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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汉语学习者双字调声学研究
王雯雯

渤海大学，辽宁省锦州市，121000；

摘要：声调是韩国汉语学习者语音学习的难点，现有研究多集中于调型和调域的偏误研究，此次研究主要采用声

学实验法，借助 praat 声学分析软件探究韩国汉语学习者的在语流中的双字调偏误情况。受母语负迁移等因素的

影响，后字阴平的调型更接近汉语标准调型，上声最容易出现调型和调域偏误，去声的掌握情况最好。声学分析

可以直观科学的呈现韩国汉语学习者的在双字调习得上的难点，为后续的声调教学提供帮助。受限于语料数量，

此次研究不可避免会受到个体差异的影响。在未来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扩大考察对象的范围，丰富语料数据，确

保实验结果更加科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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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韩国汉语学习者在声调学习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偏

误，学者发现调型和调域偏误是韩国汉语学习者声调习

得偏误最常见的两种类型。王韫佳（1995）解释了调型

和调域偏误的表现形式；冯丽萍，胡秀梅（2005）利用

实验语音学的方法，研究了零起点的韩国留学生的阳平

二字组声调格局，发现调域和调型是阳平二字组最常见

的偏误现象。在实际教学中，韩国人学习汉语会出现调

域和调型偏误共存的情况，有必要借助实验语音学的方

法在自然语流中对韩国汉语学习者的双字调偏误进行

研究，并探究产生偏误的原因。

2 双字调偏误实验

2.1 发音人及语料来源

发音人为母语为韩语的韩国汉语学习者，其汉语水

平等级为高级，此次实验主要选用了 B站 UP 主郑晓贞

三件事的 270 多条汉语视频作为原始语料，将视频转换

为 WAV 格式的音频文件，借用字幕提取软件提取视频中

的汉语字幕，创建韩国汉语学习者的语音语料库。

2.2 词表设计

实验词表的双字词皆为语音语料库中的汉语字幕

中的词语。此外，还参考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

布的《语言文字规范-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选取了其中的 16个初等词汇。

2.3 实验过程与方法

采用praat软件对语料进行标注后获取相应的基频

数据，利用 Excel软件整理基频数据，进行T值的“归

一化”处理并绘制出双字调的格局图。

T值的“归一化”处理的公式为：T = lgx−lgmin
lgmax−lgmin

×5。

根据公式计算的 T值取值范围只能在 0到 5之间。T值

跟五度值之间的对应关系为:从 0到 1之间大体可以看

作五度值的1度;1到2之间看作2度;2到3之间看作3

度;3到 4之间看作 4度;4到 5之间看作 5度。

3 结果分析与原因探究

3.1 结果分析

T1+TX 与 TX+T1 声调格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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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前字阴平曲线均呈现出略微下降的趋势，

其中在阳平和上声作后字时前字阴平降得更明显一些，

前字阴平起点高于后字阴平起点。

后字阴平曲线虽有微升微降趋势，但是整个声调起

伏较小。阳平和上声作前字时，后字阴平曲线虽较为分

散，可都处于三度区域内波动。无论前位音节是何调类，

后字阴平整体调型曲线保持“平”的特征，基本符合汉

语普通话阴平的调型特征。

从阴平与四种不同声调的搭配可以看出：阴平位于

双音节词语后字时的发音情况明显好于前字。阴平位于

前位音节时，前字阴平曲线均呈现出略微下降的趋势；

阴平位于后位音节时，基本符合汉语普通话阴平的调型

特征，但是调域偏低的问题却比较突出。

T2+TX 与 TX+T2 声调格局分析

由图可见，阳平位于前位音节时，在阳平和上声作

后字时，前字阳平调型曲线保持“升”型，而在阴平和

去声作后字时，前字阳平调型曲线呈现出“微降”和“凹

型”的趋势。阳平位于后位音节时，除“上声+阳平”

