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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Experimental Phonetics, this

thesis makes comparison between Thai basic vowels and seven First level Chinese
vowels on the basis of Vowel Pattern Theory and Comparison Analysis Theory to make
simple induction of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For this thesis,using the method of Acoustical Experiment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choose 24 beginners who had studied Chinese for about 3-5 months at the
Huachiew University and Assumption College Rayong in central Thailand. These

experimental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different age groups :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middle-aged, and elderly. With the use of Praat speech software to
analyse the pronunciation of First level Chinese vowels by these four different age

groups by comparing pictures of vowel tongue map.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Chinese
beginners' errors of second language are L1 transfer, age, gender etc.

The result of the experiments show that for different age groups,the process of

Chinese First level vowels is unstable. The peak vowel [i] which is well-learned in the
study for all age groups,is influenced by a similar Thai vowel. The vowels [u] and [a] are
similar to the Thai vowels but there are weak compared vowel [i]. Therefor, vowels [u]

and [a] are more difficult to learn than [i]. The vowel [ɤ] is similar to many vowels in
Thai so the vowel [ɤ] has the most unstable pronunciation. There three vowels [y], [ʅ]
and [ɿ], have no similar pronunciations in Thai. As a result,most Chinese beginners are

unable to pronounce them well. Finally, based on such differences in law coupled with
teaching practice, my thesis aims to offer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eaching
First level Chinese vowels to Thai students of different ages more effectively.

Keywords: Different age groups,Thai students,First level Chinese vowel,Acoustical

experimental



III

泰国不同年龄段汉语初学者的一级元音实验研究

王碧蔚 596013

文学硕士学位（汉语教学）

指导教师: 肖瑜博士

摘要

本文以元音格局理论、对比分析理论为基础，使用对比分析法和实验语音学的

方法对泰国基础元音和中国 7个一级元音进行对比分析，简单归纳中泰语基础元音

的异同。

在泰国罗勇易三仓学校和曼谷华侨大学周末汉语班选取不同年龄段的汉语初

学者为录音对象，将这些实验对象按年龄分为小学、中学、中年、老年四个组，采

集每一个实验对象 7个汉语一级元音发音的录音样本，运用 Praat 语音软件分析，

绘制一级元音舌位图。通过图表和数据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对泰国这两所学校不同

年龄段的汉语初学者 7个汉语一级元音的发音偏误、习得、舌位高低前后进行分析。

通过实验可以看出不论年龄大小跟性别关系，由于母语、年龄、学习时间等因素的

影响，实验对象一级元音发音呈现出规律性的差异。

四个组掌握程度最高的是元音[i]；[u]在泰语中有相似元音，掌握情况相对较

好；[a]在泰语中有相似元音，但相似程度低于[i]和[u]，因此[a]的发音在各个组

别中不稳定；元音[ɤ]在中泰语中有多个类似元音，非常不稳定。[ɿ]、[ʅ]、[y]三

个元音在泰语中没有类似发音，口型、舌位跟泰语中的发音比较起来差别较大，因

此在各个组别中掌握程度呈现出一些年龄跟性别上的规律。最后根据这些总结的规

律差异结合笔者的一些教学实践提出教学建议和对策，以期能对泰国不同年龄段的

汉语初学者一级元音教学提供一些帮助。

关键词：不同年龄段 泰国汉语初学者 一级元音 语音实验



IV

目 录

� �ê�d䁜��ð�ð䁠 d Ⅰ

� �ê�d䁜��ð�ð�ê��ì� Ⅱ

摘要 Ⅲ

目录 Ⅳ

表目录 Ⅵ

图片目录 Ⅶ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1
第二节 研究内容 2
第三节 研究对象 3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理论基础 3
第五节 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研究现状综述 5

第二章 汉泰一级元音比较 7
第一节 汉泰语音介绍 7
第二节 汉泰一级元音比较 7

第三章 泰国不同年龄段汉语初学者的一级元音习得研究 9
第一节 泰国中部小学组汉语初学者的一级元音习得研究 9
一、 实验对象 9
二、 实验材料 9
三、 实验过程 10
四、 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小学组一级元音语音实验结果分析 14
五、 总结 22

第二节 泰国中部中学组汉语初学者的一级元音习得研究 24
一、实验对象 24
二、实验材料 24
三、实验过程 25
四、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学组一级元音语音实验结果分析 25
五、结论 33

第三节 泰国中部中年组汉语初学者的一级元音习得研究 35
一、实验对象 35
二、实验材料 35
三、实验过程 36
四、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组一级元音语音实验结果分析 36
五、结论 44

第四节 泰国中部老年组汉语初学者的一级元音习得研究 45



V

一、实验对象 45
二、实验材料 45
三、实验过程 46
四、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老年组一级元音语音实验结果分析 46
五、结论 54

第四章 教学建议及对策 57
一、针对泰国中部小学生汉语初学者一级元音学习的教学建议 57
二、针对泰国中部中学生汉语初学者一级元音学习的教学建议 58
三、针对泰国中部成年组汉语初学者一级元音学习的教学建议 59
四、针对泰国中部老年组汉语初学者一级元音学习的教学建 60

第五章 结语 61
参考文献 62
致谢 64
ú�n1êýĉĆ�÷�쳌�d� 65



VI

表目录

表 1 标准汉语普通话和标准泰语元音共振峰 F1、F2 值比较 8

表 2 7 个一级元音发音词 9

表 3 泰国中部小学男生汉语初学者一级元音发音舌位分析 18

表 4 泰国中部小学女生汉语初学者一级元音发音舌位分析 22

表 5 泰国中部小学组男女生一级元音发音比较 24

表 6 发音词表 24

表 7 泰国中部中学男生汉语初学者一级元音发音舌位分析 28

表 8 泰国中部中学女生汉语初学者一级元音发音舌位分析 32

表 9 泰国中部中学组男女生一级元音发音比较 35

表 10 一级元音发音词表 35

表 11 泰国中部中年男性汉语初学者一级元音发音舌位 39

表 12 泰国中部中年女性汉语初学者一级元音发音舌位 43

表 13 泰国中部中年汉语初学者男女性一级元音发音比较 45

表 14 一级元音发音词表 46

表 15 泰国中部老年男性汉语初学者一级元音发音舌位 50

表 16 泰国中部老年女性汉语初学者一级元音发音舌位 54

表 17 泰国中部老年汉语初学者男女性一级元音发音比较 56



VII

图片目录

图 1 中国标准普通话元音舌位图 7

图 2 标准泰语元音舌位图 8

图 3 录音文件图 10

图 4 元音发音波形图 11

图 5 共振峰值图 11

图 6 共振峰值表格图 12

图 7 Bark 值图 12

图 8 V 值作散点图 13

图 9 一年级男生 1 14

图 10 一年级男生 2 15

图 11 一年级男生 3 15

图 12 中国标准普通话男性一级元音舌位图 16

图 13 一年级女生 1 18

图 14 一年级女生 2 19

图 15 一年级女生 3 19

图 16 中国标准普通话女性一级元音舌位图 20

图 17 中学组男生 1 25

图 18 中学组男生 2 25

图 19 中学组男生 3 26

图 20 中国标准普通话男性一级元音舌位图 26

图 21 中学组女生 1 29

图 22 中学组女生 2 29

图 23 中学组女生 3 30

图 24 中国标准普通话女性一级元音舌位图 30

图 25 中年男性 1 36

图 26 中年男性 2 36

图 27 中年男性 3 37

图 28 中国标准普通话男性一级元音舌位图 37

图 29 中年女性 1 40

图 30 中年女性 2 40

图 31 中年女性 2 41

图 32 中国标准普通话女性一级元音舌位图 41



VIII

图 33 老年男性 1 46

图 34 老年男性 2 47

图 35 老年男性 3 47

图 36 中国标准普通话男性一级元音舌位图 48

图 37 老年女性 1 50

图 38 老年女性 2 51

图 39 老年女性 3 51

图 40 中国标准普通话女性一级元音舌位图 52



1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际地位提高，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成为了一种潮流

跟趋势，随之兴起的是一股世界性的“汉语热”，不同肤色、不同国籍、不同年

龄段的人都在学习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亚洲作为对外汉语最蓬勃发展的地区，对

外汉语更是发展得如火如荼，其中的泰国因华人众多，与中国政治、经贸关系紧

密，对外汉语教育的发展也越来越好越来越完善。

笔者在泰国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多年，所接触的教学对象除了正规学校接受教

育的在校学生，也有因工作需要进行短期汉语培训的社会成年人，还有因兴趣爱

好学习汉语的五六十岁的老人家。在这些教学对象中，多数是没有接受过正式或

非正式汉语教育的汉语初学者，笔者在面对这些不同年龄段的汉语初学者进行得

最多的是汉语最基础的包括声母、韵母、声调等的语音教学，而一级元音教学在

汉语语音教学中是基础也是重中之重。

语音、语法、词汇是对外汉语教学中重要的三大部分，学习任何一种语言，

学习者首先接触的都是该种语言的语音。对于母语不是汉语的学习者来说，学习

汉语首先要接触学习的就是汉语的发音，因此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就是语音教

学。元音是音节中的最重要的部分，是语音学中最基本的概念，元音教学在对外

汉语语音教学中非常重要，元音的发音是否正确，直接影响母语为非汉语的学习

者汉语发音的准确性。“元音格局是元音系统性的表现，包括的内容可以是元音

的定位特征、内部变体的分布、整体的配列关系等。依据单元音与音节中其它成

分的组合关系，可以划分出四个元音级别。汉语中，出现在单韵母中的元音是一

级元音。一级元音的格局元音的格局是元音格局的基础，具有典型性。”
①1
本文

要讨论的就是一级元音在泰国不同年龄段的初学者中的习得情况。

语音是贯穿汉语学习者整个学习过程的重点，也是汉语学习初级阶段的主要

难点。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不同年龄段的泰国汉语初学者对元音习得的顺序、

掌握程度、发音准确度等都存在差异，甚至在男女性别上也表现出了一定规律性

的差异。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对不同年龄段汉语初学者一级元音习得的情况做一

个语音实验方面的分析研究，通过数据跟图表能发现其中的一些规律，总结归纳

1 石峰《实验音系学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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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这些规律，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提出一些相应的教学建议，在以后的教学中帮

助泰国学生更好更准确的掌握汉语的一级元音。

赵元任先生曾经强调过发音在外国语学习中语音的重要性，语音的学习是

最难和最要紧的部分，应该先于语法跟词汇的学习，发音的正确与否影响着外国

语学习的整个过程。针对现在对外汉语在泰国蓬勃发展的现状，各个不同年龄段

的汉语学习者越来越多，最初级的语音教学也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元音格局理

论、中介语理论和对比分析理论为基础，采集泰国不同年龄段汉语初学者七个一

级元音的录音样本，根据声学实验测量到的共振峰频率数据绘制元音舌位图，通

过分析数据图表研究不同年龄段学习者元音习得顺序、掌握程度以及习得偏误的

分布，总结规律，为对外汉语一级元音教学提供教学策略及教学建议，对对外汉

语教师在面对不同年龄段的泰国汉语初学者的教学时能有所帮助。

第二节 研究内容

对于任何一门语言来说，影响发音人的发音包括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方

面。主观因素主要是发音人自身对语言的理解，客观因素则包括了学习者在年龄、

发音器官、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等多方面，主观和客观多种因素导致了学习者在

学习汉语一级元音时所表现出来的习得顺序、掌握程度、发音准确度等方面都必

然会有所不同。本文主要通过将泰国的汉语初学者按照年龄分成小学生、中学生、

中年人及老年人四个组，每组选取男女生各 3名即 6个实验对象，让实验对象按

组分别朗读汉语发声词表中的七个一级元音发音词，每位发音人每个词读 2遍，

用 Cool Edit Pro 录音软件对他们的发音进行录音样本采集，再用 Praat 语音软

件对这四组实验对象的一级元音的录音样本进行分析语音实验分析，得出数据绘

制语音舌位图，针对不同年龄段学习者一级元音的习得顺序、掌握程度、发音准

确度等做比较分析，并根据这些分析总结归纳出根据年龄段呈现出的的规律性，

即根据年龄所表现出的差异性的规律总结，并对这些规律性的差异结合笔者教学

实践提出教学建议。

实验过程中涉及到的录音对象都是系统学习汉语时间 6-8 个月或者 30-50 个

学时的汉语初学者，选取的汉语一级元音的七个发音词都是相对简单的汉语初学

者学过的词汇，并以拼音和汉字同时出现的形式先呈现给发音人，让发音人熟悉

发音词。因考虑到声调的不同会对一级元音的发音有影响，在录音对象熟悉 7个

带不同声调的发音词后，录音时要求录音对象将 7个发音词中所有的非一声调读

成一声调进行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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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对象

