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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历时实证方法，从语言类型标记理论角度分析 了中国英语专业大学生四年的语调习得情况，总结 

影响语调 习得的规律 与存在的 问题 ，并从语 内标记和语 际标记 角度解释 了学生语 调 习得 错误 的原 因，进 而对二语 

习得及教学提出有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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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当代语言类型学是由Greenberg提出的理论，运用标记理论分析各种语言的分布及出现频率，是对传统 

标记理论的拓展_】]。与传统语言类型学对 比，当代语言类型学的发展体现在描写方面 ，它提出了具有很强功 

能的“蕴含共性”概念 ；在研究领域方面 ，它把基于构词法的分类变为基于语序的分类。当代类型学采用抽样 

的方法 ，采取了多语言语料来进行跨语言研究 ，在描述上强调 了外部的解释功能。Eckman提 出语言类型标 

记理论 ，将其运用到二语习得领域。【2 该理论包含标记性差异假说和结构一致性假说 ，前者主要是针对对 比 

分析理论而提出的，Eckman认为在分析学习者习得困难和预测其规律性的过程中，必须结合语内标记和语 

际标记性来解释。后者更注重普遍规则下的标记性，即中介语音系结构习得的过程都是由简到繁地发展，遵 

守同样的普遍规则[3]。 

国内标记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对二语习得和教学指导过程 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方 面。首先，标记理论 

用于分析母语与 目标语语法中的对称和不对称现象 ，还可以用来解释二语 习得过程中标记成分和非标记成 

分习得顺序的规律性。另外，类型标记理论还被用于解释音系现象和语言迁移问题。综上所述，类型标记理 

论在语言的各个研究领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标记理论在英语语调习得领域的应用研究还很少见。本 

文主要运用类型标记理论 ，分析中国学习者的英语语调历时习得情况 ，并解释习得 的过程。 

二、类型标记理论的发展及应用 

(一)类型标记理论 

新的标记理论在传统标记理论的基础上，汲取当今语言类型学发现的一些跨语言标记模式，归纳出一种 

新的标记理论 。这种新的标记理论具有 以下特点 ： 

第一 ，新的标记理论接纳标记的“相对模式”。传统的标记理论在分析句法和词法时只承认“二分模式”， 

即一个范畴只有两个成员的对立 ，一个是有标记项 ，一个是无标记项 。但是事实上 ，有很多范畴中的成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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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两个 ，比如“数”的概念 ，除了单数和复数外，有 的语言还有双数和三数 ，甚至还有少量数 ，表示“几个”。因 

