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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视域下大学英语语调教学策略研究

乔丽苹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商贸系

,

浙江 宁波 3巧 8 0 0 )

【摘 要」功能性是英语语调的基本特征之一
,

在研究领域
,

英语语调 功能分为语法功能
、

表态功 能
、

重音功能和语篇功能

四类
。

基于语调功能对国 内大学英语听力 教材中的英语语调应用情况进行的归纳和数据统计显示
:
英语本族语者倾向于借助

语调实现交际意图 ; 降调 的使用频率最高 ;语调与句型之间没有规约关 系
,

其选择依赖交际语境
。

基于语调功能和 E FL 语境的

三种英语语调教学策略有助 于提高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

【关键词」功能 ;英语语调 ;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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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英语语调的功能研究属于语音学的研究范围
,

英语是语调语言
,

英语本族语者在交际中传递 随着功能主义语言学的兴起
,

目前在国内外学界甚

信息
、

表达思想
、

交流请感
,

都离不开语调这一超音 为流行
。

然而不同学者对英语语调功能的分类存

段特征
。

英语语调研究学者 iI< n g do
n
的

“

语调是语 在差异性
,

如 aP
u l eT

n
hc 将语调功能分为信息的组

言之魂
” 1[] p iix i的论断在英语语调研究领域颇有影响 织

、

交际功能的体现
、

表态功能
、

句法结构
、

篇章结

力
,

也深刻揭示了英语语调在交际中的重要性
。

构
、

语体辨析六种
3[] 。

eP et r

oR ac h则认为最常见的语

然而
,

审视国内的大学英语教学
,

不难发现 目 调功能只包括表态功能
、

重音功能
、

语法功能和语

前已开展的英语语调教学实践相对较少
,

且存在费 篇功能四种
4[] 。

时低效现象
。

教学中师生更多地关注英语发音是 (一 ) 语法功能

否标准
,

而语调运用是否地道
、

语调在特定语境中 曲文明指出
,

不同的语调模式区分句子的种类
,

的升降规律如何以及怎样有效提高语调使用效率 不同的调元界标位置区别句子的语义
,

这就是语调

等问题尚未引起实践者们的足够重视
,

这或许与他 所起的语法功能饰
36 一38 。

为方便学生掌握
,

传统英语

们尚未意识到英语语调在交际中的重要作用有关
。

语调教学倾向于把语调类型与句型
、

语义对等起

英语语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

语调语义的 来
,

比如陈述句
、

感叹句和特殊疑问句常用降调
,

表

准确理解依赖于特定语境
,

因此对 E F L环境下的中 示说话者肯定
、

赞同
、

命令等语义 ;一般疑问句用升

国英语学习者来说
,

系统掌握英语语调并在交际场 调
,

表示不确定或疑问语义 ;选择疑问句前升后降
,

合恰当运用非常困难
。

帕麦尔和布兰德弗
“

一个人 反义疑问句则是前降后升
。

例如① :

的本国语的语调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学到的
” 「2]
论断 1

.

:A Wha t
’ 、 y ou

r
job (、 ) ? (表示询问 )

进一步证实了缺乏真实语言环境的国内英语语调 :B I
’

m an ac co un t an ([ 、 )
.

(表示陈述事实 )

教学面临的困境
。

仅仅掌握习惯型语调模式
,

即语 :A O !h (句 oD you
e
nj oy i([ 厂 )? (降调表示感

言的形式与结构决定语调在真实的交际情景下还 叹
,

升调表示疑问 )

远远不够
。

基于语调功能来研究英语语调的教学 B : N o
.

1 d o n ’
* r e a l ly lik e i* (、 )

.

1*
’ 5 b o r i n g

实践是近年来该研究领域较推崇的一种方法
。

笔 (、 )
.