泰国是一个以泰语为主的多民族多语言国家，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民族有不

同的语言。标准泰语主要是指曼谷地区发音的泰语，泰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泰

语发音会跟标准泰语有区别，为了避免本次录音对象自身母语泰语差异导致影响

汉语一级元音发音，本文中选取的录音对象都来自泰国中部的曼谷地区和罗勇易

三仓学校，录音对象的母语都是泰语标准口音。

文中一共随机选取 24 位录音对象，不涉及华裔或非华裔，确认没有任何汉

语背景，之前没有接受过系统汉语教育，学习接触汉语在 6-8 个月，系统学习时

间 30-50 学时，来自泰国中部的曼谷地区和罗勇易三仓学校的汉语初学者。

其中，小学组跟中学组的录音对象来自于泰国中部的罗勇府易三仓学校，之

前没有任何的汉语学习经历，在入学后开始学习汉语，并且学习汉语时间不超过

6个月总课时在 30-50 学时之间。

成人组及老年组的录音对象都是来自于泰国曼谷华侨大学华语培训周末班，

之前没有系统学习过汉语，在华语培训班学习汉语不超过 6个月总课时在 30-50

学时之间。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理论基础

实验研究法：“就元音来说，头三个共振峰对元音音色有质的规定性，其中

头两个共振峰 F1 和 F2，对舌位、唇形的改变特别敏感，因而在语音学上常常以

F1、F2 的数值作为描写元音音色的依据”。②2元音舌位的前后高低位置与第一

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元音舌位的高低与第一共振峰即 F1

成反比关系，舌位越高 F1 越小，舌位越低 F1 越大；元音舌位的前后与 F2 值成

正比关系，舌位靠前 F2 越大，舌位靠后 F2 越小。③3将这些对应关系应用到实

验语音中，即根据 F1、F2 的数据以及 Bark 值公式 V值公式得出数据，绘制一级

元音的元音舌位图，在直观的图形中进行分析总结规律。在泰国中部的曼谷地区

和罗勇府随机抽取共 24 名汉语初学者为录音对象，并将发音对象按年龄分为小

学、中学、成人、老年四个组，对录音对象的七个一级元音的发音采集录音样本，

运用 Praat 语音软件做语音实验分析，得出第一共振峰 F1第二共振峰 F2的数值，

2 吴宗济、林茂灿《语音实验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3 贝先明，向拧《实验语音学的级别原理与 praat 软件操作》，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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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算出 Bark 值、V值数据，根据数据绘制元音舌位图，用数据及图表研究不同

年龄段初学者之间的发音规律及偏误情况。

对比分析法：一是对汉语跟泰语一级元音的对比，从比较中找出出两种语言

中相似和有差异的元音（因本文主要是针对泰国中部地区汉语初学者的一级元音

发音习得的语音实验研究，因此关于汉泰一级元音对比本文会借鉴一些前人的研

究成果，大致说明汉泰元音异同以及这些相似性跟差异性对初学者在学习汉语一

级元音时形成的影响）。二是对每组学习者录音样本的分析研究，需要将泰国汉

语初学者的一级元音舌位图跟中国标准普通话的一级元音舌位图进行对比分析

研究，最终得出学习者在汉语一级元音的习得顺序、发音准确度、偏误等方面的

规律及问题。三是针对年龄形成的差异的对比分析，将不同年龄组的录音分析结

果进行对比，查找规律，以促进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以后的学习中更快、更准确的

掌握汉语一级元音。

语音格局理论——石峰《北京话的语音格局》（2002）中提出，“每种语言

和方言的语音都具有系统性，并表现为各自的语音格局（sound pattern）。比

较不同语言和方言的语音格局，对于我们认识不同语言语音规律的共同性特征以

及它们各自的个性特征都及有意义，具有语言类型学的特征。元音格局是元音系

统性的表现，包括元音的定位特征，内部变体的分布，整体的配列关系等。每一

种语言和方言中的元音音位各自形成一个格局。依据主要元音和韵母中其它成分

组合关系的情况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级别：出现在单韵母中的元音是一级元音；能

够带韵头的元音是二级元音；能够带韵尾的元音是三级元音；既能带韵头也能带

韵尾的元音是四级元音。一个元音在同一语言或方言中可以同时是一级、二级、

三级和四级元音。一级元音的格局是全部元音格局的基础，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④4汉语的基础元音即一级元音有七个，[a]、[i]、[u]、[ɤ]、[y]、[ɿ]、[ʅ]，
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泰国不同年龄段的汉语初学者这七个一级元音录音

样本的采集、第一共振峰 F1、第二共振峰 F2 数据分析，绘制元音舌位图，分析

不同年龄段的学习者之间发音的具体情况，发现差异、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

中介语理论——中介语假说最早由美国语言学家 Selinker1969 年提出，逐

渐发展完善。“中介语是第二语言学习者在习得第二语言的过程中，通过一定的

学习策略，在目的语输入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既不同于第一语言也不同于目的语

4 石峰《北京话的语音格局》，南开语言学刊，2002

https://baike.so.com/doc/5935554-61484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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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语言系统，而且这种语言系统是向目的语逐渐过渡的动态系统。”⑤5由

中介语理论发展延伸而出迁移理论，即在学习者学习第二语言过程中，由于母语

与第二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导致的来自母语的正负迁移的影响，起积极影

响作用的是正迁移，起阻碍作用的是负迁移。

对于泰国汉语学习者来说，在汉语语言系统的学习构建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会受到母语泰语的影响，通过对比泰汉语之间的一些相似和差异的地方,将泰语

中的一些形式、规则及发音迁移到汉语学习中,从而影响到作为第二语言汉语的

习得。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影响过程中,既会有正迁移的积极影响,也会有负迁移的

消极作用。也就是说,学习者的母语即泰语的使用习惯可以促进他们在汉语中的

学习,同时也可以阻碍汉语学习。因作者不是专业的泰语学习者，因此本文会借

鉴一些前人对汉泰元音的比较，根据两种语言元音的异同点对汉语初学者的一级

元音发音影响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

第五节 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研究现状综述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与世界上各个国家间的交流合作越来越频

繁，对外汉语得到飞速发展，世界上各个国家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针对对外

汉语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包括对外汉语教学课堂、教学对象、

教材、以及针对教学本体等各个方面的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科技蓬勃发展，计算机在各个行业得到广泛应用。计

算机对语音及长语段可以进行快速的分析与合成，使得人们能用数据、图形更直

观的表现许多过去不能观察到的语音现象，由此实验语音学得到飞速发展，语音

实验室在国内一批知名大学先成立起来，服务于语音教学。

近年来，实验语音学大量运用于语音记录和语音学习的分析研究中。目前，

利用实验语音学对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的研究运用在汉语元音、声母、韵母、声调、

语调、字调等几方面，研究范围主要是泰国、日本、印尼、韩国、美国等国家和

地区。对泰国学习者的的语音实验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声调、元音、声母、字调

等方面。

石峰《北京话的元音格局》利用语音实验测得元音共振峰数据，绘制北京话

声学元音图，并在《实验音系学探索》提出将元音划分为四个级别，即一级元音、

5 王健勤《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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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元音、三级元音、四级元音。⑥6

温宝莹《日本学生汉语元音习得的实验研究》文中，对日本学习者的元音发

音和汉语母语者的元音发音从元音的准确度和集中度两个方面进行比较，同时对

不同等级的学习者的发音进行分组比较，以此分析日本学生的元音发音在不同阶

段的差异以及语音习得的发展状况。⑦7

顾伽媛《越南留学生汉语一级元音习得研究》，以中介语理论和元音格局理

论为指导，运用语音实验研究分析了越南语一级元音格局，再与汉语元音格局进

行比较，归纳两者异同，在此基础上分析研究越南留学生汉语一级元音的学习情

况。该篇文章选取广西大学越南留学生为研究对象，根据汉语水平分成初、中、

高三个级别，分析不同汉语水平的越南留学生元音习得的情况。⑧8

廖涌舜《零起点泰国汉语学习者元音习得偏误分析》，作者首先比较了汉语

和泰语两种语言的元音系统，并对泰国学生的元音习得偏误做了调查分析及预

测，还对元音习得难度作了等级划分。在此基础上，对学生进行单元音、二合元

音、三合元音分别做声学实验研究，分析泰国学生在元音习得上的偏误，并通过

数据和语图分析元音偏误，最后针对这些偏误提出教学建议。⑨9

陈晨《泰国学生汉语元音习得中迁移现象的声学实验研究》，分析比较泰语、

英语、汉语的元音格局图，根据实验数据图表分析母语泰语对泰国学生汉语元音

习得的影响，以及英语作为第一外语对汉语第二外语元音习得的影响，分析了泰

国学生汉语中介语元音系统构建过程与母语元音习得顺序的相似度。⑩10

陈彧、徐海鹏、高晓颖《泰国留学生汉语元音习得的实验研究》，分别对两

名中国学生和两名泰国学生进行录音样本采集，语音实验分析得出数据作出元音

格局图，对中泰两种语言的元音格局图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比较泰国留学

生跟中国学生的汉语元音发音，并分析泰国留学生汉语元音的发音偏误。⑪11

6 石峰《实验音系学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7 温宝莹.《日本学生汉语元音习得的实验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08
8 顾伽媛.《越南留学生汉语一级元音习得研究》，广西大学，2012
9
廖涌舜.零起点泰国汉语学习者元音习得偏误分析及其教学对策.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10 陈晨.《泰国学生汉语元音习得中迁移现象的声学实验研究》，民族教育研究，2009
11 陈彧,许海鹏,高晓颖.《泰国留学生汉语元音习得的实验研究》，焦作大学学报,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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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汉泰一级元音比较

第一节 汉泰语音介绍

汉语和泰语同属于汉藏语系。汉语由拼音和汉字两部分组成，语音是汉语学

习的基础，包括 21 个声母、39 个韵母、4 个声调三部分。泰语语音系统相对汉

语更复杂，包括 42 个辅音字母、32 个元音字母、5个声调。

本文主要讨论泰国汉语初学者学习汉语 7个一级元音的问题，因此涉及到的

也是泰语元音中的单元音，分析泰国学生母语学习中单元音和汉语学习中的单元

音异同给学习者带来的影响。

第二节 汉泰一级元音比较

汉语的 7个一级元音[i]、[u]、[a]、[ɤ]、[ɿ]、[ʅ]、[y]，泰语中的单元音

分 9组 18 个长短对立存在的基础元音，即[a]、[a:]，[i]、[i:]，[ɯ]、[ɯ:]，

[u]、[u:]，[e]、[e:]，[ɛ]、[ɛ:]，[ɔ]、[ɔ:]，[o]、[o:]，[ə]、[ə:]。

图 1 中国标准普通话元音舌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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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标准泰语元音舌位图

表 1 标准汉语普通话和标准泰语元音共振峰 F1、F2 值比较

通过对中国标准普通话 7个一级元音和标准泰语 18 个元音舌位图和 F1、F2

值的比较，得出以下结论：

1.泰语单元音比汉语单元音多，且泰语分长短元音，汉语元音没有长短之分。

2.通过比较元音共振峰 F1、F2 值，汉泰与元音发音相似的有[i]、[a]、[u]

三个，相似度最高的是元音[i]，其次是元音[u]、[a]。根据中介语理论和母语

迁移理论，泰国学生在学习[i]、[a]、[u]三个元音时，受母语正迁移的影响，

元音[i]应该是最容易掌握发音最准确的，[a]、[u]因泰语跟汉语中相似度不同

程度低于元音[i]，在学习汉语时会受到来自母语的正负迁移影响，出现发音偏

误情况。

3.元音[ɤ]在泰语中类似发音有三个，有相同之处但更多的是类似的发音，

因此会造成泰国汉语初学者在发汉语元音[ɤ]的时候出现发音游移，相当不稳定。

4.根据泰语元音舌位图和中国标准普通话元音舌位图可以看出，汉语中的舌

尖元音[ɿ]、[ʅ]和前高圆唇撮口元音[y]是泰语中没有的，因此在泰国学生学习汉

语一级元音过程中，舌尖元音[ɿ]、[ʅ]和前高圆唇元音[y]的学习是难点和重点，

属于比较难习得难掌握的元音。

单位

HZ

a i u

F1 F2 F1 F2 F1 F2

汉语 650-700 1150-1200 200-280 2000-2400 280-340 530-620

泰语 850-1050 1500-1800 220-290 2200-2900 360-400 750-900



9

第三章 泰国不同年龄段汉语初学者的一级元音习得研究

第一节 泰国中部小学组汉语初学者的一级元音习得研究

一、 实验对象

本文小学组的录音实验对象来自于泰国中部罗勇府易三仓学校一年级学生，

三名男生和三名女生一共六名录音对象，学习汉语一个学期，每个星期两节汉语

课，每节课 50 分钟，学习汉语总学时 30-35 个小时，在此之前没有接受过任何

系统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汉语教育。录音对象随机选取，不涉及华裔和非华裔。

二、实验材料

本论文中涉及到的语音实验发音材料包含了汉语的七个一级元音，因为发音

人都是 3-6 个月汉语初学者，特别是一年级的学生，从生理和心理上来说学习能

力各方面都还比较不稳定，对汉语拼音及汉字的认识非常有限，加上每周只有两

节汉语课，学习时间间隔长短不一等问题，会对学生学习汉语造成一定的影响。

因此选取的发音词都是学生最先认识的比较常见比较简单的日常汉语常用汉字，

都是汉语初学者在 30-50 个学时以内学习过的字词。在实验对象充分认识熟悉上

面的 7 个字词后，再让实验对象将上述 7 个发音词中不是一声调的 yú(鱼)、

bù(不)、sì(四)三个词转换成发成一声调，就得出如下图表中第三行的拼音，7

个发声词都是一声调，尽量避免了声调对元音发音准确度的影响。最后让实验对

象发音进行录音样本采集。最后呈现给发音人的 7个发音词如下表所示：

表 2 7 个一级元音发音词

bā yī yú bù gē sì shī

八 一 鱼 不 哥 四 师

↓ ↓ ↓ ↓ ↓ ↓ ↓

bā yī yū bū gē sī sh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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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验过程

