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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at软件辅助英语语音教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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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音学习是英语学习的重要环节。传统的语音教学模式对于听辨感知能力较弱的学习者效率较低。Praat

软件将抽象的音段和超音段特征转换成了基频、能量、波形等可视化界面。本文探讨了Praat软件在语音教学中的实际应

用，通过教师展示和学生自主运用，提高英语语音教学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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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习得正确的英语语音语调对

英语专业学生来说是基础的一环，可以增强英语学习的信

心，对学生后续的听力、口语的提高，词汇的习得等都有

重要作用。语音可以分为音段和超音段，音段一般指元音

和辅音，超音段指声调、重音、节奏、语调等。通过实证

研究发现，本族语者在对英语二语学习者评分时，音段因

素影响口语水平，其中，高交际价值的错误数量在区分低

级和中级英语学习者中起着显著作用，低交际价值的错误

显著区分中级和高级英语学习者。词重音和句重音的缺失

会显著区分中级和高级英语学习者。

1　研究背景和现状

英语语音是英语专业基础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各高

校对语音课程都非常重视。传统的语音课堂主要以教师讲

解和示范为主。教师对音段的发音进行讲解和描述，学生

跟读纠正。教学实践中可以发现，语音教师的水平参差不

齐，即使教师本身发音较好，对发音部位等的描述学生可

能难以体会，尤其是元音的发音，教师通过唇形、舌位

等描述元音的发音方式，学生感性地一遍又一遍地模仿仍

然找不准发音的位置。传统的纠音模式主要依靠模仿老师

的发音和反复跟读、模仿本族语者录音，这都需要学习者

听辨感知能力较强，能发现自己的发音与老师和本族语者

的差异，否则会发现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仍然无法纠正错

误的发音。因为教学时间等多方面因素，教师很难一一确

认学生错误的发音是否已经得到纠正。部分学生自尊心较

强，在老师和同学面前会比较紧张，从而影响语音的练习

和纠正。

二语语音习得的一个关键环节是要在语音习得过程中帮

助学习者听辨感知到二语语音与一语语音的不同之处。理

想的方式是学习者能够将自身的语音输出与标准的语音输

入进行比较，反复多次，直至达到要求。通过对比，把内

化的知识变得更加自然、流畅。研发计算机语音软件的人

士认为，软件的好处是可以通过显示本族语者和学习者的

语音频谱图，为学习者提供一些客观的信息，这些信息包

括：错误发音的位置，类别以及错误严重的程度和练习校

正过程中的进步状况等。将抽象的语音信号图形化，可以

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不同音素之间的差异以及重音、语

调等。当代大学生成长于智能化时代，智能设备是他们生

活中时常接触的媒介，也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除了文

字，图形信息是智能化时代常见的信息传递方式。

2　Praat软件介绍

语音涉及音段、超音段等抽象概念，也涉及音质、音

强、音长、音响等具体物理属性。优秀的语音分析软件能

够实现对语音信号的解析，可以对语音进行可视化处理，

显示波形、基频、能量等可视化界面，还可以提取相关的

语音数据作分析。Praat软件是由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

Paul Boersma和David Weeninks所开发，从网上可以免费

下载使用。该软件可以提供录音、保存、分析等功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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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展示基频、能量、波形等可视化界面，且规格小巧，操

