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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安徽2所高校日语专业学生 6种动词活用形的声调生成状况进行语音调查，归纳学生日语动 

词活用形的声调生成特点，为中国日语学习者语音习得研究提供基础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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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今中国有关日语的研究 已进入蓬勃发展阶 

段，在日语语法研究、词汇研究、语用学研究、教 

学研究等方面，都有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涌现，而 

关于日语语音习得的研究相对匮乏。日语声调的生 

成是中国日语学习者的语音习得难点之一，以日常 

表达中使用率非常高的动词活用形的声调为例，因 

动词活用变化后的声调与其基本形的声调不同，这 

更增加了学生的习得难度。本研究通过语音调查， 

分析学生日语动词活用形的声调生成特点，为中国 

日语学习者语音习得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1 先行研究 

国内外关于日语声调生成的研究比较丰富。在 

研究对象方面，有以日语母语者为对象的研究，也 

有以包括汉语在内的非日语母语者为对象的研究 u ； 

在研究内容方面，主要关注单纯词语 (名词、动词、 

形容词)的声调生成情况，也有一些研究着眼于复 

合名词、复合动词的声调生成状况，而关于动词活 

用形声调生成状况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的动词活 

用形声调生成研究主要考察了动词基本形、“丧寸 

形”“、尹形”“于 形”、假定形这几种活用形的声 

调发音情况 ’，对其他活用形声调生成状况的研究 

尚未发现。由此可见，目前学界对 日语学习者动词 

活用形声调生成的研究尚不充分，还有待丰富和发 

展。 

本研究以安徽高校日语专业学生为例，选取 6 

种日语动词活用形的声调进行语音调查，分析学生 

的声调正用和误用情况，归纳学生的声调生成特 

征，丰富中国日语学习者语音习得研究。 

2 语音调查 

2．1 调查对象 

本研究以安徽省 2所高校的 24名目语专业学 

生为调查对象，包括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学生 

各 8名、9名、7名，最后取 20名学生的有效数据。 

所有调查对象均来自安徽省各县市，无在日本的学 

习、生活经历。来 自安徽省各县市，均是在进入大 

学后开始学习日语，无在 日本的学习、生活经历。 

2．2 调查内容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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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本研究从中国日语学习者最常用的 

教材 《新版中日交流 日本语 (初级)》(第二版)中 

选取 25个动词，其中 2拍44拍的平板式动词 12 

个：寸 、呋 <、寝 、秉 、欠c寸 、浴 、 

磨 <、洗 弓、生 圭扎5、比 否、始圭 、行 弓； 

2拍～4拍的起伏式动词 13个：来否、成 、出寸、 

出 、埽 、步<、迷 弓、起砉 、阴 、手伍 

弓、麓<、稠 、深 。调查学生这 25个动 

词的 “终止形”“连体形+ c寸”“连用形+ ／ ” 

(以下简称 “于形”)、“未然形+ ／r”(以下简称 

“于／1，形”)、“假定形十 ”(以下简称“假定形”)、 

“命令形”这 6种活用形的声调生成情况。25个动 

词各有 6种活用形，因此共 25×6=150个调查语。 

调查对象共 20名学生，因此共生成 3000个调查语。 

调查方法：将 150个调查语乱序排列，印刷在 

问卷上让学生逐个朗读，利用电脑 MacBook Air上 

的录音软件 GarageBand将学生的语音录音并保存。 

再把每位学生的音频进行编号后逐一一听辨，以 《新 

明解 日本语声调辞典》(2014)为依据一一对照， 

标记出生成的声调是何种类型、是否正用或误用， 

并录入 EXCEL，最后利用SPSS统计分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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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调查结果 

2．3．1 动词终止形的声调生成情况 

动词终止形的调查语如下： 

(1)平板式动词：①2拍词： 、岂<、 

粗 、 ；②3拍词：力 }寸5、 、 力；<、 

弓；③4拍词：弓丧才，L 、< 5、f L二圭 

、 挡二 。根据 《新明解 日本语声调辞典》 

(2014)(以下简称 “辞典”)，平板式动词终止形 

的声调为 0型 。 

(2)起伏式动词：①2拍词：<I5、 l 、 

、

- -

el5；②3拍词：加]之 、 51<、丧上1弓、 

言15、L ] ；③4拍词：-C-o 1 、挡 ] 

<、L l5、 力 l5。根据辞典，起伏式动 

词终止形的声调主要为一2型 ，“埽 (加l完 )” 

因倒数第 2拍为连母音，根据日语声调音韵规则“’， 

声调核往前移一拍，其声调类型为一3型。 

根据调查统计，学生动词终止形声调的平均正 

用率为 62．4％。其中甲板式动词终止形声调的正用 

率为 40．8％，起伏式动词终止形声调的正用率为 

82．3％。按照动词的声调类型、拍数，可将学生的 

正用率统计如下图 l；误用类型及比率统计结果如 

F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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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不同声调类型、拍数的动词 “终止形”的声调正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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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不同声调类型、拍数的动词 “终止形”的声调误用类型及比率 

