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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习第二语言，最大的障碍就是母语干扰。研究第二语言的语音习得过程，一方面应该考虑目的语

的语音系统；另一方面还应该以学习者的母语音系为参照。运用现代音系学、实验语音学等方法比较汉

语、老挝语韵母系统，尤其是汉语、老挝语一级元音格局，能够全面掌握零起点老挝留学生汉语韵母习得

的难点，并有针对性地对汉语零起点的老挝留学生汉语韵母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的不同的偏误逐一进行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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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中老双边关系的升温以及中国
同东盟关系的发展，汉语热在老挝悄然兴起，来华

学习汉语的老挝留学生也日益增多。学习第二语

言，最大的障碍就是母语经常在干扰学习者，成人

的第二语言语音习得自然会受到母语语音系统的

影响。在语音习得过程中，学习者会自然地通过

对母语语音系统的听感和发音习惯来接受目的语

语音系统，用母语的语音系统去匹配目的语的语

音系统，从而形成具有动态性的中介音系统，对目

的语的语音偏误也因此而产生。研究第二语言的

语音习得过程，一方面应该考虑目的语的语音系

统；另一方面还应该以学习者的母语音系为参照。

对于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零起点的老挝学

生而言，老挝语音系与汉语音系的对比研究有着

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老挝语与汉语分属于汉藏语系的不同语族。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族，老挝语属于汉藏语系

壮侗语族中的壮傣语支，二者音系格局有一定

差异。

生成音系学认为，每种语言的音系都是一个特

殊的系统，其语音单位总是在一定的语音格局

（ｓｏｕ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中活动。音系格局包括一套音位的
基本单位以及单位的活动模式。［１］从共时角度看，

汉语、老挝语的音节结构均可以分为音质音位，即声

母和韵母以及非音质音位，即声调几个部分。本文

以昆明学院汉语零起点的老挝留学生习得汉语过程

中出现的韵母语音偏误为研究对象，在对比汉语、老

挝语元音音系格局差异的基础上分析汉语零起点老

挝学生学习汉语韵母的难点，以期为汉语零起点的

老挝留学生学习汉语及对其进行的汉语教学提供借

鉴和教学参考。

一、老挝语、汉语韵母系统比较

（一）汉语普通话韵母系统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族，汉语普通话有３９个
韵母，按照不同的分类原则，我们将汉语普通话韵母

进行列表，见下表１。

表１　汉语普通话韵母

按韵尾分

韵母

按口形分　
开韵尾

有韵尾

　　　　　　　元音韵尾　　　　　　　 　　　　　　　　鼻韵尾　　　　　　　　

［－ｉ］ ［－ｕ］ ［－ｎ］ ［－］

开口呼 ［］［］［Ａ］［ｏ］［］［Ｅ］［?］ ［ａｉ］［ｅｉ］ ［ａ］［ｏ］ ［ａｎ］］［ｎ］ ［ɑ］［］

齐齿呼 ［ｉ］［ｉＥ］［ｉＡ］ ［ｉɑ］［ｉｏ］ ［ｉｎ］［ｉｎ］ ［ｉɑ］［ｉ］

合口呼 ［ｕ］［ｕｏ］［ｕＡ］ ［ｕａｉ］［ｕｅｉ］ ［ｕａｎ］［ｕｎ］ ［ｕɑ］［ｕ］［ｕ］

撮口呼 ［ｙ］［ｙＥ］ ［ｙｎ］［ｙｎ］ ［ｙ］

（二）老挝语韵母系统

老挝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老挝

语韵母丰富，除了有单韵母、复韵母、带鼻音韵母之

外，老挝语韵母还有音高和音长的区别，有的韵母还

带有塞音韵尾。老挝语基本韵母有２８个，带韵尾韵
母１７５个。其中基本韵母含单元音韵母１８个，复元
音韵母６个，特殊元音韵母４个。按照韵母结构，我
们将其分列如下：

