.11 1.17 0.82 0.71 1.20

泰国女发音人
0.99 1.45 0.69 0.90 0.97

中国女发音人
1.02 1.26 0.63 0.68 1.40

由上图可以看出，泰国男发音人、中国男发音人和中国女发音人的音量最大

值都在呼语末字“三”上，泰国女发音人的音量最大值在呼语的“孙”上。

三、停延率

泰国男发音人祈使句停延率 中国男发音人祈使句停延率

泰国男发音人祈使句停延率 中国男发音人祈使句停延率

图 5.9 四位发音人祈使句停延率

由上图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男发音人和中国女发音人，在呼语两个字和命令

动作末字上都发生延时。泰国男发音人和泰国女发音人在呼语末字“三”上都出

现了延时，泰国男发音人在命令动作的末字上也出现了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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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感叹句

一、起伏度

泰国男发音人感叹句起伏度 中国男发音人感叹句起伏度

泰国女发音人感叹句起伏度 中国女发音人感叹句起伏度

图 5.10 感叹句语句调域格局图

本文感叹句借用了林茂灿先生《汉语语调实验研究》中汉语无标记感叹句语

调研究部分的实验句。“快看，墙上有窗。”泰国男发音人音高最高点在“快”

字上线，中国男发音人和泰国女发音人的音高最高点在“看”字的上线。中国女

发音人的音高最高点在“快”和“看”上。中国男发音人和中国女发音人音高最

低点都在“有”字上，泰国男发音人和泰国女发音的音高最低点都在“看”字上，

而且“看”字发生了调域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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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量比

表 5.7 四位发音人感叹句音量比统计表

音量比

发音人

快 看 墙 上 有 窗

泰国男发音人
0.94 0.88 1.12 1.17 0.52 1.36

中国男发音人
0.94 0.88 1.12 1.17 0.52 1.36

泰国女发音人
0.96 0.82 0.87 1.04 0.76 1.55

中国女发音人
0.74 1.53 0.74 0.73 0.99 1.27

泰国男发音人感叹句音量比 中国男发音人感叹句音量比

泰国女发音人感叹句音量比 中国女发音人感叹句音量比

图 5.11 四个发音人感叹句音量比

由上图可以看出，四个发音人的感叹句句末字音量比都发生了声量加大，

泰国男发音人、中国男发音人和泰国女发音人和的音量最大值都在句末字“窗”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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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停延率

5.8 四位发音人感叹句停延率统计表

停延率

发音人

快 看 墙 上 有 窗

泰国男发音人
0.78 1.02 1.02 1.23 0.66 1.29

中国男发音人
0.90 1.13 1.10 0.79 0.58 1.50

泰国女发音人
0.90 1.13 1.10 0.79 0.58 1.50

中国女发音人
0.87 1.26 0.87 0.66 0.62 1.71

泰国男发音人感叹句停延率 中国男发音人感叹句停延率

泰国女发音人感叹句停延率 中国女发音人感叹句停延率

图 5.12 四个发音人感叹句停延率

根据上图可发现，四位发言人在“看”、“墙”和“窗”字上都出现了延

时，并在句末字“窗”上达到最大值。泰国男发音人在“上”字上也出现了延时。

语其他发音人不同，可见男发音人在在感叹句停延率上掌握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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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泰国学习者语调偏误原因及教学建议

