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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千感知训练的汉语语音教材

—第一版和第二版的比较—

割圾 董玉婷l

九州大学 大阪国际大学

提要 为了提高日语母语使用者在汉语语音方面的听说水平，基千感知训练的语音教材有待

开发。本文的第一作者曾经开发过这样的语音教材 (Verl.O)。通过使用该教材，在双音节的前

后声调和难度较高的辅音方面的效果显著。不过，该教材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进。在本文

中，笔者们对第一版教材进行了更新，将其升级到第二版 (Verl.1)。使用第二版教材后笔者们

发现，在复合元音以及难度较高的辅音方面，第二版的效果都要好于第一版。

关键词 感知训练、语音教材、声调、元音、辅音

1. 引言

对于日语母语使用者而言，比起汉语语法，汉语语音往往更加困难。张鞅欧 (2007: 72-

73) 的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学习汉语的日本学生中，认为语法比

较难的学生只占全体的 21.5%，但认为发音比较难的学生占到 77.9%。不过，正如 Burns(2006:

34) 所指，虽然语音在人与人的交际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世界范围内，语音教学

一直被轻视。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千外语教师轻视语音教学，而教师之所以轻视语音教学，

往往起因千教师自身在语音学方面的自信和知识的不足 (MacDonald2002: 3-4) 。

可以说，日本国内的汉语教学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除了语音教学被轻视之外，初级课本语

音方面的说明中也存在很多问题。另外，语音练习题的数量很少，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笔者们通过对几十本汉语课本的调查发现，大部分课本没有超过 100 题（包括所有语音项目）。

因此，由于练习题的不足，尤其是听力（输入）方面的练习不足，在语音教学阶段结束时，学

习效果通常无法到达教师期待的水平。

另外，日本的大学生开始学习汉语时往往已经超过了所谓的临界期 (critical period)，正处

于成人阶段。 Bongaerts (1999) 曾对学习英语和法语的荷兰语母语使用者（成人）进行过调查。

其研究结果显示，成人之所以能够成功学习母语以外的语言，主要有 3 点理由：高度的学习意

欲、大最的持续性输入以及集中性训练。当然，能否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意欲，不仅取决于教师

的悉心指导，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学习者自身的不懈努力。即使有高质量的教材，如果学习

者没有充分利用，也不会有显著效果。不过，对千第二点和第三点，也就是提供大量的持续性

输入和集中性训练这两点来说，相信笔者们开发的语音教材可以做出一定的贡献。

在下面的第二节中，笔者们会介绍与本文相关的先行研究及其问题。在第三节中会结合与

第一版教材比较的结果，介绍第二版教材的内容和教学效果。在第四节和第五节中，笔者们会

介绍第二版教材的链接和使用说明，并在总结本文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今后的研究课题。

1 本文第一作者是九州大学大学院语言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专业是理论语言学、现代汉语语法等。第
二作者是大阪国际大学国际教养学部副教授，专业是应用语言学、语音学等。本文由第一作者和第二
作者共同完成，前者主要担当研究的整体构思和设计、并实施感知训练和测试；后者从应用语言学和

语音学的角度出发，结合与第一版教材的比较，对数据进行分析，并介绍教材的具体使用方法。另

外，本教材的所有音频文件巾第一作者和第二作者共同录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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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先行研究

2.1 张林军 (2009) 和杨蕊宁 (2022)

在针对日语母语使用者的汉语语音教学方面，基千感知训练的研究主要有张林军 (2009)

