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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方言影响下的/n/-/l/音位分混与感知训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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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常德为代表的湘北地区方言普遍存在/n/-/l/不分的现象，本研究采用最小比对语音辨别方法，结合自

然语音和高变异语音刺激，有效帮助学生识别两个音位的差异。实验结果表明，音位区分训练不仅提高了学生的音位感知

能力，还增强了他们在实际语言交流中的应用能力。研究中的音位区分训练方法可以运用到英语和语文教学实践中，能够

精准地解决学生的发音问题，促进高效、个性化教学实现。

【关键词】语音模型；音位分混；感知训练

【基金项目】2023年度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科学研究项目“常德方言影响下的/n/-/l/音位分混与感知训练研究”

（项目编号：FR23YB01）

引言

语言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交流，而讲话者的发音情况一定

程度上影响着有效交流的实现。著名语言学家Morley指出

可理解性发音是语言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991），

发音不准确、不清晰会造成误解、信息丢失、无效交流等

问题。发音方面的缺陷会削弱讲话者或语言学习者的讲话

信心、限制他们的主动交流意愿、引发听者对他们的负面

评价。受本地方言的影响，常德地区人们普遍存在/n/-/l/

不分的现象，这种情况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交流，还会

影响讲话者交流自信，带来负面评价等问题。

1　语音感知训练理论与高变异语音刺激

二语习得总是会受到母语迁移的影响，在语音领

域，Best (1995)提出的感知同化模型指出外语学习者的

母语音位会同化所学外语中近似母语的音位，如中国英语

学习者会用/s/代替英语中的齿间音/θ/,日本英语学习者

用/l/代替英语中的/r/。Khul (1993)基于母语音位与外

语音位的互动关系提出了母语感知磁效应，认为母语音位

就像磁铁一样会把外语音位中所有近似母语的音位吸附

在一起，归为同一个音位，如中国英语学习者习惯把英

语中的前元音/i:/和/ɪ/统一发成汉语的“依”音，把/e/

、/æ/和/aɪ/发成汉语的“挨”音。感知同化模型与母语感

知磁效应一脉相承，都强调了母语音位系统的稳固确立对

外语音位的负迁移影响。基于此，Flege（1995）的语音学

习模型进一步提出了外语语音习得就是摆脱母语音位的牵

制，重新给非母语音位赋予意义的过程。Flege指出，准确

的语音产出是建立在准确的音位感知基础之上的，即感知

先于产出。

以上三个语音理论是根据一系列的语音感知与产出实验

提出的，尤其是Longan等人训练以日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

者区分/r/和/l/的系列实验。在该系列的实验中，Longan

等人（1991）用高变异的语音样本为刺激物（语音刺激由

多人产出）对学习者进行包含/r/和/l/的最小比对区分训

练。实验结果显示，高变异语音刺激能够有效地训练被试

者正确地区分/r/和/l/，且被试者在训练中获得的感知能

力能够迁移到新的刺激和语音环境中（1993），并能够长

时间保持（1994）。实验结果表明，高变异语音刺激是围

绕音位原型的各种变体（即音位范畴内的成员），能够帮

助被试者更好地获取关键声学线索，确立目标音位。同

理，Jamieson和Morosan（1986）使用的知觉衰退法来训练

以法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区分/θ/和/ð/也是高变异刺激

法。他们借助合成语音把/θ/和/ð/在单词中的时间延长，

以最明显的比对开始训练被试，再逐步退回到自然音的状

态，让被试对这两个音的感知能力围绕各自的音位原型滑

动，以次来确立两个音位的对比。

2　/n/-/l/音位分混问题

音位混淆的问题不仅出现在对外语音位辨别中，也出

现在母语中。如果一个人不能有效地接受两个音位对比刺

激，就会产生两个音位混淆的问题。比如，汉语普通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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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鼻音/n/和边音/l/就对中国多个方言片区的人带来了辨

别困扰。据以往研究显示，/n/-/l/不分的现象广泛存在于

川渝地区、湘北地区、鄂北地区、皖南地区，以及浙江少

数地区。常德属于湘北地区，是/n/-/l/不分的“重灾区”

