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外汉语初学者对普通话擦音和塞擦音的感知 

李  彬   邵  晶   陈  思 

摘要 普通话的舌冠擦音与塞擦音被认为是世界语言中比较独特的辅音类别。本研究使用

语音区分实验调查了初学普通话的韩国留学生对舌冠擦音和塞擦音的感知，探讨汉韩语音异

同对区分发音方式及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留学生对方式对立较敏感，但对位置差别感到

困惑，且受元音影响明显。本文引用两个现时较有影响力的理论模型，结合汉韩异同，进一

步探讨了影响听辨普通话辅音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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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veolar sibilants in Mandarin Chinese are rare in other languages, and are consi-

dered hard to distinguish for non-native speakers. We investigated how Korean learners of Chinese 

perceived these consonants, and explored influences of phonetic (dis)similarity on foreign language 

speech learning. Korean speakers showed sensitivity to contrasts of places but were confused by 

those involving manners. Their perception was also affected by vowel contexts. Our findings were 

discussed further within the Perceptual Assimilation Model and the Automatic Selective Percep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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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成人学习第二语言（二语）语音时会遇

到困难，难易程度受母语和二语关系的影响，

其中较广为人知的为 20 世纪 70 年代发现的

日本人习得英语/l/-/r/的难题1 [12][13]。近四

十年来后继研究不仅为二语语音习得提供了

丰富实证，也涌现了众多理论[2]，其中最

有影响力 的有言 语学 习模型（ Speech 

Learning Model，SLM）[11]、知觉同化模型

（Perceptual Assimilation Model，PAM）[9]、

自动选择感知模型（ Automatic Selective 

                                                           
1  日语无此类对立音位，且英语/l/、/r/听感上都接近日

语/ /，因此日本人学习英语/l/和/r/较困难。 

Perception Model，ASP）[18]。下文首先对

这些理论做简要论述。 

1.1 二语感知理论模型 

20 世纪末最具影响力的 SLM 认为二语

学习关键要建立新的语音范畴，而其前提是

关注到语言间的差异。SLM 虽未有提出具

体方法来检测关注和感知，但对二语感知研

究有深远的影响。其后的 PAM 认为初学者

借助母语评估外来语音：相近则同化，相异

则区分。该模型将外语语音对感知细分为五

类。（1）两分型（Two-category），两个外

来音对应母语不同音位，较易区分。（2）单

一型（Single-category），一对外来音与同

一母语音位对应，且接近标准音，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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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区分。（3）远近型（Category-goodness），

