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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铸与提示对英语复合词

重音感知的影响 !

姚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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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为探究重铸与提示对学习者英语复合词重音感知的影响$挑选 1#名英语专业大二学生作为被试$随机分成

重铸组&提示组和控制组$每组 "#人$采用/前测4后测4延迟后测0的实验设计进行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在交际型课堂

教学环境下$重铸与提示都对英语复合词重音感知具有促进作用$反馈效果得到持续保留$且有助于强化学习者的重音

规则概化能力'提示对重音感知习得的效果显著优于重铸$交际教学与提示结合的干预方式对复合词重音习得的促进效

果最明显%

关键词!英语复合词'重音感知'重铸'提示'交际型语言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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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英语的重音*节奏和语调被称为英语的超音

段特征"<9OA?<@DH@/:?JL@?:9A@<$#是表达说话人的

态度或情绪的重要方式)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重

音表达方面的差异# 汉语是音节计时语言

"<NJJ?QJ@

4

:(H@& J?/D9?D@$#英语是重音计时语言

"<:A@<<

4

:(H@& J?/D9?D@$#中国英语学习者最难把

握的超音段韵律特征之一就是重音+!,

) 国内该

领域研究大都紧密结合教学#通过分析学习者重

音产出特点#探索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并提升英

语语音教学的内涵) 本研究同样以二语教学为出

发点#通过重音感知实验#检测基于内容的交际型

语言练习形聚焦"L'.9<

4

'/

4

L'AH$与不同口头反

馈类型相结合对学习者复合词重音习得产生的不

同效用)

!5英语词重音习得与口头纠错反馈

!)!5英语词重音习得研究现状

近年来#对英语词重音习得研究不在少数#学

习者的词重音产出模式和不同教学方法的有效性

是两大核心议题) 前者主要依靠声学仪器对学习

者口语语料进行分析#将学习者重音偏误原因归

于母语的影响) 相关研究表明#二语学习者的词

重音模式和本族语者的区别在于#学习者重读音

节过多#强弱不分明#重音位置偏误严重#重音模

式受语境和语义的影响+",

) 后者关注不同教学

方法对重音习得的作用#如通过反复聆听和模仿#

改善学习者元音时长与整个调群时长之比+%,

-加

强英语韵律特征显性指导#改变输入频次促进学

习者韵律结构习得+3,

-通过设计焦点功能和针对

性的干预训练#帮助学习者改进焦点韵律+*,等)

前人研究存在几点不足!首先#传统的英语词

重音教学在国内语音教学中一直地位不高#教学

方法单一#影响有限) 其次#感知先于产出#目前

各种研究主要限于对学习者重音产出模式的描

述#缺乏对重音感知习得过程的实证研究#对于重

音规则概化能力习得#更是鲜有提及) 此外#依靠

软件和声学仪器对学习者的口语语料进行分析#

研究主要在实验室进行#其教学方法有效性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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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与课堂教学实践相结合)

!)"5口头纠错反馈研究现状

近 "#年来#学者们从多个角度肯定了口头纠

错反馈在二语教学中的积极作用) 然而#不同类

型反馈的有效性及与二语习得的关系却存在

争议)

重铸"A@.?<:$是教师对学生语言偏误所提供

的正确语法或语言形式#是一种内隐的反馈方式#

包括整体重铸和部分重铸#兼具显性和隐性特

征+1,

) \?<<?-(

+2,的实验证实# 重铸可以产生更多

的修正后输出# 让学习者注意到中介语与目标语

之间的差距# 从而促进二语习得发展) U@@=UNI

<:@A

++,的研究表明#重铸与形聚焦结合可以释放

工作记忆#不会中断流利的交流#提高学习者语音

感知准确度) 然而#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在

课堂环境下并非所有重铸反馈效果都是理想的#

而与任务类型*学习者的互动*部分重铸或整体重

铸类型有关+$,

)

提示"OA'HO:<$与重铸不同#它不提供目标语

的正确形式#而是通过重复*引导*澄清和元语言

提示的方式给学生提供自我修正性输出的机会)

大多研究表明#提示反馈比重铸更利于学生建立

内在的语言形式#如形聚焦与提示反馈相结合比

形聚焦与重述反馈相结合更有助于法语词汇阴阳

性的习得+!#,

-在口语和托福语法测试中#提示反

馈比重铸反馈更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语法准确

度+!!,

) 但也有研究表明#重铸与提示在课堂教学

中的有效性没有显著差异+!",

)

