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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国内外对加音现象的研究大多是对加音现象的一般讨论，从口语流利性的视角进行探讨 

的尚不多见。根据教师的流利性评分，对学习者前后两次朗读录音进行标注和分析，旨在考察加音特点及发展 

趋势。结果表明：位置上，词尾加音的频率较高，且有更加集中的趋势；形式上，加音的音素呈现出词尾多样、词 

中单一的特点，且词尾逐渐趋向单一；时长上，音素er较短，且包括er、ih和uh在内的各音素均有变短趋势。 

[关键词] 口语流利性；加音特点；加音音素 

[中图分类号]H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40(2016)O1—0079·06 

加音现象不仅是学习者区别于本族语者的重 

要表现，同时也影响口语流利水平。目前 ，该领域 

的研究大都是对加音特点做个别讨论，从口语流 

利性角度探讨学习者加音特点及其发展趋势的研 

究尚不多。de Jong&Park认为，加音现象能够反 

映中介语系统持续发展中的构建过程。⋯因此， 

有必要对这一现象深入考察。本研究主要关注中 

国英语学习者的朗读口语，旨在找出加音特点及 

发展趋势，以提高口语流利水平。 

一

、文献综述 

(一)增音和加音 

增音(intrusion)是英语口语中常见的音变现 

象之一，它是指“在连续语流中的两个音之间增 

加一个音位的现象”。 本族语者口语中的增音 

现象，通常遵循便利和省力的原则，主要是为了方 

便发音和辨音，因而是正确的、可以接受的。 

加音(epenthesis)又称“插音”，是指“单词的 

辅音或元音后添加另外一个语音”。_3 它是学习 

者在语音学习中出现的一种语音错误，与本族语 

者正确的增音现象存在本质差异。产生加音现象 

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汉英两种语言的差异。此外， 

学习者口语中不同于本族语者的特点，还表现在 

删音、变音和(浊辅音)清化等方面。_4儿 该领域 

内有的研究将本族语者正确的增音现象作为研究 

对象，有的研究虽然以学习者的加音现象作为研 

究对象，但在措辞上将“加音”和“增音”混用。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外关于加音现象的研究主要侧重 

以下几个方面。 

1．加音既是中介语错误，也是学习策略。加 

音是中介语发展过程中的错误现象，因而影响学 

习者的口语评价。研究表明，包括中国学习者在 

内的英语学习者倾向于加音，其母语主要包括汉 

语普通话、粤语、日语和越南语等。⋯_4儿 

加音是学习者使用的主要学习策略，是否加 

[收稿日期】2015—10-12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基于语块韵律特征的口语流利性研究”(2014SJB37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基于语块韵律特征的口语流利性研究”(14YJC74010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一般项 目“基于交际有效度的英语语调习得研究”(1lYJA74011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汉语对 

话中韵律趋同的实验研究”(15YJC740105)。 

[作者简介]杨萌，女，江苏徐州人，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 

79 





 

(五)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主要包括语音标注和数据统计。本 

研究使用Praat 5409软件进行分层标注，见图 1， 

标注规范参照The Buckeye Speech Corpus，[nⅢ。] 