与单一型类似，但两个外来音与母语标准音

相似度不同，较易区分。（4）无范畴型

（Uncategorizable），外来音均不能与母语

对应。但若其本身相近则难分、相异则可分。

（5）存无型（Uncategorizable-category），

即一个对应母语音而另一个落在母语之外，

则区分较好。总之，初学者感知外来语音基

本参考母语和语音相似度。 

另一较新的重要理论是 ASP，侧重语

音感知的心理过程，探讨内在外在变量的实

时影响。其核心概念之一是关注（atten-

tion）。母语感知高度自动化，探测关键特

征快而准。即使外在条件不理想（例如有噪

声），也能保证准确性。二语学习需要有意

识的调整关注，费时较长2，任务复杂时成

功率降低。同时，学习初期易采用母语自动

感知处理二语语音。据此，二语学习要逐渐

摆脱对母语自动感知的依赖，建立处理二语

的关注加工，最终确立二语自动选择性感知。 

综合可见，检测二语语音学习初期难易

和成效可以结合不同角度及手段。例如，对

比语音相似相异程度，预测听感辨识；检测

完成感知任务所需时间以及正确率，综合评

估跨语言感知同化在二语学习中的作用。而

观察初学者可更清楚地了解母语的影响，并

为语音发展提供实证基准，为探讨中高级习

得提供参照依据。因此，本研究提出调查初

学普通话的留学生，以舌冠擦音和塞擦音为

关注点。 

1.2 有关汉语擦音和塞擦音的感知研究 

普通话的舌冠擦音和塞擦音是世界语言

中较独特的辅音[14]，数目较多，兼具发音

方式、位置和送气多重区分。两类音共九个，

包括六个塞擦音：舌尖前音/ts/、/tsʰ/，舌尖

后音/tʂ/、/tʂʰ/和舌面音/tɕ/、/tɕʰ/（汉语拼音

分别为 z、c、zh、ch、q、j）；和与塞擦音

位置对应的三个擦音/s/、/ʂ/、/ɕ/（汉语拼音

为 s、sh、x）。舌面音与另外两组音（舌

尖前和舌尖后）在元音前互补分布：舌尖前

音只与舌尖前元音/ɿ/搭配，舌尖后只与舌尖

2  实证研究中反应速度通过反应时表现。 

后元音/ʅ/搭配，舌面音只可后接/i/、/y/和介

音/j/ [18]。 

过往研究提出这两类音对二语学习者极

具挑战[17]。例如，台北的大学生听觉敏感

程度由高到低为舌尖后 、舌尖前、舌面音，

发音方式由高到低为送气塞擦音、擦音、 

不送气塞擦音[19]。泰语留学生认为听感上

/ts/和/tʂ/最难区分，发音上则/tsʰ/、/tʂʰ/、/ts/、 

/tʂ/、/ɕ/较差，其中/ɕ/最差且常被/s/和/ʂ/代

替[1][3][5]。马来语及缅甸语学生对塞擦音

的区分都较差，常混淆舌尖前后对立 (如

/tsʰ/-/tʂʰ/、/ts/-/tʂ/) [15]。韩语留学生则对塞

擦音的位置缺乏敏感度[6][7]。初学普通话

的韩国人主要依赖松紧对立来感知普通话送

气和位置（见表 1），无法听辨区分/tsʰ/-

/tʂʰ/- /tɕʰ/或/ʂ/-/ɕ/[16]。 

表 1: 普通话擦音塞擦音与韩语辅音听感对应 

  普通话辅音 

  s ʂ ɕ ts tʂ tɕ tsʰ tʂʰ tɕʰ 

韩

语 

辅

音 

ｓ 20 79 95       

s* 773 21 5       

tʃ    49 35 56    

tʃ*    50 65 43    

tʃʰ       97 100 97 

普通话和韩语的语音异同为研究母语

对二语的影响提供了多重测评可能。韩语有

三个舌叶（上腭）塞擦音，根据喉部肌肉松

紧和气流强弱构成对立：松音/tʃ/，紧音/tʃ*/，

送气音/tʃʰ/。另有两个松紧对立的舌尖擦音：

松音/s/和紧音/s*/。擦音在/i/和/j/前颚化成

为舌面音[ɕ]和[ɕ*][10]。韩语和普通话相比

有同有异。第一，普通话有三组发音位置：

舌尖前、后和舌面，而韩语只有两个且分属

不同类别：擦音在舌尖、塞擦音在舌叶。第

二，普通话和韩语塞擦音都有送气区分，但

韩语还有松紧对立。因此，本文以听感同化

结果为出发点，通过区分实验试估解答：普

通话水平为初级的韩国学生，在区分舌冠擦

音、塞擦音时是否存在困难？如果有，困难

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除了母语外，还有哪

些语音因素影响感知判断？二语语音感知领

3  数字表示普通话辅音与韩语辅音同化对应：77表示

韩语受试认为 77%的普通话/s/语音刺激与韩语/s*/相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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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主要理论模型能否为预测和分析实验结