和杨蕊宁 (2022)，他们都采用了高变异感知训练 (High-Variability Phonetic Training, 以下简

称 HVPT) 。

具体来说，张林军 (2009) 通过实验证明，感知训练可以提高日本学生在送气辅音和不送

气辅音方面的感知（即听力）能力和发音能力。不过，他的训练材料中仅包括 b 和 p 两种辅

音，测试材料中仅包含 b、 p 、 d 、 t 这 4 种辅音。众所周知，比起塞音 (plosive 或 stop)，对千

日本学习者来讲塞擦音 (affricate consonant) 更加困难。然而，张林军 (2009) 在研究中并未

涉及塞擦音。另外，在其研究中，包括 b 和 p 的感知训练一共进行了 4 周，每周 2 次，总训练

时间为 4 个小时。众所周知，在大学的课堂里仅为这 2 种辅音，是无法进行如此长时间的训练

的。

同样利用 HVPT 的研究还有杨蕊宁 (2022)。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日本学生在鼻

韵母方面的感知能力。研究结果显示，学习者通过 HVPT 训练，对鼻韵母的感知能力有了明显

的提升，这点和张林军 (2009) 的结果相似。然而，该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与张林军 (2009)

相似，鼻韵母 n 和 ng 的感知训练一共进行了 9 周。在大学课堂上，无法仅仅为了 n 和 ng 提

供 2 个月以上的训练时间。另外，学习者的训练次数并不相同 (17 次至 53 次），这个问题也

有待改善。

综上所述，感知训练可以有效提高日本学生在汉语语音方面的感知和发音能力（杨蕊宁

(2022) 仅涉及感知能力）。不过，利用感知训练的先行研究中存在两点共通的问题：第一、

为了证明感知训练的有效性，训练的期间往往很长，需要持续 1-2 个月；第二、先行研究仅涉

及少数几种语音项目，无法从整体上提高学生的感知和发音水平。然而，在大学课堂上，语音

教学的期间往往只有 1 个月左右，教师需要在这短短的 1 个月里教授所有的声调、元音和辅

音，无法仅为了少数几种项目进行 1-2 个月的感知训练。

可以说，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领域中利用感知训练的先行研究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全

面提高日本学生的感知能力和发音能力，而是为了证明感知训练的有效性。因此，这样的研究

经常忽视现实课堂中的种种制约，对汉语教学的贡献也极为有限。

2.2 割晟 (2021)

为了解决先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的第一作者曾经开发过基于感知训练的语音教材

(Verl.O, 到龋 2021)。该教材包括汉语的声调、元音和辅音，目的是全面提高日本学生在汉

语语音方面的感知能力和发音能力。同时，该教材可以提供大量的持续性输入和集中性训练，

涵盖了 Bongaerts (1999) 指出的成人之所以能够成功学习外语的 2 点原因。再者，该教材的

集中性练习完全可以在课堂中实施，不会影响正常的教学进度。最后，由于该教材可以从网上

下载到个人电脑中，所以除了在课堂上练习以外，学生还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做更多的练习。这

样也可以解决日本的大学课堂上学生人数多，练习时间少的问题。

具体来说，该教材包括声调、单元音、复合元音、辅音 (1) 和辅音 (2)，共计 455 题（表

1-5)。所有的发音均由汉语母语使用者录制（男女各 1 名、来自中国天津市），每个发音读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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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声调（共计 92 题）

(1) 单音节声调 (ma) 共计 16 题

(2) 双音节声调 (mama) 共计 30 题2

(3) 单音节声调（单词） 共计 16 题

(4) 双音节声调（单词） 共计 30 题

表 2 单元音（共计 106 题）

(1) 单音节元音（第一声） 3 共计 18 题

(2) 单音节元音 共计 24 题

(3) 相同单元音的双音节组合4 共计 32 题

(4) 不同单元音的双音节组合 共计 32 题

表 3 复合元音（共计 68 题）

(1) 单音节复合元音（第一声） 共计 26 题

(2) 单音节复合元音 共计 26 题

(3) 双音节复合元音 共计 16 题

表 4 辅音 (1) （包括 b, p, m, f, d, t, n, I, g, k, h) （共计 99 题）矿

(1) 单音节辅音（第一声） 共计 33 题

(2) 单音节辅音 共计 33 题

(3) 双音节辅音 共计 33 题

表 5 辅音 (2) （包括 j, q, x, zh, ch, sh, r, z, c, s) （共计 90 题）

(1) 单音节辅音（第一声） 共计 30 题

(2) 单音节辅音 共计 30 题

(3) 双音节辅音 共计 30 题

在某大学学习汉语的两个班的学生（包括对照组和实验组）参加了割端 (2021) 的实验。

在对照组的课堂中，没有使用第一版教材 (Verl.O)。教师按照传统的教学方式授课。对此，实

验组在通常的授课方式之上，利用教材进行了感知训练。训练后的测试结果如下：

在单音节声调方面，对照组和实验组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significant difference) 。对此，