纵观国际二语习得权威期刊#现有的研究主

要集中考察修正性反馈对词汇*语法*语音*语用

等语言习得不同方面的作用+!%,

#韵律特征的研究

鲜有提及) U@@=UN<:@A

++,指出#语言感知先于产

出#目前形聚焦教学和纠错反馈的研究焦点应关

注语音感知习得#研究对象不能局限在课堂上已

知词项":A?(/@& J@b(.?J(:@H<$的习得#需进一步探

究学习者对未知词项"9/:A?(/@& J@b(.?J(:@H<$的

感知习得#即规则概化能力"D@/@A?J(̂?:('/$提高)

鉴于此#本研究以反馈认知理论为框架#在交际型

外语教学环境下#检测不同反馈类型对学习者重

音感知习得的有效性#旨在探讨适合我国大学英

语课堂语音韵律教学的反馈模式)

"5研究总体设计

")!5研究问题

本研究围绕词重音感知这一重要的韵律特征

及重音规则概化能力设计并进行了严格控制的实

验#拟回答两个问题!"!$交际型语言练习对中国

英语学习者的词重音感知是否产生影响. 反馈效

应的持续性如何. ""$重铸和提示两种反馈类型

对复合词重音感知能否产生影响. 有效程度是否

一致.

")"5实验材料

本研究共设计 !+ 组词#除了参考 G)7/;

4

G;92 \D9N@

uR

/

+!3,重音感知实验的 !" 组词外#另

外增加了 1组词作为重音规则概化实验材料) 每

一组词包括 %对句子#每一对包含该词所在的目标

测试句和语境引导句#%对句子分别对应 %种重音

类型#如表 !所示"粗体词为主重音突显部分$)

表 !5英语复合词重音类型

语境引导句 目标测试句 5重音类型

"?$G;(<(<?Q'::J@F;(.; (<.'J'A@& QJ9@) W:2<?QJ9@SeGGUd) SA'?& L'.9<\c)

"Q$G;(<Q'::J@(</2:.'J'AN@JJ'F) W:2<?SUMdQ'::J@) \?AA'FL'.9<\c)

".$G;(<0(/& 'L-@JJNL(<; (<.'HH'/ ;@A@) W:2<?QJ9@

4

Q'::J@) K'HO'9/& F'A&)

55目标句的设计还考虑了单词音节的构成#选

用了单音节q双音节*双音节q单音节及双音节q

双音节 % 种搭配#尽可能丰富了时长的多样性)

所有词项均出现在重音感知前测*后测和延时后

测中#标号 !R!"在语言交际练习中出现#标号 !%

R!+不在交际练习中出现#用于考查学习者的重

音规则概化能力) 如表 "所示)

表 "5重音感知测试实验材料

单音节 q双音节 双音节 q单音节 双音节 q双音节

"!$ SJ?.0 Q@AAN ""$ B'T(/DT?/ "%$ W/&(?/ D(T@A

"3$ SJ9@Q'::J@ "*$ WA(<; Q9JJ "1$ EJ@@O(/DO?A:/@A

"2$ 6A?NH?::@A "+$ 89/:(/D.?: "$$ eO@/ .J?<<A''H

"!#$ 8':;'9<@< "!!$ Y9QQ@AOJ?/: "!"$ cJ?<:(.H'/@N

"!%$PA@/.; F(/&'F "!3$ S9::@AL(<; "!*$ EO?/(<; .?<:J@

"!1$ >;(:@.'JJ?A "!2$ 8@?TNF@(D;: "!+$ W/&(?/ <9HH@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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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材料由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语言学系一位

本族语声学教师朗读录制#并对奥克兰大学工程

学院 "#名本族语学生"平均年龄o

"#)3#标准差o

")*$进行了前测"均值 $1)*#标准差 !)*$#分数作

为基线"Q?<@J(/@$)

")%5受试

共 1#位"3*女#!* 男$国内某高校英语专业

大二学生自愿参与实验"平均年龄 !$)% 岁# 标准

差 !)$-平均学英语时间 !#)+ 年#标准差 %)3$#英

语授课教师为同一位老师) 被试随机分为 % 组#

每组 "# 人#分别命名为重铸教学组*提示教学组

和基于内容教学的控制组"形聚焦无反馈$) 以

'前测(分数作为因变量#重音感知水平作为自变

量的方差检验显示#各组之间的英语重音感知能

力没有显著差异+4""#*2$

o

#7#$!# ,

o

#7+%!,#说

明分组模式合理)

")35实验任务设计

本研究历时 *周#分为 %次测试"面向全体被

试$和 %种干预任务"面向 % 个实验组$) 为了让

被试在真实环境中习得#测试和干预实验均在正

常课堂时间进行) 测试包括'前测( '即时后测(

和'延时后测(#单项选择题型#满分百分制) 第 !

