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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听 力语音 学 ： 语流 中 的语音解码教学 》
一书借 用语音 学的框架和概念来描述 自 然

语言（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 ｓｓｐｅ ｅｃｈ）的语音特征 ， 阐 明ＥＦＬ听 力教学必须教 习 自 然语言 中语音解码技巧的主

张 。 全 书共 分四 个部分 。 第
一

部分介绍全 书 所用 的框架
“

ｗ
ｉ
ｎｄｏｗｏｎｓｐｅｅｃｈ

”

 ； 第二部分描述即

时语言 的语音特征 ； 第三部分说明 口音 、 身份和情绪等 因 素 与 听 力语音之 间 的 关 系 。 第 四 部分

提 出 了具体的听 力教学方法 。 本文详细介绍 了 全 书各章的主要 内容 ， 并评价 了 它在听 力教 学 实

践和听 力研 究理论方 面 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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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介绍前听 力教学研究 的主流 （见方嵐 ，

２＿ ：３ ０７
－

ＥＦＬ听力 常常落后于其他语言技能 ， 学习者３０９
）
。 但是 ，

这个阶段的主张主要来源于第
一

语

们也抱怨听力是四项外语交际技能中最难获得的言的研究结论 ， 先天性地缺失二语学习者特征的

（
Ｇｒａｈａｍ

，

２００６ ：１ ６５
）
。 许多雅思考分达到标准的应对 ， 因而近年来对它的不足有了较多的批评 。

学生到达英美学校后的第
一

个学期也常常遭遇听 其中最突 出的意见即是二语学 习者遭遇到的语音

力理解的 困难 。 如何提高英语ＥＦＬ听 力能力是中解码等低端 困难是导致听力 中断的主要原 因 ， 仅

国英语教师们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仅对听力策略等高端技能的训练不能最终解决学

纵观外语听力理解教学研究的历史 ， 可见外习者的 问题 （

Ｆｉ ｅｌｄ
，２００３

：
３２５

）
。 该方 向主张从语

语听力教学实践已经历两个阶段 。 第
一

阶段 ，
对音听辨等低端处理技能入手 ， 强调在教学中培养

听力 的认知过程了解非常少 ，
大家都认为听力课学 习者对语流中语音变体的熟悉和熟练 。 这种主

没什么好讲的 ，
只管放录音让学生多听几遍就是张在国 际上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 但是国 内

了 （刘绍龙 ，

１ ９９４ ： ３ ８
）
。 第二阶段 ，

随着心理语言学者对此的关注度非常低 ， 到 目前为止仅见
一

篇

学的发展 ， 大家认识到听力理解是
一

个主动的信语流听辨的文章 （如 方岚 ，

２０ １ ３
）
。 因此 ， 有必要

息处理过程 ， 必须借助多种知识对输入的声音信为 中国读者介绍代表 了ＥＦＬ听力教学新理念的新

息进行合成和分析 ， 因此主张从听力策略等高端＾Ｐｈｏｎｏ ｌｏｇｙｆｏｒ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
ｔｈｅＳｔｒｅａｍｏｆ

处理技能入手 ， 强调听力策略应用能力 的培训 。Ｓｐ ｅｅｃｈ 。

这个方向不论在国际还是国 内的研究领域都是目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Ｓｔｒｅａｍｏｆ

Ｈ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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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ｅｅｃ＿作者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ａｕｌｄｗｅｌ堤系统地描述语音系 。 作者认为语速是值得重点关注的 问题 。 原因

感知特点的第
一人 。 该书借用语音学的框架和概在于 ，

一

方面是语速使得听者处理信息的时间更

念来描述英语单词在实际 自然交谈中 的多种变化短了 ， 另
一

方面是较快的语速下 ，
词语的声学形

及产生变化的条件 ， 阐 明 ＥＦＬ听力教学必须教会态发生 了变化 ， 作者认为正是后者造成了 

Ｙｉｎｇ的

学 习者熟悉和熟练 自然交谈中语音听辨技能的主困境 。 作者对语速计数单位做了详细的说明 ， 如

张 。 全书以Ｙｉｎｇ

’

ｓ Ｄｉ ｌｅｍａ为发端 ， 以解决Ｙｉｎｇ

’