果提供启示？ 

2. 实验设计 

2.1 被试 

10 名就读于东北地区某大学的韩国留

学生及 10 名普通话母语者。实验时，韩语

组正在同一班级接受大学汉语强化训练，学

习普通话大概三个月，每周 14 课时。普通

话组来自北方官话区，在国家语委普通话水

平测试中均获得一级乙等以上。所有被试报

告听力正常。 

2.2 语音材料 

材料由两名女性普通话母语者录制，

为 27 个普通话第一声单字（见附录 1）。

受元音所限，/s/、/ʂ/、/tsʰ/、/tʂʰ/、/ts/、/tʂ/

后接/a/、/u/、/i/（或其音位变体），而/ɕ/、

/tɕʰ/、 /tɕ/后接 /ja/、/i/、/y/。切分语音采用

Praat 软件（2001），单字时长为 650—800

毫秒，响度标准化为 65 分贝。 

切分单字以起始辅音分为两组：一组

发音方式相同而位置不同：/s/-/ʂ/、/s/-/ɕ/、

/ʂ/-/ɕ/、/tsʰ/-/tʂʰ/、/tʂʰ/-/tɕʰ/、/tsʰ/- /tɕʰ/、/ts/-

/tʂ/、/tɕ/-/ts/、/tʂ/-/tɕ/。另一组发音方式不同

而位置相同：/s/-/ts/、/s/-/tsʰ/、/ts/-/tsʰ/、/ʂ/-

/tʂʰ/、/ʂ/-/tʂ/、/ɕ/-/tɕ/、/ɕ/-/tɕʰ/、/tɕʰ/-/tɕ/。共

27 个相同字对（AA，例如 /sa/-/sa/）和 37

个不同字对（AB，例如/sa/-/ʂa/），音对中

两音相隔 500 毫秒。为平衡元音分布，/tʂ/-

/tɕ/、/tɕ/-/ts/、/tʂʰ/-/tɕʰ/、/tsʰ/- /tɕʰ/、/s/-/ɕ/、

/ʂ/-/ɕ/六对没有包括元音/u/和/y/，即实验里

没有出现/tɕju/-/tsu/这样的 AB 音对。  

2.3 实验过程 

实验用 E-prime 程序编写运行。各对重

复出现两次，即共有（27+37）×2 = 128 个

测试项，随机呈现，间隔五秒。受试要判断

每对中两个起始音是否相同，按相应的数字

键作答（相同按 1，不同按 2）。五秒后自

动进入下一题。判断和反应时由程序自动记

录。测试前，受试完成 10 个练习音对（非

测试用音对）以熟悉实验要求和过程。 

2.4 感知结果预测 

首先，看擦音区分预测。普通话擦音

为舌尖/s/、舌尖后/ʂ/、舌面/ɕ/，而韩语松紧

擦音/s/、/s*/均为舌尖音。韩语组可能借助

母语舌尖音将普通话舌尖音与较陌生的非舌

尖音分开，即可以区分/s/-/ʂ/和/s/-/ɕ/，但对

舌尖后和舌面擦音即/ʂ/-/ɕ/的对立感到困惑。 

其次，看塞擦音区分预测。先是位置，

普通话有舌尖音/ts/和/tsʰ/，舌尖后音/tʂ/和

/tʂʰ/，舌面音/tɕ/和/tɕʰ/。韩语仅有舌叶音：

松音/tʃ/，紧音/tʃ*/。以 PAM 来看，韩语塞

擦音无位置对立，受试应较难区分普通话的

三组音。但韩语擦音在舌尖，难预测韩语组

能否把擦音的位置特征跨类别推导至同位的

普通话塞擦音上。如果能，他们至少可分清

舌尖和非舌尖。其次看送气区分：普通话同

位塞擦音以送气对立，而韩语以肌肉松紧和

气流强弱对立。韩语组对送气差异应较敏感，

易区分同位塞擦音的送气对立。另外，根据

表 1，普通话送气塞擦音都与韩语送气塞擦

音高度相似，而不送气塞擦音则介于韩语松

紧塞擦音之间。我们预测韩语组能区分普通

话塞擦音的送气，但较难辨别位置。 

最后，看擦音与塞擦音的区分。韩语

两类辅音都有但分处不同部位，即擦音在舌

尖而塞擦音在舌叶。因此，普通话擦音与塞

擦音的区分对韩国学生来讲既熟悉又陌生。

他们应该能够区分两类音，但可能取决于能