组合外，其余组合均呈降调趋势。

前字阳平组合既有调型错误又有调域错误。就调型

错误而言，阴平和去声作后字时，曲线呈“降升”和

“凹型”走势，容易与上声混淆；在阳平和上声作后字

时，前字阳平调型曲线分别呈“升调”和“平调”。从

调域角度看，前字阳平的调域过窄，多分布在二度到四

度区间。

后字阳平组合同样存在调型和调域的错误。从调型

上看，阴平、阳平、去声作为前字时，后字阳平的调型

为“降调”， 上声为前字时，后字阳平的调型为“升

调”；从调域的错误看，主要表现为终点过低，多集中

在二度区间，使得调域过窄。

T3+TX 与 TX+T3 声调格局分析

上声位于前位音节时，调型曲线改变，呈“下降”

和“平”的趋势。上声位于后位音节时，调型呈“曲折”

型“升”型。

韩国汉语学习者在调型和调域的把握上还有所欠

缺。前字上声后接阴平或去声时，调型曲线呈现“下降”

的趋势，但起点偏高，把“半上”误发成“中降”型；

上声与上声相连时，整体上保持了“平”的特征，把高

升调误发成了平调。上声位于后音节时，普通话上声调

的折点位于一度区间下部，韩国发音人位于三度区间，

折点位置明显偏高。

韩国汉语学习者在发上声调时，不光是折点位置偏

高，还存在着折点时间把握不好的问题。石锋(2006)在

对北京话单字音数据进行统计研究时，计算方法是提取

9个等距点，则每两个相邻点之间相差 12.5%的时间，

北京话上声调的折点时间在第 4点即 37.5%左右。

韩国汉语学习者在“阴平+上声”和“阳平+上声”

组合中，上声调的最低点一般位于 67.5%-80%之间，折

点位置明显过于靠后；“上声+上声”组合中，上声调

的最低点位于第 3点，折点位置又稍微偏前，可见韩国

汉语学习者对上声的折点时间把握的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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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TX 与 TX+T4 声调格局分析

由图可知，前字去声的声调曲线呈现“降调”趋势。

前字去声各个组合中“阴平”“上声”前字去声起点

略低“阳平”“去声”前字去声起点，且四种调型的前

字调的终点均处于三度区域，终点过高导致整体调域偏

窄。

后字去声但全都位于五度区域内。上声作后字时，

前字去声起点最高，随后声调曲线逐步下降，开始下降

比较平缓，使曲线起始处呈现“凸”形，而后急速下降

至终点最低；前字去声终点均位于三度和二度区域交界

处，调值可定为 53；后字去声终点位于二度区域，调值

可定为 52。

从韩国汉语学习者去声调各声调组合的实验统计

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去声不论是位于词语的前音节还是

后音节，发音情况都很好。

3.2 原因探究

母语负迁移

受韩语语调的影响韩国汉语学习者的的双字调的

音高会发生变化。何元元（2009）提出韩语语调的最低

层次是节，没有抑扬顿挫。而现代汉语以北京语音为标

准音，拥有四种声调，在语流中存在明显的抑扬顿挫。

因而，韩国学习者在读双字组的词语时受语调的影响，

音高会发生变化。韩国学生在双字组中不容易掌握音高

的变化，容易产生偏误。

3.3 汉语语音规则泛化

韩国学习者经常把已经学过的声调知识套用在新

的语音现象上，从而造成偏误。中高级阶段的汉语学习

者对声调有一定的基础，学生在母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调

型，就会运用已经学过的声调知识套用到双字调的上声

发音中，导致对折点位置和折点时间的把握不准确。

4 结语

本研究旨在对韩国汉语学习者的双字调进行声学

分析并探究偏误原因。结果表明，韩国汉语学习者的去

声习得情况最好，受母语负迁移等因素的影响，上声和

阳平都容易出现调型和调域偏误。其中后字阳平的“降

调”问题远比前字阳平更严重，后字上声还出现了折点

位置过高和折点时间把握不准确的问题。利用 praat语

音分析软件，能够清晰直观的发现学习者在声调学习过

程中出现的偏误问题，为未来的声调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促进语音教学的发展。为了保证实验结果的科学性，后

续还研究需要进一步扩大研究对象，丰富语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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