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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也稱浸入式)被普遍認為是一種有效的學習第二語吉的方法。 l 對於粵語區

的人學習普通話，它的成效如何?以普通話聲、韻、調的發音來說，沉浸對於他們的正

確發音，幫助有多大?沉浸是否對所有的正音難點都有幫助?有無改進之處使沉浸更具

成效?本文以一批香港大學生為調查對象，對她們在內地短期沉浸式普通話學習的成效

進行研究，比較和分析她們沉浸前後的普通話語音面貌，藉此對沉浸學習提出建議。 2

1. 背景資料

1.1 調查對數

這次語音測試的調查對象是十三位香港女性大學畢業生，當時就讀香港教育學院一

年制的師資培訓課程，年齡介於二十二至二十八歲。她們都是幼年及童年時期生長在講

粵語的家庭，兩歲後未在內地住過三個月以上。十三位調查對象的普通話經歷及有關語

吉背景詳情見附表一。其中編號 l 至 7 上大學以後才開始學習普通話，編號 8 和 9 從中

學開始學習普通話，編號 10 至 13 學習普通話的最早時間為小學四年級(此後或中斷)。

雖然她們開始學習普通話的時間遲早不一，根據筆者對前、後測的觀察，起步早的反而

犯錯較多且較難糾正，如編號8 、 9 、 10 和 13 犯錯的吹數與類型都較多;後測中除了編

l 沉浸式英語學習的成效報告見方俊明 σ己童英語浸入式教學與認知發展卜載強海燕、趙琳主編《中外第二

語吉浸入式教學研究~ (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1 年) ，頁的-68 ;以及香港大學生的英語學習見

Peter Bodycott and Vernon Crew, Language and Cultural Immersion - Perspectives on short term study and 

residence ahroad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2001 , p.142 以上兩本研究語吉沉浸的專

著著眼語吉能力，正音方面還未見相關報導。

2 本研究為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的語文沉浸成效研究題目之一。我們對下列參與者與合作者深表謝意，他

們是香港教育學院 2002-03 年學位課程的十三位普通話主修學員，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何圓祥博士、張

本楠博士、錢芳女士、徐志蕙女士(以上負責出題) ，挾西師大中文系陳楓副教授(測試) ，俠西師大中文

系研究生馬毛朋先生和李斐先生(記音並整理) ，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研究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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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的有較顯著進步外，其他三位依然如故。 1

1.2 沉浸方式

這次沉浸地點為中國西安市。十三人在西安生活和學習共六週四十夭 。 其中前兩週

在歐西師範大學進行普通話語音訓練和文化考察，後四過分別在西安的長安區小學和快

西師大附小進行語文科以及其他學科的教學(以普通話為教學語言)實習 。 4 她們沉浸期

間住在歐西師大校闡內的留學生樓，兩人一室 。 平時集中用餐，週末結伴上街吃飯。

沉浸地點西安話屬於中原官話關中片。但西安人對外地遊客都講普通話。市區街上

服務人員的普通話語音面貌不錯，據筆者實地觀察，餐廳服務員和出租車司機大致能達

普通話語音水平測試的二級甲等 。

1.3 調查內容

調查內容為朗讀 26個單字、 24個雙音節詞、 一段 50 字左右的短文和一段依題短講

(題目為「西安第一天」及「在西安最有意義的一天J之類的話題 ， 時間一分鐘)。詞語(單

字)範圍相當於香港的 「普通話基準試」 。調查對靠分別於沉浸前、後在同一地點接受測

試 。 兩吹測試難度基本一致，具體做法是四位出題者根據香港學生常見的發音錯誤，在

單字及雙音節詞部分規定各類可能發生錯誤的題數，每人出兩份試卷，前、後測各用四

份 。 我們根據這些朗讀和說話的國際音標記音 ，從聲、韻 、調三方面統計學員沉浸前後

的誤讀。

1 .4統計方式

本調查主要是將學員沉浸前後的錯誤率和錯誤類型列出，進行對比 3 指出她們沉浸

前後的語音面貌變化。為了看出不同場合的錯誤率和錯誤類型 ， 本文從以下兩方面統

計:

(1)錯誤場合﹒單字、雙音節、短文、短講

(2) 錯誤類型 : 各類錯誤的情況(如把 n 說成 1)