(降调表示肯定 )

者以 eP e[ r R oa hc 的语调功能四分法为基础
,

对大学 这种教学实践的结果往往是英语学习者根据

英语听力教材中的语调使用情况及对应功能进行 句子类型确定一个句子的语调类型
。

事实上
,

语调

归纳和分析
,

试图研究 E F L 环境下中国大学英语语 的语法功能未能概括真实语境下语调运用的全貌
,

调教学的可行性策略
。

下文中引用的例句源 自英 话语语义除字面意义之外
,

还有隐含意义或语用意

语听力教程 1①
、

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听力材料② 义
,

需要配合相应的语调才能最终实现话语意义
。

和新视野大学英语听说教程 1③
,

笔者在举例说明时 日常交际中
,

英语本族语者早已习惯于通过语调的

对例句的调心进行了标注
。

曲折变化表达 自己的情绪
、

情感或态度
,

如高兴
、

愤

二
、

语调功能分类 怒
、

惊喜或厌烦等
,

同一个句子需通过不同的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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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不同的情绪
,

而不局限于句子的类型
,

或者说

句子类型与语调之间不是一一对应关系
。

(二 ) 表态功能

同一个句子因说话者使用不同的语调而传达

不同的语义和情感色彩
,

这就是语调的表态功能
。

此时
,

语调的运用不拘泥于语言的形式和语法
。

例

如下面一对恋爱中的男女进行的有趣对话
D :

2
.

A : D 。 y o u lo
v 。 m e

(厂 ) ?

B : I
,

m
V e巧 fo n d o f y o u

(、 )
.

A : Y e 、
(、 )

,

b u * d 。 y o u l o
v 。 m e

(、 ) ?

B : u h … Y o u m e a n a 10 * *。 m e
(厂 )

.

A : w h y w o n ,
* y o u 。 n s w e r m y q u e s * i o n

(、 ) ?

B : w h a * q u e s *i o n
(、 ) ?

A : D 。 y o u lo
v 。 m e

(、 ) ? c o m 。 。 n
(厂 ) ! 1 w a n *

*。 k n o w (厂 )
.

B : I 。 a er fo r y o u V e巧 d e e p l y (、 )
.

Y o u k n o w

*h a * (厂 )
.

A : T h a * i s n ,
* *h 。 、 a m 。 *h i n g (、 ) !

交谈双方语调变化特征明显
,

被标记为黑体的

词汇是小句的调心
,

通过语调的高低起伏赋予小句

浓厚的感情色彩
。

A (男方 )第一次提出 D o y ou lvo e

m e
时用升调

,

表示不确定
。

B( 女方 )未用 ye 、
或 on 进

行直接回答
,

而是用间接
、

委婉的方式表示肯定 I
’

m

v e巧 fo n d o f y o u , “ v e r y ”

一词音高值最高
,

加重了肯定

语气
。

在未取得确切答复后
,

A 又问了同一个问题
,

不过这次句尾却用降调
,

表达急切
、

追问的态度
,

甚

至带有命令的 口吻
。

这时的 B 以 Y o u m e a n a l o t t o

m e
再一次对 A 的问题进行了肯定表达

,

而句尾的升

调则体现出此时的 B感到奇怪
,

不能理解 A 的真正

意图
。

等到 A第三次问同一个问题时
,

B显得非常不

耐烦
,

不断抬高音量
,

对其没完没了的提问表示愤怒

和抗议
。

该场景对话充分证实英语语调具有表态功能
,

一个句子升降调的选择完全取决于交谈的语境和

交际双方的说话意图
,

而没有固定的语调模式
。

对

于英语语调在具体语境中体现出的复杂性
,

有研究

者称之为
“

无规可循
” 「6 lp 67一 7` 。

(三 )重音功能

语调的重音功能研究是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

言学中的语调系统为理沦基础
。

在研究英语语调时
,

系统功能研究者是基于信息单位戈」分语调组
,

基本上

一个信息单位等于一巧
、

语调组
,

包括已知信息和新信

息
。

语调组是以英语语调结构为基本单位
,

包括调

冠
、

调头
、

调核和调尾
,

一个调组内部最重要和需要突

出强调的信息词往往被赋予调核重音
,

调核的语调从

很大程度上影响整 个语调组的语调
。

语调的重音功能主要是指说话者通过赋予被

强调信息 (往往是新信息 )调核重音的形式来达到

区分主要信息和次要信息的 目的
,

从而实现说者与

听者之间信息的有效传递和沟通
,

会话节奏得以有

效掌控
。

例如
:

3
.

