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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音感知能力与听力水平关系的实证研究

胡方慧　王　敏　韩　冰　袁国廷　李红琳
（济宁医学院外国语学院，日照２７６８２６）

　　摘　要　目的　旨在研究英语语音感知能力与听力水平的关系。方法　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５５名来自
某高校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进行了英语语音感知能力和听力水平测试；利用 ＳＰＳＳ软件对测试结果进行了描述
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英语超音段感知能力、英语音变感知能力能显著预测英语听力水平（Ｐ＜０．０５），
而英语音段感知能力与英语听力水平关系并不显著。结论　１）英语音段感知能力的高低不能预测显号是考听
力水平的高低。２）英语超音段感知能力和音变感知能力越强的学生其英语听力水平就越高。英语语音教学应
注重培养学生的英语超音段和音变感知能力，从而提高其英语听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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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是语言学习的重要输入途径，听力能力差是
制约语言学习的主要原因之一［１］。然而，听力理

解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罗斯特曾从神经学、语言学、

心理语言学、语用学和教育学等多个角度探讨了听

力理解的过程［２］。影响听力水平的因素很多，但

是，对声音原始编码的感知过程是听力理解的第一

阶段。听力理解过程的起点就是对语音的感

知［３］。由此可见，语音感知能力与听力理解能力

紧密相关。然而，国内鲜见关于英语语音感知能力

与听力水平的相关研究。笔者在中国知网检索主

题为“英语语音感知”并含“听力”的相关文章，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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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篇。

英语语音感知能力包括学习者对英语音段、超

音段以及在连续语流中音变的感知和辨识。本文

采用量化研究法探究英语语音感知能力与英语听

力水平的关系，主要研究：１）研究对象的英语语音
感知能力与听力水平的关系；２）英语音段感知能
力、超音段感知能力以及音变感知能力能否显著预

测英语听力水平。报道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本文选取山东某高校英语专业大一学生５５名

为观察对象，其中男生８名，女生４７名，参加英语
语音感知能力和听力水平测试。测试时他们正处

于大一下学期学习阶段，在大一上学期已经进行过

英语语音课的学习和训练。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英语语音感知能力测试　英语语音感知能
力测试旨在测试受试者对英语音段、超音段、以及

连续语流中音变的感知能力。见表１。

表１　英语语音感知能力测试

测试内容 题目类型 题目数量 分值

音段　 客观题 １５ １５

超音段 客观题 １５ １５

音变　 主观题 １５ １５

其中，对音段的感知测试旨在测试受试者对英

语音段的听辨能力。该部分采用选择题形式进行

测试。４个选项为两两互为最小对立体的语音组
合（单词），要求受试者选择听到的单词。考察受

试者是否拥有对英语音段灵敏的感知听辨能力。

此部分共包含了对英语４３个音素（／／除外）的
听辨测试。

对超音段的感知测试旨在测试该部分也采用

选择题形式测试，受试者对英语重音、语调、节奏和

停顿的听辨能力。该部分也采用选择题型式测试，

其中，重音感知测试包括对英语单词重音和句子重

音的听辨测试，节奏感知测试包括对英语常见的８
种节奏的感知测试，语调感知测试包含英语４种基
本语调（升调、降调、升降调、降升调）的感知测试。

音变感知能力测试旨在测试受试者对连续语

流中产生的音变现象进行听辨的能力，此部分采用

主观听写的方式进行考察。主要考察受试者能否

听辨出连续语流中出现的连读、不完全爆破、弱读

和同化现象。

英语语音超音段及音变感知测试材料来自

《现代大学英语语音教程》［４］和《英语语音教

程》［５］。测试材料录音部分来自上述材料中的录
音音频，另一部分由外教利用 ＣｏｏｌＥｄｉｔＰｒｏ２．０录
制并保存。

１．２．２　听力水平测试　对受试者的英语听力水平
测试采用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听力
部分的第一小节试题（８个短对话和２个长对话共
计１５个选择题共计１５分）。所有的受试者均未参
加过此次大学英语考试。选择这一部分作为测试

听力水平的工具，有３个方面原因：１）与语音感知
测试中的分项题目数量及分值保持一致，利于进一

步分析；２）听力部分测试由３０ｍｉｎ缩至１２ｍｉｎ，这
与语音感知测试时间相差无几；３）选择四级听力
考试中的第一小节试题而舍弃听写填空部分，原因

在于听写填空部分要求准确的语言输出，受试者有

可能理解了材料内容，但是在书写时有可能因出现

拼写、语法等错误而丢分。因此，听力测试题只选

取了大学英语听力考试的第一小节。

１．２．３　数据的收集　所有受试者在语音室参加英
语语音感知能力及听力水平测试。先进行英语语

音感知能力测试，再进行英语听力水平测试。测试

前告知其测试目的、内容与要求。为获得更加客观

的实验数据，研究者强调此测试与他们的期末考试

成绩无关，只需受试者认真、客观答题即可。然后，

按照评分标准进行评分，得到研究对象的英语语音

感知能力测试成绩和听力水平测试成绩。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把音段感知成绩、超音段感知成绩、音变感知

成绩（３个自变量）以及听力测试成绩（因变量）输
入电脑。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考察上述３个自变量能否显著地预测受试者英语
听力水平。