此，新的标iEN论是“相对的”多分模式，可以用一个等级表示：单数>复数>双数>三数／少量数。它表示有 

标记和无标记是程度问题 ，箭头表示标记程度的增加 ，即复数相对单数是有标记 的，后边 以此类推新 的标记 

理论更注重各个范畴之间标记 的“关联模式”。传统的标记理论 只建立一个范畴内两个成员的标记模式，是 

一 种“简单模式”，而新 的标记理论要把一个范畴跟另一个范畴联系起来 ，建立两个范 畴或多个范畴之间的 

“关联模式”。 

第二 ，跨语言的标记模式跟跨语言的蕴含通性相通 。语言的“蕴含通性”和“非蕴含通性”相对立，即在某 

一 参数上所有语言都是一种类型。跨语言的标记性一般都可以用蕴含通性来描述：如果一个范畴有标记项 

不加标志 ，那么无标记项也不加标志。最重要的一点是跨语言 的蕴含通性需要通过多种语言对 比来解释 。 

例如，英语中复数名词有／一s／标志，但是依然无法确定单数是无标记项、复数是有标记项是具有普遍性的跨 

语言标记模式。经过对大量语言调查之后 ，数据显示有的语言(汉语)中单数和复数名词一般都不加标志 ，有 

的语言(拉特维亚语)中单数和复数名词各有各的标志，但没有数据证明哪一种语言中单数名词加标志而复 

数名词不加标志(就个体名词而言)。这种跨语言的标记模式可以被描述为：如果一种语言中的复数名词不 

加标志，那么单数名词也不加标志。因为跨语言的标记模式和蕴含通性相通，所以可以用标记模式来解释世 

界语言变异所受到的限制。 

第三 ，相对标记模式可以由多个语法项组成的等级来表示 ，这种语法等级同相对标记模式一样能对世界 

语言变异范围作 出限制 。它指的是句子中主语 、宾语和其他成分之间的语法关系 ，也包括名词性成分的生命 

度等级和有定性等级，修饰语和中心名词之间的语义联系程度的等级等。值得关注的是等级上的各项并不 

是离散 的，而是构成一个渐变的连续体。 

第四，每个语言中都蕴藏有无数个范畴，人们建立的每个范畴都是典型范畴，每个范畴成员由核心成员 

和边缘成员构成，核心成员通常是该范畴的标记项 ，边缘成员则是无标记项[4]。 

(二)国内外英语语调的研究 

英语语调无论在本族语还是在二语习得领域中都是重要研 究内容 ，国内外学者对该话题 的研 究也是从 

未间断。 

国外学者的研究可以追溯至一百多年 以前。一百多年来 ，学者对语调 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三类 ：构形方 

式 、音高音位方式和 AM 方式 (Autosegmental—Metrical，即 自主音段 一节律方式)。这三类研究最初重在 

分析和定义英语音调模式 ，通过音高 曲线不仅定义 了曲调模式 ，而且 区分 了各个曲调的功能_5]。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曲调模式的发展受到了质疑，因为并非所有的英语变体的功能语调都适合先前的 

曲调分析 ，同时已有的两个基本曲调不能完全概括英语 的调型 。因此 ，核心调分析方法诞生。核心调即将英 

语语调的整体 曲拱分成以核心调为核心的几个部分 ，并应用音调分析分别对各部分的音高特征加以描述。 

随着研究方法和角度的不断丰富 ，新的研究方法诞生了，即音高音位方式 和 AM 方 式。前者认 为相 比 

曲调分析，英语语调研究应该具体到音高和音位层面。后者是 自主音段音系学和节律音系学的结合 ，该方式 

认为应该把语调曲拱看作独立于文本之外的、由各种音高事件线性连接而成的音系实体 ，所有音高事件均 由 

两个基本平调 H(高)、L(低)构成 ，同时又根据文本 的韵律结构与文本相联 ，并可通过一系列音高映射规则 

将语调音系表征的结果映射为实际的音高曲线。该理论之后又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发展 ]。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英语语调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主要包括解释类型的研究和实证类型的研究两大 

类E 。 

首先，关于解释类型的研究 ，国内学者不仅分析了英语语调 的八种功能 ：语法功能、表态功能 、区别新 旧 

信息功能、强调功能、对比功能、语义功能、语篇衔接功能和身份指明功能 ]，而且总结了英语语调的教学现 

状 ，并提 出了以教师为主导的语调训练方式等建议。同时 ，有学者从认知接 口角度研究 了英语语调习得 ，认 

为中国英语学习者由于对英语语调的认知不足 ，导致输出过程遵循母语路径 ，所以出现语调错误[9]。 

其次 ，关于实证类型的研究 ，国内学者通过一系列实验 ，有的从声学角度对英语语调模式进行分析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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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探讨英语语调的话语功能 ，研究如何提高话语实际效果 。 

前人的研究不仅揭开了英语语调的神秘面纱 ，而且丰富了研究语调的方法和视角，完善了理论指导。语 

言学科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对于英语语调的研究也不会止步不前，前辈对于英语语调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但是研究视角及理论的结合过于陈旧，而且并没有从汉英对比角度明确地解释英语学习者习得错误产 

生的原因，结合类型标记理论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本篇文章致力于以全新的视角分析英语语调 习得 

问题。本篇文章的语调划分标准采用的是 Hallidayl】 的调群、调核、调型理论。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及研究问题 