把 7个一级元音发音词发给发音人，让发音人结合发音词表中的第一行拼音

和第二行汉字熟悉 7个发音词，再熟悉第一行的发音后，转换成第二行的一声调

发音，然后进行录音。整个录音过程选择在学校内隔音效果良好的音乐教室进行，

背景噪音控制在-48db 以下。用 SAMSON C03U 录音话筒，Cool Edit Pro 录音软

件分别对 3名男生和 3名女生进行录音样本采集。采集录音样本时确保录音参数

设置准确一致，采样率为 11025HZ,16 位，单声道，每个录音对象每个发音词发

两遍，保存为 WAV 文件。

录音完成后运用 praat 软件对录音样本进行语音实验，测量元音共振峰数据

F1、F2 值，计算 Bark 值 V 值，最后绘制元音舌位图，进行分析。

打开 Prrat 软件后，从文件读入选择要分析的录音文件读入，点击“查看＆

编辑”进入声音编辑器，得到如下图：

图 3 录音文件图

7个一级元音每个音读两遍，一共得到 14 个音节的波形，即每个待测元音有

两个音节波形。选取第一个待测元音 bā的两个音节的波形放大至声音编辑器界面

得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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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元音发音波形图

因为考虑到录音对象为初学者的关系，录音词表中的发音词不是以单元音[a]

的形式出现，而是以拼音 bā出现，所以在选取共振峰取值的时候，将待测元音鼠

标放在共振峰稳定处中间偏后的位置，取时间点 3.404261 秒处会得到 F1（第一

共振峰）、F2（第二共振峰）、F3（第三共振峰）、F4（第四共振峰）四个数值

如下图所示：

图 5 共振峰值图

在本论文中要讨论的是泰国汉语初学者元音发音舌位规律等，涉及到的是第

一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的数值，所以取上图中的第一共振峰 F1 和第二共振峰 F2

的数值即可（F3 和 F4 忽略不计）。将 F1 和 F2 的数值录入相应的 Excel 表格中，

此数值取自于元音[a]放到对应的元音[a]的下面。接下来在 bā的两个波形图中用

同样的方法各取 5个时间点作为测量点，一共 10 个测量点，将取得的 10 个测量

点的 F1 和 F2 值分别录入相应的 Excel 表格中元音[a]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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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完第一个元音 a之后，重复图 P1-2 和图 P1-3 的步骤将剩下的 yī，yū，

bū，gē，sī，shī六个发音词进行取点测量，取 F1、F2 共振峰值，录入 Excel 表

格中[i]、[u]、[ɤ]、[ɿ]、[ʅ]、[y]六个元音下面。现在每个元音下面有取得的

F1、F2 各 10 个测量点数值，然后再将这 10 个数值取平均值，得到如下图所示：

图 6 共振峰值表格图

将得到的全部 7 个一级元音的个 10 组 F1 和 F2 的数值从单位赫兹转换为单

位 Bark，即算 Bark 值。f代表共振峰频率，采用以下公式：

Bark=7*ln{(f/650)+[(f/650)²+1]½}

fx=7*LN((B3/650)+((B3/650)ˆ2+1)ˆ(1/2)

将此公式带入到 Excel 表格中，其中 B3 指 Excel 表格中对应的 F1 或 F2 所

在的表格位置，带入公式得出各组共振峰 F1 和 F2 相对应的 Bark 值数据。将 10

组 Bark 值取平均值然后取整，如下图所示：

图 7 Bark 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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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出 Bark 值后根据 V值公式得出对应的 V1、V2 值，在此之前需要先确定

公式中用到的 B1max 即 B1 最大值，B1min 即 B1 最小值，B2max 即 B2 最大值，B2min

即 B2 最小值。然后带入公式

V1=[(B1x-B1min)/(B1max-B1min)]×100

V2=[(B2x-B2min)/(B2max-B2min)]×100

其中 B1x 和 B2x 是指对应的 Bark 值所在 Excel 表格中相应的位置，确定最

大值最小值带入公式，根据公式得出对应的 V1、V2 值并取整。最后将 V1、V2 值

纵向排列，V2 值在前 V1 值在后，选中所有元音的 V1、V2 值插入 X、Y 散点图。

作出 X、Y散点图后进行坐标调整，分别双击图中的 X、Y坐标轴，在“坐标轴选

项”中选择“逆序刻度值”，设置坐标轴中的“最大值”都为 100，“主要刻度

单位”都为 20，“次要刻度单位”都为 4，如下图所示：

图 8 V 值作散点图

得出一个录音对象的元音舌位图，横轴 X 轴来自于 V2 值，表示该发音人在

发音时候的舌位前后，最大值 100 表示舌位最前，最小值 0表示舌位最后。纵轴

Y轴来自于 V1 值，表示该发音人发音时的舌位高低，最大值 100 表示舌位最低，

最小值为 0表示舌位最高。⑫12

每一个单元音都可以根据语音实验得出的 V值在元音舌位图中确定它相应的

位置。元音舌位图可以反映各个元音之间的分布关系，体现各个元音声学上和生

理上的对应位置关系。

⑫
贝先明，向拧《实验语音学的级别原理与 praat 软件操作》，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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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峰、时秀娟（2007）《汉语方言元音格局的系统性表现》中指出，“V1 值

对应舌位高低，在前元音中 V1 值在 0-20 之间是高元音，在 20-80 之间是中元音，

在 80-100 之间是低元音。在央元音中 V1 值在 0-25 之间是高元音，在 25-75 之

间是中元音，在 75-100 之间是低元音。V2 值对应舌位前后，在高元音中 V2 值在

0-20 之间是后元音，在 20-80 之间是央元音，在 80-100 之间是前元音。在中元

音中 V2 值在 0-40 之间是后元音，在 40-60 之间是央元音，在 60-100 之间是前

元音。”⑬13这成为划分元音舌位高低前后的一个大致参考，应用到对元音格局

的分析中。

四、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小学组一级元音语音实验结果分析

1）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小学组男生组元音舌位图分析

以下是根据小学组 3名男生语音实验数据做出的语音舌位图

图 9 一年级男生 1

13 石峰、时秀娟.《汉语方言元音格局的系统性表现》，语言科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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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一年级男生 2

图 11 一年级男生 3

从上面 3 名一年级男生元音舌位图看出，泰国小学组男性汉语初学者元音

[i]、[u]的发音最稳定，[a]、[ɤ]、[ʅ]相对稳定，所有元音中发音最不稳定的是

[ɿ]、[y]。下图是中国标准汉语普通话男性一级元音元音舌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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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中国标准普通话男性一级元音舌位图

将泰国一年级汉语初学者 3个男生的元音舌位图和中国标准汉语普通话男性

元音舌位图进行比较，分析得出：

1.元音[i]，泰国小学生汉语初学者男生组元音[i]处于元音舌位图的最顶端

位置，跟中国标准普通话男性元音舌位图中元音[i]的位置一致，V1 值为 0，V2

值为 100，舌位正确，发音标准。

2.元音[u]的位置相对稳定，泰国小学生汉语初学者男生组[u]的 V2 值，跟

中国男性标准普通话一致为 0。标准普通话中[u]的 V1 值在 0-20 的中间位置，泰

国组第一位录音对象 V1 值在 20 稍微偏上，余下两位录音对象 V1 值都接近 20。

泰国中部小学组男性汉语初学者[u]的发音不标准，舌位不准确，V1 值偏大，V2

值比较接近标准值，即发音时舌位前后位置没有问题，舌位偏低。

3.元音[a]发音相对稳定，三个发音人中[a]的 V1 值都是 100，跟标准普通话

元音舌位图中[a]的 V1 值相同。标准普通话 V2 值在 40-60 之间接近 40，而泰国

小学组中第一个发音人[a]的 V2 值在 60-80 的中间位置，剩下两个发音人 V2 值

都在 40-60 之间，但是其中一名发音人接近 60，一名发音人在 40-60 的中间位置。

从 V1、V2 值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泰国中部小学汉语初学者男生组元音[a]的发音不

标准，舌位不正确，舌位高低位置合适，但是舌位前后位置不对，普遍偏前。

4.元音[ɤ]发音相对稳定，泰国小学男生组中三个发音人的元音[ɤ]的 V1 值

都在 40 到 60 之间，第一个在 40-60 的中间位置，第二个接近 40，第三个接近

60，V1 值偏高说明舌位偏低。一名发音人 V2 值在 60-80 之间接近 60，剩下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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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音人 V2 值在 40-60 之间，V2 值偏高说明舌位偏于靠前。通过对元音舌位图的

比较，可以看出泰国小学汉语初学者男生组[ɤ]的发音不准确，舌位偏低靠前。

5.元音[ʅ]发音相对稳定，泰国小学男生组三名发音人，第一和第三名发音人

的[ʅ]的 V1 值在 0-20 之间，都比较接近 20，第二位发音人[ʅ]的 V1 值在 40-60 的

中间位置，三个发音人的 V1 值都偏大，说明发音时舌位偏低。泰国小学男生组

三名发音人 V2 值都在 60-80 之间，与中国标准普通话接近，其中第一名发音人

偏低接近 60，另外两名一个处于中间位置一个接近 80，说明发音时舌位高低合

适。泰国小学汉语初学者男生组[ʅ]的发音不够准确，舌位高低合适但是前后位置

偏低。

6.元音[ɿ]的发音不稳定，泰国小学汉语初学者男生组三位发音人[ɿ]的 V1 值

都在 20-40 之间，其中两位接近 20，另外一位在 20-40 的中间偏下位置，所以泰

国小学汉语初学者男生组的[ɿ]的发音舌位总体偏低，高度不够。泰国小学汉语初

学者男生组三位发音人[ɿ]的 V2值处于三个不同的值段，第一位发音人超过了80，

第二位发音人在 40-60 之间接近 60，第三位发音人在 60-80 之间接近 60，说明

泰国小学汉语初学者男生组在发元音[ɿ]的时候 V2 值普遍偏大，舌位过于靠前，

并且舌位前后游移不定，不稳定。甚至第三位发音人[ɿ]的位置是跟元音[ʅ]的位

置是重合在一起的，说明该发音人 si、shi 不分，平舌跟翘舌掌握得不好。

7.泰国小学汉语初学者男生组元音[y]的发音不稳定。泰国小学汉语初学者

男生组三位发音人中，只有一位发音人的 V1 值接近于 0，另外两位都接近 20，

说明泰国小学汉语初学者男生组 V1 值不稳定并趋向偏高，舌位偏低。泰国小学

汉语初学者男生组三位发音人中 V2 值不稳定，第一位发音人 V2 值在 80-100 之

间接近 80，跟标准比较接近，第二位发音人 V2 值在 60-80 之间接近 60，第三位

发音人 V2 值在 20-40 之间接近 40。总体来看，泰国中部小学汉语初学者男生组

只有第一位发音人[y]的发音是比较准确的，剩下两位舌位偏低靠后，发音不准

确，且前后位置相差较大，说明元音[y]发音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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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泰国中部小学男生汉语初学者一级元音发音舌位分析

元音

中国标准普

通话男性

V1 ， V2

小学男生组

[i] 0 ，100 发音标准稳定，舌位前后高低位置合适

[u] 10 ，0 发音不标准，舌位前后合适，高度总体偏低

[y] 1 ，87 发音不准确不稳定，舌位高低前后都不准确，只有一

名发音人近似标准音，该组没有掌握元音[y]

[a] 100 ，40 发音不准确，舌位整体靠前，高低位置合适

[ɤ] 37 ，33 发音不标准，舌位整体靠前偏低

[ʅ] 10 ，77 发音不准确，舌位高低前后不稳定，没有掌握元音[ʅ]

[ɿ] 14 ，38 发音不准确，舌位总体靠前偏低，没有掌握元音[ɿ]

2） 泰国中部小学组汉语初学者女生组元音舌位图分析

下面是泰国中部小学组汉语初学者女生组三名录音对象的元音舌位图：

图 13 一年级女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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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一年级女生 2

图 15 一年级女生 3

上面三幅元音舌位图可以看出泰国中部小学组汉语初学者女生组元音[i]发

音最稳定，处于舌位图的顶点位置，元音[u]、[a]、[ɿ]相对稳定，最不稳定的元

音[ʅ]、[ɤ]、[y]。下面是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一级元音的元音舌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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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中国标准普通话女性一级元音舌位图

将泰国中部小学组汉语初学者女生组三名录音对象的一级元音舌位图与中

国标准普通话女性的一级元音舌位图比较如下：

1.元音[i]，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为 0，V2 值为 100。在泰国小学组

汉语初学者女生组中，3名录音对象的[i]都处于元音舌位图的顶点位置，跟标准

普通话女性元音舌位图中的位置基本一致，发音标准，舌位准确，且发音稳定。

2.元音[a]，在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为 100， V2 值在 40-60 之间中

间稍偏向 40 位置。在泰国小学组汉语初学者女生组中，三名发音人的的 V1 值都

是 100，跟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一致，V2 值前三位发音人都在 40-60 的之间，前

两位发音人的位置跟标准普通话的比较接近在中间位置，第三位发音人 V2 值明

显接近 60，证明该发音人在发元音[a]时舌位偏前，发音不够标准。

3.元音[u]，在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在 0-20 之间靠近 20 的位置，V2