否归纳韩语跨位置的方式对立。 

表 2: PAM 的预测结果 

普通话辅音对 区分类型  区分度 

擦

音 

 /s/-/ʂ/ 两分型 好 

/s/-/ɕ/ 两分型 好 

/ʂ/-/ɕ/ 单一型 差 

塞

擦

音 

 

送

气 

/tsʰ/-/tʂʰ/ 单一型 
差且三

组类似 
/tʂʰ/-/tɕʰ/ 单一型 
/tsʰ/- /tɕʰ/ 单一型 

不

送

气 

/ts/-/tʂ/ 无范畴型 

不确定 /tɕ/-/ts/ 无范畴型 
/tʂ/-/tɕ/ 无范畴型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运用了前文简述

的两个理论模型预测试验结果。PAM 预测

韩国学生感知如下（见表 2）：第一，能较

好区分/s/-/ʂ/、/s/-/ɕ/，但/ʂ/-/ɕ/则较难。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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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ʰ/-/tʂʰ/、/tʂʰ/-/tɕʰ/、/tsʰ/-/tɕʰ/区分较难且程

度相近。第三，/ts/-/tʂ/、/tɕ/-/ts/、 /tʂ/-/tɕ/区

分难易取决于感知相似度。 

利用 ASP 预测反应时如下。鉴于实验

仅包括初学者，汉语知识经验有限，因此反

应慢且错误率高。感知与韩语相近的普通话

语音时，韩语组会做同化评价，判断较快且

准确。若无母语参考（如普通话擦音的位置

对立），则只能调动自动选择性感知，判断

快但出错率高。 

3. 实验结果与讨论 

实验共收到韩语组数据 1280 个，其中

17 个因为反应时间过长无效而剔除，因此

实际分析数据 1263 个。来自普通话组的数

据全部有效，共 1280 个。普通话组除了 

/tsʰ/-/tʂʰ/及/ts/-/tʂ/两对的区分正确率在 90%

左右以外，其他均在 98%以上（见图 1

上）。韩语组区分发音方式的正确率在 87%

以上（除/ɕ/-/tɕ/为 80%）。区分位置的正确

率却在 40%以下，其中/ts/-/tʂ/为 10%，/tsʰ/-

/tʂʰ/仅 1%。/ts/-/tʂ/和/tsʰ/-/tʂʰ/的区分对两组

似乎都有一定困扰。我们继而用 Student t-

test 比较两组成绩，发现仅在判断/ɕ/-/tɕ/时

普通话组好于韩语组，而其余八对方式对立

音基本无差异；而发音位置对立的九对里，

普通话组全部远好于韩语组。 

 

 

 

图 1: 普通话组和韩语组的平均正确率（上）和反应时间（下）4 

4  因图形显示所限，图中所有 IPA 符号由汉语拼音注音符号代替。两者对应参见附录二。 

发音方式 发音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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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元音环境下韩语组区分正确率（上）及反应时间（下） 

3.1 感知正确率 

第一，韩语组擦音位置区分正确率较

低（/s/-/ʂ/ 40%，/s/-/ɕ/ 32%，/ʂ/-/ɕ/ 35%），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三者没有明显差别[F

