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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融入语音流畅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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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讨论了两个内容密集&水平中等&侧重口语交际的
B.S

语音教学实践案例&依据语音教学的实践&可以分为以下

五类语音指令
)

语言意识!控制实践!指导实践&流畅性发展与自由练习)本文基于课堂观察&教师和学生的问卷调查(访

谈调查了教师综合根据这五个类别的每个发音的程度)调查结果表明'系统整合的语音教学纳入基于内容的课程一般会带

来一些具体的问题&其中侧重语音流畅性发展这一部分似乎相对被较少关注到)

关键词!语音!内容整合!流畅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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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过去十年我们见证了
B.S

$

B*

P

,19/+9+.3M'*N

S+*

P

(+

P

3

%课程语音教学的发展&而对这一领域感

兴趣的不仅是专家&学生也将能清晰流畅的演讲作

为语言能力的重要的目标之一$

S3819c G)+*:

&

!""%

%)在此之前&语音教学的弱化似乎长达近
!@

年)

!"

世纪
D"

年代末&交际语言教学观的出现&导

致了语言教学界对语音教学的相对忽视)据报道&

这一忽视的趋势已扭转&越来越多的教师更趋向重

视语音教学培训)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交际教学方法已经逐渐成

熟)尤其是在学术英语
BCH

$

B*

P

,19/-')CM+N361M

H()

K

'939

%教学体系&侧重语言交际的教学方法&如

任务型语言教学
UASU

$

U+9T?A+93NS+*

P

(+

P

3

U3+M/1*

P

%和基于内容的教学
XAW

$

X'*:3*:?A+93N

W*9:)(M:1'*

%这些方面赢得了相当的认可)但这其

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将发音教学成功地整合

融入整体教学)正如
X3,M3

和
G1,<3):

所指出的&"通

常情况下&教师必须在一定的课程中平衡学生的需

求)即使是在一个口语课中&教师也要想办法把语

音教学整合到现有的课程和教材中去)

从某种角度看&这是相当困难的&即使有可能&

在一个单一的课程里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再去关注没

有母语背景的第二语言习得者广泛存在的英语发音

方面的障碍)

BCH

课程虽然开设单独的书面和口

语沟通技巧课&然而&还应结合一般口语和听力技

能&并给与发音和韵律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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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教师倡导在口语交际中

语音教学的一种综合方法
\X

$

')+,M'66(*1M+:1'*

M())1M(,(6

%课程)事实上&也有专家提出争议'以

加强语音教学为目的
\X

课程的设立&并不能简单

地处理为一个独立的课程模块)不幸的是'很多语

言学习者甚至教师将语音训练与语言学习割裂开

来&如此外显式处理就偏离了教学大纲)但成功的

交流是学习语言的基本目标&发音是语言交流的一

个不可或缺的方面&语音训练应与其他各种交际语

言教学息息相关)为了更好地了解音韵如何融入

BCH

课堂&这篇文章将分析教师的认知和实际教学

实践)到目前为止&学界已经积累了一些调查研究

教师认知观点的数据&但大部分数据来自于调查问

卷及单独访谈&所存在的数据并不能提供相关证据

证明&发音在
BCH

教学如何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这

一层面)所以本文的研究问题聚焦在'

#=B.S

教师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中级
\X

语音教学融入基于内容或基于任务的教学体系)

!=B.S

教师采用用什么类型的语音教学活动&

使用的频率如何3

%=B.S

教师怎么看待这种技能的整合3

二"研究过程

#一$参与者

两位同样教授
\X

课程的教师在美国俄勒冈大

学参与了这一研究)

C<<

;

和
G1*

P

3)

$化名%&这两

个经验丰富的
B.S

教师分别有着
$

年和
#E

年教学

经验&在过去的学期分别都有至少三次教这门课程)

#二$语境与课程

本研究采用了一个中级
BCH

以美国历史为主

线的
\X

任务型教学课程&专注于听力(口语和发音

技巧教学)此
\X

课程三课时*周&每课时
@"

分钟&

共
#E

周每期)这门课程内容相对固定&结构化&内

容构成基于一个内部的学习指南&并加上教师个人

开发的一些内容与活动)

#三$方法

本文重点通过对两位教授同一门课程的老师教

学内容的分析&来促进他们理论与实践的完善)三

种类型的数据从这两位教师收集&分别为在学期初

举行的三次半结构式访谈$

..W.