第一节 泰国学习者语调偏误原因

语调的变化主要靠音高、音强及音长的变化实现，根据感知实验分析，学生

对陈述句的判断正确率较高，和声学实验泰国学生的陈述句达到了音高下倾，虽

然时长偏长一些，但是字首和字尾的音量比与汉语母语者接近，发音比较标准，

一是因为陈述句本是汉语在生活中使用率较高句类；二是因为汉语教材主要以陈

述句为主；三是陈述句也是泰语的主要句类。所以，学习者比较容易习得。

根据实验分析，中高水平汉语学习者的无标记疑问句的听辫能力比较差，在

同样的，总错误率高达 79.17%，学生没有办法区分无标记疑问句和陈述句区别，

在发音过程中也无法读出上升调，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泰语中，几乎很少

有语调疑问句，如果想体现疑问句的提问，需要加语气词或者使用疑问句特指形

式。

学习者祈使句偏误的原因是因为祈使句的功能比较多，它除了可以表达命

令、禁止，还可以表达请求和劝阻。这两类句子都用降语调，可是语气词越不尽

相同。命令禁止式的句子一般急降而短促，且不大用语气词，就如感知实验里的

实验句祈使句。如果学生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的话，就很有可能回判断成同样是

降调的陈述句。

感叹句是带有浓厚感情的句子，一般是降语调，泰国学习者无法正确判断出

感叹句的原因应该对感叹句的定义理解不足，因为很多人以为感叹句就是表示开

心，其感叹句还可以表达很多其他的浓厚感情，比如惊讶、悲哀、愤怒、厌恶、

恐惧等情感，有的又叹词组成。

第二节 泰国学习者语调教学建议

语调是就是说话和朗读时要注意句子有停顿，声音轻重、快慢、和高低的

变化，要求说话者或者朗读者要能正确地处理好停顿、语速和句调的关系。

一、停顿教学

（一）停顿教学要求学生首先需要掌握好如何运用和理解标点符号。句子与句子

之间跟据不同的标点符号，会有长短不同的停顿。在书面语表达中，标点符号就

是停顿的重要参考标准，关于停顿的长短，要注意教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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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句中符号，顿号最短，逗号次之，再者便是分号，破折号也许要停顿。

<2> 句子末尾的符号有省略号，句号、问号和感叹号等都需要停顿，要挺

得比句中符号更长一些。

<3> 冒号的停顿，要比分号长一些比句末符号短一下。章节和段落之间的

停顿要比句子更长。

（二）对于中间没有标点符号的较长单句，一口气读完比较费劲还不好

听，此类句子应按照语法成分停顿。

<1>主语部分或者谓语部分比较长的时候，可以在主语或者谓语之前停

顿。

<2>宾语比较长的时候，可以在宾语前稍做停顿。

<3>状语比较长的情况下，可以在状语后稍做停顿。

<4>补语比较长的时候，可以在补语前稍做停顿。

二、语速教学

语速是说话、朗读时吐字快慢的不同。朗读不同的句式和不同的文章，应该

采用不同的语速。

（一）朗读抒情性的部分

一般在读到文章痛苦、悲伤的部分，语速会较慢。读到快乐、激动的部分，

语速会较快。

（二）朗读陈述性的部分

读议论和说明的一类文字。语速应该不紧不慢，平缓有致。

三、句调教学

句调是指整个句子的音高的高、低、升、降的变化。

句调的变化在表达口语的语气时非常重要。汉语中常见的句调有 4种：

（一）升调

句子的调子由平升高，常常用于疑问语气，表示征询、疑惑、反问、惊异、

号召、鼓动、呼唤等语气，升调仅用于疑问句，但不是所有的疑问句都是升调。

（二）降调

句子的降调是说话时句尾前高后低，可表示陈述、祈使、感叹等预期，

（三）平调

平调指句子中没有明显的升降趋势，调高一般较平展，但时长会延长。平调

用于表示冷淡、含蓄的讽刺等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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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曲折调

曲折调是指说话时句调高低有曲折，升高后降低或者降低后升高，一般多为

“低-高-低”。一般多用于表示怀疑、讽刺、愤怒等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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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文主要实验共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感知实验，让被实验者听辨录音材料，