ｓ以音节计算和单词数计算 ，
也对 ｓｐ ｅａｋｉｎｇｒａ ｔｅ

，

Ｄｉ ｌｅｍａ 作为教学的终极 目 的 。 Ｙｉｎｇ是
一

名学 习英ａｒｔ ｉ
．

ｃｕｌａｔｅ ｒａｔｅ进行 了 区分 ， 还介绍 了 ｓｙ
ｌ ｌａｂｕｓ

－

ｔｏ
－

语的新加坡大学生 ， 她在英语听力理解中遇到的ｗｏｒｄｒａｔｉｏｎ 的概念和应用 。 第 ８章对多个常 用功

主要困难是熟悉的单词用到句子中的时候就听不能词在语流 中产生的变形做了详细的举例说明 。

出来 了 。 作者认为Ｙｉｎｇ

’

ｓ Ｄｉ ｌｅｍａ的原因主要是 自作者指出功能词不 同于实意词 ， 通常是成串出现

然语言 中的发音与Ｙｉｎｇ学习时获得的词典发音不的 ， 有两个
一

组 ， 有三个
一

组甚至更大 的组合 。

同 ， 以致无法将音与义对应起来 。 全书的 目 的即这些
“

声学 串
”

无法分割成独立的单词语声 。 例

是向读者演示这种变化的产生和最终的结果 ，
进如

，

ｗｅ ｗｅｒｅｉｎａ
ｇｏ听起来类似于字母组合ｗ ｉｗ ｅｒ

－

而提出帮助学习者获得辨析这种语声形式的相关ｉｎｎａ的语声 。 这样的变形对于母语者或者高水平

知识和技巧 。 由于是对英语声音形式的描画 ， 因听者来说是毫无困难的 ， 即便有困难 ， 通过上下

而作者采用 了语音学的表述系统 ， 但切 入角 度则文也能解决 。 然而
，

对于像Ｙｉｎｇ这样的学习 者来

是
“

听
”

。

？说就是大问题 ，
正是这样的变形使得熟悉的单词

变得不熟悉 ， 需要显性的教学指导来解决 。 在该

２
． 主要 内容书的附录里作者用表格的形式归 列举了该类

“

语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 ｅＳｔｒｅａｍｏｆ声 串
”

共６３个 ， 方便读者学习和查询 。 第九章举

办ｅｅｃＡ共分 四个部分 。 第
一

部分介绍全书所用的例说明 了实意词的变形 。 第 １ ０章描述了 自然语言

框架
“

ｗｉｎｄｏｗｏｎｓｐｅ ｅｃｈ
”


； 第二部分描述 自然的节奏 。 作者首先介绍 了 ｓ ｔｒｅ ｓ ｓ

－

ｔ ｉｍ ｉｎ ｇｒ
ｈ
ｙｔｈｍ和

语言 （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ｓｐｅｅ ｃｈ
） 的特征 ； 第三部分说明ｓｙｌ ｌａｂｕｓ

－

ｔｉｍ ｉｎｇｒｈｙｔｈｍ 这两个术语的定义及传统

口音 、 身份和情绪等 因素 与听力 语音之 间 的关意义上的理论 。 但是 ， 作者通过例证说明 ， 不能

系 。 在第四部分作者根据前文的理念提出 了具体筒单地说某
一＂

ｔ

＂

语言的节奏是 ｓ ｔｒｅ ｓ ｓ
－

ｔｉｍ ｉｎｇ 
ｒｈｙｔｈｍ

的听 力教学方法 。或者ｓｙｌｌ ａｂｕｓ
－

ｔ
ｉ
ｍｉｎｇ

ｒｈｙｔｈｍ
， 通常是两种都有 ， 只

第
一

部分作者首先 向读者说明全书所用框架是 比例不 同 而 已 。 英语 的 自然语言 中 两种都
“

ｗｉｎｄｏｗｏｎ ｓｐｅ ｅｃｈ
”

理念来源 、 构成和术语定包含 。

义 。 该部分共有五章 。 第 １章和第 ２章提供了框架第三部分介绍了英语的不 同 口音 。 第 １ １ 、 １ ２

“

ｗｉｎｄｏｗｏ ｎ ｓｐｅ ｅｃｈ的概貌 。 重要的概念和术语和 １ ３章描述英语母语人士的 口音 ， 以及 口音和身

如 ｓｐｅｅｃ ｈｕｎ ｉ ｔ
，ｐｒｏｍ ｉｎｅｎｔ／ｎ ｏｎ －

ｐｒｏｍｉ ｎ ｅｎ ｔ ｓｙ
ｌ ｌａｂ ｕｓ

，份的 关系 ， 重点介绍 了英国 、 爱尔兰 、 美国 和全

ｓｏｕｎｄｓｈａｐｅ ，
ｃ ｉｔａｔｉ ｏｎｆｏｒｍ

，
ｓｏｕｎｄｓｕｂ ｓｔａｎｃｅ

， 
Ｙ ｉ ｎｇ

＇

ｓ球英语等多地
“

非标准
”