（2,29）= 0.126，p > 0.05]。舌尖位置对立

确实较难。此外，韩语松音/s/在高元音前腭

化为/ɕ/，受试可能因此将/ɕ/归为/s/的音位变

体而无法区分。第二，送气塞擦音位置区分

较差，/tsʰ/-/tʂʰ/ 、/tsʰ/- /tɕʰ/ 、/tʂʰ/-/tɕʰ/分别

为 1%、32%和 30%，三组有显著差别[F（2, 

29）= 4.309， p < 0.05]。事后检测显示/tsʰ/-

/tʂʰ/ 明显低于 /tsʰ/-/tɕʰ/或者 /tʂʰ/-/tɕʰ/ （ p < 

0.05）。第三，不送气塞擦音位置区分也较

差，/ts/-/tʂ/、/tɕ/-/ts/、/tʂ/-/tɕ/分别为 10%、

28%和 35%，三组无分别[F（2, 29）= 2.408， 

p > 1.0)]。韩语组对塞擦音的舌尖前和舌尖

后差别最不敏感。 

因为擦音和塞擦音分布受元音影响，

所以我们以元音为自变量、以韩语组正确率

为因变量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或者

Student t-test 检测5（见图 2 上）。发音方式

对立的九对音中仅/ɕ/-/tɕ/受元音影响明显[F 

（2, 58）= 6.809， p < 0.005]。/ɕ/-/tɕ/后为/i/

和/y/时正确率高达 90%，为/ja/时仅 50%左

右。位置对立的九对音，检测结果（见表 3）

证明元音影响明显： /s/-/ʂ/、 /ts/-/tʂ/ 、 /tʂ/-

/tɕ/、/ts/-/tɕ/四对在/i/前的正确率远高于/a/和

/u/，其中尤以/s/-/ʂ/、/ts/-/tʂ/受影响最明显

（为表述目的用/i/来统指此类非圆唇高前元

音）。事实上，/s/、/tsʰ/、/ts/后为舌尖前元

音[ɿ]，/ʂ/、/tʂʰ/、/tʂ/后为舌尖后元音[ʅ]，

/tɕ/后为舌面元音[i]。[ɿ]和[ʅ]是/i/的音位变

体，不独立成音节，只能与上述辅音搭  

配[8]。普通话辅音与元音发音位置匹配，

语音区别特征得以加强。在听感上，好像是

“前边辅音摩擦部分的延长和减轻”[4]。

韩语受试可能因此得益而更准确地区分开了

上述音对。另外，韩语/s/在高前元音前腭化，

则普通话/si/听来更不同于其母语，因此/s/-

/ʂ/区分正确率可达到 70%。 

                                                           
5  使用 t-test 是由于受普通话元音与辅音搭配的

限制，有一些音组中只使用了元音/i/和/a/、/ja/。 

发音方式 发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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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元音的辅助效应在另外五对中（/s/-

