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民族地区英语师范生语音
负迁移影响的教学现状及对策
李  迪

摘要：对贵州民族地区高校英语师范生的英语语音教学进行研究发现，少数民族语言或地方方

言对大部分民族地区的学生学习英语语音产生了语音负迁移的影响。文章指出一些较为突出的

语音负迁移影响语言学习者的教学现状，提出弱化语音负迁移影响的教学策略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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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学习是一门新语言学习的开始，是

语言其他方面学习的基础。发音是英语的灵

魂，流利、准确、地道的英语发音是学好、

说好英语的关键因素。在有声信息交流急剧

上升和国际人员往来日趋频繁的当下，英语

语音教学的重要性日渐突出。由于少数民族

地区的地理位置普遍比较偏远，部分地区交

通不够发达，因此英语师资及教学质量并不

理想。尤其是在英语语音教学方面，存在起

点低、底子薄、区域差距大等特点，英语语

音教学质量和学生语音素质相对滞后。

民族地区的英语专业大学生将来有机会

成为家乡中小学的一线英语教师或学前儿童

的英语启蒙教师。因此，在民族地区的英语

教学改革中，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语音习得

水平的提高非常关键。要想提高民族地区英

语专业大学生的英语语音习得水平，教师需

要探索他们在学习英语语音时的负迁移现象

及特点，因材施教，灵活处理教材及探索新

的教学方法，减弱少数民族语言或民族地区

方言带来的语音负迁移影响。

一、 语音负迁移概述

迁移是一个心理学术语，它指的是一种

学习对另一种学习产生影响。语言迁移常常

发生在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中。语言迁移分

为正迁移和负迁移。当语言学习者的母语规

则和第二语言规则一致时，语言学习者的母

语就会对第二语言的学习产生积极影响，这

种积极影响就是语言学习过程中的正迁移；

当语言学习者的母语规则和第二语言规则不

一致时，语言学习者的母语就会对目标语产

生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就是语言学习过

程中的负迁移。通常情况下，如果母语规则

与第二语言规则相差较大，母语会对二语学

习者产生较大的负迁移影响。  

语音迁移是语言迁移的普遍现象。少数

民族语言或民族地区方言是一种在地域上或

社会上有着自身特点的语言变体，这种语言

变体的发音规则与英语发音规则的异同会给

民族地区的二语学习者带来正迁移或负迁移

影响。正迁移会促进民族地区英语学习者的

二语学习，而负迁移会阻碍民族地区英语学

习者的二语学习。

二、 贵州民族地区义务教育阶段

的英语语音教学现状

贵州民族地区尤其是部分乡镇地区经济

通常比较落后，地理位置比较偏僻，因而信

息比较闭塞，教育资源相对短缺，再加上复

杂的语言文化环境，使民族地区小学英语教

育无法与时代接轨。时至今日，民族地区的

小学英语教师教学能力依然参差不齐，一些

英语教师的英语发音从未接受过正规且专业

的培训，英语发音不标准，导致教师在英语

教学过程中常常忽略英语音素发音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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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视英语语法的教学。因此，学生在未完全掌握英

语音素发音的情况下，只能死记硬背，这样既降低了

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也增加了学生学习英语的难度。

到了初高中阶段，由于升学压力的增加，民族地

区的教师和学生在英语的教与学过程中，通常会侧重

语法的教学及做题。这就导致在基础教育教学活动中，

教师和学生都忽略了英语学习中掌握英语音素发音的

重要性。语音是语言学习的基础，学不好英语语音会

直接影响英语学习者的方方面面，如英语口语交际能

力、英语听力能力、英语词汇积累等。

部分由贵州民族地区考入高校的英语师范生，由

于小学、初中、高中都未接受过系统的英语语音教学，

因此英语语音基础薄弱，且受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影

响，英语发音一直得不到纠正。这种少数民族语言或

方言带来的语音负迁移影响有的甚至会持续一生。

三、 贵州民族地区英语师范生语音负迁

移影响的教学现状

五年来，笔者通过在民族地区高校英语语音课程

中运用观察法、经验总结法、访谈法和对比分析法，

对民族地区英语师范生语音负迁移的主要影响现状进

行分析，探索能够弱化这种负迁移影响的教学策略。

( 一 ) 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对英语音素“n”和

“l”的发音产生负迁移影响

部分民族地区受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影响较大的

学生，在“n”和“l”的语音音素学习中较为吃力，

不能很好地区分“n”和“l”，容易用“n”代替“l”

的发音，把 like 读成 nike。通过访谈和观察，笔者发

现出现这一现象的学生在普通话表达方面也有类似的

状况，如容易把“里”读成“你”。这种易混淆的发音

状况，贵州许多民族地区的学生都存在，无论是来自

黔南，还是来自黔西南、黔东南等地区的学生，都有

类似现象。大部分是受到贵州方言的影响，虽然民族

地区学生的方言略有不同，但是在大部分贵州方言中，

在表达普通话的拼音“l”时，都会用“n”来替代。例如，

在表达“你去哪里”时，会用“你克（去，方言会用‘克’