1．研究对象 

研究者所在学校的 26名英语专业大学生从大一到大四四年来 的英语对话 朗读 录音。所有学生 四年朗 

读的材料完全相同，且该实验是在学生 自然学习状态下实施 。通过录音收集他们的语料，对话选 自王桂珍所 

编的教材《英语语音教程》(第二版)[ 。其中疑问句包括：“Can I speak to Mr．Jones please?Did he leave a 

message for me?Could you call back in half an hour?Or can I get him tO call you?So I’ll call back in⋯ 

half an hour did you say?”陈述句包括 ：“He’S out to lunch at the moment．He asked me to ring him about 

my application．Well actually，I’m ringing from a pay phone．”祈使句包括 ：“But make it 45 minutes，just 

to be on the safe side．’’ 

2．研究问题 

(1)英语专业学生在英语语调习得过程中犯了哪些类型的错误? 

(2)类型标记理论视角下语调习得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二)研究方法及 目的 

本文采用历时实证法收集了26名英语专业大学生的对话朗读录音，用对比分析法分析英汉语调之间的 

差异对英语专业学生习得英语语调的影响。其目的一是总结英语专业学生习得语调时所犯错误，二是验证 

类型标记理论在解释英语语调习得这一现象时的适用性 ，解释并预测二语习得时的困难。 

(三)研究工具及步骤 

本文使用语音研究中最经常使用的 Praat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通过对 比英语学习者与本族语者的音强、 

音高曲线和时长，标记出英语专业学生所犯的错误 ，并运用 Excel工具呈现出来 ，最后根据数据结果运用类 

型标记理论分析错误的规律及其原因。 

通过分析 26名英语专业学生四年相同材料 朗读录音后 ，作者总结出材料中包含的每种语调朗读正确率 

和错误率 。通过 Praat软件处理后 ，得 到学生 和本族 语者 的语音 信息对 比，以“Can I speak to Mr．Jones 

please?”为例(见表 1、表 2)： 

表 1 本族语者朗读音频信息 

单词 Please I Speak 

音高(HZ) 225．6 199．5 194．3 

音强(dB) 82．24 84．44 84．92 

时长(s) O．195 O．116 0．O91 

表 2 学生朗读音频信息 

单词 Speak Jones I 

音高(HZ) 311．5 304．3 298．3 

音强(dB) 61．65 62．38 57．95 

时长(s) 0．154 O．251 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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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I speak to Mr．Jones please?”这句中，本族语者选择升调句型 ，且调核中心为 please，调冠为 I。学 

生选择 的也是先升后降的调型，调核中心为 speak，调冠为 I，调尾为 please。这句话为疑问句 ，在英语语调 

规则中应选择升调调型 ，调核落在句子末尾 的单词上。 

四、数据分析与讨论 

(一)三大句型习得正确错误率分析 

根据英语句型基本分类，本研究所选材料中句子被分为疑问句、陈述句和祈使句三类。通过分析所得数 

据 ，学生习得每类英语句型情况如下 。 

1．关于朗读材料中疑问旬句型 ，学生历年习得情况 

图 1是学生习得疑问句第一句“Can I speak to Mr．Jones please?”调核中心为please，学生四年的习得情况； 

表 3是学生关于疑问句句型习得情况。如图表数据显示，学生疑问句整体习得正确率呈逐渐下降趋势。 

图 1 疑问句习得情况折线图 

表 3 学生习得疑 问句句型的情况 

年份 1 2 3 4 5 

正确率 92 54 42％ 54％ 58 

2013 错误率 8 46％ 58 46％ 42 

缺失率 0 0 9／6 0 0 0％ 

正确率 58 50 42％ 34％ 46 

2014 错误率 34 42％ 5O％ 58 46 

缺失率 8 8％ 8 8 8％ 

正确率 50％ 35 27％ 15 35％ 

2O15 错误率 5O 65％ 73 85 65 

缺失率 0V00 0％ 0 0 0 

正确率 50 31 35 8 9／6 19 

2O16 错误率 50 69％ 65 92 81 

缺失率 0％ 0 0％ 0 0 

注：缺失率是指学生的对应音频损坏或丢失(下同)。 

2．关于朗读材料中陈述句句型 ，学生历年习得情况如图表所示 ： 

图 2是指学生朗读陈述句中第一句“He’S out to lunch at the moment。”的习得情况 ；表 4是指学生关 

于陈述旬句型的习得情况。如图表所示，学生陈述句整体习得正确率呈逐渐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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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陈述旬习得情况折线图 