从图 1、图 2中可以看出动词终止形的声调生 

成情况有以下特点： 

(1)起伏式动词终止形声调正用率高于平板 

型动词。 

(2)2拍词终止形声调正用率>3拍词>4拍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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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板式动词终止形误读为一2型；起伏式 

动词的误用形式多为 0型。总体来看，学生有将动 

词终止形声调读为一2型的倾向。 

(4)“埽 (力 I完 )”的辞典声调类型为一3 

型，学生误用为～2型。 

2．3．2 动词 “连体形+ }于”的声调生成情况 

动词 “连体形+ }寸”的调查语如下： 

(1)平板式动词：①2拍词：中 I 、 < 

I寸、担 6寸、 否 }寸；②3拍词：力 I 石 

}寸、吾i) 否 c寸、 力 < I寸、拐 弓 }寸；③4 

拍词：弓圭才，L否 }寸、< }寸、f土 圭 

I寸、挡二 弓 I 。平板式动词 “连体形+ }寸” 

的辞典声调类型为0型。 

(2)起伏式动词：①2拍词：< c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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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 寸 5寸、 }寸；②3拍词：力 之 

}寸、拐 < }寸、圭上 }-于、茹 毒 c 、L 

}'于；③4拍词： ／) 弓 I于、挡 < }于、 

L 否 5寸、 加 }寸。起伏式动词 “连体 

形+ I'于”的辞典声调类型也为 0型。 

根据调查统计，学生动词 “连体形+ }寸”的声 

调平均正用率为 50．4％。其中平板式动词 “连体形+ 

}寸”声调的正用率为 52％，起伏式动词 “连体形+ 

c寸”声调的正用率为49％。按照动词的声调类型、 

拍数，可将学生的正用率统计如图 3：误用类型及 

其比率统计结果如图4。 

6 49’‘ 

36．25％ ■ ■ - 
2拍调 3拍调 4拍调 

起伏式动调 

图 3不同声调类型、拍数的动词 “连体形+ I寸”的声调正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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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不同声调类型、拍数的动词 “连体形+ e寸”的声调误用类型及比率 

从以上图 3、图 4中可以看出动词 “连体形+ 

} ”的声调生成情况有以下倾向： 

(1)起伏式动词 “连体形+ }寸”的声调正用 

率比平板式正用率略低。 

(2)2拍词 “连体形+ I寸”声调正用率>3 

拍词>4拍词。 

(3)学生将 “连体形+ c寸”声调误读为-2+0 

型的最多。即把 “ I寸”读成 0型、把 “ }寸”前 

的 “连体形”读成 “一2”型，本应读成一个整体， 

却被学生读成两个分开的单词。 

2．3．3 动词 “于形”的声调生成情况 

动词 “于形”的调查语如下： 

(1)平板式动词：①2拍词：L 、岂 、 

担 、 。-C；②3拍词：力 I -C、 -C、 力 

0、-C、拐 。-C；③4拍词： 圭才，L-C、< 、 

法L二丧0-C、 二 ，=) 。根据辞典，平板式动词 

“于形 ”的声调为 0型。 

(2)起伏式动词 ：①2拍词 ：言1 、 1。 、 

_] 



苊1L 、 1 ：②3拍词：力 ]之。 、扔否 、 、 

交土1。 、茹1言 、L．I~-c；③4拍词：-Co 1 

0 、拈 10、 、L6 、矗力 } 。根据 

辞典，起伏式动词“于形”的声调以一3型为主。“砉 

、 ”由于其 “于形”只有两拍，为一2型；“力 

交一) ”由于倒数第 3拍 “之”是连元音，根据声 

调韵律规则 ’，声调核落在特殊音节时要往前移一 

拍，所以 “力、l之0 ”为一4型。 

根据调查统计，学生动词 “于形”声调的平均 

正用率为 45．8％。其中平板式动词 “于形”声调的 

正用率为 39．6％，起伏式动词 “于形”声调的正用 

率为 51．5％。按照动词的声调类型、拍数，可将学 

生的正用率统计如下图 5；误用类型及比率统计结 

果如下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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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不同声调类型、拍数的动词 “于形”的声调误用类型及比率 