分析泰国中高级学生对语调的感知分辨；二是软件进行声学实验分析，分析泰国

中高级汉语学习者对语调的掌握情况。

本次听辨实验结果证明：一、对于有标记的句子，泰国中高级的学生判断

句类的准确率较高，错误点不同，并没有规律；二、在没无标记句类中，泰国的

学生的语调辨识度非常低，在 16 句实验句中，有 10 句被大于或等于半数听音者

判断错误，其中疑问句为 4句，祈使句为 2句，感叹句为 4句。

本次声学实验分析中，一、泰国男实验者的疑问句起伏度，没有呈上升趋

势；祈使句中呼语部分的声量最大值应在呼语末字，而泰国女发音人音量最大值

在呼语首字。诸如此类的细节区别比较多。总之，男学习者和女学习者的测试结

果并非都相同。

但是还是总结出了，泰国中高级汉语学习者的语调掌握还不是很扎实。由

于中高级的学生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知识已经比较扎实稳定，此时语调的

运用就更加重要，在自由表达的过程中，如果不能正确地掌握语调的语气，就会

在生活中造成错误理解，并有可能引起误会。

所以，在中高级中，语调的教学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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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荏苒，两年的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即将结束，在泰国学习的这段时间使我

受益匪浅。经历大半年时间的磨砺，硕士毕业论文终于完稿，回首大半年来收集、

整理、思索、停滞、修改直至最终完成的过程，我得到了许多的关怀和帮助，现

在要向他们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

首先，我要深深感谢我的导师李超老师。李老师为人谦和，平易近人。在论

文的选题、搜集资料和写作阶段，李老师都倾注了极大的关怀和鼓励。在论文的

写作过程中，每当我有所疑问，李老师总会放下繁忙的工作，不厌其烦地指点我；

在我初稿完成之后，李老师又在百忙之中抽出空来对我的论文认真的批改，字字

句句把关，提出许多中肯的指导意见，使我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不致迷失方向。

他严谨的治学之风和对事业的孜孜追求将影响和激励我的一生，他对我的关心和

教诲我更将永远铭记。借此机会，我谨向李老师致以深深地谢意。

其次，我还要感谢华侨崇圣大学中文系尹士伟、李寅生、唐七元等老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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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和迅速提升能力；我还要感谢我的班主任田野老师这几年来对我的关

心、帮助与支持；同时也感谢这两年年来与我互勉互励的诸位同学，在各位同学

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始终拥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和一个积极向上的学习氛

围，能在这样一个团队中度过，是我极大的荣幸.

同时也感谢在在我论文资料收集中，为我做问卷调查和语音录音的朋友

们，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帮助我完成了第一手语料的收集，感谢他们对本文调查

工作所提供的大力帮助与支持。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父母和我的朋友们，

他们给我极大的鼓励与朴素的帮助。

最后，我要感谢参与我论文评审和答辩的普墨林主席和评委老师们，他们给

了我一个审视几年来学习成果的机会，让我能够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他们对我

的帮助是一笔无价的财富。我将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中加倍努力，以期能够取得

更多成果回报他们、回报社会。再次感谢他们，祝他们一生幸福、安康!

吴佳宝

2018 年 4 月于华侨崇圣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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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泰国中高级汉语学习者语调感知实验调查卷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为了更有效、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泰国汉语学习者的

语调教学，我们现就泰国中高级汉语学习者对语调感知的情况进行调查，诚邀您

参与我们的问卷调查。我们保证不泄露您的任何隐私，请放心认真填写。感谢您

付出宝贵的时间填写问卷。

一、个人信息

Q1：你的名字： ____________
Q2：你的年龄： ____________
Q3：你学习汉语________年
Q3： 性别： ○ A. 男 ○ B. 女

Q4： 学校： ____________
Q5： 年级： ____________
Q6：HSK 等级：

○ A. 三级 ____________分 ○ B. 四级 ____________分
○ C. 五级 ____________分 ○ D. 六级 ____________分
二、感知实验