2 由于第三声和第三声的组合会变化为第二声和第三声，因此双音节声调的组合共有 15 种。

3 这里的第一声是指该项目中所有的元音或辅音的声调都是第一声。

4 单元音 (3) 和 (4) 中将相对容易的 a 和 1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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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音节声调方面， 15 种组合中前方音节有 8 种存在显著性差异，后方音节有 10 种存在显著

性差异又因此可以说，该教材有助千提高学生在双音节声调方面的听力能力。

其次，单元音的听力测试结果显示，对照组和实验组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同时，复合

元音的测试结果也显示该教材没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听力水平。具体来说，除了 ao 和 iou 之外

的复合元音方面，两组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观察 ao 和 iou 的结果可以发现，既存

在对照组稍高的情况 (iou，对照组 88.64%，实验组 72.37%），又存在实验组稍高的情况 Cao,

对照组 95.45%，实验组 100.00%）。因此可以说，第一版教材没能提高学生在单元音和双元音

方面的感知能力。

再次，辅音 (1) （包括 b, p, m, f, d, t, n, I, g, k, h) 的测试结果显示，对照组和实验组之间

的差异不大，显著性差异只存在千 b 和 t 两种辅音方面，均为实验组的正确率稍高凡同时，

辅音 (2) （包括 j, q, x, zh, ch, sh, r, z, c, s) 的结果显示，感知训练发挥了一定的效果。比如 q,

ch, c 这 3 种辅音，两组数据不仅存在显著性差异，而且，实验组的正确率要高出对照组很多

（两者之间相差 22.73%-38.99% ）。另外， zh, sh,z 这 3 种辅音虽然没有出现显著性差异，但是

实验组的正确率均要高出对照组 10％左右。尽管如此，总体来讲实验组的正确率并不算高，超

过 90％的只有 r 一种， j, q, x, ch 均低千 80%，这是在第二版教材中需要重点改进的地方飞

综上所述，在一部分难度较高的声调和辅音方面，第一版语音教材 (Verl.O) 发挥了一定

作用。不过，由千该教材在复合元音和辅音（2) 方面的效果并不明显，因此需要进一步的改

进和更新。

3．第二版语音教材的教学效果

上文曾经提到，第一版教材在复合元音和辅音 (2) 方面的效果不明显，所以第二版教材

在保持声调、单元音和辅音 (1) 练习题不做改变的同时，增加了复合元音和辅音 (2) 的题量。

具体来讲，复合元音增加了 28 题，辅音 (2) 增加了 30 题，练习题的总数从第一版的 455 题

增加到第二版的 513 题，所有的发音由 2 名汉语母语使用者重新录制（男女各 1 名、来自中国

天津市），每种发音各读 2 次。在表 6 和表 7 中，单音节复合元音＠和单音节辅音＠是新增加

的项目，主要目的是改善第一版教材中的遗留问题（特别是到矗 (2021) 测试结果中正确率较

低的项目）。

表 6 第二版教材的复合元音（共计 96 题）

(1) 单音节复合元音（第一声） 共计 26 题

(2) 单音节复合元音心 共计 26 题

(3) 单音节复合元音＠ 共计 28 题

(4) 双音节复合元音 共计 16 题

5 具体来说，前方音节出现显著性差异的有 2+1, 2+2, 2+3, 2+4, 3+1, 4+2, 4+3, 4+4 这 8 种，后

方音节存在显著性差异的有 1+2, 1+4, 2+1, 2+2, 2+4, 3+1, 3+2, 4+2, 4+3, 4+4 这 10 种。

6 辅音 b 的结果为对照组 95.45%，实验组 100.00%；辅音 t 的结果为对照组 81.82%，实验组 96.05% 。

7 关千第一版教材的测试结果，具体请参考表 9-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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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第二版教材的辅音 (2) （包括 j, q, x, zh, ch, sh, r, z, c, s) （共计 120 题）