从以上图 5、图 6中可以看出动词 “于形”的 

声调生成情况有以下特点： 

(1)起伏式动词 “'尹形”形声调的正用率> 

平板式。 

(2)从动词的拍数看，2拍词 “于形”声调的 

正用率>3拍词>4拍词。 

(3)平板式动词 “于形”的声调学生误读为 

一 3型。起伏式动词 “于形”的声调误读为 0型。还 

有部分学生不分平板式动词、起伏式动词，都将“于 

形”读为一2型。总体来看，学生将动词 “于形”生 

成为一3型的比率最高。 

2．3．4 动词 “于／r形”的声调生成情况 

动词 “于／r形”的调查语如下： 

(i)平板式动词：①2拍词：L 、害力、 

、 把 、 岛 ；②3拍词：力 I寸 、 

扬 、 力；力 、扬 }) ；③4拍词： 

弓圭扎 I，、、 <岛 0、、f土 圭岛 0、、 二 

者) 。根据辞典，平板式动词 “于／r形”的声调 

为 0型。 

(2)起伏式动词：①2拍词：二] 、 岛1 

、 1 、 1 ；②3拍词：力、之岛1 、 

扬 力 ] ¨、圭上孝)1 、挡砉1 、L／ 1 ： 

③4拍词 })1 、拈 力 、L乏) 1 

、 力 ‘1 。根据辞典，起伏式动词 “于／r形” 

的声调为一3型。 

根据调查统计，学生动词 “于／r形”声调的平 

均正用率为 7．76％。其中平板式动词 “于，1，形”声 

调的正用率为 1．67％，起伏式动词 “于，1，形”声调 

的正用率为 13．9％。按照动词的声调类型、拍数， 

可将学生的正用率统计如下图 7，误用类型及比率 

的统计结果如下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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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不同声调类型、拍数的动词 “于／r形”的声调~-／tl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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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不同声调类型、拍数的动词 “于／r形”声调误用类型及比率 

从图7、图8中可以看出动词 “于／r形”的声 

调生成情况有以下特点： 

(1)动词 “于／r形”声调的平均正用率非常 

低，起伏式动词 “于／r形”声调的正用率>平板式 

动词。 

(2)从动词的拍数看，2拍词 “于，1，形”的声 

调正用率>3拍词>4拍词。 

(3)无论平板式动词还是起伏式动词，学生 

都有将 “于／r形”的声调误读为一2型的倾向，即误 

读为 “～ 、’，o 

2．3．5 动词假定形的声调生成情况 

动词假定形的调查语如下： 

(1)平板式动词：①2拍词：g-扎1l芸、吝I寸1 

、 把才乙1 、 机1 ；②3拍词：力、}寸机]； 、 

才，L_I 、 力sI寸1 、扬岛之1 ；③4拍词：弓丧 

∞ ，‘ 

铋  
柏 ，‘ 

口，‘ 

50．00~ 45
．75％ 

■ ■ 
3拍iI| 4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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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机1c 、<岛 才，L1{芸、c 亲扎1I芸、拈二 定1{{。 

根据辞典，平板式动词假定形的辞典声调类型为一2 

型。 

(2)起伏式动词：①2拍词：<1札 、 

、 1世 、 1礼 ；②3拍词：力 1之机 、 

1}寸} 、丧上1完i芸、招言 f芸、L f芸；③4 

拍词：-Cot4"1之 、糟 1 5寸 、L 1才L 、 

导力 ]机 。起伏式动词假定形的辞典声调类型为 

一 3型。 

根据调查统计，学生动词假定形声调的平均正 

用率为 49．8％。其中平板式动词假定形声调的正用 

率为 51．3％，起伏式动词假定形声调的正用率为 

48．5％。按照动词的声调类型、拍数，可将学生的 

正用率统计如下图 g，误用类型及其比率的统计结 

果如下图 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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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O不同声调类型、拍数的动词假定形声调-i~／tl类型及比率 

从以上图9、图 10中可以看出动词假定形的声 

调生成情况有以下倾向： 

(1)平板式动词假定形声调正用率略高于起 

伏式动词。 

(2)2拍词假定形声调正用率>4拍词>3拍 

词。 

(3)平板式动词假定形的声调多误读为一3型； 

起伏式动词假定形的多误读为一2型。总体来看，学 

生有将动词假定形的声调生成为一2型的倾向。 

2．3．6 动词命令形的声调生成情况 

动词命令形的调查语如下： 

(1)平板式动词：①2拍词：L 、吝6 、 

招 、 机；②3拍词：力 }寸 、扬 、 力 }寸、 

岛之：③4拍词：'弓圭机乃、<岛 、黻L二圭 

90％ 

60％ 

30％ 

O％ 

81．25％ 

I l 

2拍询 

6o_00％ 

■ 
3拍词 

平板式动词 

才，L、 二 之。根据辞典，平板式动词命令形的声 

调为一2型。 

(2)起伏式动词：①2拍词：二 、 、 

、 1 ；②3拍词：力 1之扎、拐 1I寸、丧上1 

定、挡言1 、L／ 1 ：③4拍词： ／) 1之、船 

]I寸、L 6-<1 、矗力 ] 。根据辞典，起伏 

式动词命令形的声调多为一2型，“埽扎 (力 l之机)” 