听录音，并判断所听的句子的语气类型。汉语语气大致分为陈述句（�峰ᖱ듨Ӻ먀ᝁ䁰怲

�体���、疑问句（�峰ᖱ듨Ӻ먀먀w�����、祈使句（�峰ᖱ듨Ӻ먀먀w�㸳橔㈠〴〠体ᖱ䘲䁰峰䁰〴�和感叹句（�峰ᖱ듨Ӻ먀䁰¥���）四个类

型。

Q1： ○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2： ○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3： ○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4： ○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5： ○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6： ○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7： ○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8： ○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9： ○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0：○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1：○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2：○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3：○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4：○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5：○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6：○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7：○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8：○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9：○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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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0：○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21：○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22：○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23：○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24：○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25：○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26：○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27：○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28：○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29：○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30：○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31：○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32：○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33：○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34：○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35：○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36：○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37：○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38：○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39：○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40：○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41：○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42：○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43：○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44：○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45：○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46：○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47：○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48：○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49：○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50：○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51：○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52：○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53：○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54：○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55：○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56：○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57：○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58：○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59：○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60：○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61：○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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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2：○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63：○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64：○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65：○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66：○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67：○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68：○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69：○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70：○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71：○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72：○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73：○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74：○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75：○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76：○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77：○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78：○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79：○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80：○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81：○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82：○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83：○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84：○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85：○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86：○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87：○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88：○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89：○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90：○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91：○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92：○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93：○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94：○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95：○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96：○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97：○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98：○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99：○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00：○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01：○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02：○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03：○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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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4：○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05：○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06：○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07：○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08：○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09：○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10：○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11：○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12：○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13：○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14：○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15：○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16：○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17：○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18：○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19：○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20：○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21：○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22：○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23：○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24：○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25：○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26：○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27：○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28：○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29：○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30：○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31：○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32：○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33：○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34：○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35：○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36：○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37：○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38：○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39：○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40：○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41：○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42：○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43：○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44：○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45：○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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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46：○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47：○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48：○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49：○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50：○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51：○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52：○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53：○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54：○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55：○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56：○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57：○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58：○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59：○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60：○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61：○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62：○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63：○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64：○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65：○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Q166：○ A. 陈述句 ○ B. 疑问句 ○ C. 祈使句 ○ C. 感叹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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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感知实验听力材料

1.我不是学生。

2.他没去医院。

3.那个人是谁？

4.你别去游泳了。

5.我明天一定来。

6.我们必须想个好主意。

7.她很高兴。

8.太好了！

9..那里的天气非常热。

10.加油站附近禁止打电话。

11.我最喜欢喝咖啡。

12.明天会更好。

13.你喝不喝茶？

14.雨越下越大。

15.这儿的西瓜特别甜。

16.你最好别告诉他答案。

17.这些孩子多可爱呀！

18.她唱得好极了！

19.中国的大城市，我几乎都去过。

20.我们都看见那个人了。

21.他们一起去机场了。

22.请你把空调关掉。

23.这些药一共 300 元。

24.我只去过一次北京。

25.八点时我们正在看电视。

26.你怎么这么慢啊，时间快来不及啦！

27.他已经到学校了。

28.她下星期就回来了。

29.你爱吃什么蔬菜？

30.我先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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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你别告诉他答案。

32.他晚上 11 点才下班。

33.他的成绩一直很好。

34.她总是很忙。

35.请安静，节目马上开始。

36.这孩子的画儿画得好着呢！

37.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手表。

38.她还没起床。

39.你的字写得真漂亮！

40.考试终于结束了。

41.这道题其实很容易。

42.那样做当然不可以。

43.请你把灯关掉。

44.欢迎再来！

45.今天他又迟到了。

46.最近他经常去爬山。

47.因为下雨，所以他还没去踢足球。

48.他 80 岁了，但是身体一点儿毛病也没有。

49.房子虽然旧了，但是很干净。

50.她会说汉语，而且说得很好。

51.好嘞，就按你说的这么办吧！

52..咱们先吃饭，然后去看电影。

53.如果大家都同意，就这样决定了。

54.他一直上网看新闻，一边听音乐。

55.给我打电话或者发电子邮件都可以。

56.我们是打车还是坐地铁？

57.我住在北京。

58.她从中国回来了。

59.加油站附近禁止打电话。

60.她对我很好。

61.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

62.我比她高。

63.图书馆向左走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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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学校离我家很近。

65.这些水果，你要哪一种？

66.真是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

67.你跟我们一起去吧。

68.你想去哪儿?

