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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方言语调对英语语调的迁移影响研究
——一项基于独立学院大学英语听说教学的调查

王小慧　叶伟平

（福州工商学院文法学院，福建 福州 350715）

摘要：福建地域广，方言多，学生在学习外语过程中普遍受

方言迁移影响。方言对二语习得的影响不仅在于语音方面，也在

于语调方面。本文通过一项独立学院大学英语听说教学的调查与

分析，研究福州方言对英语语调的负迁移影响，探究其对英语听

力理解与口语表达的影响，提出降低该影响的对策和建议，帮助

学生更好地克服福州方言对英语学习带来的干扰，提高英语语调

的准确性，提升英语听说能力和水平，同时为二语习得研究领域

拓展新的研究点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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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识别和运用语调，对大学英语听说模块的学习成效，有

很大的影响。笔者立足教学实践，发现非英语母语使用者在潜意

识中会将母语或方言的语调特色、发音规则，迁移到英语学习过

程中，对听力理解与口语表达产生影响。福州方言发音有其特点，

大多数福州本土的学生学习英语存在英语语音语调基础较差、英

语口语较薄弱等问题，同时听力理解能力也受到一定影响。研究

其语调给英语二语习得带来的迁移影响，对于大学英语听说模块

教学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结合教学经验和问卷调查，针对

方言语调对英语语调的负迁移影响、进而影响学习者听力理解能

力与口语表达能力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对策建议。希望通

过本研究能较好地减少福州方言对英语语调的迁移影响，提高学

生的英语听说等能力，同时为二语习得研究领域拓展新的研究点

与思考。

一、迁移理论

迁移（transfer）理论最初起源于心理学科。20 世纪 50 年代，

美国语言学家 Lado 在《跨文化的语言学》中指出，学习者在第二

语言的习得过程中，由于对母语的依赖，潜意识下会把母语的语

言形式、意义和与母语有关的文化转移到第二语言的学习中来，

主要有正、负两方面的迁移影响。其中，负迁移即当母语与目的

语差异较大时，对其习得干扰就越大。该理论认为，母语语言规

则对于英语二语学习的影响主要包括发音、语调、语法和用词等

方面，其中语调迁移的影响最为明显。

英语与汉语的不同之处表现在发音、语义、句式用法及结构

等方面，这就导致中国大学生在学习英语过程中，受到母语特别

是方言的负迁移影响相对较明显。在笔者多年教授的班级中，福

州本地生源居多。通过调查发现他们的英语语调受到方言的影响

比较严重。基于迁移理论，本文对福州方言语调对英语语调的迁

移影响展开研究。

二、英语语调的研究概况

近二十年来，国内高校日益重视对该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

更深的进展。大多数研究从语言迁移的视角审视汉语方言对英语

语音的正负影响。也有学者运用语音格局理论，从各语言和方言

的语音切分、定位特征、音位变体和分布的角度来分析音节内部

的声、韵、调和音节之间系统发音和韵律特点。研究方法上，除

了传统描述性总结和定性分析法之外，定性和定量分析的结合对

方言使用者录音来分析方言和英语语音的影响和变化。研究 内容

上，方言迁移影响主要聚焦于对元音习得、辅音习得和超音段习

得的领域。总体来说，多数关注语音迁移影响。经查阅文献，近

年来福建方言中研究较多的是闽南语方言，客家方言对语调的迁

移影响，关于福州方言对英语语调习得影响的研究和成果相对较

少，可探索和研究的领域还较大。

三、福州方言语调对英语语调的迁移影响

（一）福州方言语调与英语语调概述

由于中原文化数度入闽，福州方言在文化融合过程中，既保

存着上古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特点和印迹，又保存着不

少中古汉语的一些特色，以词语丰富、语流音变复杂、语体多样

等特点而著称。福州方言和普通话在声调上因地理和历史等因素

有些明显的不同。普通话只有四个调类，没有入声，福州方言却

有七个调类。

语调（intonation）指话语腔调，也可以理解为声音在不同音

高间的转换，声调的高低轻重变化。一般来说，英语中有五种基

本语调：升调、降调、升降调、降升调以及平调。有研究认为，

决定不同语调的主要因素有语句的声调高低，重轻音变化和节奏

快慢等。

（二）独立学院福州方言学生群体英语语调问卷样本分析（164

人样本量）

为进一步论述本文论题，我们面向本校学生进行《大学英语

听说课程：福州方言使用者对英语语调的影响调查》的问卷调查，