[̂// h e b o y s to o dj o n th e / b u
m i n g d e e k //

刀、 o w / s il
v e r/ n e e d s *0 h a v e /l o

v e // 7[ ]p 3 37一3 3 8

依据语境
,

例 3第一个小句中的
“ o n * h e b u

m i n g

d e e k
”

和第二个小句中的
“ n e e d 、 * 0 h a v e l o

v e ”

是新信

息成分
,

其中
“
d e e k

, ,

和
“
lo

v e ”

两个词分别被标记为

黑体
,

发音时需要声调突出
,

是这两个小句的信息

焦点
,

也是新信息的顶点和终点
,

被赋予了标记性

的调核重音
。

(四 )语篇功能

语调的语篇功能是把语调作为一种语篇衔接

和连贯手段来进行研究的
。

何安平指出
,

语调以语

音的形式实现了篇章语义的衔接与连贯
,

并从调核

重音
、

调式组合
、

韵律特征变化等三个方面描述了

篇章语调的衔接机制
「枷 45 一47 。

曲文明研究出了英语

语调在 口头语篇中的三大功能
:
注意力聚焦与会话

行为调节
、

语调的语篇衔接作用
、

语调体现语篇不

同的文体
5[] 。

从语调和语篇语义的实现关系分析
,

每个语调

组 (通常为一个小句 )中传递最重要信息的词汇往

往被赋予调核重音
,

体现为音调的明显增强 (可升

可降 )
,

达到强化该信息的效果
。

同一语段内调核

重音能够把所有重要信息连接成一个或表递进
、

或

表转折的语义链
,

从而体现和实现语篇的衔接与连

贯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语调的重音功能研究成果为

语篇功能研究奠定了基础
。

下面看一则对话
: ②

4
.

A : /D o y o u s e l l e a m p i n g g e a r ? /

B : / y e s腼 e h a v e *e n * s / s l e e p i n g b a g s
j/

u s * a b o u *

e v e r y t h i n g y o u m i g h t n e e d / i n e l u d i n g s t o v e s /…

该段语篇围绕购买野营设备这一中心议题展

开
,

与这类设备相关的重要信息词汇如 t en s([ 帐篷 )
、

s l e e p i n g b a g s
(睡袋 )

, s * o v e
(炉子 )都被赋予了调核重

音
。

这些词汇的音高变化和小句语调升降共同作

用
,

形成了一条与话语主题相关的语义链
。

陈述中

调核重音词 *e n * s , s l e e p i n g b a g s , e v e巧*h i n g 和
s *o v e s

均被赋予升调
,

表达了语义的递进
。

三
、

语调功能在教材中的应用

目前我国大学英语听力教材多采用国外有声

资料
,

以保证英语教学中标准英语发音的输人
。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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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调的上述四类功能在该类教材中表现相当活跃
。

笔者以当前大学英语听力教学中的代表性教材为例
,

从语调的四种功能人手
,

对其中的语调用法和对应功

能进行了流理和归类 (图 1 )
。

由于语调的升降在调心

语调 语法功能 表态功能

部分出现
,

因此下面例句只对调心部分进行标注
。 “

调

心是指句子中动调出现的音节
,

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

的有逻辑重音
、

降调
、

升调和降升调所在的音节
。

它

是说话人要传达的信息中心
” 「g l p“ 。

重音功能 语篇功能

表确定性

5
.

D o n ’
t b e 5 0 h a

dr
o n

\h im
.

6
.

O h
,

\* e r ir if e !7
.

/

L e *
’ s h\ u rr y u p

.

8
.

Wh a *

d o e s t h e w o m a n \m e a n ?

表不确定性

9
.

C a n w e t u m
u p th e /

h e a t a l i t t l e /b i t ?

10
.

C a n ’
* 1 a r ar n g e fo r

a n i n t e vr i e w / n o w ?