值为 0。在泰国小学组汉语初学者女生组中，三名发音人的的 V1 值都在 20-40 之

间，除了第三位发音人在 20-40 的中间位置，第一、二位发音人的 V1 值明显都

在中间偏下位置靠近 40，V2 值三名发音人都为 0，跟标准普通话中的位置一致。

所以泰国小学组汉语初学者女生组中，元音[u]发音时舌位前后位正确，但是舌

位偏低，发音不标准。

4.元音[ɿ]，在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在 0-20 之间接近于 20 的位置，

V2 值在 40-60 之间，处于中间偏 40 的位置。在泰国小学组汉语初学者女生组中，

三名发音人的的 V1 值都在 20-40 是中间位置，相比起这个女性标准普通话来说

V1 值稍微偏高，舌位偏低。三位发音人的 V2 值都在 60-80 之间，第一和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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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音人在 60-80 的中间位置，第二位接近 60。总体来说泰国小学组汉语初学者女

生组 V2 值过高，舌位太往前，接近于[ʅ]的发音，也即是说该组平舌音发不准确，

si 和 shi 分不清楚，si 发作 shi ,元音[ɿ]发音错误并且是稳定的错误，趋向于

翘舌音。证明该组对象对元音[ɿ]的掌握程度很低。

5.元音[ʅ]，在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在 0-20 之间稍偏向 20 的位置，

V2 值在 60-80 之间稍偏向 80 的位置。在泰国小学组汉语初学者女生组中，三名

发音人中第一位和第三位的 V1 值在 0-20 之间，一个处于中间位置，一个偏向 20，

总体来说跟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中的 V1 值的位置相差不大，证明舌位高低适中。

三名发音人中第一位发音人的 V2 值在 40-60 之间位置，远远低于标准发音中的

V2 值，第二位和第三位发音人的 V2 值在 60-80 之间偏向于 80 的位置，跟标准值

比较接近。总体看来，泰国小学组汉语初学者女生组元音[ʅ]不是很稳定，三名发

音人只有第三名发音人的舌位正确，发音准确，第一位跟第二位要不就是舌位靠

前，要不就是舌位偏低，证明泰国小学组汉语初学者女生可以很好地掌握元音[ʅ]
的发音，只是由于学习时间等一些因素导致发音还不是很稳定。

6.元音[ɤ]在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在 20-40 之间稍偏向 40 的位置，

V2 值在 20-40 之间接近于 40 的位置。在泰国小学组汉语初学者女生组中，三名

发音人的 V1 值都在 40-60 之间，其中第一位和第二位发音人 V1 值处于 40-60 的

中间位置，第三位发音人接近于 60，发音不准确，舌位偏低。三名发音人中第一、

二位的 V2 值在 40-40 之间接近于 40 的位置，跟标准值接近，第三位发音人的

V2 值在 40-60 之间接近 60 的位置，远高于标准值，舌位过于靠前。总体来说，

泰国小学组汉语初学者女生组元音[ɤ]发音不稳定，相对稳定的两名发音人舌位

偏低。

7.元音[y]，在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在 0-20 之间接近于 0 跟 0 重合

的位置，V2 值在 80-100 之间接近于 80 的位置。在泰国小学组汉语初学者女生组

中，三名发音人中值都在 0-20 之间跟 0 重合，跟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的位置一

致，舌位高低没有问题。三名发音人的 V2 值各有不同，其中第一、第二位的 V2

值在 60-80 之间，第一位接近 60，第二位接近 80，第三位在 80-100 之间接近 80

的位置，相对来说第二位和第三位发音人的发音更接近于标准位置。泰国小学组

汉语初学者女生组元音[y]发音不准确，学生能掌握该元音的正确发音，但是不

稳定，舌位偏向于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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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泰国中部小学女生汉语初学者一级元音发音舌位分析

元音

中国标准普

通话女性

V1 ， V2

小学女生组

[i] 0 ，100 发音标准稳定，舌位高低前后位置合适

[u] 14 ，0 发音不标准，舌位前后合适，总体偏低幅度较大

[y] 2 ，82 发音不标准，舌位高低位置正确，前后位置不稳定，

但总体来说跟标准值相差不大。

[a] 100 ，47 发音不标准，高低位置合适，舌位整体靠前

[ɤ] 37 ，34 发音不够标准不够稳定，舌位整体靠前偏低，与标准

值相差不远。

[ʅ] 13 ，73 发音不够标准不够稳定，舌位高低前后不稳定但与标

准值相差不远

[ɿ] 17 ，47 发音不准确，舌位总体靠前偏低，没有掌握元音[ɿ]

五、 总结

1.泰国中部小学组汉语初学者男生组和女生组元音[i]是掌握得最快最好

的，发音标准，舌位合适，在舌位图中与中国标准普通话元音[i]的位置基本一

致。

2.泰国中部小学组汉语初学者中女生组元音[a]发音比男生组标准。发音时，

整组舌位高低没有问题，但男生总体舌位靠前且不稳定，女生舌位前后跟标准普

通话差异很小且稳定，舌位稍微靠前。

3.泰国中部小学组汉语初学者男生组元音[u]的发音比女生组情况好。发音

时，男女生的舌位前后跟中国标准普通话中的位置一致。在舌位高低上，中国标

准普通话中女性元音[u]的舌位比男性的偏低，在泰国中部小学组汉语初学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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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女生组的发音舌位比男生组低，且比标准音舌位低，并且

这种低还呈现出了稳定性。男生组也比男性标准普通话中的舌位低，但是幅度要

比女生组的小得多，发音相对更准确。总体来说，该组男女生元音[u]发音稳定，

但舌位偏低。

4.在泰国中部小学组汉语初学者中女生组元音[ʅ]的发音比男生组好。在中国

标准普通话中元音[ʅ]女性发音比男性发音舌位偏低靠后的情况，在泰国中部小学

组汉语初学者男女组中也存在这种差异性。男生中只有一位发音人的舌位前后位

置相对正确，剩下的都是舌位偏低靠后。女生组中有两名发音人的舌位接近标准

值，稍偏低但较稳定。剩下一位的问题也是跟男生组一样舌位偏低靠后。在男生

组中有一位发音人元音[ʅ]和[ɿ]的位置还发生了重合，但重合的位置并不正确，

si、shi 不分，平翘舌发音混淆。

5.泰国中部小学组汉语初学者元音[ɿ]发音差，没有掌握。在中国标准普通话

中元音[ɿ]女性发音比男性舌位更低更靠前，在泰国中部小学组中元音[ɿ]普遍表

现表现出来的问题也是偏低靠前。总体来说，男生组女生组元音[ɿ]发音都是舌位

偏低靠前，并且跟元音[ʅ]混淆，平翘舌不分，发音不准确。综上所述，元音[ɿ]
属于泰国中部小学组汉语初学者 7个一级元音中的难点，在学习 3-6 个月后，没

有掌握元音[ɿ]的正确发音。

6.泰国中部小学组汉语初学者元音[ɤ]发音有问题，发音不稳定，舌位高低

前后都不准确。男生中有一位舌位高低相对正确，但是舌位前后有问题，女生中

有两位舌位前后相对位置正确，但是舌位高低不对，剩下的舌位前后高低都有问

题。总体来说，泰国中部小学组汉语初学者元音[ɤ]的发音不准确也不稳定，掌

握程度差，舌位普遍靠前偏低。

7.泰国中部小学组汉语初学者女生组元音[y]比男生组掌握得好。男生组中

只有一名发音人的舌位接近标准位置，剩下的两名发音人的舌位都是偏低靠后，

并且不稳定。女生组舌位高低没有问题，接近标准位置，但舌位前后不是很稳定，

有两名发音人接近标准位置但存在差异，另外一名舌位靠后，位置不正确。总体

来说，泰国中部小学组汉语初学者中元音[y] 掌握得不是很好，发音不稳定，舌

位靠后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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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泰国中部小学组男女生一级元音发音比较

元音 泰国中部小学组汉语初学者

男生组 女生组

[i] 标准 标准

[u] 好 一般

[y] 一般 不好

[a] 一般 好

[ɤ] 差 差

[ʅ] 差 一般

[ɿ] 差 差

第二节 泰国中部中学组汉语初学者的一级元音习得研究

一、实验对象

中学组录音对象来自于泰国中部偏东罗勇府易三仓学校中学部的学生，三名

男生和三名女生，系统学习汉语一个学期，每个星期两节汉语课，每节课 50 分

钟，学习汉语总学时 30-35 个小时，在此之前没有接受过任何系统的正式或非正

式的汉语教育。录音对象随机选取，不涉及华裔和非华裔的区别。

二、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同上，如下图所示

表 6 发音词表

bā yī yú bù gē sì shī

八 一 鱼 不 哥 四 师

↓ ↓ ↓ ↓ ↓ ↓ ↓

bā yī yū bū gē sī sh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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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过程

实验过程同上

四、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学组一级元音语音实验结果分析

1）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学组男生组元音舌位图分析

以下是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学组 3名男生的 7个一级元音舌位图：

图 17 中学组男生 1

图 18 中学组男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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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中学组男生 3

以上 3 张图看出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学男生组[i]、[u]、[y]三个元音比

较稳定，[a]、[ɤ]次之，[ʅ]、[ɿ]不稳定且位置重合，证明该组平翘舌不分。

图 20 中国标准普通话男性一级元音舌位图

通过对比分析三幅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学男生组舌位图和中国男性标准

普通话一级元音舌位图，得出：

1.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学男生组发音最稳定最准确的是元音[i]。该组元

音[i]在舌位图中的位置与中国男性标准普通话元音舌位图中的位置基本一致，

说明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学男生组元音[i]掌握得很好，发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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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元音[u]在中国男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在 0-20 的中间位置，V2 值为 0，

属于后高元音。从以上三名男生的元音舌位图可以看出该组录音对象元音[u]的

发音比较稳定，V2 值跟中国男性标准普通话中的位置一致都为 0，但是明显 V1

值要比中国标准男性高，都超过了 20。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学男生组元音[u]

发音时舌位前后合适，但是偏低，且整组都一致偏低。

3.元音[y]在中国男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为 0，V2 值在 80 到 100 之间靠近

中间位置，属于前高元音。通过以上三名发音人的元音舌位图砍一看出该组录音

对象元音[y]发音不稳定，V1 值跟中国男性标准普通话中的位置一致都为 0，但

是V2值，第三位发音人V2值在 40-60之间靠近60的位置，第二位发音人在60-80

之间靠近中间位置，第一位发音人在 80-100 之间稍超过 80 的位置。虽然其中第

三位发音人 V2 值在 80-100 之间，跟中国男性标准普通话在同一个段里面，但明

显没有达到标准的位置。综合以上，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学男生组元音[y]的

发音不标准，舌位高低合适，但舌位前后位置不对，靠后。

4.元音[a]在中国男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 100，V2 值在 20-40 之间基本跟 40

重合，属于央低元音。三名发音人 V1 值基本都在 100，跟中国男性标准普通话的

值一致，但是 V2 值不稳定，且位置不对。第一位发音人 V2 值在 40-60 的中间位

置，明显高于标准值；第二位发音人 V2 值 60-80 之间偏中间的位置，远远高于

标准值；第三位发音人 V2 值在 20-40 的中间位置，低于标准值。泰国中部汉语

初学者中学男生组元音[a]掌握得不好，发音不标准，舌位高低没有问题，但是

前后位置不对，两名发音人舌位靠前，一名发音人舌位偏后，不稳定。

5.元音[ɤ]在中国男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在 20-40 之间接近 40 的位置，V2

值在 20-40 之间接近中间位置，属于央中元音。以上三名发音人的元音舌位图中，

元音[ɤ]的位置不稳定，其中第一位和第二位发音人 V1 值在 40-60 的中间位置，

高于标准值，第三位发音人 V1 值在 60-80 之间偏 80 的位置，远远高于标准值；

三名发音人的 V2 值都在不同的位置，第一位 V2 值在 40-60 的中间位置，第二位

在 60-80 的中间位置，第三位在 40-60 之间靠近 40。总体来说泰国中部汉语初学

者中学男生组元音[ɤ]发音不稳定，舌位偏高，前后位置不对，舌位靠前。

6.元音[ʅ]，[ʅ]在中国男性标准普通话元音舌位图中V1值在0-20的中间位置，

V2 值在 60-80 之间接近 80 的位置，属于央高元音。该组三名发音人元音[ʅ]发音

不正确，三名发音人的 V1 值比较稳定，都在 20-40 之间靠近 20 的位置，但是

V2 值相当不稳定。第一位发音人的 V2 值在 60-80 的中间位置，第二位发音人的

在 80-100 之间靠近 80 的位置，第三位发音人的在 40-60 之间靠近 40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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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学男生组元音[ʅ]发音不准确不稳定，舌位偏低，

舌位前后位置不稳定，总体舌位靠后。

7.元音[ɿ]，[ɿ]在中国男性标准普通话元音舌位图中 V1 值在 0-20 之间偏向

20 的位置，V2 值在 30-40 之间接近于 40 的位置，属于央高元音。在该组三名发

音人的元音舌位图中，可以看出该组发音人元音[ɿ]的发音不稳定，且与标准值相

去甚远。三名发音人的 V1 值基本处于同一个位置，相对稳定，在 20-40 之间靠

近 20 的位置，但是稳定的 V1 值明显稍微高于标准值。而三名发音人的 V2 值不

稳定，第一位发音人的 V2 值在 60-80 的中间位置，第二位发音人的在 80-100 之

间靠近 80 的位置，第三位发音人的在 40-60 之间靠近 40 的位置，都分别不同程

度的高于标准值。综上所述，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学男生组元音[ɿ]的发音不准

确，且不稳定，舌位偏低，舌位前后位置不同程度的偏靠前。

8.从以上三幅元音舌位图还可以看出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学男生组元音[ɿ]
和[ʅ]不清楚，两个元音的点重合，该组并没有很好的掌握[ɿ]和[ʅ]这两个元音。

