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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世界英语框架下教师与学生对语音教学的认识

方帆

(汕头大学 英语语言中心
,

广东 汕头 5 15 0 6 3)

摘要
:
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传播与发展

,

以及通过人们在不同地区的使用与 交流过程中
,

形成了许多不 同的变体
。

在

今天的中国
,

英语的教学显得愈发重要
,

而 以语音教学的标准与模式为 目的的研究
,

也成为 当今英语教学中一个值得研究

的话题
。

此研究调查分析 了中国南方一所大学英语语言 中心 的教师与 不同专业 的学生对英语变体范例的认识
,

并以 问卷

调查和语言范例 的形式
,

深入认识教师与学生对各种英语变体的偏好
,

以及学生期望掌握的英语语音水平
,

最后在世界英

语理论框架下为 中国的大学英语教学提出一个更为合适的英语语音教学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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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地理角度上分析
,

从古英语到现代英 英语的地位及其作用
,

除了考试
、

升职
,

或者在一些特定场合才

语
,

再到今天成为全球通用语
,

英语都在其前所未有的传播与 会使用得到
,

其在社会中的重要性
,

特别是作为交际的工具
,

往

发展之下
,

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不同的变体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 往会被人们所忽视
。

广泛使用
。

在这一背景之下
,

如何让世界英语与英语作为国际 1 英语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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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读博士
,

现就职于汕头大学英语语言 中心
,

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英语
,

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
,

英语

教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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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使用
,

自然而然的
,

人们就会质疑学习英语的必要性
,

因为

对一部分人来说
,

只要大学毕业
,

他们便很少再会跟英语打交

道 ; 甚至对有些人来说
,

即使他们把许多时间和精力花在学习

英语上面
,

他们也很难用英语流利地与他人进行沟通
。

所以有

人指出
,

由于中国缺乏一个语言环境
,

英语几乎不可能成为人

们交流的媒介
。

然而
,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
,

英语在世界范围内
,

已经逐渐发展成了一门全球通用语这一事实
,

更重要的是让人

们如何正确对待芙语的学习态度与改进教学方式
。

2 语言意识与语言态度

在研究语言变体中
,

语言意识
、

语言态度与英语作为全球

通用语
,

以及语言教学等因素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

根据语言意

识协会
, “

语言意识
”

是
“

语言的本质
,

语言学习
,

语言教学与使

用过程中有意识的理解与敏感性
” 。

从语用学上说
,

Th
o m as

(l99 2 )
「31

的元语意识与第二
、

第三语言学习
,

以及 Re llo
u

(20 01 )
[a] 的元语言意识与第二语言水平的关系

,

都强调了语言意识与

语言学习的重要性
。

所以
,

在英语作为一门世界语的框架下
,

让学生熟悉不同的英语变体
,

有助于提升他们的语言及文化交

际能力 ¹ 。

v ol et (20 01 ) 「5] 也强调了多维度的
、

基于语境的与变

化中自然而然的语言态度与语言学习动机的关系
。

语言意识与语言态度与语言学习的联系
,

也受到了许多国

内英语研究工作者的重视
。

石兴玲 (20 06) 陌l
指出

: “

语言意识在

外语教学和学习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些意识能让教师

洞悉整个外语教学和学习过程
,

增强教师驾驭外语教学的能

力
,

使教师在教学时有意识地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

性
,

更好地因材施教
,

有的放矢和采用灵活
、

行之有效的方法
。 ”

所以
,

为了研究以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框架下大学生的英语语

音教学
,

有必要对中国大学的教师与学生对不同英语变体的语

言意识与语言态度进行调查与研究
,

从而提出一个更为合理的

大学 芙语语音教学视角
。

3 研究方法

本着研究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框架下教师与学生对不同

英语变体的语言意识和语言态度
,

笔者根据研究需要
,

从不同

的方面设计了以下五个研究核心问题
:

l) 教师与学生对芙语变体的语言意识认知程度 ;

2 )教师与学生对芙语变体的语言态度及其偏好 ;

3) 中国教师与外国教师
、

低年级与高年级学生对于以上两

方面看法的异同 ;

4 )教师与学生可以接纳的不同芙语变体 ;

