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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生产出性英语语音素质管窥	  
周卫京	  宋会萍	  

摘要：本研究通过实验语音学研究方法，对88名大学生英语
口语产出的语音可理解度和流利度进行了实验调查。结果显

示，在孤立单词和语篇朗读中，音段可理解度分别是88%	  和
89.4%，但11.6%的错词率极大降低了语篇的总体可理解度。
在语速、停顿、连读三项流利度指标上，中国大学生与英国

母语大学生相比均存在质和量的巨大差异，因而使其朗读的

语篇具有明显的碎片化和滞阻性的非流利特征。英国语音专

家和欧盟二语英语习得者对中国大学生朗读语料的感知评

价显示，中国大学生的语音素质虽然达到了可以交流的门槛

线，但与清晰、流利、准确、有效的跨语际交流目标相距甚

远。研究者希望以上发现可对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的修订提供

实证参照，对口语教学改革也有启示。	  
关键词：英语口语；产出性语音素质；可理解度；流利度；

感知评价 
 
基于标记区分假设的中国EFL学习者英语音节首辅音丛产出

研究	  
曹瑞斓	  

摘要：辅音丛的产出研究是语音研究的重要方面。本研究以

标记区分假设为理论依据，研究了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

者英语音节首辅音丛的产出情况。研究发现，在考虑辅音丛

复杂度标记性时，标记区分假设可以预测中国EFL学习者对英
语音节首辅音丛产出的难度等级，但在考虑响度标记性时，

标记区分假设不能准确预测产出情况。此外，标记区分假设

对产出中的问题类型的预测和解释力也较弱。本研究表明，

以标记区分假设为理论基础的语音习得研究需要综合分析

不同类型的标记性。	  
关键词：标记区分假设；音节；辅音丛；口语产出 
 



中国学生英语短语重音特点研究	  
陈桦 王馨敏	  

摘要：短语是大于单词、小于句子的句法单位。短语在韵律

上即可自成一个语调单位，也可与其它成分共建一个语调单

位。本研究基于语音数据库，首次从实验语音学角度聚焦于

各种主要类型短语的重音特点进行了分析。分析语料包括名

词短语、动词短语和介词短语等三种主要短语类型。研究结

果不仅在更大数据上验证了现有同类研究的发现，同时也发

现了以往小数据样本研究没有发现的新特点。这些发现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此类研究的缺乏，势必对英语口语教学

有一定启示。	  
关键词：英语短语；重音；中国学生  
	  

韵律对礼貌交际的影响——以中国学生致谢表达为例	  
张燕	  

摘要：韵律语用界面研究关注交际者为实现交际目的对韵律

资源进行的运用。本文从言语行为角度，借助本族语者感知

评分和学习者情景会话两项任务，分析影响中国学生英语致

谢礼貌度的韵律因素。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学生致谢表
达被本族语者感知为不够礼貌，其中韵律是影响致谢礼貌度

的主要因素；2）部分学生致谢表达存在人称代词的重读音
节伴随音高重音、强化副词的重读音节未伴随音高重音和句

末语调单位使用平调边界调等韵律特征，这些特征不利于表

达真诚谢意，还容易引起交际失误。	  
关键词：韵律；礼貌；致谢；界面研究 
 
 
 
 
 
 
 
 



l 课程改革	  
英语专业学生的语类意识与外语能力	  

杨信彰	  
摘要:	  本文通过对语类和体裁理论的分析，考察语类理论在
语言教学中的应用，目的在于说明语类意识是英语专业学生

外语能力的主要组成部分。本文认为语类意识以及正确使用

语类的能力是衡量英语专业学生外语能力的一项指标。因此，

教学大纲设计、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需要参考有关语类的研

究，确定常用语类的结构成分以及具体的词汇语法和修辞特

征。	  
关键词：语类/体裁；英语专业；外语能力 
 

关于英语专业设置创新能力培养课程模块之思考	  
张文忠	  	  冯光武	  

摘要：培养英语专业学生的创新能力虽然已经成为共识，但

课程体系中还鲜见培养创新能力的课程模块。本文主张以制

定英语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国家标准和修订《英语教学大纲》

为契机，设置直接针对创新能力培养的课程模块。本文提出

该模块可包括“个性化学习与研讨”、“研究方法初步”、“英语
专业专题研习”和“项目写作”四门课程，并简要讨论了该模块
课程的教学目标、内容和方法。	  
关键词：英语专业教育；	  	  创新能力；	  	  课程模块 
 
综合大学英语专业学科定位和核心课程体系建设的思

考 	  
徐志英 	  

摘要：本文分析了国内综合大学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与存在的

问题，探讨了英语专业的人文学科内涵，结合牛津大学英文系

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的启示，以及现代大学的使命，提出

了立足人文学科本位、重塑文学、文化课程核心地位的综合大

学英语专业建设思路。	  
关键词：综合大学；英语专业；学科定位；人文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