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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化的社会交际的实际需要不断有新的发展，呈现出一片可喜
的景象。
但声调习得理论的研究，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学习汉语声调的研究，仍然处于很不深人的状态。
国内的语言教学、研究者在这一领域虽然进行了一些摸索，发表了一些论文，但大都是停留在教学实
践的感性认识上，总体看来过于局部、过于零散，定量研究较少。
当前，迫切需要对少数民族学习汉语声调的偏误情况进行系统性、实验性研究。
在研究中，我们不仅要对其进行量化的统计分析，而且要进行精确的声学实验和对比分析，在统计数
据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找出偏误的根本原因，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
　　母语为无声调语言的民族学习汉语的声调，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都是一个重点和难点。
因为作为韵律层面特征的声调，对母语是无声调的民族来说，往往是很难以准确掌握的。
声调偏误最能反映第二语言习得者的母语所带来的干扰，而且偏误是有规律的，所以从声调偏误人手
，搜集大量的偏误语料并对其进行分类和量化统计分析，然后进行语音结构特征、超音段特征的声学
实验研究，进而分析造成偏误的根本性原因，并区分不同民族母语对汉语声调学习的正负迁移作用，
就能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与方法，提高汉语普通话声调教学的效率。
　　刘岩教授主编的《中国无声调少数民族学习汉语声调语调的实验研究》，通过声学实验和统计分
析，研究我国无声调语言的民族学习汉语声调偏误的状况和规律。
其研究在选择目标人群时，以语言类型及其超音段特征为主要依据，并参考其社会环境特征，选择了
维吾尔语三个方言、藏语三个方言、蒙古语一个方言点为研究对象进行语料采集。
他们对这三个民族语言的七个语音点，每个点都建立了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语言进行了深
入的研究，不论在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有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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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声学实验和统计分析，研究我国无声调语言的民族学习汉语声调偏误的状况和规律。
其研究在选择目标人群时，以语言类型及其超音段特征为主要依据，并参考其社会环境特征，选择了
维吾尔语三个方言、藏语三个方言、蒙古语一个方言点为研究对象进行语料采集。
他们对这三个民族语言的七个语音点，每个点都建立了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语言进行了深
入的研究，不论在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有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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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针对不同的声调要有不同的教学对策。
总体安排上应先教阴平和去声。
这两个调是维族学生能最先掌握的声调。
阴平容易读得过低，这个调域错误比较普遍但是不难克服。
阴平还容易读为升调和降调，对这种调型错误主要强调要保持声带紧张度直至音节尾。
对去声教学要注意不要读为平调，要引导学生拉大调域，突出其降势。
其次教阳平。
阳平对于初级学员来说容易读得过低、过平，训练时应强调提高调阶、扩大调域；对于中级学员来说
容易读为其他调型，要强调声带控制方式。
上声最后教。
对无论是何阶段的维吾尔族学生，上声教学都是重点。
上声容易犯的是调型错误，首先要对上声音高、音强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概念性讲解。
其次，强调拉开调域，使降、升走势突显。
第三，作声带松紧控制能力的训练，同时注意降升的速率。
避免降程太短或曲折点不够低。
第四，讲解音强和音高的对应关系。
强调要在音高到达最低点后用力而使音高抬高的特点，避免尾部音强太弱。
　　六、找出适应症，因人施教、对症下药。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学生由于学习汉语背景、环境、时间长短等因素的不同，存在不同的问题
。
比如有的学生接触到汉语的时间相对略早，但由于受到“民考民”背景维族教师口音的长期影响，学
生口音有先人为主的倾向，对汉语声调的掌握在语感上和发音习惯上有僵化现象，纠正起来很困难；
而有的学生从小汉语课程较少，生活中使用汉语的机会也少，到北京后词汇量、对语法的掌握和汉语
的应用能力都弱于前者，但口音偏误不顽固，反倒易于纠偏。
所以应在找到维族学生普遍偏误倾向的基础上，找到具体教学对象的具体偏误，不可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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