表期望对方肯定回答

1 3
.

b u * d o y o u \ l o
v e \m e ? 14

W o u ld y o u l ik e a \ d ir n k ?

降调

表请求重述
,

引起注意
,

请

求帮助或认可
,

语义未完等

15
.

/Y e s ? 16
.

E x e u s e /m e
.

17
.

Y o u 9 0 a s k *h e w a y a n d

g e t m e s o m e th i n g t o d r i n k /

p l e a s e
.

18
.

O h
,

t h e e
ffe

e t s

W e er
V e r y / g o o d

.

态度更加温和
、

委婉

1 9
.

1*
’ 5 q u i*e /a l l /r i gh *!

2 0
.

W o u ld y o u m i n d p a s s i n g

th e s a l t
,

/p l e a s e ?

2 1
.

T h a n k /y o u
.

最重要信息被赋予调核 围绕某一中心议题的

重音 词 语 被赋予 调 核重

2 3
.

A八w h a[ a er 音
,

使语篇衔接与连

y o u \ d o i n g ? 贯
B : I

’

m \p a e k i n g
.

2 8
.

A : F r a n k
,s

重音和升调共同起强调 ge i[[ n gm\ ar ier .d

作用 B : 15 h e / r e a l ly ?

2 4
.

A : 15 *h e er A八Y e s ,

h e \15
.

a n y / s u g a r ? B : I \ d o n ,
*

B : Y e s , o f e o u r s e
.

\b e li e
v e i*

.

调升

陈述部分用降调
,

疑问部分用升调
,

征求意见

1 1
.

T h i s p i e n i e \b e a t s

*h e l a s* o n e w e 瑜 e n * *o
,

/

d o e s n ’
* i*?

表示选择疑问

12
.

Wh i e h

p e

而
r m a n e e ,

/ 5 :0 0 p m o r

\ 8 : 3 0 p m ?

表好奇或疑问

2 5
.

A n y b o d y / I /k n o w ?

2 6
.

\ I / s e e
.

降调升

表意外或不可思议

2 2
.

A : Sh e ’ 5 g o n e * 0 C h i n a !

B : /R e a\ l l y !

表强调事实

2 7
.

/ 5 0 y o u \ e a m e
.

2 9
.

A : H a v e y o u h e a
dr

t h e \ n e w s ?

B八 N o
.

A : T h e r e , 5 b e e n a

\ t e r ir b l e \ a i r \ e ar s h
.

B : O h \ d e a r ! \Wh e r e

w a s i t?

A : A \ t o w n e a l l e d

\B a n fo r .d

升降调

(图 1 大学英语听力材料中语调运用归纳 )

如图 1所示
,

语调的语法功能应用较为普遍
,

表 为
“

没关系
” ,

用法较正式
,

而采用高降低升的语调

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

易于学生掌握 ;表态功能和重 则表达出态度温和
、

语气委婉
、

非正式
“

没事
,

别在

音功能中语调的变化曲线往往取决于上下文而非 意
” 。

语篇功能的应用在教材中较为普遍
,

交际双

句型
,

有时甚至与语法功能规律背道而驰
,

如
“ D o

方通过语调的不断变化
,

结合其它语法和语义手段

yo u lo ve m e ?
”

一句表达
“

疑问
、

不确定的态度
”

时一 实现语篇的衔接和语义的连贯
。

然而需要指出的

般用升调
,

而对话中用降调且配以较快语速
,

充分 是
,

语调的语篇功能在国内研究领域尚处于起始阶

表达说话人
“

渴望对方肯定回答
”

的迫切心情
。

语 段
,

其研究成果应用于语调教学实践函待挖掘
。

调的运用离不开语境
,

这一方面增加了语调功能的 语调 小句 比例

丰富性
,

而另一方面却加大了语调的教学难度
。

降调 1 19 70
.

83 %

听力教材中 27 个短对话的 168 个小句的语调 升调 31 18
.

45 %

使用 情况统计 显示 (图 2 )
,

降调 出现频率最高 降升调 巧 .8 93 %

( 7 0
.