綜合以上兩方面，既可以比較不同場合的犯錯人數 2 也可以比較不同錯誤類型的犯

錯人數。除非特殊情況需要說明(如某些試卷中的非常用字，會影響統計結果卜般不

計算個人在同一錯誤類型上的犯錯吹數 。 5 比如 3 某對象的同一[ts] 聲母，在單字場合

及雙音節詞場合都有錯 ， 她發[t~] 兩狀，發[tç;]一吹 ， 發[tf]兩狀 。 在統計闋的錯誤類型

3 本次調查對象從!可班十八位學員中選擇語吉背景相同的十三位，力爭調查對星星具有同一性。所以自對單

f同調查對象的語音分析 ， 不屬於本文分析範圈 。

4 其他學科包括數學 、常識 、音樂、美術、 電腦等。 十三位學員的主修均為普通話，高IJ修為其他學科中的

一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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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閥、 [t~] 、 [tf] 時，三種錯誤各算一例;在統計錯誤場合(單字、雙音節詞)時，兩個場合

各算一例，不計次數;在統計[吋聲母的錯誤率時，只算絕對犯錯人數一人。這樣，可以

盡量避免將某些個人的、不具普遍性的發音錯誤統計成集體的錯誤。絕對犯錯人數在分

析中提供，不專門列表。如果統計數字帶有某種明顯傾向，我們會檢查測試內容有無特

殊情?兄，及時提供有關說明。

2. 語音面貌比較

2.1 聲母

2. 1. 1聲母的錯誤場合和犯錯人數

聲母的錯誤場合和犯錯人數見附表二。從此表看出，唇音聲母的錯誤不多。聲母[的

在後測的雙音節場合有 3 例犯錯，那是因為後測的一份試卷有個非常用詞「瞞珊J '使用

這份試卷的四位學員，其中三人把「瞞」宇讀成 [m] 聲母?所以，這個非常用詞的錯音可

以算作例外。

舌尖音 [t， t', n，可錯誤集中在後兩個聲母上，這是香港普通話教學正音上的一個難

點。香港粵語有把聲母n發成l的傾向，所以附表二聲母 n犯錯率比聲母 l 的大，前者的

總犯錯人吹(前後測及各個場合)為 14 例，而復者的總犯錯人次僅 4 例。從這組數字可

以推測:

(1)粵語區學生發不準r 主要是母語(粵語)也不分 n 、 1 ; 

(2) 這類錯誤人數在後測中並未減少，說明短期沉浸對n 、 l 詞語混淆並無幫助。 6

舌根音祉， k'， x]前後測絕對犯錯人數有明顯減少，從 5 減至 2 。後測的 3 例犯錯，有

2 例是相同錯誤，將「瞌睡」的「瞌」聲母讀成不送氣的[k]。

舌面音聲母阱， tG‘ 9 ♀]的單字，沉浸前後有非常明顯的改善，從沉浸前的人都犯

錯，沉浸後減至 4人。但是在雙音節詞、短文、短講的場合，犯錯人吹沒有變化，分別

為雙音節詞 4例，短文 3 例，短講 6 例。也就是說，除了除單宇外，在沒有較多時間思

考字音的環境下，學員的舌面音聾母，沉浸前後沒有改善。

翹舌音聾母 [t~， t勾5

的短文場合沒有改進，其他方面都有改善。這說明雖然粵語里不存在翹舌音，但由於其

5 限於人芋，本文不統計同一對象在同一場合、同一錯誤的犯錯次數。

6 對於後測的錯誤有增無減的現象，不能解釋為沉浸反而強化這類錯誤。香港學生發音錯誤有兩個原因

一是發不準，一是分不清 ü昆淆) 0 I發不準」指發音不準， I分不清J指母語里兩個自由變體的音，如聲母

n 呵，目標語要分辨哪個詞是n' 哪個詞是 1 '造成混淆。關於「發不準」和「分不清」的詳細分析，見侍建

國 《普通話語音> (香港﹒香港教育學院， 2003 年) ，頁 86-8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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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發音特徵，學習和改善這組聲母的發音並不太難。