周进行前测#随后 "周#%组被试每周接受 % 次 "#

分钟的基于内容的交际型语言练习) 依据感知先

行*产出跟上的原则#交际练习设计了听力练习*

阅读练习*故事讲述练习和流利度发展练习)

教师分别对两个实验组进行重铸和提示反馈干

预#而不对控制组被试的感知错误提供任何形

式的反馈) 第 % 周末#1 次教学任务完成之后#%

组被试进行即时后测) 第 * 周#% 组进行延时

后测)

")*5数据处理

为了回答提出的两个研究问题#本研究采用

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由于 % 个实验组样本

数量一致#采用G9A0@N事后配对分析的统计方法

进行了 "次数据处理! 第 ! 次的因变量是已知词

项重音感知习得#习得程度被操作化为听力感知

测试得分#组内自变量是 %次测试#组间自变量是

%种干预方式"重铸*提示和控制$) 第 " 次的因

变量是重音规则概化能力#习得程度被操作化为

未知词项感知测试得分#组内变量是 % 种重音模

式#组间变量是 %种干预方式)

%5研究结果

本研究分为前测*后测和延时后测 % 次听力

感知多项选择测试#全体被试均完整参与了 % 次

测试#回收有效试卷率为 !##g) 下面将实验结

果进行报告)

%)!5 %组受试重音感知测试结果"已知词项#

%组在前测中成绩相似#控制组平均值略低#

单因素方差分析并未发现 %组在前测有显著区别

",v#)#*$) 通过交际性重音感知练习训练#% 组

受试在后测和延时后测时重音感知准确率较前测

有显著提高#见表 %)

表 %5未知词项 %次感知测试描述统计

组别
前测

均值 标准差

后测

均值 标准差

延时后测

均值 标准差

重铸组 *#)## !*)"! +1)!2 !2)%% 2+)+% !*)#1

提示组 3+)%% !")1" +$)%% !2)!+ +!)!2 +)1%

控制组 31)+% +)!* 2*)## 2)#$ *%)%% !!)"*

G9A0@N事后两两配对检测结果显示#% 组的

后测成绩都显著高于前测成绩#说明 % 个小组通

过交际型语言练习#对复合词重音感知的准确性

都有显著提高",n#l#*$#见表 3)

表 35各组已知词项测试事后配对分析

配对情况
配对差异

估计均值差 标准差
显著性

重铸组

延时后测T<后测

延时后测T<前测

后测T<前测

4

%)21

!!)"!

"%)21

3)"*

3)"*

3)"*

#)!"+

#)###

#)###

提示组

延时后测T<后测

延时后测T<前测

后测T<前测

4

1)"%

"2)$+

%")!"

")*!

")*!

")*!

#)2%"

#)###

#)###

控制组

延时后测T<后测

延时后测T<前测

后测T<前测

4

"+)!"

%)*+

!+)%!

3)*!

3)*!

3)*!

#)*$!

#)#21

#)###

其中#控制组的后测成绩较前测有显著提高#

提示组和重铸组不仅后测较前测成绩有所提高#

而且延时后测成绩较前测也有显著提高 ",n

#l#!$) 然而#方差分析结果并没有显示出分组

方式"即反馈类型$对重音感知习得有显著影响

"4

o

27"!#,

o

#7"1$ #而反馈类型与时间的交

互作用也不显著" 4

o

#7$$#,

o

#7!"$ #说明 %

组在已知词项重音感知测试里表现相似#交际型

语言练习对于感知准确率的提高有积极作用#重

铸和提示反馈的干预都可以使这种作用保持到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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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后测)

%)"5 %组受试规则概化测试结果"未知词项#

重音感知规则概化测试旨在检验学习者能否

将课堂上习得的重音规则概化到未知的词项) 对

组内变量'未知词项 % 次测试成绩(的描述统计

结果显示!前测中#% 组成绩相似#提示组平均值

略低#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各组前测成绩没

有显著性差别",v#)#*$#这说明各组在试验初始

阶段的未知词项重音感知能力相当) 对组内变量

'%次概化测试成绩(的描述统计结果显示!通过

交际性语言训练#各组被试的词重音感知准确率

均有所提高#后测成绩高于前测#延时后测成绩比

后测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前测成绩) 其中提示组

在平均值上体现出最大变化#由前测的 3+)#1 分

提高到后测的 +3)+"分) 后测与延时后测成绩由

高到低依次为提示组v重铸组v控制组#见表 *)

表 *5未训练词项 %次测试的描述统计

组别
前测

均值 标准差

后测

均值 标准差

延时后测

均值 标准差

重铸组 3$)!2 !#)"+ 2%)+$ "")3* 21)!! !!)2%

提示组 3+)#1 !!)%% +3)+" +)"* +#)"+ !%)3%

控制组 3$)33 !!)%* 2")13 !2)1# *#)!3 !%)!!

