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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音频文本转录对英语口语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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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克拉申语言输入假说中的监控假说为指导，主要研究英语

学习者使用音频文本转录法来转录自身的口语输出为文本资料并纠正问

题的过程中口语能力的变化情况，并探究该方法对学习者口语能力的影

响。实验通过训练——转录——分析——纠正——训练的模式，针对学

习者口语训练中缺乏有效监控与修正的缺点，使学习者充分利用每次的

口语练习，提高口语表达能力。研究发现，该方法能够对学习者口语能

力产生一定的、相对显著的影响，但对口语水平不同的学习者影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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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部分英语学习者存在口语练习时间有限、训练中难以纠

错、错误点纠正后缺乏巩固、口语能力与实际应用难以匹配等困
难。在传统的英语口语课上，多由老师对学习者的口语输出进行
整体纠错。但因为学生人数较多、小班教学的机会较少，这类修
正对单个的学习者缺乏针对性，导致学习者口语提高较慢，练习
效率低。课后的口语练习多由学习者本人自发地进行，大部分学
习者在训练中发现错误时仅做出口头修正。这种修正是暂时的、
应急的，难以使学习者深度反思、认识自己口语中的问题。且大
部分学习者很少有记录口语输出的习惯，缺乏有效的口语监控机
制，难以进行有效回顾、纠错和反思。无论是对于口语教学还是
课后口语训练，短暂的口头修正远不能达到有效率地提高口语水
平的目的。但是，当抽象的口语资料转化为可视的文本时，学习
者能够看到自身的口语输出，更清晰、透彻地监测口语问题，为
有效率地提高口语能力创造了可能。 

音频文本转录在国外又称“text transcription”，是一种在语言
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将自身的口语音频资料在通过手写或电脑输
入，转录为文字资料，并对其进行纠正、修改的方法，类似于一
种口语监控。克拉申在监控假说（The Monitor Hypothesis）中提
出，学习者用母语进行表达时能够做到以脱口而出，但在使用第
二语言进行表达时，人们经常会不自觉地留意自己的语言是否正
确，这种“注意”或“留心”就是监控的过程[1]。对于英语专业
的学习者来说，音频文本转录即是一种深化的、刻意的、可视的
口语监控。 

情景对应训练则指的是将学习者的口语练习置于模拟生活
实际情况的情景中，要求学习者根据情景进行相应描述或对话。
为保证实验中的口语测试能对被试人员的英语口语实际应用产
生正面的影响，测试采取情景对应的方式进行训练，确保口语训
练的实践意义。 

音频文本转录的创新之处在于，“转录”这一口语训练方法
革新了传统训练。音频文本转录不仅能改善学习者缺乏有效监控
与二次输入的问题，而且可以使学习者独立完成口语练习，并有
效地自我反思。在修改中，学习者能发现并扫除一些自身的语言
错误和口语问题，对该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进而锻炼了学
习者自我检测、自我提高的主动学习的能力。此外，就音频文本
转录法自身而言，转录的时间可以因个人情况随时改变，是一种
较为灵活的口语训练方式。 

二、文献综述 
1.国内研究 
针对口语教学与训练中出现的问题，国内已有颇为丰富的研

究。但从研究的内容上看，国内学者对口语表达结果、口语教学、
口语测试类研究较多，而口语表达过程、语境因素等研究较少[2]。
口语研究偏重于口语教学、口语输出结果的分析。在口语教学方
法方面，有对任务型教学、纠错教学、情景教学等的研究。与之

相比，音频文本转录研究从学习者的角度出发，把口语输出作为
监控对象，要求学习者针对口语问题进行自我修改，充分保证了
学习者在监控口语时的能动性。 

但是，目前国内很少有直接研究转录这一口语练习方法的资
料。在研究转录的方向上，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曹倩瑜的研究
《基于转录语音数据的英语口语错误分析》与本研究存在一定相
似。虽然本研究与该研究都是在转录的基础上探究英语口语能
力，但是研究手段、研究目都各不相同。曹教授的研究是以转录
为研究手段，即“转录过程由示波播放器播放，按国际标准经严
密程序转录为文字数据进行研究”[3]。而本研究中，转录直接由
学习者完成。另外，曹教授的研究主要通过转录研究口语输出中
集中的语音、语法、词汇错误，为改善英语教学提供借鉴。但本
研究主要研究转录本身在一定时间内对学习者口语能力的影响，
并不过分强调统计口语错误以及对口语错误的分析研究。 