5 )如何通过有效方式让教师与学生接纳不同的英语变体
。

本研究以一份问卷调查为基础
,

加上不同的英语语言范例

及相关问题作为研究手段
。

研究的参与者是中国南方一所大

学英语语言中心的教师与不同专业的学生
。

基于 Ch ell a nd H u

(20 06 ) 口l的研究
,

笔者完善设计了一份问卷调查
。

同时
,

本问卷

调查还使用了 14 个不同的语言变体范例
,

其中包括不同性别
、

以英语为本族语与非本族语使用者的语言范例
。

英语为本族

语的语言范例包括英国英语
、

美国英语
、

加拿大英语和新西兰

英语 ; 英语为非本族语的语言范例则包括奥地利
、

中国及马来

西亚的芙语范例
。

笔者让讲话者录音
,

并由他们通过互联网发

回到笔者手中
。

这些语言范例都是讲话者关于他们 日常生活

的一段独 白
,

笔者把语言范例压缩为一分钟左右的剪辑
,

方便

教师和学生对语言范例进行评价
。

教师的问卷是 以英语形式

设计并完成的
,

而学生的问卷调查则是翻译成中文的版本
,

以

求让学生得以充分地理解问卷调查的内容
。

问卷在学生 中的

有效回收率达到 92 7 %
,

在教师中的有效回收率达到了90 5 %
。

其中的有效问卷中
,

低年级学生 124 人
,

高年级学生 104 人
,

教

师一共38 人
。

本研究希望通过让讲话者采用相同话题的方式
,

可以最大

程度的在非对话语境下体现话语的自然
。

通过多角度的研究

设计
,

加上学生与教师的问卷调查数据
,

以及直接与间接的研

究手段
,

并定量
、

定性地分析研究问题与结果
,

笔者希望为英语

作为国际语背景下的英语语音教学提供一幅较为全面的研究

蓝图
。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问题 1 :
你是否曾听说过世界芙语或芙语的变体一说?

关于教师与学生对于英语变体的意识
,

从这个问题我们看

到
,

只有 16 9 % 的低年级学生与将近一半的高年级学生听过说
“

世界 芙语
”

或英语变体一说
。

而不出意外
,

所有的教师都听说

或学习过
“

世界芙语
, ’

或芙语变体
。

问题 2 :
根据你所了解的不同英语变体

,

哪一类型的英语可

以被称为
“

标准芙语
, ’

?

这一问题涉及到教师和学生对英语变体的态度
。

低年级

与高年级的大多数学生认为
“

英国英语
”

更为纯正
,

但也有一部

分人认为
“

美国英语
”

也可加被以
“

标准
”

的标签
。

教师们也认

为
“

英国英语
”

和
“

美国英语
”

可以被称之为
“

标准英语
” ,

而只有

有很少一部分教师认为其他英语变体是
“

标准
”

的
。

总体上说
,

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
, “

英国英语
”

和
“

美国英语
”

还是较为普遍

地被认为是
“

标准
”

的英语
。

问题3 :
根据你所了解的不同英语变体的口音

,

你更喜欢哪

一种芙语 ?

虽然比较多的学生认为
“

英国英语
”

是
“

标准英语
” ,

但是更

多的学生却偏好
“

美国英语
” ,

而这一现象在高年级学生中表现

得更为明显
。

正如 H u (20 04 ) 「别 在研究中指出的 : “

当今
,

美式英

语口音在中国是一种潮流
,

这一点可以在许多英语节目中反映

出来
。

(国内的)大多数电视节 目里面
,

人们讲的英语都是美式

芙语口音
” 。 H u

也指出了其他
“

美国芙语
, ’

在中国占据主导的原

因
,

其中两个最主要的原因是
“

中国的美国移民潮
”

以及
“

中国

拥有着许多来自美国的芙语教师
” 。

问题 4 :
你是否认为某些芙语口音优于其他口音 ?