(1) 单音节辅音（第一声） 共计 30 题

(2) 单音节辅音少 共计 30 题

(3) 单音节辅音＠ 共计 30 题

(4) 双音节辅音 共计 30 题

不过，增加题量是否可以有效提高教材的效果还没有得到验证。因此，笔者们将在下面的

3.1 节中说明利用该教材进行感知训练的过程。其次，在 3.2 节里通过对比第一版和第二版的

结果，验证第二版的教学效果。

3.1 感知训练的过程

感知训练在某大学学习汉语的两个班级中实施。实验参加者都是进入大学之后才开始学

习汉语的日语母语使用者。他们每周上 3 个小时的汉语课。感知训练使用第二版教材，从 4 月

开始一共持续了 1 个半月左右。除去中途缺席的学生之后，实验参加者的数量是 45 人。

测试在感知训练结束后实施。测试中使用了由汉语母语使用者录制的音频文件，每个问题

播放一次。听到录音的实验参加者需要将答案写在答卷上。另外，测试的时间大约 20 分钟，

具体内容如下：

表 8 测试内容

问题 内容 问题数量

(1) 单音节声调 (ma) 共计 8 题

(2) 双音节声调 (mama) 共计 30 题

(3) 单元音（第一声） 共计 12 题

(4) 复合元音（第一声） 共计 26 题

(5) 辅音 (1) （第一声） 共计 22 题

(6) 辅音 (2) （第一声） 共计 20 题

3.2 第一版教材和第二版教材的比较

为了验证第二版教材的教学效果，在 3.2 节中笔者们会比较第一版和第二版教材的结果。

本研究采用了 BellCurve （株式会社社会信息服务的登录商标）《Excel 统计》的 t 检验进行了

对比。当 p 值不超过 0.05 时，可以认为两组数据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当 p 值大千 0.05 时，

可以说两组数据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同时， p 值在 0.001 以上时，本文采用数字表示，小

千 0.001 时使用 p<O.OOI 表示。

下面，本文将结果分为声调、元音和辅音 3 类进行分析。另外，虽然在声调（包括单音节

和双音节）、单元音、辅音（ 1) 等方面第一版和第二版教材的内容相同，但如果两组数据的结

果相近，便可以证明第一版教材取得的良好效果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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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声调

在 3.2.1 节中，笔者们将比较第一版教材和第二版教材在单音节声调方面的效果。表 9 中

的 1, 2, 3, 4 分别表示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表 10 和表 11 中的 1+1 、 1+2 等数字，

表示第一声和第一声的组合，以及第一声和第二声的组合。另外，表中的 96.05, 92.11 等数字表

示正确率的平均值。

首先，参照表 9 可以看出，第一版和第二版教材的教学效果相仿。只是在第 3 声方面，第

二版教材的效果相对较高，两者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不过，由千第一版和第二版教材在单音