2.国外研究 
与国内研究相比，国外对转录的探索开始得更早、研究得更

深入，且已经获得一定的理论成果。通过对国外文献资料进行研
究与归纳，研究人员发现国外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1）在研究目的上，国外研究主要围绕转录在英语教学领
域和英语测试（如国际雅思测试）中的使用效果，期望通过研究
音频文本转录，探索英语教学的新模式以及高效提高应试口语能
力的新方法。 

（2）在研究方法上，国外研究也通过实验法进行研究，探
析音频文本转录如何让二语学习者注意自身的口语输出。以爱丁
堡大学 Tony Lynch 教授对音频文本转录对英语教学影响的一系
列研究中的代表为例：研究人员在课堂上将来自中国、日本、泰
国、希腊等国家的 8 名二语学习者分成四个二人小组，在角色扮
演中练习英语口语，在表演完成后带领学习者一同将音频转录为
文本，先由学习者相互纠正错误，再由老师纠正错误[4]。研究表
明，在口语课堂上，转录的使用能够有效使学习者充分注意到输
出中的错误，并在后期的输出中改正其中一部分错误。类似的研
究人员还包括英国阿斯顿大学的 Thomas P.Stones 教授，著述
“ Transcription and the IELTS Speaking Test: Facilitating 
Development”、日本青山大学的 Paul Mennim 教授，著述“Long 
Effects of Noticing on Oral Output”等。 

（3）在研究过程上，国外学者引导二语学习者完成口语输
出的方式多种多样，转录的内容也各不相同。其中口语实验的模
式包括角色扮演、看图说话、雅思口语题目测试等。 

三、研究方法与实验过程 
1. 研究方法 
项目采用实验法进行研究。实验中，采取对比分析法设立实

验组和对照组进行研究。 
由于学习者在学习、生活中有较多渠道接触英语，且不尽相

同，因此在实验中可能会出现众多变量，影响实验结果。为确保
学习者的口语能力是因使用音频文本转录与否而受到改变，降低
其他因素的影响，实验设置了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11 人。
所有的被试人员均为北京师范大学 2015 级英语专业的非师范
生，专业课程一致。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其他变量对被试人员口语
能力的影响，尽可能地使音频文本转录成为影响口语能力变化的
核心因素。 

在口语实验中，研究人员在设计测试的项目时借鉴了拉多于
1961 年提出的分离测试法（discrete-point test）。分离测试法包括
测试语言要素和语言技能两方面的内容，考察被试人员的语音、
词法、句法、语法规则及听说读写能力[5]。在此基础上，参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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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二语习得研究，采用 Wolfe-Quintero 等人提出的测量二语能
力发展的三个维度，即流利度、复杂度和准确度。其中，流利度
指的是语言输出和母语者说话一样快；复杂度指的是能够运用多
种且难度指数高的结构或词汇；准确度指的是语言无错误[6]。对
三项的打分准则参考雅思打分标准。由于转录过程的重点在于
“转写”与“监控”，且被试人员均为大一新生，大部分对自身
语音错误的监控能力较差。因此，语音将不被纳入实验考察范围，
只在实验中具体考察三个口语维度，并在基础上综合考察被试人
员的总体口语水平。在情景对应训练中，研究人员选择了与现实
生活紧密贴合的话题，让每个被试人员对每个话题能产生共鸣，
有话可说。 

2. 实验过程 
实验中，22 名 2015 级英语专业本科生被试人员被随机分成

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11 人。在 2015 年 10 月到 2016 年 1 月
期间，连续十周、每周一次进行训练。 

对照组的口语训练过程包括：研究人员向被试人员提供口语
情景话题，被试人员有一分三十秒的准备时间。然后，被试人员
需要针对该情景进行一分钟三十秒以上的口头表达，期间研究人
员进行录音并备份。 

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使用音频文本转录，即被试人员需
要听自己的录音，并把录音转写成文本，完成转录，形成文稿一。
在文稿一的基础上，被试人员需要针对自己的错误自主修改文
稿，并进行简短的自我反思，形成文稿二。修改阶段也可称为监
控阶段，在这一过程中，被试人员被要求独立对自己的言语内容
和言语形式进行回顾性监控[7]，包括对内容的准确性、组织或顺
序、合理性进行监控。鉴于在监控假说中，克拉申指出，监控是
否发挥作用取决于三个必要条件：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有效地选择
以及语法规则的应用；能够注意语言形式，即考虑语言的正确性；
具备该语言的语法概念以及语法规则知识[8]。实验中为保证监控
的可操作性，没有限制修改时间，且在修改过程中提供了电子词
典和纸质词典供有需要的被试人员查阅。 