，常德方言里古今浊塞音一律清化；古来母、泥母混读，/

n/与/l/不区别意义（合并音位）。因此，常德人容易把这

一习惯迁移到讲普通话中，形成了典型的“德普”。常德

地区的学生在学习英语时也多存在这个问题。

/n/-/l/不分现象的普遍存在给很多人带来了困扰，虽

多数情况下不影响交流，但容易引起听者负面情绪、消极

影响讲话者信心。针对此问题，目前尚未有有效的解决方

法。以往研究多属于探索型研究，针对这一现象的声学表

象、成因、生理神经机制、以及对外语学习的影响等开展

研究。如曾婷（2006）对湘乡方言中的/n/和/l/进行了气

流和声学分析；田珊（2020）对渝方言区的英语学习者进

行了/n/和/l/的发音偏误分析；吴盈等人（2019）采用 ERP 

技术比较了音位合并者与非音位合并者辨别合并音位/n/

和/l/的脑电和行为反应；孙旭（2020）从听感研究的角度

探究了重庆话的/n/-/l/分混问题；田祥斌（2002）把这一

现象定性为语言学习的“乡土根性”。

因此，本研究基于Flege的语音学习模型，从语音感知

与产出两方面入手探索常德地区方言影响下的大学生/n/-

/l/分混现象，采取以往研究中常被应用于音位区分实验的

知觉衰退法（使用高变异语音刺激）对被试对象进行/n/-

/l/感知训练，以验证知觉衰退法对解决/n/-/l/分混问题

的有效性。

3　研究方法与步骤

本研究的实验被试来自常德某高校的40名学生。实验的

总体样本为常德地区存在/n/-/l/不分问题的人群，在不影

响实验结果的前提下，参与实验的被试拟从学生群体中选

出。课题研究人员拟设计一份调查问卷，有针对性地选出

符合实验条件（来自常德地区、存在/n/-/l/不分问题）的

样本参与实验。

本研究实验中的音位区分训练采取最小比对语音辨别

（minimal pair identification test）的形式，训练在

实验人员开发的手机软件上进行。被试要求点击收听软

件页面的音频，并做出判断听到的是含有/n/还是/l/的发

音，如“niú”和“liú”。在汉语中，根据/n/和/l/作为

声母与所有韵母进行拼字，共找出46对符合要求的最小比

对，如“nuó-luó，niàng-liàng”。英语单词中共找出25

对，如“not-lot，night-light”。对这71对词汇（汉46+

英25），由男声和女声各录制一遍，得到142对自然语音刺

激。再把这142对语音中包含的/n/和/l/发音各延长35毫秒

（msc），共延长3次，得到426对合成语音，即高变异语音

刺激。

实验人员把所有568对语音刺激（自然142+合成426）

按照延长时长分为四级，自然语音为第一级，延长最长

（140msc）的语音为第四级。实验被试可以按照自己的感

知与产出能力选择适合自己训练的层级，比如对/n/-/l/感

知和产出都有问题的被试，可以从第四级开始训练，因为

第四级是/n/-/l/对比最明显的语音刺激，然后再逐级过渡

到自然语音。整个训练持续十天，每天训练1小时，但不对

每个被试规定时长，提前完成训练的被试可以先进行实验

后测。泛化性能力测验主要用来测验被试在实验中获得的

音位感知与产出能力能否运用到包含/n/和/l/的句子中。

留存测验的内容包含实验后测与泛化测验的试题，在实验

完成后的一个月后进行。

4　研究结果与讨论

经过为期十天的音位区分训练，旨在通过最小比对语

音辨别训练，改善这些学生在汉语和英语中/n/和/l/音位

的区分能力。首先，从后测的结果来看，参与实验的学生

在音位区分能力上有了显著的提升。大多数学生在训练后

能更准确地辨别出含有/n/和/l/的发音，无论是汉语还是

英语。特别是在高变异语音刺激的训练下，学生的感知能

力得到了显著增强，他们能够更好地捕捉/n/和/l/之间的

细微差异。其次，在泛化性能力测验中，学生们的表现也

有显著提升。他们不仅能够在单独的词汇中准确区分/n/

和/l/，而且能够在包含这两个音位的句子中保持较高的区

分准确率。这表明，通过音位区分训练，学生们不仅提高

了对单个音位的感知能力，还能够将这种能力有效地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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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更复杂的语言环境中。最后，留存测验的结果进一步验证

了音位区分训练的长期效果。在实验完成后的一个月，学生

仍然能够保持较高的/n/-/l/区分能力。

实验发现，选择从高变异语音刺激（即延长时长较长的

层级）开始训练的学生，在训练初期就表现出了较高的音位

区分能力。而随着训练的深入，这些学生的能力得到了进一

步的提升。相比之下，从自然语音开始训练的学生在初期表

现较为一般，但随着训练的深入也逐渐提高了自己的音位区

分能力。这一结果表明，对于存在/n/-/l/音位分混问题的

学生来说，从高变异语音刺激开始训练可能是一个更为有效

的策略。

研究结果表明，通过音位区分训练可以有效提高学生

对/n/和/l/音位的区分能力。这一成果对于提高语音交流能

力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对于常德地区存在/n/-/l/音位分混

问题的学生来说更是如此。通过改善音位区分能力，他们

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表达语言信息，提高交流效率和质量。此

外，本研究还探讨了不同训练层级对学生音位区分能力的影

响，并发现从高变异语音刺激开始训练可能是一个更为有效

的策略。

5　结语

本研究基于语音同化模型关于外语音位习得的关键是摆

脱母语音位干扰，重新给非母语音位赋予意义的观点。立足

于这一观点，本研究提出母语音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母语

音位的确立受语言环境与使用习惯的影响，是不断改善的过

程。成年人的母语音位仍然是可塑的，不仅非母语音位可

以通过重赋意义习得，母语音位也可以通过重赋意义来纠正

或改善。本研究结果显示以往研究中用于其它音位区分的训

练方法—知觉衰退法—也可以用来解决/n/-/l/分混问题。

基于感知与产出的复杂性与实验对象/n/-/l/分混现象的不

同类别，本研究实验采取不同的实验手段解决不同被试遇到

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个性化、针对性语音训练方

法，体现了精确语言教育理念，是在语音习得领域对该理念

的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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