节声调方面的内容完全相同，因此可以说第 3 声的显著性差异，是两组学生的学习效果方面的

不同，与教材无关。

表 9 单音节声调的结果比较8

单音节声调 1 2 3 4 

第一版 100.00 96.05 92.11 100.00 

第二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p 值 米 9 p=0.056 p=0.005 米

效果量 d 米 d=0.433 d=0.640 米

其次，通过表 10 和 11 可以发现，除了 3+2 的前方音节第 3 声之外，第一版和第二版教

材的教学效果基本相同。

表 10 双音节声调的结果比较（前方音节）

双音节声调 1+1 1+2 

第一版 100.00 100.00 

第二版 100.00 100.00 

p 值 米 米

效果量 d 米 米

双音节声调 2+1 2+2 

第一版 94.74 97.37 

第二版 98.89 100.00 

p 值 p=0.116 p=0.122 

效果量 d d=0.354 

8 两组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时，用粗体字来表示。

9 ~表示两组数据完全相同，无法计算。

d=0.348 

1+3 1+4 

100.00 98.68 

100.00 100.00 

米 p=0.279 

次 d=0.243 

2+3 2+4 

98.68 94.74 

98.89 98.89 

p=0.905 p=0.116 

d=-0.027 d=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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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音节声调 3+1 3+2 3+4 

第一版 100.00 93.42 96.05 

第二版 100.00 100.00 98.89 

p 值 米 p=0.012 p=0.336 

效果量 d 米 d=0.575 d=0.216 

双音节声调 4+1 4+2 4+3 4+4 

第一版 96.05 100.00 100.00 98.68 

第二版 98.89 96.67 97.78 94.44 

p 值 p=0.234 p=0.108 p=0.193 p=0.207 

效果量 d d=0.267 d=0.363 d=0.293 d=0.284 

表 11 双音节声调的结果比较（后方音节）

双音节声调 1+1 1+2 1+3 1+4 

第一版 98.68 98.68 97.37 98.68 

第二版 100.00 100.00 98.89 100.00 

p 值 p=0.279 p=0.279 p=0.466 p=0.279 

效果量 d d=0.243 d=0.243 d=0.164 d=0.243 

双音节声调 2+1 2+2 2+3 2+4 

第一版 100.00 96.05 98.68 98.68 

第二版 100.00 100.00 100.00 96.67 

p 值 米 p=0.056 p=0.279 p=0.399 

效果量 d 米 d=0.433 d=0.243 d=0.189 

双音节声调 3+1 3+2 3+4 

第一版 98.68 100.00 93.42 

第二版 100.00 100.00 98.89 

p 值 p=0.279 米 p=0.103 

效果量 d d=0.243 米 d=0.368 

双音节声调 4+1 4+2 4+3 4+4 

第一版 100.00 100.00 98.68 98.68 

第二版 100.00 98.89 94.44 94.44 

p 值 米 p=0.361 p=0.141 p=0.207 

效果霾 d 米 d=0.205 d=0.332 d=0.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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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果显示，在单音节和双音节的声调方面，第一版和第二版教材的结果非常接近，这

点可以证明本教材在上一次测试中取得的良好教学效果并非偶然，在第二次测试中也能达到

相近的教学效果。

3.2.2 元音

在 3.2.2 节中，笔者们将比较第一版和第二版教材在元音方面的结果，首先来看单元音。

表 12 是两版教材在单元音方面的结果。可以看出，两个版本的教材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教学

效果， 6 种单元音的正确率都超过了 90% （最低为 93.42% ）。

表 12 单元音的结果比较

单元音 a 。 e 

第一版 100.00 100.00 97.37 

第二版 100.00 100.00 96.67 

p 值 米 米 p=0.825 

效果量 d 米 米 d=0.049 

单元音 l u 廿

第一版 97.37 94.74 93.42 

第二版 97.78 95.56 97.78 

p 值 p=0.890 p=0.842 p=0.270 

效果量 d d=0.031 d=0.045 d=0.248 

再来看复合元音的结果。在上文中曾经提到，第二版教材的复合元音一共增加了 28 题，

主要针对第一版教材中的正确率较低的项目。

通过观察表 13 可以发现，在比， uo, iou, uai, uei 这 5 种复合元音方面，第二版教材的正确

率都要高于第一版，而且两者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尤其是 uo 和 iou 的正确率，分别从 77.63%