每周训练完成后，研究人员根据口语能力评价表给每一位被
试人员打分。在打分阶段，为保证口语测试的评分信度，研究人
员反复参考评分标准，利用评分比对、重评、不定期抽查、复评
的方式尽量保证评分信度。在完成所有音频文本转录实验后，分
析实验所得数据和结论，并采用访谈的形式采访了实验组的所有
被试人员，从被试人员本身直观地了解他们使用音频文本转录的
感受、评价与建议。 

四、实验数据分析 
1.测评员信度分析 
从 220 份录音中任意抽查 33 份，对每份录音的中的停顿、

重复、自我更正、不常见单词和短语、特殊句式、第一层错误、
第二层错误、第三层错误 进行计数，并与对应的该项分数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具体结果如下表： 

相关性 
 流利度 流利度分数 

流利度 Pearson 相关性 1 .622** 
显著性（双侧）  .000 
N 33 33 

流利度分数 Pearson 相关性 .622** 1 
显著性（双侧） .000  
N 33 33 

**.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 1 流利度打分 Pearson 相关性 

（流利度=100-（停顿个数+重复个数+自我更正个数）） 
相关性 

 复杂度 复杂度分数 
复杂度 Pearson 相关性 1 .452** 

显著性（双侧）  .008 
N 33 33 

复杂度分数 Pearson 相关性 .452** 1 
显著性（双侧） .008  
N 33 33 

**.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 2 复杂度打分 Pearson 相关性 

（复杂度=不常见单词和短语个数+特殊句式个数） 
相关性 

 准确度 准确度分数 
准确度 Pearson 相关性 1 .567** 

显著性（双侧）  。.001 
N 33 33 

准确度分数 Pearson 相关性 .567** 1 
显著性（双侧） .001  
N 33 33 

**.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 3 准确度打分 Pearson 相关性 

（准确度=100-错误数） 
根据 SPSS 软 件数据分析结 果，流利度（ M=90.0303， 

SD=5.85494）与流利度分数（M=68.7545， SD=6.63490）存在显
著正相关，r=0.622，p<0.001；复杂度（M=4.1515，SD=3.21249）
与复杂度分数（M=68.8788，SD=6.94891）存在显著正相关，r=0.452, 
p<0..05 ； 确 度 （ M=96.5758 ，  SD=2.39831 ） 与 准 确 度 分 数
（M=69.8424， SD=6.84242）存在显著正相关，r=0.576，p<0.05。 

由于停顿个数、重复个数、自我更正个数等三个口语维度的
具体项目与打分呈现显著相关，因此说明实验评分是有效的，测
评员打分具有客观性，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实验数据的分析与处
理。 

2.实验结果分析 
（1）对首次总成绩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对照组（M=66.291, 

SD=4.206）与实验组（M=67.209, SD=7.326）口语得分不存在显
著差异，t=0.36, p=0.722，说明被试分组是随机的，并未受到被
试口语能力的影响。 

（2）对 后一次总成绩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对照组
（M=66.991, SD=5.5921）与实验组（M=70.855, SD=6.7774）口语
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t=-1.458, p=0.160。该结果说明对照组与
实验组没有显著差异，表明实验效果不明显。经研究人员分析，
具体原因可能在于实验本身的不足。受客观因素影响，实验只招
募 22 名被试人员，且实验时间由原计划的 12 周减少为 10 周，
导致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 

（3）根据第一次得分，将被试人员分为口语水平较高（65
以上）和口语水平较低（65 分以下）两组。然后再次对总成绩
增加量 D 进行简单效应检验。此时，对 后一次成绩进行交互
作用的检验，得到如下数据： 
 SS Df F P 
Group 83.817 1 2.913 .105 
Ability 251.971 1 8.756 .008 
group * ability 2.097 1 .073 .790 

表 4 第十次实验成绩交互作用检验 
在本次检验中，研究人员发现自身英语能力确实会影响 后

结果（F=8.76，p=0.008），但组别与能力的交互作用不明显
（F=0.073，p=0.790）。说明 终口语得分可能不受到组别和能力
的交互作用影响。 

（4）除了 终口语得分，研究人员也关注在整个研究中被
试口语得分的增长情况，这样也可以排除被试本身英语能力对
终口语得分的影响。研究人员将 后一次总成绩、流利度成绩、
复杂度成绩、准确度成绩减去第一次总成绩、流利度成绩、复杂
度成绩、准确度成绩，分别得到总成绩增加量 D、流利度成绩增
加量 DF、复杂度成绩增加量 DC、准确度成绩增加量 DA。对 D、
DF、DC、DA 分别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得到数据如下： 