從場合看，翹舌聲母單宇的改善同舌面音聲母一樣，從前測的犯錯塘、人吹 17 減至後

測的7 ，雙音節犯錯總人吹則從 9 減至 5 ，短文犯錯無改變，前後各為 3 ，短講犯錯有最

明顯的改進，從 9例減至 2 例。比較本組聾母與舌面音聲母的情況，我們發現這兩組的

共同點:雙音節詞和短文朗讀，沉浸前後改善最少。

舌尖前音 [ts， ts', s] 的情況與翹舌音相似 3 單字、雙音節、短文沉浸後都有改善。單

宇從前側的犯錯人吹 7 減至 5 ， 雙音節犯錯人吹從 8 減至 4 ;短文犯錯人吹從 9減至 6 。

短講前後無變化。比較本組聲母與舌面音聲母 7 兩組的共同點是:短講場合的犯錯，沉

浸前後無改善。

零聲母的犯錯情況並不嚴重。前測雙音節有 3例犯錯 3 其中 2例錯在「輯旋J 的 「輯J 。

這是個非常用詞 。 後測有兩人分別把短文中「濃郁」的「郁」和「揖揖而談」的「揖」讀錯，這

兩個也是非常用詞。此外，零聲母所犯錯誤太少 ， 前後看不出變化。

2. 1.2 聲母的錯誤類型和人數

聲母錯誤類型和人數見附表三。

唇音聲母錯誤不典型 9 前面已分析過。

對於鼻音和邊音的混淆 ， 前文說過 ， 學員在分不清哪些詞語是鼻音、哪些詞語是邊

音的情況下，引起更多的混淆，使錯誤率增加。

青根音聲母的犯錯人數沉浸後有明顯減少，錯誤類型也減少。後測的錯誤類型反映

了香港學生的典型錯誤，即祉， k'， x] 三個聲母之間送氣與不送氣的混淆以及塞音與擦音

的混淆。我們認為 3 香港學生易於在 [x] 、 [k'] 之間以及在閩、口叮之間混淆，這兩種典

型錯誤正是後測的主要錯誤類型。

從附表三看到，舌面音、翹舌音、舌尖前音三組聲母是犯錯最多的，也是錯誤類型

最複雜的 。

先看舌面音[仰tω<;; ， tωG 

顯改進，但從附表三的犯錯類型上，這組聲母卻有顯著改善。不送氣的 P吋，後測時雖

然三個主要錯誤類型依然存在([t♀]分別與 [ts] 、[閥混淆以及送氣與不送氣混淆t ， 但其 ，戶

他錯誤類型減少了 。

送氣的 μ'] ，由於它具有較顯著的聲學特徵(強送氣) ，所以 3 錯誤類型從前側的 6

種減至後測的 2 種(復制 2 例其中之一把單字「丘J讀成零聲母，這個非常用字的錯音受

了母語影響) ，並且主要錯誤類型消失了。這個聲母是三個舌面音聲母中糾誤效果最好

的。

擦音制的情況與不送氣的 [t♀]相近 3 主要錯誤類型吋、國依然存在，但其他類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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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並且後測沒有人把舌面音發成舌葉音了。這說明這組聲母「發不準」的問題得到明顯