/ɕ/、/ʂ/-/ɕ/、/tsʰ/-/tʂʰ/、/tʂʰ/-/tɕʰ/、/tsʰ/- /tɕʰ/）

没有体现，大概归咎于韩语受试认为/tsʰ/、

/tʂʰ/、/tɕʰ/均与韩语/tʃʰ/太相似。另外，韩语

松音 /s/和紧音 /s*/在高元音前腭化为 [ɕ]和

[ɕ*]。两种情况下，元音辅助辨识的作用都

减弱。实验结果证明：/tsʰ/-/tʂʰ/、/tʂʰ/-/tɕʰ/、

/tsʰ/- /tɕʰ/ 、/s/-/ɕ/、/ʂ/-/ɕ/后接非圆唇高前元

音时，正确率略低。由此看来，初学普通话

的韩语受试感知辅音是主要依赖母语的音位

知识，而且易受语言相似点影响。需要指出

的是，本文所检测的普通话辅音与元音搭配

较为特殊，增强了辅音特征而有利于听辨，

但元音对特别易混淆的辅音影响不大（如表

3 所示）。 

表 3: 元音环境对辅音音对的影响（单因素方差

分析／student t-test） 

音对 F 值／t 值 事后检测 

/s/-/ʂ/ 5.79** i > a; i > u 

/ts/-/tʂ/ 4.43* i > a 

/tʂ/-/tɕ/ -3.38** i > a 

/ts/-/tɕ/ -1.46  

/tsʰ/- /tɕʰ/ 0.68  

/tʂʰ/-/tɕʰ/ 0.74  

/ʂ/-/ɕ/ 0.66  

/s/-/ɕ/ 1.00  

注：*p < 0.05；** p < 0.01。 

3.2 反应时间 

反应时是听觉准确敏感程度的重要参

数之一。付出的认知努力大，反应时会长；

反之，则短。如图 1 下所示，普通话组反应

快，介于 800ms 到 1000ms，音对间差别不

显著。韩语组反应时较长，音对间差异较大：

区分发音方式耗时 1200ms 左右，区分发音

位置用时更长，如辨别/s/-/ɕ/、/tʂ/-/tɕ/、 /tɕ/-

/ts/需要 1400ms。用 Student t-test 对比两组

受试发现发音方式对立的九个音对中有六对

为普通话组快过韩语组，发音位置对立的九

对中有七对为普通话组快过韩语组。本研究

的韩语组学习普通话仅三个月，任务费时长

在意料之中。 

元音对辅音的影响在韩语组反应时上

也有体现（见图 2 下）。当/s/-/tsʰ/后接/u/时，

用时最短。而/tɕ/-/tɕʰ/、/tɕʰ/-/ɕ/、/tɕ/-/ɕ/各对

后接/ja/时，用时最短。以元音为自变量、

反应时为因变量的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元

音仅对/s/-/tsʰ/影响显著[F（2, 59）= 3.360，

p < 0.05]。以往多将反应时解读为：反应越

快，任务越容易。然而本实验发现，反应快

慢不总与感知正确率成正比。韩国学生感知

/tsʰ/-/tʂʰ/、/ts/-/tʂ/音对只需要 1000ms 左右，

速度接近普通话组，但正确率极低，只有 1%

和 10%。反应快应当是非常明确地将普通

话音都同化为韩语语音，而调动了母语习惯

感知语音。但因为调动了错误的感知机制，

所以正确率极低。 

3.3 验证 PAM 和 ASP 的预测 

我们利用 PAM 预测擦音听辨好坏参半、

塞擦音送气区分较好而位置区分较差、擦音

与塞擦音的方式对立较难确定。我们将预测

和实际结果总结于表 4 中。 

总体来讲，韩语组能够区分普通话塞

擦音的送气对立，及擦音和塞擦音的发音方

式对立，与预测一致。发音位置对立区分差，

与预测大致相符，但部分结果与相差较大。

第一， PAM 预测/ʂ/-/ɕ/、/s/-/ɕ/属于两分型

而易分，/ʂ/-/ɕ/属于单一型而难分。但结果

显示这三对正确率都低于 40%。只是在非

圆唇高前元音之前，/s/-/ʂ/的区分正确率近

70%。韩语学生初学普通话只能借助熟知的

母语舌尖音概括出舌尖特征，以区分舌尖音

和非舌尖音。这与 PAM 的单一型更相似，

但是三个擦音究竟同化到韩语哪个擦音（/s/

或/s*/）尚需进一步研究。另外，元音影响

表明韩语/s/的腭化为普通话/s/-/ʂ/区分提供

了母语依据。 

第二，由于普通话送气塞擦音都可能

感知为韩语/tʃʰ/，PAM 看来/tsʰ/-/tʂʰ/、/tʂʰ/-

/tɕʰ/、/tsʰ/-/tɕʰ/对立都属单一型，区分较差。

结果证明听辨确实非常差，其中/tsʰ/-/tʂʰ/仅

1%，而另两组为 35%左右，有同化且程度

不同：普通话舌面音/tɕʰ/比舌尖前/tsʰ/或者

舌尖后/tʂʰ/都更接近韩语舌叶音/tʃʰ/，因此

/tɕʰ/可以与/tsʰ/或/tʂʰ/区分略好。另外，/tɕʰ/

后接/u/和/a/实际由介音/j/过渡，也加强了

/tɕʰ/与/tʂʰ/、/tsʰ/区分。 

第三，由于普通话不送气塞擦音对韩

语人听来介于韩语/tʃ/和/tʃ*/之间，在 PAM

看来/ts/-/tʂ/、/ts/-/tɕ/、/tʂ/-/tɕ/的区分属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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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型，要看三个音的相似度。结果显示三