和 72.37％提高到 97.78％和 94.44%。因此可以说，增加练习题的数量能够有效提高教材的效

果。另外，复合元音 Ue 虽然没有出现显著性差异，但正确率从第一版的 88.16％提高到第二版

的 95.56%。这些事实证明第二版教材在复合元音方面已经基本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表 13 复合元音的结果比较

复合元音 ai e1 ao OU ia 

第一版 100.00 98.68 100.00 94.74 97.37 

第二版 98.89 97.78 98.89 98.89 100.00 

p 值 p=0.361 p=0.664 p=0.361 p=0.116 p=0.279 

效果量 d d=0.205 d=0.097 d=0.205 d=0.354 d=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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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元音 ie ua uo Ue lao 

第一版 89.47 96.05 77.63 88.16 96.05 

第二版 98.89 100.00 97.78 95.56 100.00 

p 值 p=0.025 p=0.143 p<0.001 p=0.164 p=0.143 

效果量 d d=0.511 d=0.330 d=0.795 d=0.313 d=0.330 

复合元音 iou uai uei 

第一版 72.37 92.11 93.42 

第二版 94.44 100.00 100.00 

p 值 p=0.001 p=0.035 p=0.012 

效果量 d d=0.736 d=0.478 d=0.575 

3.2.3 辅音

再来比较一下辅音的结果。首先是辅音 C 1) b, p, m, f, d, t, n, 1, g, k, h 的结果。观察表 14

可以发现，第一版和第二版教材的效果基本相同（除了辅音 p, 第二版的正确率稍高），这说

明本教材的效果是很稳定的。

表 14 辅音 Cl) b, p, m, f, d, t, n, 1, g, k, h 的结果比较

辅音 ba pa ma fa 

第一版 100.00 93.42 100.00 100.00 

第二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p 值 米 p=0.012 次 米

效果量 d 泳 d=0.575 米 米

辅音 da ta na la 

第一版 100.00 96.05 100.00 100.00 

第二版 98.89 100.00 100.00 100.00 

p 值 p=0.361 p=0.056 米 泳

效果量 d d=0.205 d=0.433 次 米

辅音 ga ka ha 

第一版 98.68 97.37 97.37 

第二版 100.00 100.00 100.00 

p 值 p=0.279 p=0.122 p=0.279 

效果量 d d=0.243 d=0.348 d=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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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辅音 (2) j, q, x, zh, ch, sh, r, z, c, s。在第二版教材中一共增加了 30 题，也是针对

第一版教材中的正确率相对较低的发音。通过表 15 可以看出，除了 r 以外，在 j, q, x, zh, ch, 

sh,z,c,s 方面，第二版教材的正确率都要大大高千第一版，两个版本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具体来说，辅音 zh, sh, z, c, s 从 80.26%-88.16％提高到 95.56%-100.00%。更为明显的是 j,

q,x,ch 这 4 种辅音， j 从 65.79％提高到 100.00%, q 从 77.63％提高到 96.67%, X 从 71.05％提

高到 95.56%, ch 从 75.00％提高到 98.89% 。

表 15 辅音 (2) j, q, x, zh, ch, sh, r, z, c, s 的结果比较

辅音 ji qi xi zhi chi 

第一版 65.79 77.63 71.05 82.89 75.00 

第二版 100.00 96.67 95.56 95.56 98.89 

p 值 p<0.001 p=0.003 p<0.001 p=0.007 p<0.001 

效果量 d d=l.267 d=0.678 d=0.803 d=0.612 d=l.07 

辅音 shi ri zi ci si 

第一版 80.26 94.74 88.16 86.84 81.58 

第二版 100.00 88.89 100.00 96.67 97.78 

p 值 p<0.001 p=0.195 p=0.002 p=0.049 p=0.007 

效果量 d d=l.080 d=0.292 d=0.725 d=0.445 d=0.619 

这些结果说明，在相对难度较高的辅音方面增加的 30 题，能够产生明显的教学效果。因

此可以说，第二版教材已经在所有辅音方面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在本节中比较了第一版和第二版教材的教学效果。结果显示，第二版中的更新内容可以有