G9A0@N检验法进行事后配对比较"表 1$#结

果表明#提示组和重铸组不仅后测成绩显著高于

前测#且延时后测成绩都显著高于前测 ",n

#l##!$#说明在延时后测中依然保持这种准确

度) 控制组却只在后测中准确率显著高于前测

",n#l##!$#延时后测时却没有显示出差异",

o

#l$+$$)

表 15已知词项 %次重音感知测试事后配对比较

配对情况
配对差异

估计均值差 标准差
显著性

重铸组

延时后测T<后测

延时后测T<前测

后测T<前测

4

")*+

"1)$3

"$)*"

%)++

%)++

%)++

#)2+*

#)###

#)###

提示组

延时后测T<后测

延时后测T<前测

后测T<前测

4

3)*%

%")%%

%1)*2

%)*3

%)*3

%)*3

#)3!%

#)###

#)###

控制组

延时后测T<后测

延时后测T<前测

后测T<前测

4

"")*"

#)1$

"%)"!

3)*!

3)*!

3)*!

#)###

#)$+$

#)###

除了测试时间这一变量外#重复方差分析还

检测到显著的测试时间与分组方式的交互作用

+4"3#!!3$

o

!!7#*# ,n#7##!,#见表 2)

表 25各组受试之间前测)后测)延时后测成绩事后配对比较

配对情况
配对差异

估计均值差 标准差
显著性

前测

重铸组T<提示组

重铸组T<控制组

提示组T<控制组

5!)!!

4

")2+

4

!)%$

%)3+

%)3+

%)3+

#)$3*

#)$$1

#)$!1

后测

重铸组T<提示组

重铸组T<控制组

提示组T<控制组

4

!#)$%

!)"*

!")!+

*)3"

*)3"

*)3"

#)#3$

#)+!+

#)#"$

延时后测

重铸组T<提示组

重铸组T<控制组

提示组T<控制组

4

3)!2

"*)$2

%#)!3

3)#3

3)#3

3)#3

#)%#2

#)###

#)###

结果显示#在后测和延时后测中#提示组成绩

都显著高于控制组",

o

#7#"$# ,n#7##!$#重铸组仅

在延时后测时成绩显著高于控制组",n#l##!$#而

在后测中与控制组成绩没有显著区别",

o

#7+!+$)

说明对于学习者而言#将已习得的重音规则从课堂

上已训练的词项概化到未训练的新词项#两种反馈

方式都可以在长时记忆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是短时

记忆内#提示反馈的效果更加明显)

35讨论

3)!5交际性语言练习对重音感知习得的影响

在 %组被试对复合词重音感知习得进行的测

试中#后测结果都显著高于前测#概化能力测试中

实验组成绩都显著高于控制组#而且重铸和提示

反馈的干预都可以使这种作用保持到延时后测)

这说明基于内容的形聚焦练习可以有效地引导学

生注意到语境引导下的目标词重音类型#促进学

生进行目标重音形式与自己中介语之间进行比

较#从而获得重音感知习得的发展) '语音学习

模型("EUB$认为#学习者需要先识别母语和目

标语的某些差异性语音特征#才能在二语语音感

知和产出中构建正确的语音范畴+!*,

) S@<:=

GNJ@A

+!1,提出#促使学习者注意到目标语音与母

语的特征差异#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最小对立体

"H(/(H?JO?(A<$) 本研究在语言练习中设计了 !+

组词项#包括 !" 组训练词项和 1 组未训练词项#

每组的 %对目标重音类型在不同语境下呈互补分

布#有助于学习者准确习得重音本质和规律#并将

语音规则正确扩大到适用这些规则的地方#降低

重音感知判断偏误#增强重音产出和感知之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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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互补作用)

此外#通过课堂录像可以发现#在交际练习中

教师音调的升高*时长的增加*韵律的简化以及超

清晰的重音发音给受试提供了理想的语言输入#

帮助他们清晰识别并区分新的重音类型和中介语

系统中已有类型的差别) 听觉的强化可以促进成

人二语学习者避免母语负迁移#提高对于新的声

音类型的关注)