表 7 泰国中部中学男生汉语初学者一级元音发音舌位分析

元

音

中国标准普

通话男性

V1 ， V2

中学男生组

[i] 0 ，100 发音标准稳定，舌位前后高低位置合适

[u] 10 ，0 发音不标准，舌位前后合适，舌位高度总体偏低，幅度在

10-15 之间

[y] 1 ，87 发音不标准，舌位高低合适，不同程度靠后

[a] 100 ，40 发音不标准，舌位高低合适，前后位置不稳定

[ɤ] 37 ，33 发音不准确，舌位不稳定整体靠前偏低且远离标准值

[ʅ] 10 ，77 发音不准确，舌位高低前后不稳定，且[ɿ]、[ʅ]两个点在

重合，该组平翘舌不分，没有掌握这两个元音[ɿ] 1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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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学女生组元音舌位图分析

以下是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学女生组三名发音人的一级元音舌位图：

图 21 中学组女生 1

图 22 中学组女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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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中学组女生 3

通过以上三幅图可以看出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学女生组[i]、[u]、[a]三

个元音比较稳定，[ɤ]、[y]、[ʅ]、[ɿ]发音都不稳定。

下面是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一级元音舌位图：

图 24 中国标准普通话女性一级元音舌位图

通过上面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学女生组的三幅元音舌位图跟中国女性标

准普通话元音舌位图对比，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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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顶点元音[i]是三名发音人所有一级元音中发音最稳定、最准确的元音，

舌位高低前后没有问题，与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元音舌位图中元音[i]的位置基

本重合。

2.后高元音[u]，在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中 V1值在 0-20 之间靠近 20的位置，

V2 值为 0。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学女生组的三名发音人元音舌位图中，元音

[u]的 V2 值在 0-20 之间基本跟 20 重合，V1 值跟标准值一样为 0。该组女生元音

[u]发音准确，舌位前后合适，V1 值稍比标准值高，证明舌位略偏低，总体来说

没有太大的问题。

3.央低元音[a]，在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为 100，V2 值在 40-60 中间

稍靠 40 的位置。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学女生组的三名发音人元音舌位图中 V1

值都为 100 跟标准值一致。三名发音人的 V2 值都-在之间，其中第一位和第二位

发音人位置基本一致在 40-60 的中间位置，第三名发音人在靠近 40 的位置。总

体看来，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学女生组元音[a]不够准确，舌位高低合适，舌

位前后有差但不大且相对稳定。

4.央中元音[ɤ]，在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在 20-40 之间靠近 40 的位

置，V2 值也是在 20-40 之间靠近 40 的位置。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学女生组的

三名发音人元音舌位图中 V1 值都稳定地在 40-60 之间基本与 60 重合的位置，明

显高于标准值；第一位发音人 V2 值在 20-40 之间但是接近 40 的位置，明显高于

标准值，另外两位发音人 V2 值都在 40-60 之间，远高于标准值。泰国中部汉语

初学者中学女生组元音[ɤ]发音不标准，总体来说舌位偏低靠前，而且不稳定。

5.前高元音[y]，在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在接近于 0的位置，V2 值在

80-100 之间超出 80 不多的位置。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学女生组的三名发音人

元音舌位图中第一位跟第三位的 V1 值都为 0，跟标准值相差不远，但第二位发音

人 V1 值在 0-20 之间接近 20 的位置，明显高于标准值。三名发音人的 V2 值都不

相同，第一、二位发音人 V2 值都在 60-80 之间，但是一个接近 60，一个接近 80，

但明显都低于标准值，第三位发音人 V2 值在 80-100 之间，位置稍微高于标准值

但跟标准值很接近。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学女生组元音[y]发音不稳定，总体

来说舌位靠后，且有一位发音人发音时舌位偏低，只有一位发音人发音相对准确，

另外两位发音人发音不准确且不稳定。

6.央高元音[ʅ]，在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在 0-20 的中间稍偏向 20 的

位置，V2 值在 60-80 中间靠近 80 的位置。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学女生组的元

音舌位图中，三名发音人的 V1 值都基本在 0-20 中间接近于 20 的位置，稍微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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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标准值，但是比较稳定。三名发音人中第一位的 V2 值在 40-60 的中间位置，

元音低于标准值，剩下两名发音人的 V2 值都在 60-80 之间，从图上看来第二位

发音人的 V2 值接近与 60 的位置也是明显低于标准值，第三位发音人 V2 值跟标

准值接近，但稍微低于标准值。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学女生组元音[ʅ]发音不准

确，舌位普遍偏低靠后，且前后位置不稳定。

7.央高元音[ɿ]，在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在 0-20 的接近于 20 的位置，

V2 值在 40-60 的中间稍微偏向 40 的位置。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学女生组的元

音舌位图中，三名发音人的 V1 值都稳定地在 0-20 之间接近于 20 的位置，稍高

于标准值。三名发音人的 V2 值不稳定，第一位 20-40 之间接近 40 的位置，第二

位 60-80 之间靠近 60 的位置，第三位 40-60 之间靠近 60 的位置。总体来说，泰

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学女生组的元音[ɿ]发音不准确，发音时舌位稍微偏高，前后

位置不稳定。并且在元音舌位图中第二位发音人[ʅ]、[ɿ]两个元音的点重合在一

起，说明 si、shi 不分，平翘舌混淆。

表 8 泰国中部中学女生汉语初学者一级元音发音舌位分析

元音

中国标准普

通话女性

V1 ， V2

中学女生组

[i] 0 ，100 发音标准稳定，舌位高低前后位置合适

[u] 14 ，0 发音准确，舌位前后合适，高度稍低于标准值

[y] 2 ，82 发音不准确，舌位高低前后位置不稳定

[a] 100 ，47 发音准确，舌位高低合适，前后不稳定但跟标准值相

差不远

[ɤ] 37 ，34 发音不准确，舌位前后不稳定，高度总体偏低

[ʅ] 13 ，73 发音不准确，舌位总体偏低靠后

[ɿ] 17 ，47 发音不准确，舌位总体偏低靠前，有平翘舌混淆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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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

根据对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学男生组、女生组元音舌位图跟中国男性、女

性标准普通话元音舌位图的对比，总结如下：

1. 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学男生组、女生组发音最标准、舌位高低前后最

准确的是顶点元音[i]，男生组跟女生组元音[i]的位置都与中国男性女性标准普

通话舌位图中元音[i]的位置重合，发音标准，舌位正确，没有问题。

2. 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学组中，发音准确度和稳定性仅次于元音[i]的是

元音[u]。在中国标准普通话中发元音[u]时，女性的舌位比男性的稍低。在泰国

中部汉语初学者初中组中，男女生之间并不符合这一规律，V1 值男女生都为 0，

但是 V2 值女生组更接近女性标准值，普遍比男生组的低，舌位高于男生组，高

低位置更标准。这一结论证明在该年龄段的汉语初学者中，女性对元音[u]的掌

握程度明显高于男性，女性发音更标准，舌位高低前后比男性更合适。

3. 在中国标准普通话中，男性和女性发元音[a]时 V1 值同为 100，舌位处于

最低，V2 值比较下来男性跟 40 重合，女性稍高于 40，发音时男性比女性舌位稍

高。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初中组中，男女生 V1 值跟标准值一致，舌位高低没

有问题。女生组的 V2 值虽然有两名实验对象高于标准值，一名实验对象低于标

准值，但是总体来说三名实验对象跟标准值差得都不是很远，都比较接近标准值；

男生组中三名实验对象跟标准值比起来也是有高有地，但是高于标准值的两名实

验对象跟低于标准值的一名实验对象，跟标准值之间都差得比较远，证明男生的

舌位前后相差比较大，，发音不准确也不稳定。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学组中，

女生组元音[a]发音比男生组更稳定更接近于标准值，前后都相差不大，而男生

则前后都相差比较大也不稳定。

4. 在中国标准普通话中，男性和女性元音[y]相差不是很大，V1 值都比较接

近 0，男性几乎跟 0重合女性舌位稍低稍微偏离 0的位置，V2 值也相差不大，女

性比男性更接近 80，即男性舌位靠前女性舌位稍靠后，但总体来说相差不大。在

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初中组中，6 名实验对象只有一名女性 V1 值在接近 20 的位

置，其余 5 名实验对象 V1 值都跟 0 重合，接近于标准值，舌位高低位置合适。

男女生组各有一名实验对象 V2 值比较接近标准值，女生比标准值稍高，男生比

标准值稍低，剩下的 4 名实验对象 V2 值都不同程度低于标准值。所以，泰国中

部汉语初学者初中组可以掌握元音[y]，但是总体来说男女生都普遍存在舌位不

同程度靠后的情况，在对该年龄段汉语初学者进行对外汉语教学的时候应该注意

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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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中国标准普通话中，男性和女性元音[ɤ]的 V1 和 V2 值都比较接近，相

差不大，在元音舌位图中位置基本重合。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初中组男女生 6名

实验对象元音[ɤ]的发音的不准确，女生组 V1 值相对稳定，但是也总体高于标准

值，舌位过低，V2 值不同程度高于标准值，舌位靠前；男生组 V1 和 V2 值都不稳

定，且都不同程度高于标准值，也是舌位过低靠前。所以，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

初中组元音[ɤ]掌握程度很差，发音错误，舌位高低前后位置不准确，总体都是

舌位过低靠前，在对该年龄段汉语初学者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时应应该重视这个问

题。

6.在中国标准普通话中，男性和女性元音[ʅ]舌位高低前后相差不远，男生比

女生舌位稍高偏前，都是相差较小。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初中组中，男生女的

V1 值都比较稳定，但是整体都高于标准值，且男生相差幅度更大，证明舌位都比

较低，男生比女生更低；女生组 V2 值整体低于标准值，舌位不同程度靠后，男

生组 V2 值不稳定，两名实验对象低于标准值舌位靠后，一名实验对象高于标准

值，舌位靠前。所以，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初中组元音[ʅ]没有完全掌握，女生比

男生稳定，但总体来说舌位偏低靠后，发音不准确，在对该年龄段汉语初学者进

行对外汉语教学是应注意纠正。

7.在中国标准普通话中，男性和女性元音[ɿ]发音舌位高低前后位置有差异，

男性比女性舌位偏高靠后。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初中组中，男女生组的 V1 值

都比较稳定，女生组舌位更高，比男生组更接近标准值；女生的 V2 值总体来说

高于标准值，舌位靠前，男生组 V2 值不稳定，不同程度高于标准值，且幅度较

大里标准值比较远。所以，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初中组元音[ɿ]发音时整组普遍舌

位偏低靠前，元音[ɿ]的发音更接近于[ʅ]，女生组偏离程度低于男生组更接近标

准值，发音相对比男生组好。值得注意的是女生组中一名实验对象在元音舌位图

中位置虽然跟中国女性标准有差异，但是跟中国男性标准普通话中的位置很接

近。

8.元音[ʅ]、[ɿ]混淆不清的问题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初中男生组中比较明

显，整组 3名实验对象元音舌位图中[ʅ]、[ɿ]重合在一起，si、shi 混淆，平翘舌

分不清楚，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重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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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泰国中部中学组男女生一级元音发音比较

元音 泰国中部中学组汉语初学者

男生组 女生组

[i] 标准 标准

[u] 一般 正确

[y] 一般 差

[a] 一般 正确

[ɤ] 差 差

[ʅ] 差 一般

[ɿ] 差 差

第三节 泰国中部中年组汉语初学者的一级元音习得研究

一、实验对象

中年组的录音对象来自于泰国曼谷地区华侨大学周末汉语学习班，三名男性

和三名女性一共六名发音人，每个周六或周日学习汉语，每次两个小时，学习汉

语总学时 30-35 个小时，在此之前没有接受过任何系统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汉语教

育。录音对象随机选取，不涉及华裔和非华裔的区别。

二、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同上，如下图所示

表 10 一级元音发音词表

bā yī yú bù gē sì shī

八 一 鱼 不 哥 四 师

↓ ↓ ↓ ↓ ↓ ↓ ↓

bā yī yū bū gē sī sh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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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过程

实验过程同上

四、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组一级元音语音实验结果分析

1）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组男生组元音舌位图分析

以下是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男性组 3名实验对象的一级元音舌位图：

图 25 中年男性 1

图 26 中年男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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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中年男性 3

以上三幅元音舌位图砍一看出泰国中部中年男性元音[i]、[y]、[u]、[ʅ]发
音比较稳定，元音[a]、[ɤ]次之，元音[ɿ]最不稳定。

以下是中国男性标准普通话一级元音舌位图：

图 28 中国标准普通话男性一级元音舌位图

通过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男性组跟中国男性标准普通话元音舌位图的

对比，可以发现如下：

1. 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男性组中元音[i]跟中国男性标准普通话元

音舌位图中元音[i]的位置基本重合。元音[i]发音标准舌位位置准确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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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元音[y]，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男性组中 V1 值都跟 0重合，和标