%&四个课堂观察和

两次回忆访谈$

.]W.

%)研究者对上半学期和下半

学期的课程进行两轮连续观察&视频记录和转录&从

这些视频中&研究者提取与语音教学相关的部分并

形成数据)

#四$数据分析

A+T3)

$

!"#%

%曾对语音活动编码进行过分析&分

析基于
X)''T39+*NX/+(N)'*

+

9

的语言教学策略

的分类)本文&将这些技术重分为五大类如下'

+=

语

言意识!

<=

实践操控!

M=

流畅发展!

N=

指导练习!

3=

自

由练习)

重新分类的原因是把重点放在技术教学目的&

因为它涉及到理解(实践和流利地使用语言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元素的英语发音&归入语言意

识&任何涉及发音特性的解释&听辨活动(视觉识别

活动和其他类型的与发音相关的活动说明也包括在

内)在可操控的实践中反复演练)指导的实践活动

可以涉及信息差距(参照问答(演示文稿或戏剧的

准备工作和其他半结构化的活动如游戏(戏剧(演讲

和讨论)最后&流畅发展活动是结构化或半结构化

的活动&用以帮助学习者实现"自我流畅#)其中

G+:<'*:'*

和
.3

P

+,'O1:Q

将此定义为"顺利和迅速

生产的话语&没有不必要的犹豫和停顿&是经常使用

和反复练习的结果#)这项被
5+:1'*+*N53O:'*

归类为流畅性发展的活动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

活

动注重意义!

<=

参与活动的学生使用的所有语言基

于他们以往的经验
M=

支持和鼓励学习者突破原有

水平)使用转录和分析程序称为
U)+*9+*+

&视频根

据上文所述类别编码)然后
U)+*9+*+

提供显示不

同活动类型的时间节点&用于每节课以及后续总结

活动使用)

三"研究结果

本研究揭示了两个经验丰富的教师&在不同程

度上&将他们的语音教学融入任务型语言教学以及

内容型语言教学
UASU

*

XAW

口语交际课程的实践

经历)研究结果一'语音教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结果并不意外&课程大纲本身已经将发音教学列入

各单元各模块)

研究结果二'然而&尽管两位教师教授同样的

\X

课程&他们的语音课程呈现方式不同&语音特征

也有不同程度地呈现)

表
#

显示了在观察和访谈基础上&两位教师在

发音教学所用时间比例)

表
#

!

语音教学所用时间比例观察报告

C<<

;

G1*

P

3)

E

个完整课型观

察结果

$F=Da

$

#$"

分
%"

秒%

#D=Ea

$

%D

分
E!

秒%

教师的参与度
$"?D"a !"a

$课内比课外高出%

!!

其中
C<<

;

和
G1*

P

3)

还被问及到语音教学在

整个模块所占时间及比例等问题)数据结果表明'

语音训练融入其他
\X

课程&

C<<

;

投入了更多的时

间和精力在语音教学上)访谈中&

C<<

;

阐述了在

@"

分钟一节课中&一半教授课程内容一半语音训练

有时真的行不通&但她还是坚持讲述和操练音节及

发音的培训)

C<<

;

也强调了将发音教学与课程内

容交织在一起的可能性)"课程内容赋予了语音教

学的连续性&语音训练应持续整节课堂&例如师生问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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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词的重音&音节的重读&又或动词加
3N

的读音等

等&每一章节每一单元都会涉及)她进一步指出'以

课程内容为载体的语音教学更容易实施)

对比
C<<

;

&

G1*

P

3)