改善，但「分不清」的問題依然存在。

翹舌音[峙， t~'，吋「發不準」的情況後測中依然存在， [峙， t~']分別有一例讀成舌葉音。

但「分不清」的情況更嚴重。從翹舌音[峙， t~'，目的主要錯誤類型看，翹舌音與舌尖音、舌

面音相混，送氣與不送氣也相i昆。這兩種主要錯誤類型在前後測中沒有太大的改善，特

別是送氣音[t~1 '後測犯錯塘、人吹有增無減。前測[t~']犯錯 6 例(絕對犯錯人數也為 6) , 

其中 4例為同一宇「踹」讀錯， 2例為另一宇「喘」讀錯。而後測的 7 例錯誤(絕對犯錯人數

為 5) 分散在幾個不同的宇上。雖然[t的也送氣，{g與擦音[~]比起來，後者的送氣特徵比

前者明顯，所以，擦音[~]的錯誤類型與犯錯人數後測中都大幅度減少，而送氣音[t~'] 則

無起色。

將翹舌送氣音[t的與舌面送氣音[t<;:']沉浸後的d情況作一比較，我們發現，所謂送氣音

有明顯的聲學特徵且易於記憶的說法，不能一概而論，視其體情況而定。它對於舌面音

是正確的，但對於翹舌音就不正確。舌回音因摩擦部位在舌面，所以送氣特徵易於突出

這一發音部位。而翹舌音的語音特徵不在舌面或舌尖上，而在舌尖翹起所形成的半圈以

及口腔內形成的空洞。 7 強送氣反而會模糊翹舌音的這一聲學特徵 o 反觀擦音[函，因不

帶塞音成分，翹舌音特色分外突出。

翹舌擦音[互]是一個較特殊的音素 9 它的獨擦音特徵是粵語所缺少的。普通話帶這一

聲母的宇?粵語襄大都唸零聾母。日從附表三[互]讀零聲母的統計看，後測中犯錯明顯

減少。

再看舌尖音[郎， ts', s] ，它們的錯誤類型主要是與翹舌音相混，這與翹舌音的錯誤類

型相對應。後測中錯誤人數減少，錯誤類型也有略改善。前測有 11 例把舌尖音發成舌葉

音或舌面音，而後測只有 4例。但把舌尖音發成翹舌音的情況?後測無明顯改善。

零聲母的錯誤不典型，也不嚴重。後測有兩例把以 [i] 開頭和 [y] 開頭的音節說成擦

音聾母[♀]。對於普通話的零聲母音節，調查對象因不知正確讀音而猶豫在零聲母與同部

位擦音聾母之間。這是第三語言學習過程中的試誤現象。

2.2 官員母

2.2.1韻母(兒化韻除外)的錯誤場合和犯錯人數

韻母(兒ft韻除外)的錯誤場合和犯錯人數見附表囚。 9

7 這一特徵為本文第一作者美國求學的學友廖榮蓉博士所告知，謹致謝意。詳細發音描寫見侍建國: <普通

話語音~ (香港:香港教育學院， 2003 年) ，真 74-77 0 

8 前測兩例[互]聲母讀成[ts 1 的錯誤，一是同剖，一是「人」。

9 因人手不足，韻母錯誤的統計只限於單字和雙音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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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單元音韻母看 3 後測的總、犯錯人吹(單、雙音節合計)明顯減少，從 15 減至 5 。前