准值基本一致；3名实验对象 V2 值都在 80-100 之间，其中两名实验对象基本上

跟标准值重合，另外一名实验对象 V2 值稍低于标准值，舌位稍微靠后。所以，

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男性组元音[y]掌握得比较好，发音比较标准，舌位高

低位置合适，稍微靠后但相差不大。

3. 元音[u]，在中国男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在 0-20 的中间位置，V2 值为 0。

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男性组中 V2 值跟标准值一致都为 0，三名实验对象

V1 值都在 20-40 之间，不同程度高于标准值。所以，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男

性组元音[u]发音不够准确，舌位前后合适，舌位高低位置总体偏低，且不稳定。

4. 元音[ʅ]，在中国男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在 0-20 的中间位置，V2 值在

60-80 之间靠近 80 的位置。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男性组中，V1 值都位于

20-40 之间整体高于标准值，舌位偏低，其中两名发音人 V1 值在靠近 40 的位置，

远高于标准值；三名发音人的 V2 也同样不同程度的高于标准值，都位于 80-100

之间，舌位靠前。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男性组元音[ʅ]发音不够标准，舌位偏

低靠前，但是总体来说比较稳定。

5. 元音[a]，在中国男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为 100，V2 值基本跟 40 重合的

位置。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男性组中，整组的 V1 值跟跟中国男性标准普

通话中的 V1 值位置基本重合，都是 100 的位置，舌位高低没有问题；V2 值整体

高于标准值，其中两名发音人在 40-60 的中间位置，另外一名在 60-80 的中间位

置，远高于标准值。因此，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男性组元音[a]发音时舌位

高低合适，前后位置不稳定，整体靠前。

6. 元音[ɤ]，在中国男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接近 40，V2 值位于 20-40 的中

间偏向 40 的位置。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男性组中，两名发音人 V1 值稍低

于标准值，跟标准值比较接近，一名发音人在 40-50 的中间位置远高于标准值；

三名发音人 V2 值都在 60-80 之间的位置，不同程度高于标准值，而且离标准值

都比较远。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男性组元音[ɤ]发音不准确，掌握难度较大，

具体体现为舌位高低位置不稳定总体偏高，舌位前后位置也不稳定，总体明显靠

前。

7. 元音[ɿ]，在中国男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在 0-20 之间偏 20 的位置，V2

值在 0-40 之间接近 40 的位置。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男性组中，一名发音

人 V1 值跟 0重合，两名发音人在 20-40 之间位置，不同程度高于标准值；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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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音人中两名发音人的 V2 值在 60-80 之间，一名在 80-100 之间，远远高于标准

值。所以，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男性组元音[ɿ]掌握得比较差，发音不准确，

舌位过于往前，舌位高低位置不稳定，总体偏低。且其中一名发音人[ʅ]、[ɿ]两
个元音的点重合在一起，说明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男性组中也同样存在 si、

shi 不分，平翘舌混淆的问题，在教学中应引起重视。

表 11 泰国中部中年男性汉语初学者一级元音发音舌位

元音

中国标准普

通话男性

V1 ， V2

中年男性组

[i] 0 ，100 发音标准稳定，舌位前后高低位置合适

[u] 10 ，0 发音不标准，舌位前后合适，舌位高度总体偏低，幅度

较大在 15-20 之间

[y] 1 ，87 发音准确，舌位高低合适，前后不稳定离标准值较近

[a] 100 ，40 发音不标准，舌位高低合适，不同程度偏前

[ɤ] 37 ，33 发音不准确，舌位不稳定整体靠前偏低且远离标准值

[ʅ] 10 ，77 发音不标准，舌位总体靠前偏低

[ɿ] 14 ，38 发音不准确，舌位偏前，高低不稳定，远离标准值

2）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女性组元音舌位图分析

以下是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女性组 3名实验对象的一级元音舌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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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中年女性 1

图 30 中年女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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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中年女性 3

以上三幅图看出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女性组中元音[i]和[u]发音比较

稳定，元音[a]、[y]、[ɤ]、[ʅ]、[ɿ]不是很稳定，各有差异。

以下是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一级元音舌位图：

图 32 中国标准普通话女性一级元音舌位图

通过对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女性组元音舌位图跟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

元音舌位图的对比，发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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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音[i]，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女性组 V1 值为 0，V2 值为 100，与中

国女性标准普通话元音舌位图中元音[i]的位置基本重合。所以，元音[i]发音标

准没有问题，舌位高低前后位置准确，且整组发音稳定。

2. 元音[u]，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在 0-20 的之间靠近 20 的位置，

V2 值跟 0 重合。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女性组中，3名发音人元音[u]位置

基本一致且稳定，V1 值在 0-20 之间偏 20 的位置，稍高于标准值；V2 值跟 0重

合，跟标准值一致。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女性组元音元音[u]发音时，舌位

前后位置合适，高低位置跟标准值稍有差别，稍高于标准值即舌位稍低，但整组

发音稳定，掌握得比较好。

3. 元音[a]，在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基本与 100 重合，V2 值在 40 与

60 的中间位置。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女性组中，三名发音人的 V1 值都跟

标准值一致，与 100 重合；一名发音人 V2 值在 40-60 之间接近标准值，比标准

值稍低的位置，另外两名发音人两名发音人，一名发音人位于 40-60 之间接近 60

的位置明显高于标准值，一名在 60-80 之间接近中间位置，远高于标准值。泰国

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女性组元音[a]总体掌握得不是很好，发音舌位高低合适，

但是前后位置不稳定，总体靠前。

4. 元音[y]，在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在稍高于 0几乎跟 0重合的位

置，V2 值在在 80-100 的中间接近 80 的位置。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女性组

中，三名发音人的 V1 值都跟 0重合，与标准值相差不大；两名发音人 V2 值跟标

准值一样位于 80-100 偏中间位置，稍高于标准值，但相差不远，另外一名发音

人 V2 值在 0-60 之间偏中间位置，低于标准值。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女性组

元音[y]发音不够稳定，舌位高低没有问题，都是那会前后舌位不稳定，总体靠

前，也存在靠后的情况。

5. 元音[ɤ]，在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在 20-40 之间靠近 40 的位置，

V2 值在 20-40 之间偏向于 40 的位置。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女性组中，两

名发音人 V1 值在 40-60 的中间位置，明显高于标准值，一名发音人在 20-40 的

中间偏 40 的位置，稍低于标准值跟标准值比较接近；三名发音人的 V2 值都在

40-60 之间偏向于 60 的位置，明显高于标准值，且三名发音人的 V2 值都比较接

近，V2 值基本处于同一位置。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女性组元音[ɤ]发音不准

确，舌位前后位置总体靠前，高低位置不稳定，总体偏低。

6. 元音[ʅ]，在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中V1值在0-20的中间稍偏向20的位置，

V2 值在 60-80 之间稍偏向 80 的位置。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女性组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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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发音人 V1 值都高于标准值，其中两名发音人在 0-20 之间，跟标准值相差不远

稍高于标准值，另外一名发音人在 20-40 之间偏向于 40 的位置，远高于标准值；

三名发音人的 V2 值都低于标准值，其中两名发音人 V2 值比较一致在 60-80 之间

片中间位置，一名发音人在 40-60 之间接近 60 的位置。所以，泰国中部汉语初

学者中年女性组元音[ʅ]发音相对稳定但不够准确，舌位总体偏低靠后。

7. 元音[ɿ]，在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在 0-20 之间靠近 20 的位置，V2

值在 40-60 之间靠近中间位置。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女性组中，三名发音

人 V1 值跟标准值位置基本重合，都位于 0-20 之间靠近 20 的位置；三名发音人

的 V2 值都在 60-80 之间，都不同程度的高于且远高于标准值。泰国中部汉语初

学者中年女性组元音[ɿ]，发音不正确，舌位高低合适，前后位置总体靠前，且靠

前幅度较大。

表 12 泰国中部中年女性汉语初学者一级元音发音舌位

元音

中国标准普

通话女性

V1 ， V2

中年女性组

[i] 0 ，100 发音标准稳定，舌位高低前后位置合适

[u] 14 ，0 发音准确，舌位前后合适，舌位高度稍低于标准值

[y] 2 ，82 发音不标准，舌位稍高于标准值，舌位前后不稳定

[a] 100 ，47 发音不标准，舌位高低合适，总体不同程度偏前

[ɤ] 37 ，34 发音不准确，舌位高度前后不稳定

[ʅ] 13 ，73 发音不准确，舌位总体偏低靠后 [ʅ]、[ɿ]混淆，图中两个

元音位置完全相反[ɿ] 17 ，47 发音不准确，舌位总体偏低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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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对以上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男性组和女性组一级元音舌位图的分析，与

中国男性、女性标准普通话一级元音舌位图进行对比之后，分析如下：

1. 在整个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组中，男性和女性发音最准确、最稳定

的是元音[i]，在元音舌位图中[i]的位置与中国标准普通话中元音[i]的位置基

本重合，是该年龄段汉语初学者中掌握得最好的元音。

2. 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组中女性组元音[u]的发音比男性的更标准，

具体体现为舌位前后男女都没有问题，但是舌位高低女性更趋近于标准值，男性

远低于标准值。在中国标准普通话中，男性的 V1 值比女性的低，发音时男性比

女性舌位高。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组中，男性组和女性组 V1 值都高于各

自性别组的标准值，跟中国标准普通话中男性舌位高于女性相反，泰国该组发音

人男性组舌位总体低于女性组。

3. 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组男女性对元音[a]掌握得都不是很好，舌位高

低没有问题，与标准值基本一致，但是舌位的前后位置存在问题。6名发音人中

只有一名女性发音人 V1 值低于女性标准值但稍高于男性标准值，发音相对准确，

其余剩下 5名发音人不论男性跟女性都不同程度高于标准值，即发音时舌位前后

位置不准确，整体靠前。

4. 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组对元音[y]掌握得比较好，男性组相比女性组

舌位更准确。男女组的 V1 值基本都跟标准值重合，证明舌位高低不存在问题。

在中国标准普通话中，男性 V1 值比女性高，舌位比女性靠前，在泰国中部汉语

初学者中年组中，除了一位女性 V2 值低于标准值发音不准确外，其余 5名发音

人 V2 值都比较接近男性标准值。该组男性元音[y]比女性发音更准确。

5. 元音[ɤ]在中国标准普通话中男女发音差别不是很大，在泰国中部汉语初

学者中年组中对元音[ɤ]掌握得不好，整组表现为发音为发音不稳定，准确度不

高，舌位高低前后都存在问题。具体比较男性组比女性组情况稍好，男性组舌位

偏低但是更接近标准值，女性组舌位总体明显偏高。在舌位前后上，男女组 V2

值都不同程度高于标准值，舌位总体明显靠前，发音不准确。

6. 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中年组对元音[ɿ]掌握得不好，发音不准确，舌位有

很大问题。男女组对比来看，女性组比男性组情况稍好，相对更稳定，女性组舌

位高低不存在问题，主要是舌位前后，明显可以从图上看出该组女性把[ɿ]、[ʅ]
的发音混淆了，把[ɿ]发成了[ʅ]，导致舌位过于靠前。男性组中一名发音人 V1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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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明显发音错误，另外两名发音人都是舌位偏低过于靠前，也存在将元音[ɿ]、
[ʅ]混淆的问题。

7. 元音[ʅ]在在中国标准普通话中男女发音相差不大，而在泰国中部汉语初

学者中年组中对元音元音[ʅ]男女相差比较大。男性组发音情况比女性组好得多，

从图上看来男性组基本掌握元音[ʅ]的特点，男性组的问题在于舌位偏低稍微靠

前，但是发音比较稳定，问题不大。但是女性组完全将[ʅ]、[ɿ]发音理解相反，

将[ʅ]发成了[ɿ]，舌位不准确偏低靠后。

表 13 泰国中部中年汉语初学者男女性一级元音发音比较

元音 泰国中部中年组汉语初学者

男性组 女性组

[i] 标准 标准

[u] 一般 正确

[y] 正确 一般

[a] 一般 一般

[ɤ] 差 差

[ʅ] 一般 差

[ɿ] 差 差

第四节 泰国中部老年组汉语初学者的一级元音习得研究

一、实验对象

老年组的录音对象跟中年组的来自于泰国曼谷地区华侨大学周末汉语学习

班，三名男性和三名女性一共六名发音人，每个周六或周日学习汉语，每次两个

小时，学习汉语总学时 30-35 个小时，在此之前没有接受过任何系统的正式或非

正式的汉语教育。录音对象随机选取，不涉及华裔和非华裔的区别。

二、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同上，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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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一级元音发音词表

bā yī yú bù gē sì shī

八 一 鱼 不 哥 四 师

↓ ↓ ↓ ↓ ↓ ↓ ↓

bā yī yū bū gē sī shī

三、实验过程

实验过程同上

四、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老年组一级元音语音实验结果分析

1）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男性老年组元音舌位图分析

以下是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老年男性组一级元音舌位图：

图 33 老年男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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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老年男性 2

图 35 老年男性 3

以上三幅元音舌位图可以看出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男性老年组中元音[i]、

[y]发音最稳定，元音[u]次之，元音[a]、[ɤ]、[ɿ]、[ʅ]发音都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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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中国标准普通话男性一级元音舌位图

通过对比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男性老年组一级元音舌位图和中国标准普通

话男性一级元音舌位图，可以得出以下：

1. 元音[i]，在中国男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为 0，V2 值为 100。在泰国中部