对区分都较差，其中/ts/-/tʂ/仅 10%，但反应

时很短。因此，/ts/和/tʂ/应当是同化成了一

个韩语音，且与母语标准音近似。/tɕ/虽也

应同化为同一韩语音但距标准音略远。所以，

送气塞擦音区分较差，但程度不同，应为远

近型。 

表 4: PAM 的预测与实验结果对比 

普通话 

辅音对 

预测 
结

果 
对比 

建议 

类型 
类 

型 

程

度 

/s/-/ʂ/ 两分 好 40% 不同 两分+单一 

/s/-/ɕ/ 两分 好 32% 不同 单一 

/ʂ/-/ɕ/ 单一 差 35% 一致 n.a. 

/tsʰ/-/tʂʰ/ 单一 

差 

1% 
三组差

异较大 

n.a. 

/tʂʰ/-/tɕʰ/ 单一 32% 远近+单一 
/tsʰ/-/tɕʰ/ 单一 30% 远近+单一 
/ts/-/tʂ/ 无范畴 不

确

定 

13% 

不同 

单一 

/tɕ/-/ts/ 无范畴 25% 远近 

/tʂ/-/tɕ/ 无范畴 32% 远近 

验证 PAM 的预测依据正确率，而检验

ASP 的预测需看反应时。ASP 预测普通话

组运用高度自动的感知模式，听辨快且准。

而韩语组加工普通话需时长正确率低。实验

结果与预测一致：普通话组基本全对，用时

均低于 1000ms。韩语组正确率低，反应时

都超过 1000ms。这说明韩语受试调用了关

注性感知，认知付出多，需时长，且出错率

高。这说明韩语组虽初学普通话，但已有意

识区分母语和二语的感知模式，只是远未建

立快速处理二语的选择性感知。 

ASP 还预测与韩语相似的外来语音区

分方式，包括擦音与塞擦音的对立以及塞擦

音的送气，韩语组表现应接近普通话组。实

验结果与此基本一致。发音方式的区分率超

过 88%，且反应时相对其他类别短。但与

普通话组相比差距仍突出：如/tɕ/-/ɕ/的正确

率低，/s/-/tsʰ/用时长。这说明韩语组注意到

了汉韩相似点，能把母语发音方式对立推广

至二语不同的发音位置上，判断正确率较高。

同时有的音对耗时长，说明韩语组意识到了

语言的差异，认知付出多，但因知识有限无

法摆脱对母语的依赖，因此出错率高。 

对于普通话的发音位置对立，ASP 预

测韩国组可能因为母语无相关特征而对二语

不敏感，或者察觉到也因无以应对而错误使

用母语自动选择性模式，因此反应时间可能

较短但正确率不高。实验结果符合预测，韩

语组对发音位置的判断正确率低于发音方式，

且用时较长（/ts/-/tʂ/除外）。韩语塞擦音发

音位置相同，以送气和松紧区分。韩语组可

能因此留意到了普通话塞擦音听感上与气流

和喉部运动相关的语音特征，但忽略了发音

位置的特征信息。如前文表 1 所示，初学汉

语的韩国人认为普通话送气塞擦音与韩语的

送气塞擦音/tʃʰ/高度相似。本实验再次证明

这种同化听感（即 PAM 的单一型）。塞擦

音对反应时上的差别，以及反应时和正确率

的不匹配，也表明多个塞擦音都同化至同一

韩语范畴内，但是韩语组可觉察外来音之间

略有不同。只不过范畴上的同大于语音上的

异，从而错误地触发调用了其母语的感知模

式。  

综上所述，我们假设初级普通话学习

者能在一定程度上觉察到母语与二语的异同

以及二语语音自身的差异。但碍于经验有限，

他们可能放大了同而忽略异；也可能留意到

了差异，却无从分辨哪些为二语的区别性特

征。所以，我们认为 PAM 单一型的低区分

度不应笼统地为听感表现差，而远近型不只

有较好的区分判断，应该也存在较差区分。

又或者两个类型其实并不是非此即彼：单一

型和远近型更像连续统的两极，中间应允许

过渡类型存在。而 ASP 可以解释反应时体