測的 15 例犯錯中，粵語入聲字(如「色、鶴、格、責、速、溺J) 的錯誤佔一大半，而後測

的5例，沒有一個入聲字。這說明粵語區的人學習普通話的一大難點一一粵語入聲字的

讀音，通過沉浸得到有效改善。

開口呼 、 齊齒呼的複合韻母也體現這一點。 10 閉口呼的前測 4 例錯誤中， 2 例為入

聲宇的 「賊j 。齊齒呼的前測 7 例錯誤中 '5 例為入聲宇(如「穴、 雀、劣、恰J) ; 後測 4

例 ， 2 例為入聲字 (í液、缺J) 。

複合韻母因其複雜，特別是帶介音，會給人聲字的普通話讀音帶來一定困難，附表

四齊齒呼複合韻母和合口呼複合韻母證明這一點。在合口呼複合韻母前測 8例錯誤中，

除了 3 例來自同制 '2 例來自「輯旋j 的「輯J '剩下的 3 例 ' 2 例為入聲字「措、碩j 。後

測 6 例 ， 3 例屬於入聲字 (如「措、弱J) 。

開口呼的鼻音韻母犯錯人吹，前後測無明顯改變，從 11 略減至 9 。主要是前後鼻音

混淆以及韻腹元音在中、低舌位上混淆 。 單字的嚴重性甚於雙音節詞，可能因為單字無

參照 ，易於混淆。

齊齒呼鼻音韻母前後犯錯人故也無明顯改變 ，從 6 略減至 4 。

合口呼鼻音韻母前後犯錯人次有較大改變，從 19 減至 8 0 主要是韻母[u::m] 有明顯

改善，從 11 誠至 4 ，並且後測犯錯集中在單宇上。而韻母[uan]前後測犯錯人改幾乎無

改變。

撮口呼鼻音韻母前後犯錯人吹有明顯減少 3 從 5 減至 1 0 

比較開口呼 、 合 口 呼、撮口呼鼻音韻母雙音節場合與單字場合前後測的結果，通過沉

漫 ，學員在雙音節上有顯著改善 ， 而單字的糾誤成效遠遜於雙音節 。 這與沉浸期間多講

普通話(使用詞語而非讀單字) 不無關棒、 。

2.2.2韻母(兒化韻除外)的錯誤類型和人數

韻母 (兒化韻除外)的錯誤類型和人數見附表五 。

這個錯音明顯是受母語影響。後測中入聲字韻母有較大改善 。

開口呼複合韻母犯錯吹數太少 3 看不出規律。

韻母悶 、 [則是粵語區的人學普通話發音的一個難點。從附表五的錯誤類型看 ， 不

是「發不準J ' 而是「分不清J '大多為粵語入聲字。

合口呼複合韻母的犯錯集中在韻母為[U;J]的入聲字上，錯誤類型前後無改善。

10 撮口呼韻母[yE] 因與韻母 [i E] 經常混淆，且常犯同類錯誤，為了分析的便利，我們把韻母[yE]與[iE] 放在

一起統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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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口呼鼻音韻母主要錯誤類型是前後鼻音混淆以及韻腹的中、低元音混淆，後測無

明顯改善。

齊齒呼鼻音韻母的犯錯類型在韻母為 F吋的音節上有顯著改善，前測的4種 (6 例)犯

錯類型 3 後測一個都沒有 。 可以解釋為以 [in] 為韻母的常用字，數量相對較少，易於糾

正 。 後測齊齒呼的犯錯類型集中在介音上，或者丟失介音(如 [0可]、 [QlJ]) , 11 或者混淆

介音(如 [yε吋) 。 這是粵語區的人易犯的錯誤。

合口呼鼻音韻母的前後犯錯人吹減少，犯錯類型也略有減少。 前測有 l 例前後鼻音

混淆，後測無此混淆 。但是韻母 [UQn] 、 [uan] 的韻腹元音中、 低舌位混淆與介音錯誤依

然存在。 這兩種類型也是帶介音的鼻音韻母的普遍錯誤。

撮口呼鼻音韻母後測有 l 例丟失韻尾 [n] ，是非常用字「眷J在單字場合的錯誤。此

乃孤例 3 無法作評。但香港學生的確有把前鼻音韻母發成鼻化元音的傾向。

2.2.3兒化韻的錯誤

兒化韻的錯誤場合和錯誤類型見附表六。

k可音節在單字場合指「見、爾、耳、二J之類的字，在雙音節場合指見化韻如「唱歌

兒」之類。 試卷上以詞綴「兒」標明該詞後一音節為兒化韻。

從附表六的統計看 7 除了單字的但可音節外，兒化韻前後無改善 。錯誤類型集中在沒有

[吋 尾，當然也談不上變韻了。短期沉浸的香港學員，似乎對普通話的兒化無動於衷。

2.3 聲調

調查對象前後測的聲調錯誤場合和錯誤類型見附表七。 1 2

比較五個聲調(四個基本聲調加上輕聲)的錯誤場合，去聲的單字場合和雙音節場

合，後測犯錯人吹略微較少，分別從單宇場合的 11 例減至 8 例，雙音節場合的 6 例減

至 4 例。其他四個聲調，前後無改善 。從 2.2.1 節對韻母的分析可以看出，粵語入聲字

韻母通過沉浸有較大改善。粵語入聲宇 7 普通話讀去聾的佔很大一部分，所以 3 附表七

的單、雙音節場合，去聲調有明顯進步。

輕聲音節是普通話語音的一大特點。 但是 ，正如兒化韻一樣，學員對輕聲音節似乎

也無動於衷 。 在能出現輕聲音節的場合(雙音節和短文} ， 輕聲錯誤人設有增無減 。

再看附表七聲調的錯誤類型。從錯誤類型的數量看 ? 前後測無變化。但從錯誤類型

分佈上 3 前後略有不同。

11 [i l)]-[g日]在音系上的不同主要是介音的有無，分析見侍建國﹒ 《普通話語音} (香港: 香港教育學院 ， 2∞3 

年) ， 真 111-112 0 

12 因人手不足，聲調錯誤的統計只限於單字、雙音節詞和短文朗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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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陰平調 。 我們曾經提出粵語聲調對普通話的影響，不會出現在學習初期，而大