口音的特点 。 第 １ ４章描

Ｄｉ ｌ ｅｍｍａ

’

ｓ ｑｕｅｅ ｚｅｚｏｎｅ等在这两个章节里得到清述了 第二语言的 多个变体和增加可理解性的 方

晰定义 ，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 ｏｕｓｓｐ ｅｅｃｈ ｍｏｄｅ ｌ和 ｃａｒｅｆｉｉ ｌｓｐ ｅｅｃｈ法 。 第 １ ５章讨论了情绪 。 作者反对传统思维对语

ｍｏｄｅ ｌ的重要区别也在这里详细解释 。 第 ３章到第调和情绪之 间关系的规定性描述 ， 认为情绪和声

５章则 向读者提供了语音转写训练 ， 如 音段的划音效果之间不是
一对一的关系 ，

而是多对多的关

分 、 语调和音调等的描画 。系 ， 即
一

种情绪可以有多种语调 ， 而
一

个语调也

第二部分是从听话人感知 的角 度来描写 自然可能用来表达多个不 同的情绪 。

语言的特点 。 作者从 四个方面来描述 ，
与之对应第 四部分介绍作者的听力教学主张 。 第 １ ６章

Ｂ
的 是 第 ６章到 第 ９章 。 第 ６章讨论 了 

ｄ ｒａ ｆ ｔ ｉ ｎ ｇ分析当前听力教学的主要问题 ， 如听力教学大多

ｐｈｅ ｎｏｍｅｎｏｎ
 （
草拟现象

）
， 即说话人尚未准备好接数是在

“

测试
”

听力理解 （
ｔ ｅ ｓ ｔｉｎｇｔｈ ｅｌ ｉ ｓ ｔｅｎ ｉｎｇ

＜下来如何说时的
一些语声现象 ，

比如停顿 、 重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

， 而不是教会学生如何弄明 白
“

声

！
｜复 、 重新开始和重新组织语言等情形下的词汇语音实体

”

（
＿ｄ ｓｕｂｓ ｔａｎｃ ｅ

）
。 绝大多数老师的课堂

！
｜声形式 。 第 ７章讨论了语速和词汇语声之间 的关教学重点不在帮助学生学 习如何听

‘ ‘

语声
”
——

０

Ｇ


＾① 为了 区分发音语音学 ， 本文中 用
“语声

”

来指代听到 的语音 。

ｕ

Ｉ

ＭＪ９４



这一与听最相 关的特质 ， 而是忙于词汇学 习 、 背义——它清楚地回答 了外语听力课堂教学可以教ｇｊ

景知识介绍和测试题目 的理解 。 第 １ ７章作者指 出什么的问题 。 虽然听力教学是外语学习 中重要的＿
作为教师需意识到话语是非常复杂的 ， 因而必须课程 ，

“

多听多练
”

是教师们公认的有效办法 ，＿
设置合理的听力教学 目标 ； 第 １ ８章提出借助发音但是

“

听力没什么可教的
”

似乎又是
一

个心照不教
Ｓ

活动来促进听力水平 ； 第 １ ９章提出改良传统听力宣的
“

共识
”

。 听力 课堂上 ， 教师们采取
“

理解

练习 的建议 ， 第２０章介绍声音处理软件在听力教法
”

， 即先听语声材料 ， 然后 回答 问题 （
Ｆ ｉｅ

ｌ
ｄ

，

． 学 中的应用 。２ ００８
： ２６

） ，
听力教学变成了对内容理解的测试 ，｜

作者在该部分对英语听力教学领域中某些被课堂教学活动的重心是学习者从听力材料里获得ｇ

奉为圭皋的做法进行了正本清源式的批驳 。 比了 多少信息 ， 找到 了多少个正确答案 ， 而与听力Ｗ

如 ， 听重点词 （或者关键词 ） 的办法 。 作者指出 ，
过程相关的技能教学却几乎缺失 。 这种现象在世

这个观点源于以母语听力过程为对象的研究发界 各地 不 同 层 次的 听 力 教 学 中 都颇 为 普遍

现 。 这些研究在解释
“

人们能够听懂句意却无法（

Ｇｒａｈ ａｍ ，２ ０ １ ４ ：４ ５
）
。 听 力真的没有什么可教的

准确复述原文
”