现的不同感知模式，但其侧重点不在语音，

只有借助语音和音系分析，才可以深入阐述

因应两层面的异同而产生的感知表现。

PAM 和 ASP 角度不同，二者结合能更合理

地预测并解释实验结果。当然，如能调查不

同水平的二语学习者，就能更好验证他们如

何利用感知到的差异建立新的或修改已有的

语音范畴。 

4. 结语 

本研究检测了初学普通话的韩国留学

生对舌冠擦音及塞擦音的听感区分。我们发

现韩国学生对发音方式较为敏感，对发音位

置较困惑，尤以舌尖前及舌尖后塞擦音为最

难区分。韩语两类辅音较普通话少，又无细

分位置，但其音位变体的语音环境与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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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位有重叠。初学普通话的韩国学生可以觉

察到语言的差异，但更依赖母语知识习惯，

易受语言相似点影响。另外，这两类音后接

元音分布特殊，一定程度上能辅助听辨。 

本研究还依据知觉同化模型（PAM）

与自动选择性感知模型（ASP）预测了结果。

大部分结果与 PAM 的预测吻合，证明能从

相似相异性出发来推测二语感知难易，但

PAM 不能解释某些好坏参半的感知结果。

ASP 能预测整体反应时，但不能就语音本

身和用时差别探讨感知。我们认为将正确率

和反应时对应，或者说将两个理论结合，则

能有效预测并合理解释实验发现。当然，本

研究也有不足之处，如受试较少水平较单一。

今后，可提高受试、任务和语料的多样性来

进一步检测本实验的结论。 

此外，本研究为对外汉语提供一定教

学启示。普通话舌冠擦音和塞擦音兼具多重

区分，初学者易混淆。教学中应引导学生关

注母语和普通话的异同。例如，对韩语学生，

建议用图示法展示舌尖前后和舌面位置，认

清不同发音部位。此外，可提醒学生舌冠辅

音和舌尖元音的特殊对应，引导他们充分利

用语音环境提高听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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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录 

附录 1：普通话录音字表。 

仨、七、擦、掐、书、咂、出、诗、鸡、扎、西、

知、粗、居、需、滋、区、思、租、苏、吃、呲、

沙、家、虾、叉、猪。 

 

附录 2：图 1、图 2 中汉语拼音与 IPA 符号对应

表。 

汉语拼音 IPA 

s-c /s/-/tsʰ/ 

s-z /s/-/ts/ 

z-c /ts/-/tsʰ/ 

sh-ch /ʂ/-/tʂʰ/ 

zh-ch /tʂ/-/tʂʰ/ 

sh-zh /ʂ/-/tʂ/ 

j-q /tɕ/-/tɕʰ/ 

q-x /tɕʰ/-/ɕ/ 

j-x /tɕ/-/ɕ/ 

c-ch /tsʰ/-/tʂʰ/ 

c-q /tsʰ/- /tɕʰ/ 

ch-q /tʂʰ/-/tɕʰ/ 

s-sh /s/-/ʂ/ 

sh-x /ʂ/-/ɕ/ 

s-x /s/-/ɕ/ 

z-zh /ts/-/tʂ/ 

zh-j /tʂ/-/tɕ/ 

z-j /ts/-/t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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