表 4 学生 习得陈述句句型的情况 

1 2 3 

正确率 58％ 54 77 

2O13 错误率 42 46％ 23％ 

缺失率 0 0 0 

正确率 65％ 77 69 

2O14 错误率 27％ 15 23 

缺失率 8％ 8％ 8 

正确率 69％ 54％ 65％ 

2O15 错误率 31％ 46％ 35 

缺失率 0％ 0％ 0 

正确率 46％ 65％ 69％ 

20l6 错误率 54％ 35％ 31 

缺失率 0％ 0％ 0％ 

3．关于朗读材料中祈使句句型，学生历年习得情况如 图表所示 ： 

图 3是指学生朗读祈使句“But make it 45 minutes，just to be on the safe side．"的习得情况 ；表 5是学生 

关于祈使句的习得情况。根据所得数据可知，学生习得的正确率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数据分析显示，学生对于英语疑问句和陈述句调型的习得正确率低于祈使句句型的习得。 

图 3 祈使旬习得情况折线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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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学生习得祈使句句型的情况 

2O13 2O14 2O15 2016 

正确率 27 46 38 54 

错误率 73％ 46 62 46 

缺失率 0％ 8 0％ 0％ 

(二)错误类型分析 

学生所犯错误类型可以归为两大类：句子重读错误和调型错误。学生对句子的主重读和次重读的分配 

混乱造成语调朗读不正确。通过分析学生大一朗读音频归纳出重音指派类型如表 6所示 ： 

表 6 学生所犯错误的重音指派比 

句子 重音指派 比例 

第一句 重音指派给 can的占 50 ；speak占 5O 

第二句 重音指派给 he，S的占 27 ；to的占 55％；lunch的占 9 ；the的占 9 

第三句 重音指派给 he的 占 17 ；message的 占 17 ；me的占 67 

第四句 重音指派给 he的 占 17 ；asked的 占 33 ；me的占 8 9／6；ring的 占 8 ；him 的 占 8 ；applica— 
tion的占 25％ 

重音指派给 could的占 7 ；you的占 13 ；call的 占13 ；back的占 7 ；half的占7 ；aft的占 第五句 
7 ；hour的占 47 

第六句 重音指派给 can的 占 8 ；get的 占 8 ；him 的占 17 ；to的 占 8 ；call的占 25 9／5；you的 占 
33 

第七句 重音指派给 well的占 5O ；actually的占 17 ；ringing的 占 17 ；pay的 占 16 

第八句 重音指派给 so的 占 9％；call的占 27％；an的占 18 ；hour的占 27 ；say的 占 18 

重音指派给 make的占5 ；it的占1l％；fortyfive的占 37％；minutes的占 5 ；just的占26％；to的 第九句 
占5％；be的占5 ；safe的占5％ 