的现象时认为 它的原因 是母语者吗？作者用相当 的篇幅

的语音解码过程是迅捷 自动而下意识的 ， 因此只和形象的比喻向读者说明听力教学必须培养语音

要抓住重点词汇就可以听懂了 。 在这种观点的影感知的能力
，
也用详实的例证向读者说明 了如何

响 下 ， 在外语听 力 教学 中 学 习者被要求大量地进行语音感知的培训 。 相对于近年外语听力研究
“

口斤
”

以期获得母语者所拥有的 自动化的 、 下意界大行其道的高端过程 （

ｈｉｇｈ
－

１纟ｖｅｌ


ｐｒｏ ｃｅｓ ｓ

）
训练

（
如

识的处理能力 。 但是作者认为这个观点被用于外听力策略训练 、 图 式法等 ）的课堂上难于操作化

语教学却是错误的 。 作者指出该观点的实质是认的困境 ， 更 方便教师们

为听力解码不可教 。 过于依赖大量练习 的
“

潜移的具体教学 ，

也更能够帮助外语学 习者因 为低端

默化 （

Ｏｓｍｏｓ ｉｓ
）

”

不是教学 ， 而是对听力教学困难信息处理失败而造成听力理解中断的困境 （

Ｆ
ｉ
ｅｌｄ

，

的投降 ， 其必然结果是学习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２００３ ： ３ ２５
）
。