其中，第 1层为单词层(words)，第 2层音位层 

(phonemes)，第3层为位置层(1ocation)，第4层 

为形式层(forms)，第5层为时长层(duration)，第 

6层为备注层(notes)。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语音标注比较费时费力， 

因此研究者仅根据口语流利性评分，挑选出流利 

水平提高较快的5名受试(流利性评分平均提高 

1．13分)的前后两次录音样本共 l0份进行分析。 

研究的数据分析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 

结合的方法，分两步完成。首先，将两次录音的标 

注结果分别输入Microsoft Excel 2013进行统计分 

析，主要考察位置、形式和时长的特点，以及前后 

两次的数据是否存在明显变化。其次，结合定量 

分析结果，借鉴语言教学和口语测试领域中的研 

究成果，对数据的具体细节进行定性分析，进一步 

阐释研究结果。 

三、结果与讨论 

(一)加音位置 

根据Bada的音段错误位置分类方法， 按照 

词首、词中和词尾3个位置，分析加音的分布情 

况。经过统计，受试者两次录音的词首加音数均 

为0，词中加音数分别为8个和4个，词尾加音数 

分别为168个和127个，其中，两次录音中词尾加 

音所占比例均超过95％，这表明加音的位置分布 

不平衡，词尾频率较高，词中较少，词首没有加音。 

将两次录音的加音总数进行对比，尽管第二 

次整体呈减少趋势，但词尾加音所占比例却更高。 

两次录音中，受试的加音总数分别为 176个和 

131个，整体数量减少45个。然而，词尾加音所 

占比例却更高，由第一次的95．45％增长为第二 

次的96．95％；同时，词中加音所占比例更低 ，由 

4．55％下降为3．05％，见表 1。这表明，随着口语 

流利水平的提高，加音位置更集中在词尾。 

词尾加音比较集中这一发现与此前的研究结 

果相一致。研究表明，尽管音素可以出现在单词 

开头、单词中间和单词结尾3个位置，但学习者倾 

向于在单词结尾这一位置犯更多的错误。 有研 

究指出，从出错位置来看，词尾是出错频率最高 

的，而词中和词首的出错频率较低。-1叫 

表 1 加音的位置分布 

录剖赙  

学习者倾向于在词尾加音，其深层原因主要 

是受汉语音节结构的影响。桂灿昆认为，汉语中 

的[b]、[f]、[k]、[P]只出现在音节首，后面必定 

跟着元音。中国学生对这种音节结构和发音方法 

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往往会不自觉地这 

样念。̈9_ Hansen的研究发现，韵尾加音高度模 

式化，几乎所有受试都出现加音的情况(195例中 

有 193例，约为 98．97％)，成 为开音节 结构， 

CVCC的音节结构转变成 CVC．CV。【11]程春梅、何 

安平指出，低水平的学习者受汉语音节典型结构 

CV的影响，在习得典型音节结构为 CVC的英语 

时，会在辅 音结 尾的位 置添加元音，成为 

CVCV。_】。。研究结果表明，高级英语学习者在发音 

时仍受到汉语音节结构的影响。李景娜认为，由 

于汉语普通话末尾辅音后多跟元音，因此中国学 

习者往往会在词尾辅音后添加一个元音，从而造 

成了外国口音的出现。-l 因此，“应当把更多的 

注意力放 在音节尾 的辅 音上，那 是语音 的难 

关。”‘加 尽管桂灿昆、Hansen和程春梅、何安平等 

研究均涉及词尾加音，但桂灿昆的研究仅依据教学 

经验，缺少定量研究的实证资料；Hansen的研究 

中，受试人数较少，缺少针对两次加音位置和形式 

的详细探讨；程春梅、何安平虽然比较了词首、词中 

和词尾的音段错误频率，但该研究并未涉及词尾加 

音的发展趋势。韵尾变化不仅反映了习得过程，而 

且强调了在该领域进行纵向跟踪研究的必要性。 

同时，韵尾有限的错误方式需要更多的实证验证。 

因此，对加音进行更加详细深入的考察十分必要。 

经过统计，词尾加音频率最高的单词分别为 

and、but和it，见表 2，它们的词尾均增加了音素 

er。词中加音以 glad和 grocer最为典型，其中 

glad的 g和l之间、grocer的 g和 r之间均增加了 

音素er。桂灿昆指出，中国学生念英语时，习惯在 

辅音群中夹元音。他列举的例子包括blue、fl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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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d、class、please和 sleep，两个辅音中间夹一个 

er，这间接说明词中加音现象确实存在，但该研究 

并未涉及词中和词尾加音频率的比较o[19194词尾 

加音多、词中加音少，这可能与学习者的口语水平 

有关。桂灿昆强调，尤其初学者，念起有辅音群的 

单词来总是中间多加一个元音。_l9J舛本研究中的 

受试是高级英语学习者，英语口语水平相对较高， 

因此可以认为是词中加音较少的一个原因。 

表 2 el"音素加音的高频单词统计 

(二)加音形式 

加音的形式主要表现在所加音素上，包括er、 

ih和uh等。从表3可以看出，词首没有加音，此 

处暂不做讨论；词中加音的音素比较单一，只有音 

素 er；词尾加音的音素较为多样，包括 er，ih和 

uh，尤其以el"的频率最高。因此可以认为，加音 

的音素呈现出词中单一、词尾多样的特点。 

表3 加音音素的频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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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5名受试的前后两次录音对比后发现，词 

尾加音音素逐渐趋向单一，使用 ih和uh音素加 

音的频率减少。第一次录音中，受试2和受试5 

均未使用ib作为加音音素。第二次录音中，这种 

情况更加突出，受试3和受试5均未使用ih和uh 

音素进行加音，见表 3。因此可以认为，随着 口语 

流利水平的提高，词尾加音的音素由多样化向单 
一 化发展。 

此前有研究发现，er是常见的加音音素。 

Hansen指出，被插入的元音主要是 el"。_l 范烨研 

究发现，增音的方式(添加什么元音以及添加在 

哪个位置)则同由感知图确立的一系列忠实制约 

密切相关，即学生们倾向于选择在听觉上较不易 

被察觉的增音方式。她认为，学生们往往插入 el" 