２　结果

２．１　语音感知能力与听力水平
受试者语音感知能力和听力水平如下（表２）。

受试者英语听力平均分为 ７．０５分（满分为 １５
分），不太理想。说明英语听力理解确实是英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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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的薄弱环节。在英语语音感知能力测试中，其

中音段感知能力最强（平均分为１１．６４），超音段感
知能力其次（平均分为１０．２４），音变感知能力最弱
（平均分为８．８０）。这说明受试者较好地掌握了英
语语音音段的相关知识，能够比较准确地听辨感知

出音段的差别，但是对于超音段的感知能力不如对

音段的感知能力，而对于连续语流中产生的音变现

象的感知能力则最差。

２．２　音段感知能力、超音段感知能力、音变感知能
力与听力水平关系

本次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满足误差成正态分布

以及误差和自变量不相关的前提假设。见图１。

图１　多元线性回归预测变量与残差关系图

自变量（英语超音段感知能力、英语音变感知

能力）与因变量（英语听力水平）显著相关，而英语

音段感知能力与英语听力水平关系并不显著。见

表２。

表２　变量描述统计表及相关矩阵（ｎ＝５５）

变量
描述统计量 相关矩阵

Ｍ ＳＤ １ ２ ３

因变量

　听力水平 ７．０５ ２．８７ －０．０２８０．７２０ ０．６５６

自变量

　音段感知能力 １１．６４ １．１４ — ０．１２６ ０．０６５

　超音段感知能力 １０．２４ ２．０３ — ０．５１３

　音变感知能力 ８．８０ １．７４ —

　　注：Ｐ＜０．０５

强制回归结果显示，自变量中除“英语音段感

知能力”之外，其余两个变量（英语超音段感知能

力和英语音变感知能力）均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

（表３），Ｒ２＝０．６４４，即“英语音段感知能力”、“英
语超音段感知能力”以及“英语音变感知能力”３个

自变量组合起来能解释英语听力水平６４．４％的变
异。

表３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摘要表（ｎ＝５５）

　　变量 Ｒ Ｒ２
调整

后Ｒ２
Ｆ

（３，５１） Ｂｅｔａ Ｔ
（５１） 允差 ＶＩＦ

因变量

　听力水平 ０．８０３ ０．６４４ ０．６２３ ３０．８０２

自变量

　音段感知能力 —０．１２０ —０．１４３ ０．９８４ １．１０６

　超音段感知能力 ０．５３６ ５．４７１ ０．７２８ １．３７４

　音变感知能力 ０．３８９ ３．９９９ ０．７３６ １．３５８

　　注：Ｐ＜０．０５

表３结果显示，在３个变量中，“超音段感知
能力”（Ｂｅｔａ＝０．５３６）和“音变感知能力”（Ｂｅｔａ＝
０．３８９）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列第１和第２位。英
语超音段感知能力和在连续语流中音变感知能力

越强的学生其英语听力水平就越高。超音段感知

能力和音变感知能力差的学生其英语听力水平也

不高。标准化回归方程为：听力水平 ＝０．５３６×超
音段感知能力 ＋０．３８９×音变感知能力 －０．１２０×
音段感知能力。

３　讨论

听力理解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听力水

平的高低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语音感知能力是影

响听力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结果显示，英语音段感知能力强的学生并

不一定在听力水平测试中获得高分。表明学生虽

然能够较好地听辨相似单词，但并不代表他们就一

定能较好地理解连续语流中的单词、句子乃至说话

人情感态度等；反之，学生即使不能听辨出相似音

段，但是在一定语境中，他们也可能依靠背景或话

题知识，或者通过对说话人语气、语调的把握等能

有效弥补音段感知偏差所带来的理解失误，也能够

较好地理解听力句子。

英语超音段感知能力和音变感知能力越强的

学生对英语听力水平就越高。即学生的英语单词

和句子重音、停顿、节奏、语调的感知能力越强，其

英语听力理解水平也越高。而且，听力材料难度越

大，对听力理解水平的提升作用也就越明显［６］。

当听力材料出现一些语流音变时，学生的理解会出

现较大的偏差，因为听力低水平者经常语音辨别错

误，或不能音义结合［７］。那么，对于连续语流中产

·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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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连读、弱读、不完全爆破、同化等音变现象感知

能力越强，理解偏差就越小，对英语句子、说话人情

感态度的理解也就更准确。

本文实验结果给我们带来两点教学启示：１）
在英语语音教学中，需要教师搞好单音教学，同时

要重视语流、语调教学［８］。加强超音段和音变现

象教学，让学生感受英语重音、停顿、节奏、语调之

美，提高学生对英语连续语流中产生的连读、缩读、

弱读、同化、不完全爆破等音变现象感知的能力。

不仅是因为“语音感知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十分重

要［９］”，而且因为提高语音感知能力，尤其是韵律

感知能力，才有利于提高语音审美能力，而“美育

教育有助于专业知识的学习”［１０］。２）在英语听力
教学中，对于造成听力障碍的语音因素，要及时进

行分析、讲解和练习，扫除听力理解过程中的语音

感知障碍，提高英语听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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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４４１页）有一定的代表性，但由于地域过
于集中，也使研究结果缺乏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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