间和精力才能获得相当的能力 。 因此 ， 作者持与它对于听力理解过程的研究也有重要价值 。

之完全相反的观点 ， 认为解码是可以教的 ， 而且原 因在于它回答了 关于听力理解过程的两个重要

也应该通过显性教学来帮助学习者更快更好地获问题 ：

得相关的听力技能 。为语音知识在听力理解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

作者对具体的教学实践也做了说明 。 比如
，
提供了坚实的经验基础 。 听力理解是 自下而上还

在传统听 力教学中教师们常常用理解题的正确率是 自上而下的过程？ 研究者们 曾经对这个 问题争

来了解学生听力理解的情况 。 但是 ， 很可能出现论不休 （
Ｒｕｂｉｎ

，
１９９４

：

２ １ ０
）

。 虽然已有的研究倾向

学生答对了题 目却并没有正确解码语声 ， 从而导于认为两个方向 的信息处理同时启动 ， 但语音解

致教师忽略 了学生的 困难 。 作者推荐使用听写练码能在外语听力理解 中起多大的作用
一直存在着

习 来发现学生的解码问题 ， 并且提醒读者在听写争议 。

一

方意见认为语音解码是造成学习者听力

中教师的关注重点必须是学生对声音的捕捉 ， 而理解中 断的主要原因 （
如

，

Ｆｉ ｅｌｄ 同上 ）
， 以致于常

不要太过拘泥于拼写 。常依赖 图式知识来组织支离破碎的词语听辨结

该书配套的有声材料可以在ｗｗｗ ． ｓｐｅ ｅｃｈｉｎａｃ－果 。 因此 ，
加强学习者的语声处理能力是解决听

ｔｉｏｎ ．ｃｏｍ免费下载 。 与该书配合使用 的材料还有力理解困难的首要问题 。 而另
一方意见则认为听

Ａｐｐ应用软件Ｃｏｏ ｌｓｐｅ ｅ ｃｈ ：Ｈ ｏ ｔｌ ｉ ｓ ｔｅｎ ｉｎｇ ，Ｃｏｏ ｌ力 理解失败是因 为缺乏恰当的策略运用或所需的

ｐｒｏｎｕｎｃ ｉａ ｔｉｏｎ获２ ０ １ ３年度英语委员会英语语言教图式知识 ， 语声处理失败只是结果 。 本书则从实

学创新奖 （
ＥＬＴｏｎｓ Ａｗ ａｒｄ

）
。 该软件提供了 多种不践的角度说明语音解码对于学 习者的听力理解至

同 口音的英语 自然语言录音例句 。 这些样本不仅关重要 。 如果将此书和同样主张关注低端处理过

能够按单句来听 ， 也能按调群来听 ， 还能够录下程的 ／？ Ａｅ ｃ／ｏｗｒｏｗ＾ Ｆ ｉｅｌｄ
，
２００ ８

）看成系

使用者的声音然后和例句原声进行对比 。列的话 ，
Ｓ卩么Ｆ ｉｅ ｌｄ的书提出 的是理念 ， 这本书则

是具体的操作化说明 。

３
． 评论该书为语速问题提供了新的解释 。 学 习者通

标志听力教学进入
一

常把 自 己的听力 困难归咎于语速 ，
认为语速是造

个新阶段 ， 对课堂外语听力教学有重大的实践意成 自 己听力 理解问题的主要 问题 （

Ｇｏｈ
，
２０００ ：７３

；

９５



Ｚｈａｏ
，

１９９７ ： ４ ９
） ， 在 自我控制播放的条件下 ， 用减另

一大特点 。 本书借用语音学的概念和术语来描

低语速的方式来提高听力理解的效率是学习者常述语声 。 为 了避免概念和术语造成的理解困难 ，

见的
一

种策略 （

Ｚｈａｏ
，

１ ９９７ ：５０
）

。 然而 ， 研究者们作者在第
一

部分对全书所用 的术语做了清晰 、 简

关于语速是否影响 听力 理解的结论并不
一

致 。明的介绍 ， 即便是没有任何语音学基础的读者都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

１ ９９０ ： ３ ３０
） 研究发现对于 中低级水平的不会有 困难 。 书末还附有术语汇编 ， 方便读者查

学习者来说 ， 听中 等速度的语音材料比听快速的找 。 重度和非重读等语声特征则使用五栏表格来

理解结果好 。 另
一

些研究者则得出 了减慢速度并标示 ，
比发音符号的方式更 明 了 。 本书配有充分

不
一

定能促进听力理解 。 例如 ，

Ｄｅｒｗ
ｉ
ｎｇ ＆Ｍｕｎｒｏ的例 句 ， 每

一

个例句都有音频对应 ，
比单纯的听

（

２ ００ １ ：３３３
）
发现高水平的学习者宁可选择原始速录音或者读文字描述要有效 ， 非常方便读者收获

度 （
４ ． ９ｓｙ

ｌｌ ／ｓｅｃ
）而不是减缓了 的速度 ３ ．４ｓｙ ｌｌ ／ｓｅｃ 。直观认识 。

Ｇｒ ｉｆｆｉ ｔｈ ｓ
（

１ ９９０ ：３ ３０
）ｏｒ１ ． ９３ｓ

ｙ
ｌ ｌ／ ｓｃ ｃｔｈｅＥｎ ｇｌ ｉ ｓｈＳｐｅ ａｋｉｎｇ

对听力 理解没有区别 。 我们到底应该相信直觉还Ｕｎｉｏｎ
’

ｓ Ｅｎｇｌ ｉ ｓ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ＢｏｏｋＡｗａｒｄ
（
２ １ ０３

），ｔｈｅ

是研究结果 ？ 尸 —

书从学习Ｂ ｅｎＷａｒｒｅｎ －

Ｉｎｔｅｍ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ＨｏｕｓｅＴｒｕｓｔ Ｐ ｒ ｉｚｅ （ ２０ １ ４） ，

者听辨的 角 度出发 ， 将语声看成声音物质 ， 从其ｔｈｅ Ｂｒ ｉｔｉ ｓｈＣｏｕｎｃ ｉ ｌＥＬＴ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ａｃｈｅ ｒ

形态的 变化上来说 明速度对听 力理解的影响 。Ｒｅｓｏｕｒｃ ｅｓ
（
２０ １ ４

） 。 作者ＲｉｃｈａｒｄＣａｕ ｌｄｗｅ ｌ ｌ曾经在

即
， 若速度改 变了 语音的物质形态以致无法辨法国 、 香港 、 日本和英国本土教授ＥＦＬ

， 是国际

识 ， 那么语音解码就会失败 ， 进而导致听力理解上公认的使用 自然语言 （

ｓｐｏｎ
ｔａｎ ｅｏｕｓ ｓｐ ｅｅｃｈ

）
进行

受影响 。 也就是说 ， 语速影响听力理解的核心是ＥＦＬ听力教学的先驱 。

语速是否导致语声偏离了听者所熟悉的形态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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