从语言学角度上说
,

没有一种语言或者方言生来是优于其

他的语言或方言的
。

然而
,

人们似乎对某些 口音存在着一些偏

见
。

就两组学生来说
,

有超过 60 % 的高低年级学生认为某些英

语口音优于其他 口音
,

也有大部分的教师受访者持有相同的观

点
。

在问卷调查中
,

大多数人都认为所谓的标准美式 口音 (GA )

是较为高贵的
。

如果从更大范围上说
,

语言与身份认同的关系

也是值得讨论的
。

正如w a rd hau gh (198 6) 田l
指出

: “

语言偏见
,

无

论是偏好或反对任何一种特定的方言或语言
,

都是存在于社会

语言学当中的
,

也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事实
。 ”

事实上
,

语言与

个人身份是相联系的
,

而在现实生活当中
,

语言偏见恰恰也是

很难以被避免的
。

问题 5 :
你是否认为某些英语 口音比其他 口音更容易被理

解?

类似于上一个问题
,

有超过一半的低年级学生与超过 60 %

的高年级学生
,

加上超过 70 % 的教师认为某些英语 口音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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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口音较容易理解
。

不可否认的是
,

中国属于扩展圈国家º ,

英语的学习者和使用者往往比较熟悉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 口

音
。

不出意外
,

这两种英语 口音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容易被理解

和接纳的
。

但是
,

从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的角度上看
, “

中国英

语
”

口音也许相比英语为本族语的英国英语和美 国英语来说
,

更容易被大家所理解
。

问题 6 :
你认为中国学生必须掌握什么样的芙语口音 ?

学生们选择了不同的答案
,

从
“

标准英语口音
”

到
“

以英语

为本族语的人可以理解 的英语 口音
”

都有人选择
。

从数据上

看
,

超过了 60 % 的教师和学生们都认为
“

英语为本族语的人可

以理解的芙语口音
”

是 芙语语音教学的核心
。

问题 7 :
你认为中国学生的英语语音必须达到什么标准程

度 ?

对于学生必须掌握的英语语音标准
,

教师和学生则显得比

较实 际
,

答案也显得较为集中
。

只有 8
.

1% 的低年级学生和

12 5% 的高年级学生
,

加上 巧
.

8% 的教师认为
“

与英语为本族语

的人一样的语音
”

是他们学习英语的最终 目标
,

而更多的学生

和教师 (71 0 % )的低年级学生与 64 井% 的高年级学生
,

加上

60 5% 的教师)则认为
“

英语学习者与英语为本族语的人都能听

懂的口音
”

(即
“

可理解性
”

)( Int ell i g ibil it y )是衡量他们自身 (或

学生 )语音水平 的准则
,

另外有各自将近 巧 % 的高低年级学生

和 21
.

1% 的教师则认为
“

保留自己的英语语音
”

即可
,

也有很少

一部分学生和一位老师不在乎自己 (或学生 )的芙语语音
。

问题 8 :
你认为如何才能使你的语音达到上述你认为的目

标 ?

对于如何达到自身所期望的芙语语音水平
,

听 B BC与 V O A

广播
,

或者与英语为本族语的人进行练习与交流
,

都是学生们

所偏好的答案
。

有趣的是
,

更多的教师希望学生们接触不同的

英语变体
,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师们认为
“

英语作为全

球通用语
”

的重要性
。

问题 9 :
你认为教师应该教授哪一种类型的芙语?

关于教师应该教授哪一类型的英语
,

学生们大多选择
“

标

准英语
”

和
“

国际用途英语
” ,

也有一部分学生和教师 (虽然是很

小一部分 )选择
“

中国英语,’@
。

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
,

教师

和学生开始对地方性英语变体 的认识与理解
。

正如 McK ay

(20 02 ) 「l0] 指出的
,

在英语为国际语的教学
,

要求研究者与教育者

从根本上分析在语言社会中以学习者对英语的特定需求
,

作为

基本的学习 目标
。 ”

但是
,

我们要明确的是
,

没有一种英语教授

方式是唯一和绝对的
。

问题 10 :
你认为

“

标准芙语
, ’

由哪些成分组成 ?