量出現在中期階段(此吹調查對靠應屬於普通話學習的中期階設) ，即利用中介語大量類

推。的陰平調的調查結果證明這一點。受粵語影響，普通話陰平調易於與去聲調相混。

附表七陰平調前後測犯錯人數最多(一半以上)的類型是去聲調。

但普通話去聲犯錯人數最多的類型卻不是陰平調，而是粵語的去聾(中平調) [33] 。

前後測的結果都一樣。 這又是一例說明語音的對應性。普通話去聲調最典型的犯錯類型

大概是受母語去聲調的影響。 14

粵語區學生的另一典型錯誤是混淆普通話的陽平與土聾。此吹調查結果說明，後測

犯錯類型與此相符 。 後測陽平犯錯最多的類型為上聲調，有 6 例(加「前半上J [21] 的 2 例

共 8 例) ;上聲犯錯最多的類型為陽平，有 5 例 C)J日「後半上J[13] 的 4例共 9 fJtl) 。兩者都

佔各自錯誤類型的一半以上。

前測的情況卻不同。前測陽平犯錯人數最多的仍為上聲調，有 4例;上聲犯錯最多

的類型卻為去聾，有 8 例。上聲調前後測的錯誤類型說明，通過沉浸，錯誤類型趨於集

中 。

輕聲是後測犯錯人數有增無減最為嚴重的調類。但從錯誤類型看，後測的錯誤類型

相對集中，且呈一定規律 。 如犯錯人數最多 (8 例)的類型一一一去聾，其中 7 例屬於同樣

錯誤，即將雙音節詞的後一輕聲音節(如「打扮、熱鬧、素質、月亮、冤枉J) 讀成原宇調

(去聲) 。 而前測沒有這個規律。

3. 結論與建議

3.1 通過沉浸發音改善之處

綜上所述 ， 內地短期的普通話沉浸對學員聲、韻、調的發音不無幫助，主要體現以

下幾個方面:

(1)聲母改善集中在舌面音、翹舌音、舌尖前音這三組聲母上。前兩組的發音短期

沉浸能看出顯著效果;

(2) 粵語入聲字的普通話發音是本港學生的一大難點，主要是“分不清"的問題，短r

期沉浸能看到粵語入聲字的普通話韻母發音得到改善;

(3) 鼻音韻母[i吋有改善;

(4) 去聲調有明顯改善;

13 分析見待建國: <普通話語音> (香港， 香港教育學院 '2003 年) ， 頁 141 0 

14 粵語陰去調值為狗 ， 陽去調值為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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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聲調雖然無改善 3 但錯誤趨於規則。

3.2 通過沉浸發音未改善之處

通過統計和分析，我們發現短期沉浸對下列三方面的發音錯誤並無幫助:

(1) n 、 l 混淆;

(2) 鼻音尾 -n 、叮混淆以及鼻音韻母的中、 fff;元音混淆月

(3) 兒化與輕聲。

以上三方面的發音，都是本港學生的難點，短期沉浸幫助不大。

3.3 對沉浸的建議

最後，根據本次調查與分析，我們對普通話短期沉浸學習提出如下建議:

(l)雖然內地沉浸提供了一個理想的環境，但學員努力程度及學習態度對學習成效

影響很大。在沉浸後的問卷中 '77% 的學員表示自己在六周沉浸期間，日常活動使用普

通話的比例接近或少於一半。即使在實習備課時， 72% 的學員表示自己大部分時間用母

語與同伴討論教學內容。造反映沉浸是一種輕鬆白在的學習環境，學員沒有考試和分數

的壓力，也沒有必須使用目標語的限制。但同時看出，作為師範生，學員的努力程度不

夠。應該對學員的日常語吉環境作一定的要求;

(2) 加強 n 、 l的集中正音訓練。雖然n 、 l混淆由母語造成，但通過有關字表的集中、

強化訓練 3 應該能取得一定的進步;

(3) 應強調見化與輕聲在普通話語音的重要性，提高學員對正確發音的認識。特別

是師範生 3 僅有語吉交際能力還不夠，必須在語吉的標準發音上狠下功夫;

(4) 從青面音聲母和翹舌音聲母情況看， 1G 學員在雙音節場合和短文場合的犯錯無

改善。本故調查試卷中?雙音節詞和短文詞語，相對地偏重文學、新聞詞語。應加強學

員對各種話題所需詞語(如文學、新聞方面)的訓練。此外，從舌面音聲母和舌尖音聲母

情況看，學員在短講場合犯錯無改善。建議聽說及正音課以各類話題為訓練內容，這

樣，一方面提高語言表達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擴大詞匯量，正確運用(指口頭表達)文學