而非其他元音，这主要是由于el"的发音方式较灵 

活，可以随周围音的不同而改变。 程春梅、何安 

平研究发现，添加型错误中，大多添加el"音素。_1 

于辉认为，插人中元音er较常见，高元音 uh则次 

之。_8 李景娜指出，学习者的外国口音，就是在末尾 

的辅音后添加元音，如将 book／buk／读~．／buko／， 

hope／houp／读~／houpu／。 "然而，目前尚没有研 

究明确指出词尾加音音素的单一化趋势。 

从表 2可以看出，词尾被加音的辅音包括 d、t 

和 k，多为爆破音。此前，Erickson，Tajima&Na— 

gao的研究表明，母语为 Et语的学习者在爆破音 

后的加音比摩擦音后更为常见，唇音后加音比舌 

音后更为常见。【I纠周卫京等研究发现，中国学习 

者爆破音后加音较多，占30％ ～45％，并将此归 

因于母语迁移。_l 本研究结果印证了周卫京等的 

研究发现，即词尾爆破音不仅有爆破，而且有 er 

增音，其结果是带有明显的“外国腔”。_1 因此， 

本研究为学习者倾向于在词尾爆破音后加音的论 

点提供了实证资料。 

(三)加音时长 

比较加音音素的时长发现，和 ih、uh相比，er 

的时长相对较短，见表4。第一次录音中，受试1、 

受试 3和受试 4的加音音素 er的时长均短于其 

它音素，尽管受试5的加音音素er比uh长，但仅 

相差0．000291751秒，可以忽略不计。第二次录 

音中，受试 3和受试 5不存在除 er以外其他音素 

的加音现象，而受试1和受试4的加音音素均短 

于其他音素。 

学习者倾向于使用el'作为加音音素，与el"的 

发音时间较短有关。范烨指出，el"的发音时间最 



短，在听觉上不易被觉察。 于辉认为，er作为常 

见的加音音素，符合最小突出原则(Principle of 

Minimal Saliency)。 。 

表4表明，两次录音中，仅有受试2的加音音 

素el"的发音时间比其他音素更长。根据121语流 

利性评分，受试2两次录音的分差低于平均分差， 

可以认为其口语水平提高相对较慢，因此出现上 

述情况。 

表4 词尾 er、ih和uh音素加音的平均时长统计 

随着口语流利水平的提高，学习者加音音素 

el"、ih和uh的时长总体变短。除受试 5外，其他 

受试的第二次录音中加音音素er均比第一次录 

音的时长更短，见表5。第二次录音中加音音素 

ih和uh均比第一次录音的时长更短，见表 6、表 

7。这表明，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学习者能够减 

少加音音素的时长，从而提高其口语流利程度。 

受试5加音音素较长的原因可能由于：第一， 

和其他受试者相比，受试 5原有的口语流利水平 

较高，两次口语流利性评分差别相对较小；第二， 

口语习得过程中出现了高原现象，使得受试 5的 

发音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表 5 er音素加音的平均时长变化 

第一次平均时长 第二次平均时长 平均时长差 

(秒) (秒) (秒) 

表6 ih音素加音的平均时长变化 

第一次平均时长 第二次平均时长 平均时长差 

(秒) (秒) (秒) 

表7 uh音索加音的平均时长变化 

第一次平均时长 第二次平均时长 平均时长差 

(秒) (秒) (秒) 

四、结语 

(一 )研究发现 

本研究主要关注学习者加音特点及其发展规 

律，研究发现：位置上，加音在词首、词中和词尾分 

布不平衡；形式上，词尾加音多样，词首和词中单 
一

，音素er频率较高；时长上，音素er较短。随着 

口语流利水平的提高，加音的位置更加集中在词 

尾，加音的音素趋向单一，音素el"、ih和uh的时长 

整体呈变短趋势。 

(二)研究意义和教学启示 

本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如下：第一，在理论方 

面，本研究不仅更加系统地考察学习者朗读口语 

中的加音特点，而且深入探讨加音和学习者口语 

流利性的关系，丰富了相关研究理论；第二，在实 

践方面，本研究的最终目标是采取行之有效的方 

法，从而更有针对性地纠正学习者的加音错误，以 

提高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水平，为英语 口语教学服 

务；第三，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的标注更加细 

致，此前的标注大都局限于单词和音段层面，从音 

位层面进行标注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本研究是 

将语音学标注方法运用于学习者加音现象的有益 

尝试。 

今后，在进行英语口语教学时，教师要引导学 

生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减少加音的频率，尤 

其要关注词尾加音的现象；其二，缩短加音音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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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h和uh的时长，尤其是音素er的时长；其三， 

掌握本族语者词尾不完全爆破的发音方式，加强 

词尾的连读训练。 

本研究主要关注高级英语学习者，仅探讨增 

加元音的现象，对于增加辅音的现象未做讨论。 

二语学习者不仅倾向于在口语产出时加音，而且 

具有相对应的感知机制。 今后需要进一步探讨 

加音习得机制，挖掘深层原因，分析究竟哪个音素 

在学习者加音中发挥主要作用，如母语负迁移、音 

节结构差异和优选论分析等，以期更好地为英语 

口语教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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