表达）哪‘你’”来表达。这种方言的消极影响不仅影

响了语言学习者普通话的表达，也影响了语言学习者

英语音素的发音。

( 二 ) 受布依族语言影响较大的布依族学生区

分不了英语音素中的清浊辅音

土生土长的布依族英语师范生很难区分英语音素

的清浊辅音，如“p”和“b”的发音。因为在贵州地

区的布依族语言中，没有清辅音的发音，这对从小说

惯了布依族语言的学生来说，发清楚清辅音如“p”的

发音尤其困难，更不用说区分“p”和“b”的发音。

这一现象多发生在生活中长期用布依族语言交流的布

依族学生身上，其他民族地区的非布依族学生基本能

清楚地辨别清浊辅音的发音。

( 三 ) 部分民族地区的学生受方言影响容易将

英语音素 /æ/ 和 /aɪ/ 混淆

在语音教学的研究过程中发现，来自六盘水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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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地区以及黔东南地区的部分英语师范生，容易将

英语音素 /æ/ 和 /aɪ/ 混淆，在学习英语音素 /æ/ 时，很

容易将其读成 /aɪ/。例如，bag 这个单词，本来应该读

成 /bæg/，他们会读成 /baɪg/；在读 kite 这个词时，他

们又把本应该读 /kaɪt/ 的读音读成 /kæt/。通过观察他

们日常的方言交谈，笔者对他们进行了访谈，发现主

要原因有两点：第一，他们的初、高中英语教师都是

本地人，日常教学受方言影响较大，教师会将 /æ/ 和 /

aɪ/ 混淆，故而学生“依葫芦画瓢”，也会将 /æ/ 和 /aɪ/
的发音混淆；第二，在本地方言中，将 /aɪ/ 读成 /æ/ 的

情况比较多，比如在说“我爱学习”时，他们会说成

“我‘暗’（类似英语发音中的 /æ/）‘学’（方言会读成

xiō）习”。

四、 弱化贵州民族地区英语师范生语音

负迁移影响的教学策略

通过对民族地区英语师范生的英语语音教学进行

研究，笔者发现语言学习者受到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

的负迁移影响较大。除此之外，部分学生学习英语语

音时也会受到普通话发音的负迁移影响。为了帮助民

族地区英语师范生打好扎实的语音基础，提高他们的

英语发音水平和英语语音学习兴趣，弱化语音负迁移

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在克服语言学习困难的同时帮助

他们建立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笔者通过五年的英语

语音教学实践，总结了三个帮助弱化民族地区英语师

范生语音负迁移影响的策略。

( 一 ) 分层教学，划分语音学习小组

在高校中，每个班的学生通常来自各个不同的地

方。因此，学生的语言学习背景不一样，语音受到负

迁移影响的程度也不一样。在课程开始之前，教师可

将一个班级按照每组不超过 10 个人的规模划分小组。

在小组中，根据一定的语音测试筛选出受语音负迁移

影响较小且语音情况较好的学生担任组长。由各个小

组长共同组成另一个新的小组，教师作为这个组的组

长。每次班级语音教学活动结束后，在布置语音作业

练习的环节，教师着重培训各个小组长的语音发音及

语音听力，确保各个小组长习得相关的音素内容。课后，

由经过培训后的小组长听取各个小组成员的语音作业，

并将受到语音负迁移影响较大的学生的音素发音、单

词发音以及学习遇到困难的组员名字记录下来，将记

录报告给教师。教师可选择在下一节课的课中、课间、

课后根据这些记录进行细致、全面的讲解，尤其是在

处理学习遇到困难的组员名单时，教师需要在课间或

课后进行一对一教学。

( 二 ) 因材施教，突出重点
重点关注长期生活在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地

区的学生。一般情况下，在这类语言环境下成长的学

生受到的语音负迁移影响较大，教师要及时发现、尽

早干预，面对面纠音的效果会比较好。教师要着重听

他们的发音，观察他们的口型，并能模仿他们的不规

范发音，找到干扰他们发音的口型或发音器官，用对

比研究的方法，在学生面前先模仿学生的不规范发音，

再示范英语音素或单词的正确发音，让学生先听音辨

音，找出不规范的发音和正确发音之间的区别，再逐

步引导学生纠正以往的错误发音，对受语音负迁移影

响较大的学生要给予持续关注。纠音是一个较为漫长

的过程，教师同学生一样，都需要耐心和毅力。

( 三 ) 灵活处理教材，采取由浅入深、循序渐
进的教学模式

笔者访谈发现，对于民族地区的高校英语师范生

来说，学习元音的难度要大于学习辅音的难度。尤其

是对于大一学生来说，元音发音的口型和要运用到的

发音器官较为复杂，这会让刚开始接触英语语音这门

课程的学生，尤其是受到语音负迁移影响较大的学生

受到打击。因此，教师可适当调整教学顺序，灵活处

理教材，可先教简单的辅音音素入门，再过渡到较难

的元音音素，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民族特色，采取

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教学模式，培养和提高学生的

学习兴趣。

民族地区的部分高校英语师范生成长在一种多语

言交流的环境中。各语言语音之间会相互产生影响，

相互作用，其中产生的语音负迁移会直接或间接地影

响他们的语言学习效果和学习状态。因此，教师需要

在教学中细心观察学生的学习特点以及语音负迁移对

其英语学习造成的影响。（作者单位系黔南民族幼儿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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