总成绩：对照组：M=0.7000，SD=3.83484；实验组：M=3.6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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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3.73721； 
流利度：对照组：M=0.0263，SD=1.78885；实验组：M=4.8333，

SD=3.12517； 
复杂度：对照组：M=1.667，SD=2.63944；实验组：M=5.0000，

SD=2.28035； 
准确度：对照组：M=0.1667，SD=1.72240；实验组：M=5.5000，

SD=2.81069。 
   
 T P 

D -1.824 .083 
DF -1.463 .159 
DC -1.300 .209 
DA -2.051 .054 
   

表 5 实验组与对照组 D、DF、DC、DA 独立样本 T 检验 
如上，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总成绩增加量表现为边缘显著，可

以说实验组较对照组总体有进步。但在流利度、复杂度、准确度
这三个口语维度的考察上，研究人员发现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流利
度与复杂度增加量不显著，但准确度成绩增加量表现为边缘显
著，可以说实验组较对照组在准确度方面有进步。 

（5）针对总成绩增加量 D，研究人员再次对组别与能力的
交互作用进行检验，得到： 

 
 
 
 
 
 
 
 
 
 
 
 
 
图 1  总成绩增加量 D 组别与能力的交互作用检验 
虽然组别与能力的交互作用（p>0.05）未表现出显著，但根

据上图研究人员可以发现有这种趋势，因此研究人员进一步检验
在不同能力水平的组内，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口语得分的提高是否
存在不同。 

（6）研究人员将所得数据根据能力差异进行拆分。发现在
口语水平较低组，实验组（M=5.3000，SD=2. 27596）比对照组
（M=0.2667，SD=1.59206）进步明显，t=-4.439， p=0.002。在
口语水平较高组，实验组（M=1.6600，SD=4.40545）比对照组
（M=1.2200，SD=5.74256）进步不明显，t=-4.439， p=0.002。 

（7）基于以上分析，研究人员进一步检验口语水平较低组
在三个维度上的进步： 

流利度，对照组：M=0.0263，SD=1.78885；实验组：M=4.8333，
SD=3.12517； 

复杂度，对照组：M=1.667，SD=2.63944；实验组：M=5.0000，
SD=2.28035； 

准确度，对照组：M=0.1667，SD=1.72240；实验组：M=5.5000，
SD=2.81069； 
   
 T P 
DF -3.288 .011 
DC -2.692 .023 
DA -4.211 .003 
   

表 6 口语水平较低组在口语三个维度上的进步情况 

在三个维度的考察上，研究人员发现在口语水平较低组内，
实验组与对照组在三个维度上的增加量均表现出明显进步。 

五、个案研究 
根据对音频文本转录的研究，本项目在实验初级提出假设

“音频文本转录能对英语专业学生的口语能力产生一定积极影
响”。但在实验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不同口语水平的测试者在
转录过程中有差异较大的表现，导致转录产生的影响发生变化。
为了具体考察口语水平较低组和口语水平较高组在使用音频文
本转录进行口语训练时产生的差异，研究人员决定在数据之上开
展个案研究。 

研究人员在口语水平较高组和口语水平较低组中分别选取
了 具有代表性的 A 同学和 B 同学。A 同学口语水平高，口语
表达较为流利，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语言错误较少，会正
确运用英语习语。B 同学口语能力较低，说英语时经常停顿、重
复，不能连贯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语言错误较多，措辞简单。 

首先，两人十次测试中的成绩波动情况不同。具体见下图： 
 
 
 
 
 
 
 
图 2  口语水平较高者 A 十次测试口语能力变化情况 
如图，A 同学总体成绩波动平缓，但曲线略呈下降趋势。前

期口语总体水平基本持平，受题目难易程度影响偶尔出现大幅波
动。但是，在实验后期，A 同学的口语流利度、准确度明显发生
下降，其中以流利度下降 为明显。对此，针对流利度下降的问
题，从克拉申提出的“监控假说”来看，A 同学极可能属于“监
控过多者”（monitor over-users），即学习者时刻用学到的知识“监
控”自己的语言输出，过于关注口语的正确度而导致实际话语“言
不达意”[10]，反而更容易导致其原有的口语流利度降低。 

 
 
 
 