3)"5 重述和提示反馈对重音感知习得的作用

实验结果表明#两种反馈形式都可以加强受

试对于目标语范式的记忆#但是提示反馈比重铸

反馈更能在短时间内有效地纠正学习者语音中的

形式错误#使他们注意到目标语境中正确的重音

类型并进行自我修复#并将所学规则从已训练词

项扩展到未训练词项#从而实现目标重音形式的

习得) 这与干预任务类型及不同反馈手段的作用

机制相关)

一方面#四项语言交际训练中#受试在故事讲

述练习和流利度发展练习中的重音习得以语音输

出形式呈现#教师针对输出中的偏误提供反馈)

根据f9;J

+!2,提出的语音和音系发展的'感知优

先模型("O@A.@O:('/ L(A<:H'&@J$#学习者听到与有

别于母语的语音或者音系表征时#新的语音感知

首先会推动已有语音表征系统的重组#进行新的

语音形式范畴化-随后#感知层面的重构才能激活

相关的运动感觉技能#提升语音产出的准确度和

流利度) 这意味着只有当学习者通过更多的语言

练习#在长时记忆中完全或者部分重组并发展新

的语音感知表征之后#才能实现正确的语音产出)

后测在干预任务完成之后立即进行#与工作记忆

相关#而与长时记忆关联性不大#因此#重铸反馈

的作用在短时间内并不明显

另一方面#重铸提供正面语据#是'输入型反

馈(#交际性课堂环境下#重述内隐性很明显#教

师对正确语用形式进行重新表述#往往并不包含

学习者的思维过程#或是存在误解教师提供重铸

意图的情况+!+,

) 课堂录音及转录结果证实#在交

际练习中#受试多次将重铸反馈当作是简单的语

音重复#而未引发修正性输出#这必然会削弱重铸

的效果) 例如在以下摘录中#学生并没有注意到

自己重音感知的偏误#也没有修正性的重音产出#

教师反馈与教学的互补作用不明显)

教师! G;(<F'H?/ ?<0<L'A:;@A@:9A/ 'L?OA@<I

@/:<;@;?<D(T@/)

学生! E;@(<?/ W\CW7\D(T@A

,

)

"错误感知!宽聚焦名词短语# 重读 'W/&(I

?/($

教师! W/&(?/ D(T@A)5"

0

部分重铸$

"正面干预!复合词$

学生! e8# [dE)"无重复$

相对而言#提示属于'输出型反馈(#学习者

虽然没有听到正确的语音形式#但是会提取并分

析储存在短时记忆中不同语境下的重音类型#这

种分析性思维可以促进语音感知的输出修正#激

活信息重构) 在课堂转录中#我们可以发现#教师

通常先用显性提示#如果没有修正输出#则会通过

升调对学生的感知偏误进行重复#直到学生意识

到自己所犯的错误) 例如!

学生! W;?T@O(.0@& 9O <'H@<:A?FQ@AAN(/ ?

8eG;'9<@)"重读 ';':(#错误感知为窄聚焦名词

短语$

教师! F;?:. "提示$

学生!W;?T@O(.0@& 9O <'H@<:A?FQ@AAN(/ ?

8eG;'9<@)"重复错误$

教师!8':;'9<@"

0

升调重复被试错误重音

模式#无主重音$

学生! W;?T@O(.0@& 9O <'H@<:A?FQ@AAN(/ ?

;':;'9<@)"

0

重复#正确感知为复合词重音模

式$

显然#提示反馈给了学习者更多发现错误的

机会#有助于他们进行自我修复并重新分析自己

的中介语系统#进行新的假设)

*5结语

本研究探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纠错反馈与交

际性语言练习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对大学生英语复

合词重音感知习得发展的作用) % 次测试结果表

明#中国英语学习者尚未完全具备词重音感知能

力#但在我国真实外语教学环境下#通过交际性语

言练习#学习者能显现出积极的改进潜能) 此外#

提示反馈能够更加清晰地指出错误的所在以及形

成错误的原因#在短时间内对学生目标语习得的

作用更加明显) 因此#教师在语音教学中通过交

际性语言训练#有的放矢地采用反馈方式#可以激

活学生对自身中介语系统的思维判断#加强对已

学语音知识和韵律知识的运用#从而内化学习者

#3!



第 "期 姚尧!重铸与提示对英语复合词重音感知的影响

的陈述性知识#实现陈述性知识向程序性知识的

转化#最终实现程序性知识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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