根据 以上统计数据分析可知 ，学生在大一时对于英语语调的朗读规则掌握 比较混乱 ，对于每句话的重音 

指派分析错误，造成重音指派在名词、动词、介词和副词的情况几乎都出现过，且所占比例不同。这是因为在 

英语语调习得过程中，以下规则对学生的影响程度不 同，即这些规则的标记性程度不同，新信息优先重读> 

实词重读>内论元优先重读>重音居后_1 。 

根据每种情况出现的比例分析，首先，学生的重音指派错误主要是不能准确区分新旧信息。对于英语语 

调 中的新信息优先重读规则 ，学生出错率最高 ，因此标记性最强。其次，汉语是动态语言，说话者经常用动词 

来表达情感 ；而英语是静态语言 ，说话者倾 向于用名词表达情感 。因此相比汉语，英语在动词上对于学生更 

具标记性。另外在英语和汉语中都有类似于重音居后 的规则 ，英语 中为最右边的可重读元音可得到重读 。 

因此，根据标记性差异假说第二条准则，目标语中比母语更具标记性的成分的难度与这些成分的标记程度呈 

正相关，英语中的重音居后规则对于学习者来说标记程度较低 ，所以学生所犯此类错误所 占比例也较低。 

(三)重音错误和朗读错误原因分析 

通过分析学生第一年的朗读音频，本研究发现朗读错误类型有主重读次重读指派错误、调型使用不当、 

句子重音 以单词为单位(所选材料包括陈述句、一般疑问句 、祈使句三种句型)。首先 ，英语 陈述句调型一般 

为先升后降或者直接降调，所以需要强调的部分为调核所在；其次，一般疑问句调型为升调收尾，调尾之前的 

部分先升后降，或者直接降调至调尾变成升调；最后，祈使句本属于陈述句的一种，所以其调型和陈述句一 

样。本篇文章涉及三种朗读错误类型：主次重读指派错误是指调核位置和非调核位置分布错误；调型使用不 

当是指学生在语调习得过程中对句子调型的分类不明确，以至于调型运用混乱；句子重音以单词为单位是指 

学生受母语影响，运用汉语的朗读模式去朗读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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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英语语调朗读错误和重音错误关系密不可分 。重音错误 导致学生主次重读指派错误 ；学生以汉语 