 
 
图 3  口语水平较低者 B 十次测试口语能力变化情况 
如图，B 同学的总体成绩基本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尽管题

目的难易程度也对 B 同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总体来看，
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同学的口语水平在提高。其中，在口语三个
维度上，准确度上升趋势 为明显。 

尽管两人都使用音频文本转录进行口语训练，但口语能力较
低者成绩明显提高。为了更具体的考察两位被试人员口语水平的
变化，抽取两人三次测试的具体实验数据，得到下表： 

 
停 
顿 

重 
复 

自我 
更正 

不常见 
词或短 

语、习语 

特殊 
句式 

第一层 
错误 

第二层 
错误 

第三层 
错误 

第一次         
A 8 6 2 0 1 2 0 2 
B 16 1 3 0 0 1 2 6 

第五次         
A 5 4 4 1 1 4 0 1 
B 10 1 1 0 2 3 1 1 

第十次         
A 6 4 0 2 2 2 1 1 
B 7 1 2 1 2 1 1 2 
         

表 7 被试人员 A、B 第一、五、十次口语能力的具体变化 



2019 年 6 月（总第 204 期） 

 1102 

高教研究 

如上表所示，与各项都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的 A 同学相比，B
同学的停顿次数明显减少，口语流利度增加；且在口语输出中增
加了不常见词或短语、习语以及特殊句式的使用，口语准确度提
高；在错误方面，口语水平较低者 B 改正了 容易犯的第三层错
误，即搭配错误、否定词误用和片段句，口语准确度增加。 

此外，通过研究两位被试人员的观察记录，发现 A 同学和 B
同学在转录过程中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 

在对待转录的 度上，B 同学明显有更积极、更主动的 度。
两位被试人员在实验之初，都积极参与到转录的过程中，并主动
修改文稿一的错误。但随着实验次数的增加，A 同学的积极度明
显下降。B 同学准时参加实验、认真思考、仔细转录，在反思过
程中需要花费较长的修改时间。与 B 同学对比，A 同学在实验中
期产生懈怠情绪，多次更改实验时间，导致其实验频率与其他被
试人员产生差异。该原因有可能造成了 A 同学的成绩波动。 

通过对比两位水平不同的被试人员，研究人员了解到，水平、
度的差异会导致转录产生的效果不同，从而影响不同学习者对

转录的期望值。口语水平较低的被试人员很有可能更容易从转录
中受益，因而会更倾向于使用转录作为口语训练的方法。而对于
口语水平较高的被试人员来说，转录对口语产生的积极效果可能
并不显著，且实验较花费时间，因此该类学习者很可能倾向于传
统练习。 

为进一步了解自身口语能力与转录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人
员开展访谈。 

六、访谈 
实验分数分析从数据层面客观描述了音频文本转录对英语

专业学生口语能力的影响情况。为进一步了解使用转录的被测人
员的实战经验、对转录的看法、使用转录中具体出现的问题、对
转录的期望值等，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系列问题，并对实验组的
11 位被试人员开展访谈。 