69.不要为我担心。

70.为了解决环境问题，人们想了很多办法。

71.你女儿几岁了？

72.除了画画儿，她还喜欢跳舞。

73.请你把空调关掉。

74.请把空调打开。

75.我把画儿挂在了墙上。

76.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77.您要两张票，对吗？

78.鱼被小猫吃了。

79.关于这段历史，我知道得很少。

80.我会做饭。

81.你什么时候能来？

82.现在你可以走了。

83.我要学游泳。

84.那你为什么不离开呢？

85.啊，你们看，这儿还有很多漂亮的花呢！

86..明天可能下雨。

87.我们应该在周末开个会。

88.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89.你敢骑马吗？

90.书是我哥哥的。

91.这件衣服是最便宜的。

92.你别告诉他答案。

93.那边打电话的是我丈夫。

94.你喝茶还是喝咖啡？

95.我买了一些吃的。

96.你做得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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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她高兴地笑了。

98.她去医院了。

99.她是经理吗？

100.外面的风刮得正大！

101.你在哪里呢？

102.现在快十点了吧？快走吧。

103.她笑着说：“明天见。”

104.我买了一本书。

105.我学过汉语。

106.你怎么了？

107.你去问问他。

108.这是你的手机吗？

109.让我想一想。

110.明天星期六。

111.我认识他。

112.我们一起去，好吗？

113.今天天气很好。

114.我喝咖啡，你呢？

115.她不在饭店。

116.你是美国人吧？

117.他没去看电影。

118.请告诉我您的电话号码，好吗？

119..你别忘了带护照。

120.你们公司有多少人？

121.别说话了。

122.不要吃太多。

123.中国有 56 个民族。

124.这本书怎么样？

125.我是昨天来的。

126.这是在火车站买的。

127.他为什么没来？

128.他是坐飞机来的。

129.今天比昨天冷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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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你决定了没有？

131.他和我一样高。

132.你不知道加油站禁止抽烟吗？

133.上海没有北京这么冷。

134.从这儿到机场有多远？

135.我把衣服洗干净了。

136.行李箱被司机拿走了。

137.咱们中午吃面条儿，可以吗？

138.他每天骑车上班。

139.桌子上放着一本书。

140.小王叫我去他家玩儿。

141.这台电脑是王老师的吗

142.他们在家吃饭呢。

143.学生们正在打篮球。

144.他买了两斤苹果。

145.我看过这个电影。

146.火车要开了。

147.外面下着雨。

148.图书馆的门开着呢。

149.多么晴朗的天空啊！

150.请把这张表格复印两份。

151.张医生星期一开私家车。

152.快看，墙上有窗！

153.赵四，你出去。

154.张医生星期一开私家车？

155.快看，墙上有人！

156.李敏，你站好。

157.李厂长九点整打洗澡水。

158.陈学员明年前回阳澄湖？

159.孙三，你走开。

160.快看，墙上有雪！

161.陈学员明年前回阳澄湖。

162.李厂长九点整打洗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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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王华，你回来。

164.快看，墙上有画！

165.赵院士六月六去奥地利。

166.赵院士六月六去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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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8 � 255� Ā看�ą�����上Ā看�ą䁞��ć�嗾 䁞 ć看�䁞看 �䁞����画有看�ø晦ć�

�.�. 255� � 2560 Ā看��ą䁞��ć�嗾 䁞 ć看�䁞看 �䁞看��墙画䁞画有䐃���晦�墙

�.�. 256� � �媤嗾嗾䁑䐃上䁞 Ā看��ą䁞��ć�嗾 䁞ć看�䁞看 �䁞䁞�䁞���有画吠�� �画�Āć�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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