重读模式朗读英语导致句子重音以单词为基本单位 ，而不是 以音节为单位 。从语内标记分析学生英语语调 

可知 ，英语重音一般指派给实词 ，而学生朗读时未能准确地区分实词和虚词 ，导致语调朗读错误 。此外，英语 

重读规则中新信息重读、旧信息不重读，学生朗读时也未能准确把握。从语际标记分析可知，汉语是以音节 

计时的语言 ，英语是以重音计时的语言，导致学生朗读时重读每一个单词 ；另外汉语一般 以动词表达说话者 

情感 ，英语多以名词表达情感 ，造成学生朗读时把重音指派给动词 。 

(四)错误类型的历时研究 

在学生四年语调习得所犯错误类型中，符合以上 四个规则的所 占比例如下(见表 7)： 

表 7 学生习得语调所犯错误中各规则所 占比例 

年份 规则 1 2 3 4 5 6 7 8 9 

NIS 0 7／6 9 17％ 25 7 25 17％ 27 42 

NWS 100％ 36 100 100 100 92 33 91 68 
2O13 

IAS 0％ 0 17％ 8 9／6 7％ 17 17 0％ 11 

BS 0 9／6 0 67 25 47 33 0 9／5 18 5 

NIS 0％ 0 18％ 25 0％ 27 0％ 25 33 

NWS 78％ l4 82％ 100％ 100％ 93％ 0％ 67％ 92％ 
2O14 

IAS 22 14 l8 0 15 0 0 8 17 

BS 22 0 9／6 9 25 8 27 0 0 0％ 

NIS 23％ 25％ 35％ 33％ 21％ 9％ 22％ 6％ 25％ 

NWS 92 63 76 58 89 77 33％ 35 69 
2015 

IAS 38 0 41 0％ 5 9／6 9 9／6 0 0 6 9／6 

BS 8％ 25 12％ 33 5％ 18％ 11 12 38 

NIS 15 14％ 44 33 38 21 13 5％ 17 

NWS 92％ 57 89％ 56 100 75 5O 52 75 
2016 

IAS 31 0 44 0％ 13 8 13％ 5 17 

BS 0 14 0 33％ 6 9／6 8 l3 8 33 

注：表中第一行 1、2、3、4、5、6、7、8、9分别代表朗读对话中按顺序的第一句、第二句⋯⋯以此类推； 

NIS代表新信息优先重读规则，NWS代表 实词重读规则 ，IAS代表 内论元优先重读规则 ，BS代表 

重音居后规则。 

通过四年的历时数据分析 ，学生的朗读音频 中，遵守以上 四个规则的比例发生 了显著变化 ：内论元优先 

重读>重音居后>新信息优先重读>实词重读。关于重音错误的历时变化 ，最开始标记性最强的两个规则 ： 

新信息重读和实词重读标记性逐渐变弱。这两个都属于英语语调和汉语语调差别较大的规则，在学生习得 

过程中标记性变弱，表明学生受汉语规则的影响变弱，受英语规则的影响增强 。学生重音错误逐渐降低 ，重 

音指派错误也会逐渐降低，语调朗读中主次重读指派错误也逐渐降低。 

但是学生在英语语调学习过程中所犯错误类型很多 ，在四年历时学习中部分错误有所改善 ，其他错误依 

然存在。比如一些学生朗读英语时仍以单词为基本重音单位，对于英语句子调型的把握除了疑问句调型正 

确率升高，陈述句和祈使句改正并不显著。根据类型标记性差异假说第一条规则即，那些既不同于母语规则 

又比母语规则更具标记性的目标语规则学起来更困难，可以解释学生对英语语调调型的掌握情况。英语语 

调调型虽有小部分和汉语语调相似的地方，但大部分都不同于汉语，因此习得过程容易出现错误。根据标记 

性差异假说第二条准则 目标语中比母语更具标记性的成分的难度与这些成分的标记程度呈正相关 ，可 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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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学生朗读英语时以单词为重音单位的情况。英语以音节为计时单位，汉语以单词为计时单位，二者没有相 

似性 ，所 以学生习得该规则时更加困难 。 

综上所述 ，学生四年来英语语调习得过程中一方面受汉语语调规则影响造成重音指派错误，另一方面对 

于英语语调的学习也帮助学生减少语调习得错误的发生 。从语言类型标记角度解释 ，新信息优先重读规则 、 

实词重读规则 、内论元优先重读规则、重音居后规则在学生四年习得过程中标记性发生了变化 。结果进一步 

证明类型标记理论在解释英语语调习得所犯错误的适用性。 

五、结论 

本文从语言类型标记理论视角出发 ，以 26名英语专业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并结合语言类型标记理论进 

行分析和解释 ，通过对英语专业大学生连续 四年朗读音频进行了分析 ，总结出影响英语语调 习得的语言规 

则，并根据统计结果对规则的标记性强弱进行了排序。结果显示，导致重音错误发生的规则从最初的新信息 

优先重读>实词重读>内论元优先重读>重音居后排序，变成“内论元优先重读>重音居后>新信息优先重 

读>实词重读”。重音错误进而间接地造成语调朗读错误 ，如主次重读指派错误 ，所 以重音错误的减少也导 

致了语调朗读错误的减少。但是学生朗读时所犯错误种类较多 ，有些错误类型并没有显著减少 ，如英语调型 

使用不当和句子以单词为重音单位。根据语言标记性差异假说第一、二条准则可以解释，学习者在二语习得 

过程 中对于此类规则掌握 比较困难 。本文同时分析了英语语调习得动态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并解释 了 

出现朗读错误的原因，在二语语音习得研究领域是一个有益 的尝试 。研究成果对二语学习者 和教学者也具 

有实践参考。作者建议：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学习者首先要理清英语语调的规则及其与汉语规则的区分，同 

时加 以有针对性的训练 ，进而提高英语语调的习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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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achronic Study of English Intonation Acqui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ypological Markedness Theory 

ZH ENG Zhan— guo，SUN Ying— cong 

(Foreign Language School，Yanshan University，Qinhuangdao 066004，China)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anguage typological markedness theory，this paper diachronical— 

ly analyzes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intonation of Chinese English--major students，summarizes the lan— 

guage rules affecting the acquisition of intonation and problems，explainsthe reason why the students have 

got wrong intonation acqui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ralingual and interlingual markednesses，and 

forwards effective suggestion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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