詞語、新聞詞語。而選派這類課程的老師，應該既有語吉表達能力，又有教學正音能

力。

15 前此說過，西安街上服務員的普通話語音面貌不錯，他們對外地人都講普通話。但西安本地話把那些對

應於普通話-n韻母的音節，一律發成無鼻音尾的鼻化元音;而把那些對應於普通話 [01)]、 [iOIJ]、 [ual)]韻

母的音節，也發成韻尾弱化的鼻化元音。[呵]、 [i lJ]、 [01]]、 [iOI)]([yOI]])韻母則與普通話相同。西安話

材料見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漢語方音字匯:> (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89 年，第:版) ，頁 110

西安本地話對沉浸學員有無影響，此次調查未能注意。

16 這兩組聲母是學員母語所沒有的，可以將它們的發音正確與否作為一個檢測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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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調查對象學習普通話的經歷及有關語吉經歷

編號
八歲前 開始學普

在內地居住時間 說 明家庭語吉 通話時間

粵語 大學 無

2 粵語 大學 無

3 粵語 大學 無

4 粵語 大學 0-2歲(廣東)

5 粵語 大學 姐

6 粵語 大學 無

7 粵語/客家 大學 金正

8 粵語 中學 無

9 粵詛口口 中學 無 1999年吉林沉浸一個月

10 粵語/潮州 小五 無

11 粵語 小五 無

12 粵 主口五口 小四 無 2000年北京沉浸一個月

13 粵語 小四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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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聲母的錯誤場合和犯錯人數

聲母
單字 雙音節 短文 短講

前/後 前/後 前/後 前/後

p 1/1 。 / 1
p ‘ 1 / 0 。 /3
紅1 1/0 

f 

t 

t‘ 
n 3/2 1/2 。 / 3 。 /3

1/0 。 /3
k 1 / 0 1 / 0 1/0 

k ‘ 1/0 。 / 2
X 2 / 1 

tç 2 / 1 。 /1 。 /1 3 /2 

tç ‘ 5 / 1 1/0 1/0 

G 6/2 4/3 2/2 2/4 

t? 5/3 1/0 。 / 2 3/0 

t?‘ 6/3 。 /3 1 / 1 

5/ 1 5 / 1 1 / 1 5/ 1 

互 1 / 0 3/1 2/0 

ts 3/ 1 6/1 4/3 2/2 

ts ‘ 2/2 2/3 2/ 2 2/2 

s 2/2 3/1 1 /1 

零聲母 3/0 。 / 2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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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聲母的錯誤類型和人數

聲母
前測 後測

錯誤類型與人數 錯誤類型與人數

P [斗 l

p ‘ [f] 1 [m]3，因 l

位1 凹 l

f 

n U]2, [m]2 。]5
[n] 1 [n]3 

k [x] 1, [k'] 1, [tc,;] 1 

k ‘ 零l [k] 2 

x 零2 [k‘] 1 

tç [tJ] 2, [的] 1, [t~] 1, [k] 1 ，問 l [的] 1, [t~] 1, [tc,;'] 2 

tç ‘ [tJ‘]1 , [ts']1 , [t~']2 ， [tc,;]2, [中，零I

零2 ， 同 l

G [J]2 ， 的4， [~]2 ， [t c，;]2，零 l 的4， [~] 2 

t~ [ts] 4, [tJ] 3, [tc,;] 1, [J] 1 [的，]2 ， [tJ] 1, [t~'] 2, [t] 1 

t~ ‘ [ts']1 , [tJ‘] 2, [tc,;'] 1 ，閃2 [ts'] 3, [t~] 3, [tJ'] 1 

5 的5， [J] 3 ， [c,;]I , [tf悍， [t~] 1, [s]3, [t~'] 1 

零5

~ 零4， [的]2 零 l

t5 [t~]6， [tJ]2 ， 但] 1 [t~] 4, [t~'] 1 

t5‘ [t~ '] 2, [tJ14, [tc,;'] 2 [t~'抖， [tJ']I ， [tc,; ']1 , [1的] 1 

s 的 2， [J]I , [c;]I , [t~']2 [~]2 ， [J]2 

零聲母 凶2， [之] 1 [c;]2, [m]l 

註 ﹒ “零"為零聲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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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m&A• 