单纯用于语音训练的时间

较少&她的课体现出
\X

课程体系的综合教学技能)

她采用了与
C<<

;

类似的方法&在美国历史的主题

讲座中&对关键词的反复朗读训练集中体现了语音

训练与课程内容的结合)她谈到自己要学生反复操

练&操练对象范围是全班而非个人&着重关注学生的

差异性)

G1*

P

3)

使用了一个名为
[WRAC

的在线

程序用于学生的语音训练反馈)学习者用音频录制

功能记录下诵读的关键词和句&待
G1*

P

3)

听完录音

提供语音反馈)她说她给学生的反馈过程需要花费

大量的时间)

针对第二个研究问题&观察和访谈资料数据表

明'教师用语言意识活动来控制指导实践活动)

表
!

提供了基于观测数据的单独活动的频率的结

果)访谈和观察的组合数据显示&基于内容的
B.S

课程似乎相对缺乏语音训练发展的流畅性)正如

5+:1'*+*N53O:'*

$

!""F

&

KK

=#@!?#@%

%所述'语

言的流畅性训练应"以意义为中心#)"训练依据以

往的经验#对学生的要求也要高于平常水准)依据

这一定义&专门针对性的活动很少&因此暗示了语言

的流畅性训练是可能缺失的一环)

针对第三个研究问题&

C<<

;

和
G1*

P

3)

都强调

提供给课程内容和语音教学充足够的时间&二者平

衡兼顾)

G1*

P

3)

说'"我试图将尽可能多的语音训

练融入课程内容&听(说(语音等类并试着在这一切

中找到平衡)问题是时间怎么分配才能二者兼顾3#

表
!

!

活动频率时间观测报告

活动类型
C<<

;

G1*

P

3)

组织课堂
V=!a

!

!"

分钟
#"=$a!%61*

分钟

语言意识
EF=Ea

!

##E

分钟
V=$a

!

#F61*

分钟

实践操控
@=@a

!

#%

分钟
$=Va

!

#E=@61*

分钟

指导练习
V=@a

!

#F

分钟
"

流畅发展
"=@a

!

#

分钟
"

自由练习
" "

交际活动
!D=Va

!

$E

分钟
D%=F

!

#$"61*

分钟

时间总计
!%"

分钟
!#$=@61*

分钟

!!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C<<

;

深入探讨了如

何更好地整合语音与课程)连续几个学期&她尝试

了不同方式解决整个单元中的语音指令&在某些单

元&她使用了类似三明治的方法&课程内容与发音交

替开展)本研究结束时&

C<<

;

表示感觉"三明治#

的方法&似乎更有效)也就是说&语音教学仍然要在

单元教学中实施)在讲述美国历史课程中&

C<<

;

抓住每个机会进行语音培训)

四"小结与讨论

总的来说&依据以上观察数据&结合两位参与研

究的教师的观点可以得出'课程目标包罗万象&不仅

仅涵盖一般的口语和听力技能&还应包括语音训练

技巧以及其他目标)

调查结果显示&专门面向语音流畅发展的任务

型语言教学
XAW

课程投入还远远不够)因为语音

教学实践的过程对于整体语言发展的整体起重要作

用&特别是语言流畅性发展活动的缺乏可能会抑制

学生 的 "清 晰 流 畅 的 语 音 自 动 化 发 展#)

$

G+:<'*:'*c.3

P

+,'O1:Q

&

!""@

%两位老师都表示

关注教学内容和语言的发展之间保持平衡是困难

的)然而&他们认为&他们的经验可以为研究
XAW

流畅语音发展运用在基于内容的
B.S

任务型语言

教学&以及如何有效地整合语音教学提供帮助)

总之&本研究的结果表明'语音教学中任务型教

学法在
XAW

*

\X

技能教学有一定积极作用)未来

的研究需要解决的不仅是如何整合
XAW

课程有效

地进行语音培训&而是如何将语音训练的具体目标

流畅性发展&将成为未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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