8 3% )
,

占压倒性多数
,

其次是升调 ( 18
.

45 % )
,

这 升降调 3 1
.

79 %

与韩礼德
“

在 日常英语会话中降调出现的频率最 共计 168 100 %

高
” 7[]
的论断相吻合

。

值得注意的是
,

降升调的运用 (图 2 教材中不同类型语调分布特征 )

往往无法从语调与句型之间的对应关系去理解
,

交 四
、

语调教学策略分析
际双方使用该类型语调时往往带有一定的感情色 对英语语调进行系统性分析和归纳非常困难

,

彩
,

如
“ h

’ 、
qu ile all ir hg t

.

”

使用降调时表示肯定
,

意 尤其是对 E F L 环境下的英语教师而言
,

语调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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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特征成为英语语调教学效果不佳的一个诱因
。

学生用英语交流时因不能理解对方语调而无法理

解其语义和 因语调运用不当而引起交际失误的现

象时有发生
。

作为一种语调语言
,

英语语调在交际

中的功能又无法回避
。

鉴于此
,

本研究基于英语语

调的四大功能对大学英语听力教材中常用语调进

行归纳
,

分析出了三种适合国内英语语调教学的策

略
,

供大学英语教师参考
。

三种策略之间既互为独

立又相辅相成
。

(一 )对比纠正法

以英语本族语者录音和学生录音为语料
,

借助

语音实验研究软件如 P ar a[ 生成科学
、

直观的音高频

谱图 (如插图 1和插图 2 )
,

教师引导学生观察并对比

图中重读音节的音高 (p i* e h )
、

音强 (I
n *e n s i *y) 等参数

的分布情况
。

通过观察与比较
,

学生容易发现自己

语调中偏离标准的地方
,

并及时加以纠正
。

该方法

属于实验研究法
,

师生需要首先学习软件的操作和

使用及分析不同种类的曲线图的方法
,

操作起来有

相当的难度
,

可参考和借鉴研究者蒋红柳 10[ 娜 4一86
的研

究成果
。

(二 )提炼归纳法

教师以图 1为参考
,

通过不断引导学生
,

从手头

教材例句中归纳真实语境下 出现的英语语调的种

类
、

功能及不同语境下的变化规律
,

形成语调类型

与英语句型之间的相对对应关系
,

为习得整个语调

系统奠定基础
。

例如上文表态功能中那则有趣的

英语对话
,

同一个问题
“ D 。 y o u l o

v e m e ”

被表述三

遍
,

且分别被赋予不同的语调
,

表达了不同的感情

色彩
。

教师引导学生分析同一句子使用不同语调

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 语调运用的语境是否存在规

律性 ? 语调的句法分类规律和表态功能之间吻合

与差异的情况怎样
。

(三 )模仿法

模仿本族语者语调使用方式
,

注重从交际意图

出发反复揣摩英语语调在实际交际语境中的灵活

性及规律性
,

从而尽可能向英语本族语者的语调运

用习惯靠拢
。

有研究者曾经指出由于英语语调富

于变化且对语境要求极高
,

仅靠模仿来掌握英语语

调有一定的局限性
。

笔者不完全否认该观点的合

理性
,

但也应看到
,

英语在中国毕竟属于一门外语
,

在缺乏真实语境的条件下习得标准英语的最有效

方法就是靠大量模仿有声资料中本族语者的语调

习惯
、

并应用于未来的交际场合
。

笔者在梳理教材

中出现的各类语调中也发现
,

本族语者的语调习惯

有一定的规律性
,

尽管例外情况也客观存在
,

因此

模仿法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

五
、

小结

英语语调在交际中的功能决定了大学英语语

调教学的必要性
,

而语调运用的相对规律性和教学

策略研究成果使学生成功习得英语语调成为可

能
。

教学实践中
,

教师引导学生大胆尝试语调教学

的不同策略并不断探索
,

以全面掌握语调的规律性

及语调因语境产生的差异性
,

最终达到提高学生英

语语音语调水平和英语交际能力的 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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