共有 175 名学生参与，最终收回有效问 164 份。问卷题目有福州

方言使用者的语言使用习惯、频次、方言腔调浓厚度以及影响英

语学习的因素等，从设计的问卷调查问题来看，高达 67.91% 的学

生每日使用福州方言的时长为 0-30 分钟，有一半群体认为自身方

言腔调还是比较浓。就英语听说能力影响方面，本题为开放式多

项选择题，除去 54.48% 人次认为语法和“57.46%”人次认为词汇

外，高达“72.39%”的学生认为在大学英语听说上英语语音语调

受方言的影响最为深远。结合综合问卷调查的各题数据，经初步

整理和横纵对比后，发现福州方言使用的轻重程度对于大学英语

听说课程学习有一定程度的负迁移影响。

（三）福州方言语调对英语语调的迁移影响

学生的方言使用程度对于大学英语听说能力的习得有负迁移

影响，具体表现以下三个方面：

1. 语调负迁移对听力理解的影响

语调负迁移最明显的影响在于听力理解，听力是语言学习四

项基本技能之一。影响听力理解的因素有很多方面，比如语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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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知识（包括语音、词汇、句型、语法等），其中影响最突出的

是语音语调。

2. 语调负迁移对口语语音语调的影响

语调负迁移同时对口语语音语调的影响也很明显。很多语言

学习者经常会用汉语拼音来替代英语发音，如许多学生将“thank 

you”/ˈθæŋkju：/ 一 词 读 成“sank you”/ˈsæŋkju：/。 而 sank 是 下

沉的意思，音标混淆导致发错音。汉语发音与英语发音不同的更

多是英语中存在汉语中没有的音，比如 /θ/ 和 /ð/。遇到发音混淆时，

学生经常给英语单词注上特殊拼音，导致学习者无法准确掌握英

语发音规律。由于受到母语影响，学生在英语表达时，语调相对

较平缓，未能按英语要求的声调来表达出原本的情感，间接影响

日常英语交际能力与听力能力。

3. 语调负迁移对语言交流和语言交际心理与能力的影响

学习英语最直接的目是进行语言交流。英语和汉语是两个不

同的语调系统，英语语言交流重要的往往不在于话语本身，而在

于说话人用的是什么语调、重音落在哪些字词上，借此来感悟言

外之意。受到方言语调影响，很多同学不能用准确的语调表达句

子的原意，导致意思误解，出现交流困难。很多同学认为自己的

英文带着一定的方言腔调，害怕开口被笑话，自信心受到影响，

因此学习英语的积极性也受到很大的打击。

四、大学英语语音语调教学策略新思考

本文结合教学实践经验及问卷调查结果，提出了一些具有可

行性和操作性的教学方法和技巧，不局限于福州方言语调，在克

服方言语调的负迁移影响上具有共性特点。

（一）开设并强化语调课，全面系统指导并纠正，提高学生

的主观意识

想学好一门语言，学生的主观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学校开设

并强化语调课程教学，能让学生提高思想认识，意识到语调对英

语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教师对他们予以练习指导，打消

学生的畏难、羞怯心理，推动学生大胆练习自己的发音语调，及

时纠正语调偏差，形成正确的语调习惯。

（二）听说课堂教学内容设计新思考

教师在设计听说课堂教学内容时应增强语调教学的趣味性，

创造轻松的学习环境。比如唱经典英文歌曲是笔者在课堂上经常

采用的方法之一。通过学生对英文歌曲的演绎，可以感受不同的

语调特点，一些难读的词句通过唱歌也可以轻松记住。二是英美

电影片段赏析。通过欣赏和解读精彩的电影片段，不仅可以提高

学生的听说能力，还可以提高学生上英语课的积极性。

（三）听说课堂教学方法改革新思考

除了传统的反复语音语调练习之外，应多采用现代媒体，选

择有效的教学方式，采取线上线下开展各类英语表演活动。如小

组语音语调互听互模仿；结合英美电影赏析，开展小组英语配音

比赛，利用有趣的电影对白让学生经常在读、演、诵活动中享受

趣味性。发挥学生主体作用，进行角色扮演、英语话剧等英语表

演活动和绕口令、朗诵等比赛活动，帮助学生矫正发音，提高英

语听说等能力。

五、结语

近年来，国家对大学生的英语能力要求不断提高，口语是其

中的一个重要指标，而英语语调又是口语能力的一项基本功。在

平时的英语学习和教学中，不仅要注重词汇的积累，还要注重不

同语调的分析把握和实操练习，明确不同语调所表达的不同含义，

克服方言对语调的负迁移影响。本文结合对福州方言使用者的学

习英语的特征，对英语语调的迁移影响作了粗浅研究，提出了三

点策略和建议，希望能提高英语学习者综合能力，同时帮助教师

今后调整和完善大学英语听说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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