因含有特殊音节，声调核往前移一拍，为一3型。 

根据调查统计，学生动词命令形声调的平均正 

用率为 52．3％。其中平板式动词命令形声调的正用 

率为 GO％，起伏式动词命令形声调的正用率为 44．6％。 

按照动词的声调类型、拍数，可将学生的正用率统 

计如下图 l1，误用类型及其比率的统计结果如下图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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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图 11、图 12中可以看出动词命令形的 

声调生成情况有以下倾向： 

(1)平板式动词命令形声调正用率>起伏式 

动词。 

(2)2拍词命令形声调正用率>4拍词>3拍 

词 。 

(3)学生将平板式动词命令形声调多误读为 

一 2型，将起伏式动词命令形声调多误读为 0型。总 

体上有生成为 0型的倾向。 

3 调查结果总结 

由以上 2．3．1～2．3．6的论述可将动词活用形 

声调生成调查结果总结如下： 

(1)6种活用形的声调正用率由高到低为：终 

止形>命令形> “连体形+ ”>假定形>于形 

> “于／r形”。 

(2)总体来看，平板式动词活用形的声调生成 

比起伏式动词困难。 

(3)从动词的拍数来看，总体上 2拍词的活用 

形声调正用率>3拍词>4拍词，拍数越少，声调 

的正用率越高。 

(4)动词终止形的声调有读成一2型的倾向。平 

板式动词终止形声调生成困难，易误读为一2型。 

(5)动词 “连体形+ l寸”的声调应为一个整 

体，学生多读为一2+0型，即有误读成 2个单词的 

倾向。 

(6)动词“于形”总体上有生成为一3型的倾向。 

平板式动词 “于形”的声调学生多误读为一3型。起 

伏式动词 “于形”的声调多误读为 0型。 

(7)动词 “于／r形”的正用率最低，无论平板 

式动词还是起伏式动词，学生都有误读为一2型的倾 

向。 

(8)动词 “假定形”总体上有生成为一2型的倾 

向。其中平板式动词假定形的声调多误读为一3型； 

起伏式动词假定形的多误读为一2型。 

(9)动词 “命令形”总体上有生成为 0型的倾 

向。其中平板式动词命令形声调多误读为一2型，起 

伏式动词命令形声调多误读为 0型。 

结语 

本文以安徽高校日语专业学生为例，调查了中 

国学生日语动词活用形的声调生成情况，归纳出日 

． 60． 

语动词 6种活用形声调生成的总体特点，以及每种 

活用形声调的各 自发音倾向。本文一定程度上弥补 

了有关日语动词活用形声调生成研究的不足，为中 

国日语学习者语音习得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性 

资料。然而因调查内容有限，对学生语音的评价方 

法只靠笔者的听觉印象，所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今后将丰富调查内容，运用语音分析软件， 

改进语音评价办法，进一步完善对日语声调生成的 

研究。 

注释： 

(1)以日语母语者为对象的声调生成研究有代表性的如： 

窿菌晴夫 (2003·2006)、白势彩子 (2001)；以包 

括汉语在 内的非 日语母语者为对象的声调生成研究 

有：助川泰彦 (1999)、植田荣子 (1995)、中柬靖 

患 (2001)、蔡全胜 (1983·2009)等。 

(2)涉及日语动词活用形声调生成状况研究有代表性的如： 

久野彳 子 ·梁惠 (1 988)，刘佳琦 (2009)，尤 东 

旭 (2002)等。 

(3)日语声调的表记法有很 多种，本文使用 “1”和数字 

表记法。如 “<1为”表示声调核在 “<”上； “一2 

型”表示声调核在从词尾起倒数第二拍上，0型表示 

平板式声调，词中没有声调核。 

(4)根据 新明解日本 了’夕七 辞典》附录记载的 “音 

龈 丁夕七1／ 皂0阴保 法则”，当声调核位于连 

母音、促音、长音等特殊音节上时要往前移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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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ccent Pronunciation of Grammatical 

Conj ugatioas of Japanese Verbs of Japanese Maj ors 

GUO Bing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Fuyang 23604 1，Anhui) 

Abstract：The paper takes a phonetic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ccent pronunciation of 6 types of grammatical conjugations of 

Japanese verbs by Japanese majors in 2 universities in Anhui．And it sums up the learners’pronunc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grammatical conjugations of Japanese verbs．Besides，this research provides the basic data for the study of Japanese phonetic 

acquisition by Chine；e learners． 

Key words：Japanese major；grammatical conjugations ofverbs；accent pronunciation；phonetic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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