作方便。Praat 可以以可视的语音谱图帮助那些通过听辨感

知学习二语语音有困难的学习者，同时也可以向听力听辨

感知没有困难的学习者提供语图依据，进一步增强学习信

心。学生自主操作软件，可以更好地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

机和参与意识。

3　Praat软件辅助音段教学

由于Praat软件可以清晰地展示基频、能量等，并且

能准确测量发音的时长，可以较好地辅助元音和辅音的

教学。

3.1元音

元音发音时，气流从肺部出来以后，在口腔或鼻腔不

会或者较少受到阻碍，学习者很难通过教师的描述来感

受发音的确切位置。元音发音方式的区别主要在于舌位的

高低和前后的变化。在Praat语图上，主要表现在前三个

共振峰值的变化。林焘、王理嘉（1992）指出，第一共振

峰（F1）主要用来描绘发音时舌位的高低，F1的取值和舌

位的高低成反比。也就是说，发音时舌头位置越低，F1的

值越高；舌头抬得越高，F1的值就越低。第二共振峰（F2

）主要描绘舌位的前后关系。F2的取值与舌位的前后成正

比。F2的值逐步下降，表示发音部位从舌前部转移到舌后

部。第三共振峰F3与嘴唇的圆展有一定关系。

教师在元音讲解过程中，可以利用Praat软件将本族语

者的发音声谱图展示给学生，学生可以直观看到发元音时

舌位和舌头发音部位的变化。Praat软件本身带有录音功

能，学习者可以利用Pratt软件录音，或者将自己朗读时

通过其他方式录音的内容通过Praat软件展示频谱图，将

自己的发音与本族语者发音进行对比，发现自己发音的问

题。练习过程中不断改进，借助声谱图提高元音发音的准

确性。

Praat可以测量发音的时长，因此可以清楚展示长元音

和短元音的区别。同一个元音在清辅音和浊辅音之前的发

音有长短的差异，在浊辅音前会比在清辅音前略长，教师

可以通过展示同一个本族语者朗读时的区别，让学生有直

观的体会。

英语双元音的发音和汉语中的复合韵母发音有区别。汉

语中复合韵母发音时滑动过程较快，而英语中双元音的滑

动较为充分，且滑动过程中没有停顿。第一个音长，听起

来更为响亮和清楚。双元音的第二个音短，听起来微弱并

含糊。中国英语学习者发英语双元音时，容易出现长度和

滑度不够的问题，听起来像汉语中的复合韵母。学习者可

以将本族语者发双元音时的语图和自己的进行对比，不断

改进和修正，从而习得英语双元音的正确发音。

3.2辅音

林焘、王理嘉（1992:79）提出，在语图上，我们大致

可以找到三种形式的辅音纹样：冲直条、乱纹和横杠。冲

 图1 contrast作名词和动词时的语图

图2  that引导宾语从句时的停顿模式

图3 选择疑问句语调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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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条是爆破音的标志，乱纹是摩擦音的表现形式，冲直条和

乱纹的组合则是破擦音的表现。语图可以展示出清音和浊音

的区别，浊音在语图上表现为相当浓的横杠。

通过示例可以发现，浊辅音在发音时，除了有冲直条

外，还有明显很浓的横杠。部分同学轻音和浊音容易混淆，

可以利用Praat软件将自己辅音发音展示出来，从而发现其

差异。部分学习者在口语中存在拖腔的问题，也就是在辅音

后面加元音，如将but （/bʌt/），发成了/bʌtə/，在语图

上能明显看出/t/和/t ə/的区别，从而加以修正。

4　Praat软件辅助超音段教学

传统的语音教学主要关注音段部分，对于超音段部分的

关注十分有限，这一点从目前国内公开出版的英语语音教材

中音段部分的篇幅占2/3左右编排比例可以看出。近年来，

国内学者和语音教师逐步意识到超音段特征对信息传递的

重要作用，在教学中不断强化相关内容。本文以词重音、停

顿、语调为例，探讨Pratt软件辅助超音段的教学。

4.1词重音

英语重读音节的声学特征是音调高、音强大、持续时

间长。相对而言，非重读音节则各项指标弱化，且元音

有约简。部分同学觉得词重音的实现有困难，主要体现在

有些词，同一个词形，既可以做动词，又可以做名词，如

increase，contrast，perfect等。另外就是音节较多的单

词，容易将词重音读错。图1以contrast为例，展示了其做

名词（CONtrast）和做动词（conTRAST）时的频谱图。从图

中可以发现，重读音节的音强和音调和非重读音节都有明显

区别。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语图展示给学生，引导学生

将自己朗读的与本族语者进行对比，不断改进。多音节单词

的重音也可以通过频谱图的对比，掌握正确的词重音。（见

图1）

4.2停顿

停顿是反映二语学习者话语流利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不恰当的停顿会导致理解的失败甚至给听者带来误解。陈

桦（2006）发现学习者停顿数量大大超出本族语者的停顿数

量，且停顿位置错误较多。袁兰（2015）实证研究发现中国

英语学习者非交界停顿主要伴随非流利存在或出现在连接词

后。对于that引导从句时的停顿，Bada(2006)发现，本族语

者停在that前的时间远远长于停在that后的时间，土耳其英

语学习者刚好相反。袁兰（2015）对于中国英语学习者也有

相同发现。图2为本族语者朗读that引导的宾语从句You can 

be reasonably certain that you have a well-ordered 

essay的语图. 可以发现本族语者在that前有明显的停顿（

语图中用pau标记）。That作为宾语从句的引导词，是下一

个语调单位的开头，且没有重读。（见图2）

4.3语调

陈桦（2006）发现，中国学生英语语调模式存在如下问

题：一是重读、弱读不分明，甚至重音移位；二是语调平

直，升降起伏小；三是不会体现句末语调，一般过多使用降

调，使用升调不自然，不喜欢或不会用降升调。（见图3）

Praat软件可以显示声调的运动轨迹。图3展示了本族语

者朗读选择疑问句Will you travel by sea or by air?的语

图。可以发现，选择疑问句分成了两个语调单位，前面选项

用升调表示没有结束，连接词or非重读，为平调，后面选项

为降调。频谱图可以帮助学习者直观观察到自己与本族语者

语调偏离的地方。学习者可以通过对比，发现自己的发音与

本族语者比较偏离的程度，可以通过录音和对比，发现练习

过程中不断进步的过程。

5　结语

习得正确的语音语调对英语学习来说起着重要作用。对

于部分听辨感知能力较差的学生，传统的语音教学模式很难

纠正学生的发音。Praat软件可以将抽象的音段和超音段特

征通过基频、波形、能量等可视化界面展示给学习者。教师

可以通过Praa软件，展示音段发音的差异和超音段特征，同

时引导学生学习使用Praat软件，辅助练习，从而提高语音

学习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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