汉语初学者男性老年组 3名发音人的一级元音舌位图中，元音[i]的位置与中国

男性标准普通话元音舌位图中处于同一个位置，基本重合。所以，在泰国中部汉

语初学者男性老年组中元音[i]的发音最稳定，准确度最高，舌位高低前后位置

合适掌握程度最好。

2. 元音[y]，在中国男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接近于 0基本与 0重合，V2 值

在 80-100 之间靠近中间位置。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男性老年组的三幅舌位图

中，3名发音人元音[y]的位置基本处于相同的位置，V1值与0重合，V2值在80-100

之间靠近中间位置，跟中国男性标准普通话元音舌位图中[y]的位置基本重合。

所以，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男性老年组中元音[y]掌握度较高，发音稳定，准

确度高，舌位高低前后位置合适。

3. 元音[u]，在中国男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在 0-20 的中间位置，V2 值在与

0基本重合的位置。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男性老年组中，其中两名发音人 V1 值

在 20-40 之间偏向 20 的位置，一名发音人在 0-20 之间基本与 20 重合的位置；

三名发音人的 V2 值都位于基本与 0重合的位置。所以，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

男性老年组中元音[u]发音相对稳定，不够标准，主要问题是发音时舌位总体偏

低，前后位置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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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元音[a]，在中国男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位于基本与 0重合的位置， V2

值位于基本与 40 重合的位置。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男性老年组中，三名发音

人的 V1 值跟标准值一致，基本位于与 100 重合的位置；三名发音人中一名发音

人 V2 值在 40-60 的中间位置，另外两名发音人 V2 值在 60-80 之间靠近 60 的位

置，明显不同程度高于标准值。所以，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男性老年组中元音

[a]掌握得不好，发音不稳定，准确度不高，舌位整体明显靠前，舌位高低位置

没有问题。

5. 元音[ɤ]在中国男性标准普通话中V1值位于20-40中间接近于40的位置，

V2 值位于 20-40 之间偏向 40 的位置。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男性老年组中，三

名发音人 V1 值不稳定，一名发音人 V1 值基本与 20 重合，一名发音人在 20-25

之间偏向 20 的位置，另外一名发音人在 40-60 的中间位置；三名发音人的 V2 值

相对稳定，其中一名发音人跟标准值比较接近，另外两名发音人的 V2 值基本一

致在 40-60 的中间位置。所以，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男性老年组中元音[ɤ]掌
握程度差，发音不稳定，准确度低，舌位有高有低，整体靠前。

6. 元音[ʅ]，在中国男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位于 0-20 的中间位置，V2 值位

于 60-80 之间接近于 80 的位置。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男性老年组中，三名发

音人 V1 值都在 20-40 之间，其中一名发音人基本与 20 重合，另外两名发音人在

靠近 20 的位置，都不同程度高于标准值；三名发音人的 V2 值都明显低于标准值，

其中两名发音人位于 40-60 的中间位置，一名位于 60-80 之间靠近 60 的位置。

所以，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男性老年组中元音[ʅ]没有掌握，发音不准确，舌位

偏低靠后。

7. 元音[ɿ]，在中国男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位于 0-20 之间偏向 20 的位置，

V2 值位于 20-40 之间接近于 40 的位置。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男性老年组中，

三名发音人 V1 值相对稳定，都在 20-40 之间，一名发音人接近与 20 重合的位置，

两名发音人在稍微超出 20 的位置；三名发音人的 V2 值也相对稳定，都在 60-80

之间，两名发音人在接近于 60 的位置，一名发音人在中间偏向于 80 的位置。所

以，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男性老年组中元音[ɿ]发音稳定，但是发音不正确，舌

位偏低靠前。从图上可以明显看出，[ɿ]、[ʅ]两个元音的位置明显颠倒了，证明

该组发音人[ɿ]、[ʅ]不分，si、shi 混淆，平翘舌分布清楚，没有掌握[ɿ]、[ʅ]两
个元音的正确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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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泰国中部老年男性汉语初学者一级元音发音舌位

元音

中国标准普

通话男性

V1 ， V2

老年男性组

[i] 0 ，100 发音标准稳定，舌位前后高低位置合适

[u] 10 ，0 发音不标准，舌位前后合适，舌位高度总体偏低，幅度

在 10-15 之间

[y] 1 ，87 发音标准，舌位高低前后位置合适

[a] 100 ，40 发音不标准，舌位高低合适，偏前与标准值相差较大

[ɤ] 37 ，33 发音不标准，舌位前后不稳定但与标准值相差不远

[ʅ] 10 ，77 发音不准确，舌位靠后偏低 [ʅ]、[ɿ]混淆，舌位图中位置

相反，并远离标准值[ɿ] 14 ，38 发音不准确，舌位靠前偏低

2）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女性老年组元音舌位图分析

以下是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老年女性组一级元音舌位图：



51

图 37 老年女性 1

图 38 老年女性 2

图 39 老年女性 3

通过观察以上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老年女性组三幅一级元音舌位图，可以看

出该组实验对象发音最稳定的是元音[i]，其次是元音[u]和[a]，[ɤ]、[ɿ]、[ʅ]、
[y]四个元音都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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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中国标准普通话女性一级元音舌位图

通过对以上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女性老年组一级元音舌位图跟中国女性标

准普通话一级元音舌位图的对比，可以发现如下：

1. 元音[i],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女性老年组中发音最稳定，三名发音人

的元音[i]基本处于舌位图中的同一个位置，且发音标准，与中国女性标准普通

话中元音[i]的位置基本重合，舌位高低前后都没有问题。

2. 元音[u]，在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位于 0-20 之间偏向 20 的位置，

V2 与 0 重合。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女性老年组中，元音[u]发音不够稳定，三

名发音人 V2 值都跟 0重合，但 V1 值明显都不同程度高于标准值，其中两名发音

人的 V1 值在 0-20 之间跟 20 重合，另外一名发音人 V1 值在 20-40 之间靠近 20

的位置。所以，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女性老年组中，元音[u]发音不准确，舌

位整体偏低，且不稳定，舌位前后位置没有问题。

3. 元音[a]，在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位于跟 100 重合的位置，V2 值

在 40-60 之间靠近中间位置。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女性老年组中，三名实验对

象的 V1 值都与 100 重合，跟标准值的位置基本一致；但三名实验对象的 V2 值都

明显不同程度高于标准值，其中两名发音人的V2值在40-60之间靠近60 的位置，

另外一名发音人的 V2 值在 60-80 之间靠近 60 的位置。所以，在泰国中部汉语初

学者女性老年组中，元音[a]发音不准确，舌位整体靠前，且不稳定，舌位高低

位置没有问题。

4. 元音[y]，在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跟 0 接近于重合的位置，V2 值

位于 80-100 之间接近于跟 80重合的位置。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女性老年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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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名实验对象的 V1 值在 0-20 之间接近于跟 20 重合的位置，明显高于标准值，

另外一名实验对象 V1 值位于跟 0重合的位置跟标准值一致；三名实验对象的 V2

值有高有低各自处于不同的位置，一名发音人位于 40-60 之间接近 40 的位置，

一名发音人位于 60-80 中间偏向 80 的位置，这两名发音人的 V2 值明显不同程度

低于标准值，剩下一名发音人 V2 值稍高于标准值，位于 80-100 之间偏向 80 的

位置。所以，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女性老年组中，元音[y]发音不准确且不稳

定，舌位总体偏低，舌位前后位置不稳定，有前有后，证明该组对元音[y]的掌

握程度比较差。

5. 元音[ɤ]在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中 V1 值位于 20-40 之间靠近 40 的位置，

V2 值位于 20-40 之间偏向于 40 的位置。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女性老年组中，

V1 值不稳定，两名实验对象 V1 值位于 40-60 之间，但是一名接近于跟 40 重合稍

高于标准值，另外一名接近于跟 60 重合，剩下一名发音人 V1 值在 20-40 之间偏

向于 20 的位置远低于标准值；三名实验对象的 V2 值不同程度高于标准值，其中

两名发音人 V2 值在 40-60 之间，一名在中间位置，一名靠近 60，剩下一名发音

人 V2 值位于 60-80 的中间位置，远高于标准值。因此，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

女性老年组中，元音[ɤ]发音不准确，舌位高低位置不稳定，忽高忽低，舌位总

体靠前，属于掌握程度比较差的元音。

6. 元音[ʅ]，在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中V1值位于0-20中间偏向于20的位置，

V2 值位于 60-80 中间偏向于 80 的位置。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女性老年组中，

两名实验对象 V1 值位于接近于跟 0重合的位置，稍高于标准值，一名实验对象

位于跟 0重合的位置，低于标准值；三名实验对象的 V2 值都不同程度低于标准

值，一名发音人 V1 值位于 40-60 的中间位置，明显远低于标准值，另外两名实

验对象 V2 值在 60-80 之间，一名发音人接近于 60，一名发音人稍低于标准值跟

标准值比较接近。因此，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女性老年组中，元音[ʅ]发音不准

确且不稳定，舌位高低不稳定，舌位总体靠后，掌握程度较差。

7. 元音[ɿ]，在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中V1值位于0-20之间接近于20的位置，

V2 值位于 40-60 中间偏 40 的位置。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女性老年组中，两名

实验对象 V1 值位于接近于跟 20 重合的位置，稍高于标准值，另外一名实验对象

V1 值位于跟 0重合的位置远低于标准值；三名实验对象的 V2 值不稳定位于三个

不同的值段都不同程度高于标准值，其中一名发音人在 40-60 的中间位置稍高于

标准值，一名发音人在 60-80 之间偏向于 60 的位置，一名发音人远高于标准值，

在 80-100 之间偏向于 80 的位置。因此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女性老年组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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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ɿ]发音不准确，舌位高低位置、前后位置都不稳定，掌握程度较差。在该组中

还出现两名发音人[ɿ]和[ʅ]重合、一名发音人[ɿ]和[y]重合的情况，将 si、shi

混淆，平翘舌分不清楚。

表 16 泰国中部老年女性汉语初学者一级元音发音舌位

元音

中国标准普

通话女性

V1 ， V2

老年女性组

[i] 0 ，100 发音标准稳定，舌位高低前后位置合适

[u] 14 ，0 发音准确，舌位前后合适，不同程度低于标准值但与标

准值相差不远

[y] 2 ，82 发音不准确，舌位高低前后位置不稳定并远离标准值

[a] 100 ，47 发音不标准，舌位高低合适，总体不同程度靠前

[ɤ] 37 ，34 发音不准确，舌位高低前后不稳定，掌握程度差

[ʅ] 13 ，73 发音不准确，舌位高低前后不稳定，且出现[ʅ]、[ɿ]重合

即平翘舌不分，且远离标准值[ɿ] 17 ，47

五、结论

1.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老年组中，男性组和女性组发音最稳定准确度最高

的是元音[i]，6 名实验对象元音[i]从舌位图中的位置与中国女性标准普通话中

元音[i]的位置基本重合，发音时舌位高低前后基本不存在问题，掌握得最好。

2.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老年组中，男性组元音[y]的发音比女性组标准稳

定。男性组很好的掌握了元音[y]的发音和舌位，与标准值基本重合，发音没有

问题。但是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老年女性组元音[y]掌握程度比较差，发音不准

确，稳定性差，在对该年龄段汉语初学者外汉语教学中，应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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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中国标准普通话中元音[u]发音时，女性舌位比男性稍低，在泰国中部

汉语初学者老年组中不论男性组还是女性组元音[u]舌位前后位置基本跟标准值

重合没有问题，但是舌位高低总体体现出偏低的问题。

4.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老年组中，6名实验对象元音[a]的 V1 值都跟 100

重合跟标准值一致，V2 值都不同程度高于标准值，所以男女组发元音[a]时问题

是一样的，舌位高低没有问题，舌位前后位置总体靠前。

5.元音[ɤ]在中国标准普通话中男性和女性标准值相差不大，在泰国中部汉

语初学者老年组中男性组和女性组对元音[ɤ]的掌握程度都比较差，舌位前后高

低位置不稳定，跟标准值各有差异，在教授元音[ɤ]时应引起重视。

6.在中国标准普通话中元音[ʅ]男性和女性标准值相差不大，在泰国中部汉语

初学者老年组中男性组和女性组发元音[ʅ]时都有问题，且问题以性别为差异。泰

国中部汉语初学者男性老年组元音[ʅ]和[ɿ]位置相反，说明该组可以很好的掌握

这两个元音，但是听辨元音[ʅ]和[ɿ]时出现问题，导致发音时[ʅ]、[ɿ]发音相反，

应纠正。相比起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男性老年组来说女性老年组则完全没有掌握

元音[ʅ]，三名发音人中出现了[ʅ]跟[ɿ]重合、[ʅ]跟[y]重合的问题，掌握程度较

差。男性女性 6名发音人整组都体现出舌位偏低靠后的情况，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应引起重视。

7.在中国标准普通话中发元音[ɿ]时，男性舌位比女性靠后偏高。在泰国中部

汉语初学者老年组中，男性组发音比女性组稍好的地方终于表现出一定的规律

性。从图上明显可以看出，在男性组中，发音人将[ɿ]和[ʅ]两个元音的发音混淆

了，完全反过来，讲 si 发成了 shi,将 shi 发成了 si，导致发[ɿ]时错误体现为

总体舌位偏低靠前。女性组中除了一名发音人舌位比较接近标准值外，其它两名

发音人没有任何规律，舌位高低不一，前后位置靠前。而女性组中比较接近标准

值的一位发音人在舌位图中可以看出[ɿ]、[ʅ]两个元音的点重合在一起，证明该

发音人也是[ɿ]、[ʅ]不分，si 和 shi 混淆的。总体来说，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老