效提高困难发音的正确率。在下面的第 4 节中，首先介绍第二版教材的链接，并具体说明这套

教材的使用方法。

4. 第二版教材的链接及使用说明

第二版教材的链接如下：

https://archive.iii.kyushu-u.ac.jp/public/dSigwAPJMEAAHdOB WSZ _Z-TAJYDjX6n叩IrOJCgWuc7

同时，图 1 是教材的二维码，可以方便教师以及学习者在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上使用。

图 1 第二版语音教材的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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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中包括声调、单元音、复合元音、辅音 (1) 和辅音 (2) 等 5 个项目，每个项目包括

3-4 个音频文件和一个 Word 文档（答题纸）。除了这些文件之外，本教材还包括一个 PowerPoint 

文件，这个文件是所有项目的答案，以便在教室中核对答案时使用。教材的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首先，在做完课本上的练习之后，将打印好的答题纸发给学生。这时，需要根据班级的情

况，适当删减答题纸上的内容。如果是比较认真好学的班级，建议使用所有音频文件（无需删

减答题纸上的内容）。不过，如果学生在学习课本内容时也感到有些吃力，建议仅使用练习心

和练习＠。这是由于如果再加上练习＠和练习＠，不但题最会加大，难度也会增加，学生会感

到更加吃力，这样反而会降低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其次，每个音频文件的播放时间大约为 2-6 分钟（大部分是 2-4 分钟）。如果每节课做两

个练习，加上核对答案时间，大约 10 分钟左右，不会占用太多上课时间。另外，即使是比较

认真好学的班级，笔者们也建议将练习CD-＠分成 2 次来做，每节课做 1 次。例如，教完单元

音之后，当天做单元音的练习心和练习＠。在下次上课的开始，为了巩固学习效果，再做单元

音的练习＠和练习＠，以此类推。这样既可以减轻每节课的练习负拒，还可以提供学习间隔

(spacing)，有效维持学习效果的稳定性叭

另外，教师还可以在课堂上使用后，将音频文件提供给学生，让他们利用课下时间，重点

练习自己相对薄弱的项目，从而提高自身的汉语听力水平。主要使用电脑的学生，可以提供给

他们上面的链接。主要使用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的学生，可以推荐他们使用上面的二维码，将

音频文件下载到自己的设备中。

5. 结语

笔者们为了解决第一版语音教材中的遗留问题，提高相对困难发音的正确率，对该教材进

行了更新，将其升级为第二版。

具体来讲，笔者们在复合元音和辅音 (2) j, q, x, zh, ch, sh, r, z, c, s 增加了大量练习题。通

过在课堂上使用第二版教材可以发现，这些更新能够有效提高困难发音的正确率。比如，在 ie,

uo, iou, uai, uei 这 5 种复合元音方面，第二版的正确率要高千第一版，两者之间存在显著性差

异。同时，在 j, q, x, zh, ch, sh, z, c, s 这 9 种辅音方面，第二版教材的正确率都要大大高于第一

版，而且两版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这些事实都证明，第二版教材已经达成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另外，其他没有进行更新的项

目，比如声调（单音节和双音节）、单元音和辅音（ 1) 得出的结果与第一版基本相同，这说明

教材在第一次测试中取得的良好效果并非偶然，在第二次测试中也能够保持很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使用笔者们开发的第二版语音教材，可以有效提高日语母语使用者在汉语听力

方面的正确率。当然，如果学习者不配合的话（比如在课堂练习时不做题，或者不认真听录音，

只是随意填写），本教材的效果是无法正常发挥的。也就是说，想要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不

但要保证教材的质量和练习题的数量，教师和学生双方也需积极努力才行。

今后，笔者们将继续使用第二版教材，验证其在发音方面是否也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董玉婷 (2021) 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学习母语中没有的 2 种类似发音时（例如日语中没有的汉语 n

和 ng, r 和 1 等发音），比起相隔 1 周，相隔 3-4 天进行复习的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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