学生和教师们都认为语音
、

词汇和语法都是
“

标准英语
”

的

重要组成部分
。

虽然大多数研究者都避免认为语音是
“

标准英

语
”

的组成部分之一
,

但是似乎在扩展圈国家当中
,

语音仍然是

在英语教学当中被强调的一个重要因素
。

5 语言范例

分析学生对语言范例认识的数据中
,

可以看到他们选择的

答案和问卷调查结果是相符合的
。

关于
“

可理解性
”

和
“

语言偏

好
”

的回答
,

北美英语变体是最容易被辨别和判断的
,

其他的英

语变体
,

学生只能辨认出英国英语和中国英语变体的女声范

例
。

只有很少一部分学生可以辨认出新西兰英语
、

马来西亚英

语和奥地利 芙语的语言范例
。

对于这些语言范例的
“

可接受度
” ,

低年级学生的评分在

1 98 到 3 57 分之间( 1分为最低
,

5分为最高 ) ; 而高年级学生的

可接受度则在 2 238 到 3月分之间
,

也说明了高年级学生对这些

英语变体的接受程度高于低年级学生
。

在学生们 的评分中间
,

高年级学生对英语变体可接受度 的最高分为 4
.

16
,

最低分为

2
.

1 ; 而低年级学生对这些英语变体的可接受度最高分为 3
.

83
,

最低分则为 1 94
。

加拿大芙语变体的女声范例在学生当中的可

接受程度是最高的
,

而马来西亚英语变体的女声范例可接受程

度则是最低的
。

6 分析讨论

从调查结果中我们可 以看到
,

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认为
“

可理解性
”

是他们在语音教学当中的基本准则
。

教师们也倾

向于避免狭义地认为
“

标准英语
”

是教学的唯一标准
。

以英语

本族语为标准的语音教学模式在近年来 已经受到了一些学者

的质疑
,

特别是在英语已经
“

本土化
”

而形成自身变体 的国家
,

如新加坡
、

菲律宾
、

尼 日利亚等国¼ 。

所以
,

以英语为本族语为

标准的语音教学模式
,

已经不再是 芙语语音学习和使用的唯一

目的
。

特别是在高校的英语教学中
,

必须让学生们认识到
“

英

语作为国际语
”

并形成了多种变体的现实
,

让学生们认识到有

越来越多的双语使用者通过不同的方式使用英语
,

这也就削弱

了传统意义上
“

标准英语
”

口音的唯一准则
。

蒋红柳 (2 00 2) 「川

也指出
: “

在我国的芙语语音教学中
,

[.
·

]到高级阶段时
,

我们便

可尽量在教学过程中做到兼收并蓄
,

尽量丰富学生的语言知识

和提高认知各种不同方言音的水平
,

增强他们实际应用语言的

能力
” 。

对于教师和学生们在问卷调查中选择的对于英语语音的

偏好问题
,

正如M c Ka y (2002 )「l0] 提出的 : “

英语的各种变体在语

言学上是平等的
,

但是在社会当中却不是如此
。 ”

因此
,

教师和

学生表现出他们对特定的英语 口音或变体的偏好也就不足为

奇了
。

对于英语的
“

标准化
”

问题
,

我们要看到
,

在世界范围内已

经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英语变体
,

类似
“

标准化
”

这样的概念在英

语实际的交流功能角度上并不是绝对的
。

从
“

英语作为全球通

用语
”

的角度上看
,

绝对的
“

标准英语
”

是无法定义也是不复存

在的
,

因为语言是在不断变化当中的
, “

标准
”

也不再是一个纯

粹静止的概念
。

一些看起来似乎是不
“

标准
”

的英语
,

也许经过

今后的发展和演变
,

可以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并使用的英语 ; 而
“

标准
”

也是有地域性的
,

例如新加坡英语就使用了如 st a ffs
、

fu r -

n i tu re s
等这样类似 的词汇

,

及 H e e a t h e re ye s t e r d a y
, 1 d o n

’ t

ha ve tic ke t等类似的句子
,

而人们也不会用
“

不标准
”

这样的标

签去定义属于他们自身的芙语变体
。

7 结束语

通过这一研究
,

我们可以总结出
,

如何让教师把语言意识

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性传递给学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

同时提

高学生的语言意识以及语言应用能力
。

对于
“

语言态度
”

这一

问题
,

虽然
“

标准英语
”