年组没有掌握元音[ɿ]，男性组舌位偏低靠前，女性组舌位靠前高低不稳定，在对

外汉语教学中应关注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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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泰国中部老年汉语初学者男女性一级元音发音比较

元音 泰国中部老年组汉语初学者

男性 女性

[i] 标准 标准

[u] 一般 正确

[y] 标准 差

[a] 差 一般

[ɤ] 一般 差

[ʅ] 差 差

[ɿ] 差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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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教学建议及对策

在分别对泰国中部不同年龄段汉语初学者的一级元音舌位图跟中国标准普

通话一级元音舌位图进行比较分析之后，发现了各个年龄段汉语初学者存在的一

些相同和不同的问题，除了年龄段之外，还有一部分表现出的性别差异形成的规

律。下面将对这些规律和问题结合笔者自己的教学经验做出一些相应的教学对策

和教学建议，希望能对以后泰国中部不同年龄段汉语初学者的一级元音教学提供

帮助，能让汉语初学者更快、更准确的掌握汉语的 7个一级元音。

一、针对泰国中部小学生汉语初学者一级元音学习的教学建议

通过对泰国中部小学组汉语初学者男女生一级元音舌位图的分析和总结，提

出以下几点教学建议：

1.泰国中部小学组汉语初学者男女生元音[i]因泰语母语中有相似度较高的

元音，因此符合母语正迁移规律，是该组中发音最准确最同一掌握的。在教学中

元音[i]可以引导学生跟母语中的相似元音进行比较，让学生快速掌握该元音。

2.泰国中部小学组汉语初学者对元音[a]的掌握在性别上有所差别，女生组

比男生组发音标准。小学生由于年龄小，母语的影响相对较小，发音器官发育的

不同不可避免的导致在发音准确度上的差异。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元音[a]的教

学应该注意对男生舌位前后的纠正，通过各种听辨练习让学习者快速准确的掌握

发音。

3.泰国中部小学组汉语初学者对元音[u]的掌握也同样表现出性别差异规

律，跟元音[a]相反，男生组对元音[u]的发音标准度比女生组的高，但总体来说

还是整组表现为舌位偏低。所以，在对该组教授元音[u]时，要注意男女性别上

表现出来的差异，同时也要整体纠正该组教学对象的舌位偏低的问题。

4.泰国中部小学组汉语初学者对元音[ʅ]、[ɿ]的掌握程度都不高，但相对来

说元音[ʅ]情况元音[ɿ]要好一点，女生组情况男生组好，元音[ɿ]则是男女生掌握

程度都比较差。因元音[ʅ]、[ɿ]在泰语母语中没有相似的元音，属于比较难掌握

的，且两个元音中间还总是容易混淆出现平翘舌不分的情况。因此在教学中，元

音[ʅ]、[ɿ]是重点也是难点，除了要注意纠正舌位问题，还要注意纠正 si、shi

不分的情况。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可以通过多听多练、发音练习过程中注意观察

老师口型以及学习者之间互相观察口型来解决问题。且小学组学习对象年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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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影响还不大，发音器官也还处于生长发育中，在教学过程中重点注意元音[ʅ]、
[ɿ]的发音，该组教学对象可以很好的掌握元音[ʅ]和[ɿ]。

5.元音[ɤ]在泰语母语中没有同样的元音，但是有存在相似度的元音，且在

舌位图中前后都有发音相似的元音，在泰国中部小学组汉语初学者中元音[ɤ]掌
握程度差，主要表现在发音不稳定，男女组都没有掌握该元音。因此教学中，不

能将元音[ɤ]与泰语母语中的相似元音进行比较教学，学习对象舌位高低前后都

有问题且不稳定，要着重纠正学生的舌位问题，多听多练，注意模仿老师的口型

发音。

6.元音[y]是泰语母语中没有的撮口舌尖元音，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点。

在泰国中部小学组汉语初学者中女生组对元音[y]掌握得比男生组相对较好，但

同时也存在问题，男生组舌位总体偏低靠后，女生组稳定性差，教学中注重发音

练习、口型模仿。

总体来说，小学组汉语初学者因生理上发音器官还没有完全发育，泰语母语

的学习也还处于初级阶段影响相对较小，因此发音还不稳定，也会出现因性别造

成的各种差异，但相对来说错误发音比较容易纠正，通过反复发音练习、口型模

仿，该组学生可以很好的掌握汉语的 7个一级元音。

二、针对泰国中部中学生汉语初学者一级元音学习的教学建议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总结可以看出泰国中部中学生汉语初学者一级元音学

习总体掌握程度不是很好，需要多听多练习，这个年龄段的学习者发音器官基本

已经发育完全，母语学习也已经定型，因此对第二外语汉语的影响会比小学组明

显，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针对该年龄段汉语初学者提出以下几点教学建议：

1.元音[i]因泰语母语中有相似元音，符合母语正迁移规律，在泰国中部中

学组汉语初学者男女组中没有发音问题。

2.在这一组中，元音[u]掌握程度好，男女组发音稳定，舌位稍偏低，在对

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注意纠正教学对象舌位偏低问题，特别是男生组总体比女生

组低，要注意这个问题。

3.在泰国中部中学组汉语初学者中元音[a]的问题是发音不稳定，女生组掌

握程度高于男生组。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重点纠正男生组发音时舌位忽前忽

后的问题。

4.元音[ɤ]对于泰国中部中学组汉语初学者来说掌握程度较差，男女组的舌

位高低前后都有问题，相对来说女生情况稍好，但是也存在舌位偏低靠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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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教学中，元音[ɤ]是重点教学对象，应对学生多听多练，才能更快更好的

掌握该元音。

5.因元音[y]作为舌尖撮口元音，在泰国元音中没有类似发音，属于标记性

强但泰国学生难以正确发音的元音。泰国中部中学组汉语初学者男女组都出现完

全掌握元音[y]的实验对象，证明该组学习者从生理上来说可以很好的掌握该元

音，但总体来说掌握程度差，舌位靠后，在教学中应注意纠正这个问题。

6.舌尖元音[ɿ]、[ʅ]是泰国中部中学组汉语初学者中存在问题最大的元音，

男生组所有实验对象在元音舌位图中[ɿ]和[ʅ]重合在一起，女生组也有一名实验

对象[ɿ]、[ʅ]重合在一起，说明该组学习者完全没有掌握这两个元音，si、shi 不

分，平翘舌混淆。在教学过程中，要加大对舌尖元音[ɿ]、[ʅ]的听辨练习、发音

练习，将平翘舌放在一起让学生练习有助于区分这两个元音。

三、针对泰国中部成年组汉语初学者一级元音学习的教学建议

首先成年人学习者发音器官、母语学习、社会心理等基本都已经定型，在学

习第二外语的时候这些主观、客观的因素对汉语的学习影响也会有所不同。其次，

成年人学习时间、学习习惯等跟小学组、中学组都存在很大差别，本次实验选取

的成年组教学对象比起中小学实验对象来说汉语学习时间集中固定，这些都会造

成在元音学习上的一些差别。以下是对泰国中部成年组汉语初学者一级元音学习

的几点教学建议：

1.作为与泰语母语中有发音比较相近的元音[i]在泰国中部成年组汉语初学

者中没有什么发音问题，男女组都发音标准，舌位高低前后合适，教学中没有难

度。

2.元音[u]在泰语母语中有相似发音，在泰国中部成年组汉语初学者中，女

性组掌握得比男性组好，女性组基本没有问题，男性组舌位偏低，在对外汉语教

学中注意纠正对该年龄段男性学习者舌位偏低的问题。

3.元音[a]在泰语母语中也有相似发音的元音，但相比元音[u]来说，在泰国

中部成年组泰国汉语初学者中元音[a]掌握程度不高，男女组都是集体舌位靠前

且不稳定。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室应注意针对舌位靠前的问题。

4.泰国中部成年组汉语初学者对元音[y]掌握得比较好，男性组相比女性组

舌位更标准，女性组有个别实验对象出现舌位靠后的问题，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注

意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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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泰国中部成年组汉语初学者元音[ɤ]的问题是整体舌位偏低靠前，发音不

准确。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要加大对元音[ɤ]的听辨练习，多说多听，注意纠正

舌位口型。

6.泰国中部成年组汉语初学者在元音[ɿ]、[ʅ]的发音上明显呈现出性别上的

规律，男性组[ɿ]、[ʅ]两个元音的发音都是舌位靠前偏低，还出现[ɿ]、[ʅ]重合问

题，女性组明显将[ɿ]、[ʅ]这两个元音发音相反了。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首

先要让学习者听辨[ɿ]、[ʅ]两个元音，首先学会分辨平舌和翘舌，再进行发音练

习，以免混淆。

四、针对泰国中部老年组汉语初学者一级元音学习的教学建

老年组首先从学习动机、学习习惯、学习时间等都跟其他年龄段的学习者有

很大的区别，因此在汉语一级元音的习得上也表现出一些规律性，结合这些表象

与规律，笔者给出以下教学建议：

1.元音[i]受母语正迁移影响，发音准确，男女组的舌位前后高低都跟标准

一致，在对老年组汉语初学者的教学过程中元音[i]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2.元音[u]在泰国中部老年组汉语初学者中的问题是发音时舌位总体偏低，

男性组比女性组突出，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男性舌位偏低的问题。

3.元音[y]在泰国中部老年组汉语初学者中男性组完全掌握该元音，发音准

确，舌位高低前后基本没有问题，但是女性组完全没有掌握元音[y]。在对老年

组汉语初学者的教学过程中，应着重对该年龄段女性学习者元音[y]的教学，因

同年龄段男性组掌握程度高，可以让男性组帮助女性组练习纠正该元音的正确发

音。

4.元音[a]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老年组中的问题是舌位总体靠前，在教学

过程中，男女组都注意纠正舌位靠前的问题。

5.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老年组完全没有掌握元音[ɤ]，发音不准确且不稳定，

舌位高低前后都有问题，在教学过程中要加大对该元音的听辨练习和发音练习的

前度。

6.元音[ɿ]和[ʅ]在泰国中部汉语初学者老年组存在很大问题，男性组跟中年

女性组出现相同的问题即[ɿ]和[ʅ]发音相反，女性组则发音不准确不稳定，问题

很多。在教学过程中，要先让教学点下分辨清楚 si 和 shi，分辨清楚平舌和翘舌

的区别，让学生多听。在学生分辨清楚[ɿ]和[ʅ]之后，再让学生学发音，纠正舌

位、口型，最后发出标准的[ɿ]和[ʅ]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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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语

本文通过实验语音学运用 Prrat 实验语音软件对泰国中部（罗勇易三仓学校、

曼谷华侨大学周末汉语班）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汉语初学者汉语 7个一级元

音的录音样本进行语音实验，分析发音时舌位的前后高低位置，总结发音时的规

律，再根据这些规律提出针对不同年龄段汉语初学者一级元音学习的教学建议。

通过对此次 24 名试验对象 7个一级元音的语音实验研究，发现了一些泰国

中部汉语初学者由于年龄、性别差异造成的一级元音发音上的差别。并对这些差

别现象进行规律总结，制定了相应教学策略。四个年龄段汉语初学者不论年龄大

小跟性别关系，由于母语正迁移影响泰国汉语初学者掌握程度最高的元音都是

[i]。元音[u]在泰语中有相似元音，掌握情况相对好。元音[a]在泰语中也有相

似元音，但是相似程度低于[i]和[u]，因此[a]的发音在各个组别中不稳定。元

音[ɤ]在中泰一级元音对比中有相似但相差大的元音，因此比元音[a]更不稳定。

剩下的[ɿ]、[ʅ]、[y]，在泰语中没有类似的发音，口型、舌位跟泰语中的发音比

较起来也比较大，因此在各个组别中表现为一些年龄跟性别的规律，在教学中可

以根据这些因年龄段和性别差异形成的规律来指导教学。

本文研究还存在很多的不足之处，一共选取了 24 名实验对象，按年龄段分

成 4各组，实验对象相对数量偏少。对于初学者来说，一级元音的发音还不够稳

定，表现出来的规律有一定代表性，但在现实教学中，也会出现跟这些规律不一

致的情况，老师遇到这些情况要灵活处理。在语音实验结束进入总结的时候，本

人即发现了实验对象偏少的问题，如果更多的实验对象有可能规律性更强，一些

差异现象会更明显。同时本文只绘制了元音舌位图，对元音舌位图进行比较研究，

但因一些客观原因，没有绘制元音格局图，使本文对泰国不同年龄段的汉语初学

者一级元音的研究不是很完整。文中的一些教学策略是结合本人个人的一些教学

经历，显得比较单薄不够丰富，可以综合很多优秀对外汉语老师的经验完善教学

策略。

本人在实验中发现学习者的发音受老师的影响最大，因此对外汉语教学中

对老师的发音准确度的要求应该提高，教师的发音准确与否是影响学习者发音的

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实验中还发现学生学习时间的安排、学习兴趣等都会对学习效果造成一定

的影响，但因本文研究有限，没有总结关于这方面的差异，以后有机会可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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