ft-BJ: ¥* ~-ffiiji 

i 4/0 0/1 
1 1/0 

1 1/0 
')(' 5/1 2/2 
u 2/0 
y 0/1 
a 

ar 
ei 2/0 
ao 

::m 2/0 I 
ia 1/0 l 
i£ 3/1 

I 

y£ 2/1 
I 

iao 1/1 I 

i;:Ju 0/1 I 
ua l 
U8 2/0 2/3 

I 

uar 4/0 
uer 0/1 0/1 
an 1/2 1/1 
;:Jn 2/1 5/1 

OIJ 0/2 1/0 
81) 1/2 1/0 I 

it:n 0/1 
rn 2/0 3/0 
iaiJ 0/1 
ii] 1/2 I 

iOIJ 
I 

I 

uan 5/4 I 

6/4 5/0 
I 

u8n 

UOIJ 1/0 

U8IJ 2/0 

yEn 1/1 3/0 

y;:J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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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韻母的錯誤類型和犯錯人數

韻母 前測 後測

l [1] 1 ，但u]2， [吋 l

1 [1] 2 [1] 1 

1 日 l

γ [吋 5 ， [ε] 1 [吋 1 ， [ai]2 

u [y]2 

y [uei] 1 

a 

ru 

el [ei] 1, [iε] 1 

ao 
:;lU [i;}u] 2 

la [ai] 1 

1E ['lr] 1, [y] 1, [ye] 1 凹 l

ye f!a吋 1 ， [Ug] 1 [iε] 1 

1ao [ao] 1 [i;}u] 1 

l;}U [iao] 1 

ua 

u~ [U吋 2 ， [oa] 1, [1] 1 [泣.] 1, [yo] 1, [au] 1, [吋 I

UaI [uan]3, [ai] 1 

ue1 [Ug] 2 

an [ an] 1, [ai] 1 [en]2, [叩] 1 
;}n [an] 4, [en] 1, [al)] 1, [01)] 1 [g l)] 1, [a吋 l

01) [ual)] 1 [an] 2 

~1) [01)] 1, [an] 1 [an] 2 

1En [yen] 1 

m [1]1 , [i]l , [u叩] 2, [a吋 l

101) [01)] 1 

11) [01)] 1 [al)] 2 

101) 

uan [yεn]2 ， [uan]2, [ual)] 1 [ua] 1, [a吋 1 ， [uan]2 
u~n [an]3, [en] 1, [yan]5 [an] 2, [yen]2 

uo可 [01)] 1 

u~ lJ [al)] 2 

yEn [yan] 3, [ua吋 l [yE] 1 

yan [u~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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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兒化韻的錯誤場合和類型

單 字 雙音節
兒化韻

前/後 前/後
前測錯誤類型 後測錯誤類型

。r 6/1 1/4 [吋 2， [1] 1, [er]5 [Y] 1, [1] 1, [e] 2, [吋 1 ， [;;ln] 1 

l~r 1/0 [i] 1 

lUr 2/0 [iu] 2 

aur 。/2 [a吋2

。ur 。1/2 [;;lU] 2 

ar 1/0 [uar] 1 

附表七:聲調的錯誤場合和類型

聲調 單字 雙音節 短文 前測錯誤類型 後測錯誤類型

前/後 前/後 前/後 (括弧內數字代表調值) (括弧內數字代表調值)

陰平 4/5 2/2 5/4 [51]6, [35] 3, [33] 1, [51]6, [35]2, [13]2, 

[214] 1 [21] 1, [31] 1 

陽平 6/4 5/3 2/4 [2 1吋4， [51]3, [33]2, [214]6, [2 月 2 ， [55] 1, 

[55] 1, [21] 1 [51] 1, r叮 l

上聲 717 517 8/4 [51]8, [1 司 5 ， [35]3, [35]5, [1 3]4, [51]3, 

[33] 3, [21] 3, [55] 1 [55]2, [33]2 

去聲 11/8 614 5/ 11 [33]8, [35]5, [2 1句 3 ， [33]7, [214]4, [55]3, 

[13] 3, [55] 2, [0] 1 [35]2, [21] 1, [13] 1, 

[叮 l

輕聲 2/8 2/5 [33]2, [35]2, [1 3]2, [51 ]8,,-[33]4, [35] 2, 
,.-

[51] 1, [31] 1 [31] 1, [1 3] 1 

【本文屬專著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