不再是英语语音教学的唯一标准
,

大多

数教师和学生仍然认为英国英语更为
“

标准
” ,

偏好于
“

美国英

语
” 。

在英语为非本族语使用者大大超过英语作为本族语使用

者的今天
,

这一观点必须重新进行审视
。

以英语作为本族语为

标准
,

也不利于在
“

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
”

背景下与不同英语使

用者进行交流½ 。

现阶段的大学英语教学必须要求教师认识到

英语作为一门世界语的背景
,

让学生多接触与了解到不同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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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变体
,

从而树立
“

全球芙语
, ’

的意识
。

基于以上的讨论
,

一方面
,

高校的英语教学必须让学生接

触不同的英语变体
。

因为我们的学生不可能仅仅与英美 国家

的人打交道
,

胡晓琼 (20 07 )
「lz] 也指出

: “

随着中国的人世
,

中国

人学英语将不再只是为考试和拿文凭证书而学
,

而是会变得越

来越实用
,

即为了工作
、

跨文化交际
、

国际交流以及个人需求而

学英语
” 。

另一方面
,

有条件的高校可以招聘来自不同国家的

外教
,

而不仅仅局限于英美国家
,

这样可以让学生接触到不同

的英语变体
,

也了解到属于不同国家的文化
。

与此同时
,

在英

语全球化的今天
,

我们的英语教学也要回归于本土化教学
。

我

们不仅仅要教
“

G lo b al E n g lish
” ,

也要重视
“

G lo e a l E n g lish
” ,

也就

是说
,

我们在教授不同文化的同时
,

也不能忽视了本土文化的

教学
。

(注
:

本文的数据与分析基于 Cl au di a K ull sc hac k 和 Fa
n

Fa ng

的研究
,

论文发表于菲律宾语言学期刊
,

题为 Int ell isi bil ity
,

Ac
-

e e p ta b ility
,

T a r g e t一 like n e ss : T e a e he r v s
.

Stu d e n t Pe r sp ee tiv e s o n

the

Te
a e hin g of Pr o n u n e ia tio n w ith in a n E IL Fra rn ew o rk

,

2 00 8
,

39
: 1一 1 3

。

问卷调查与语言范例的具体介绍请参见此文 )

注释
:

¹ 参 见 K u n s e h a k C L a n g u a g e v a 五a t io n in Fo re ig n L a n g u a g e

T e a e h in g : O n the R o a d t o Co rn rn u n ie a t iv e C o rn p e t e n e e [M ]
.

Fra n kfu rt: Pet er Lan g Pu bl is hi n g , 20 04
.

º 参见 K a e h ru B B Th e Othe r To n g u e : E n g lish a e ro s s Cu ltu re s

[M ] U rb a n a & Chi e a g o :U n i v e r s i ty o f Illi n o i s Pre s s , 199 2
.

» 这里的
“

中国英语
”

指的是以
“

标准英语
”

为基础的表达中国

特有事物
,

具有中国化特点的英语
,

其使用不影响交际功能

的一种英语变体 (参照李文 中
,

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 [J]
.

外语教学与研究
,

19 93 (’) :1 8一24
.

)
。

¼ 参见 K a e h r u Y ,

N e ls o n C W o rl d E n g li sh e s i n A s ia n C o n t e x t s

[M ] H o n g K o n g : H o n g K o n g U n i v e r s i ty Pr e s s , 2 00 6 ; Me K叮 5 L
.

T e a e h in g E n g lish a s a n I n te r n a tio n a l L a n g u a g e : R e th i n ki n g

G o a ls a n d A p p r o a e he s [M ] Ox fo rd :Ox fo rd U n i v e rs ity Pre s s ,

2 00 2
.

½ 参照 Je n k in s J E n g li sh a s a Li n g u a Fr a n e a : A t ti tu d e 。n d I d e n
-

t ity[M ]
.

O x fo rd : Ox fo rd U n iv e rs i ty Pr e s s , 2 00 7 ; S e id lho fe r B U n -

d e r s t a n d in g E n g lis h a s a Lin g u a Fr a n e a [M ] Ox fo r d : Ox fo r d

U n i v e rs i ty Pr e s s , 20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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