首先，在对音频文本转录的实用性和期望值方面，被试人员
有以下反馈： 
访谈问题 反馈 人数 口 语 水 平

较高者 
口 语 水 平
较低者 

在 过 去 的
10 周，你觉
得 转 录 提
高 是 否 有
提 高 你 的
口 语 能
力？ 

是 9 3 6 
否 0 0 0 
不确定 2 2 0 

在 实 验 过
程中，你是
否 在 后 一
次 的 训 练
中 借 鉴 到
在 前 一 次
转 录 中 发
现 的 不 足
之处？ 

是 7 3 4 
否 0 0 0 
不确定 4 2 2 

实 验 完 成
后，你还愿
意 继 续 使
用 转 录 的
方 法 来 进
行 口 语 训
练吗？ 

是 9 3 6 
否 2 2 0 
不确定 0 0 0 

表 8 实验组被试人员的访谈结果 
总的来看，实验组 11 位被测人员中有九成以上感觉自身口

语能力因使用转录而提高。超过一半的被试人员表示自己在后一
次训练中借鉴到了之前监控到的不足。所有口语水平较低的被试

人员都表示，在实验结束后仍然愿意继续使用转录作为口语训练
的方法；而不愿意继续使用转录训练的两名被试人员为口语水平
较高者。 

据访谈结果分析，对于口语水平较高的被试人员来说，他们
自身口语输出较多，导致转录时转录量大、时间较长，但因为口
语水平高，出错率低，实际找出的错误很少，因此转录只是单纯
增加了口语的文本资料。在此情况下，部分被试人员认为转录不
适用于自己，不愿意再使用转录练习口语。而对于口语水平较低
的被试人员来说，他们大多是口语能力有限，输出较少，转录花
费时间短。但该类被试人员对语法、英语写作等较为敏感，一旦
对口语输出进行可视化之后，能够找出错误并修正。尽管二次输
入的量可能少于口语水平较高的测试者，但高效的纠错效率使得
他们能够从监控中获得更多反馈，有效提升了口语能力。在转录
过程中，学习者能够直观看到自己的错误并主动修正，不必担心
老师或语伴的可能会批评自己的错误，独立的监控使得学习者更
敢于发声练习口语，使学习者对口语训练更有信心。 

七、结论 
根据实验、数据分析和访谈所得的结果，研究人员得出以下

结论： 
首先，音频文本转录对口语水平不同的英语学习者的口语能

力有不同影响。音频文本转录能够使部分英语学习者口语能力提
高，尤其是口语能力位于中低水平的学习者。但对于口语水平本
身已经达到一定高度的学习者，使用转录一定程度上不能使口语
能力在短时间内得到显著的提高。 

其次，从三个口语维度来看，使用音频文本转录能够提升学
习者的口语准确度。每次口语练习实验者会借鉴上次实验中较好
的句型结构，恰当的措辞；规避语法错误，不恰当搭配。因此，
口语练习中暴露出的问题越多，实验者在下次口语练习中犯同样
错误的几率越小，准确度随之提升。 

音频文本转录在口语训练中能否发挥实际作用还取决于频
率、外界帮助、自身学习能力，完成 度，口语能力等因素。适
当的练习频率，有利于实验者记忆上次试验中语法，措辞等方面，
便于在下次实验中规避。适当的外界帮助，如结伴训练，相互修
改文稿，可以相互监督，相互促进；其次，学生自身的学习 度，
学习能力会影响文本转录完成的质量。 

使用音频文本转录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英语学习者口语自
信心。英语学习者常常是不敢张嘴说英语，怕说错，久而久之，
丧失说英语的自信心。但在音频文本转录实验中，实验者定期练
习，有机会在文本修正自己口语中的问题，解除实验者在口语练
习中担心自己语法出错，表达不完美等疑虑。随着练习的推进，
实验者敢于表达，口语更加流利，自然也就更自信。 

鉴于以上结论，结合与被试人员的访谈结果，研究人员认为
要使用音频文本转录以提高英语口语能力必须做好以下三点： 

第一，定位口语水平，因材训练。由于实验数据可以看出，
学生自身口语能力对实验影响较大。所以不同水平的英语学习者
应充分考虑自身英语能力，选取不同难度的训练材料。对于实验
者自身而言，训练材料过难，会导致实验者无话可说，致使文本
碎片化，无法自我修改；训练材料过易，实验者表达充分，文本
修改提升的空间较小。 

第二，增加训练频率，缩小单次试验间隔，试验者能够清晰
记忆上一次实验中语法，措辞等问题，并在下一次的实验训练中
有效的规避，若间隔过长，记忆效果欠佳。且英语口语练习频率
的增加有利于学生克服张口说英语的紧张感，表达更加流利，排
除由于心理因素而导致的重复，停顿等现象，实验结果更接近学
生的真实水平。其次，实验者增加训练次数，有利于实验者养成
文本转录的习惯，练习更自然。 

第三，可尝试结伴训练、互相修改文稿。实验者在阅读自己
的文稿时，可能自身语言习惯和英语能力水平限制，常常忽略或
难以修改个别语法，措辞等问题，这种情况下，结伴训练修改，
更有利于提升文本的修改程度，为下次实验提供更多的借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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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此外，修改阅读同伴文稿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可以汲取
同伴文稿中较好的词汇，句型等。结伴训练，同伴可以更加客观
地评价并给予建议，提高转录文本的利用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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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研究人员在查阅《基于转录语音数据的英语口语错误分

析》一文后，模仿曹倩瑜教授的转录语音数据研究——
根据错误频率，将外语学习者所犯的口语语法分为三个
层次：第一层错误包括基于综合原因的替代词误用，主
要动词词形错误，冠词的冗余或缺省，包括主谓搭配在
内的数词词形错误；第二层错误为词性模糊使用，介词
to 误用，代词、连词、助词和情态词误用，语序错误和
及物性误用；第三层错误为搭配错误、否定词误用和片
段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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