单元音韵母（１８个）：［ａ］／［ａ：］［ｉ］／［ｉ：］
［］／［：］［ｕ］／［ｕ：］［ｅ］／［ｅ：］［］／［：］［ｏ］／
［ｏ：］［］／［：］［］／［：］。

复元音韵母（６个）：［］／［：］［ｉｅ］／［ｉｅ：］
［ｕｏ］／［ｕｏ：］。

特殊元音韵母（４个）：［ａｉ］／［ａｉ］［ａｏ］［ａｍ］。
带韵尾韵母（１７５个）。其中：
［－ｋ］尾２４个：［ａｋ］［ａ：ｋ］［ｉｋ］［ｉ：ｋ］［ｋ］

［：ｋ］［ｕｋ］［ｕ：ｋ］［ｅｋ］［ｅ：ｋ］［ｋ］［：ｋ］［ｏｋ］
［ｏ：ｋ］［ｋ］［：ｋ］［ｋ］［：ｋ］［ｉｋ］［ｉ：ｋ］

［ｋ］［：ｋ］［ｕｋ］［ｕ：ｋ］。

［－ｔ］尾 ２２个：［ａｔ］［ａ：ｔ］［ｉｔ］［ｉ：ｔ］［ｔ］

［：ｔ］［ｕｔ］［ｕ：ｔ］［ｅｔ］［ｅ：ｔ］［ｔ］［：ｔ］［ｏｔ］［ｏ：

ｔ］［ｔ］［：ｔ］［ｔ］［：ｔ］［ｔ］［：ｔ］［ｕｔ］

［ｕ：ｔ］。

［－ｐ］尾２４个：［ａｐ］［ａ：ｐ］［ｉｐ］［ｉ：ｐ］［ｐ］

［：ｐ］［ｕｐ］［ｕ：ｐ］［ｅｐ］［ｅ：ｐ］［ｐ］［：ｐ］［ｏｐ］

［ｏ：ｐ］［ｐ］［：ｐ］［ｐ］［：ｐ］［ｉｐ］［ｉ：ｐ］

［ｐ］［：ｐ］［ｕｐ］［ｕ：ｐ］。

［－ｎ］尾２４个：［ａｎ］［ａ：ｎ］［ｉｎ］［ｉ：ｎ］［ｎ］

［：ｎ］［ｕｎ］［ｕ：ｎ］［ｅｎ］［ｅ：ｎ］［ｎ］［：ｎ］［ｏｎ］

［ｏ：ｎ］［ｎ］［：ｎ］［ｎ］［：ｎ］［ｉｎ］［ｉ：ｎ］

［ｎ］［：ｎ］［ｕｎ］［ｕ：ｎ］。

［－］尾２４个：［ａ］［ａ：］［ｉ］［ｉ：］［］

［：］［ｕ］［ｕ：］［ｅ］［ｅ：］［］［：］

［ｏ］［ｏ：］［］［：］［］［：］［ｉ］［ｉ：

］［］［：］［ｕ］［ｕ：］。

［－ｍ］尾２４个：［ａｍ］［ａ：ｍ］［ｉｍ］［ｉ：ｍ］

［ｍ］［：ｍ］［ｕｍ］［ｕ：ｍ］［ｅｍ］［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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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ｍ］［ｏｍ］［ｏ：ｍ］［ｍ］［：ｍ］［ｍ］
［：ｍ］［ｉｍ］［ｉ：ｍ］［ｍ］［：ｍ］［ｕｍ］
［ｕ：ｍ］。

［－ｉ］尾１９个：［ａｉ］［ａ：ｉ］［ｉ］［：ｉ］［ｕｉ］
［ｕ：ｉ］［ｅｉ］［ｅ：ｉ］［ｉ］［ｏｉ］［ｏ：ｉ］［ｉ］［：ｉ］［ｉ］
［：ｉ］［ｉ］［：ｉ］［ｕｉ］［ｕ：ｉ］。

［－ｕ］尾１４个：［ａｕ］［ａ：ｕ］［ｉｕ］［ｉ：ｕ］［ｕ］
［：ｕ］［ｅｕ］［ｅ：ｕ］［ｕ］［：ｕ］［ｕ］［：ｕ］
［ｉｕ］［ｉ：ｕ］。

（三）老挝语、汉语韵母系统比较

１．老挝语、汉语韵母系统整体比较
比较分析汉语普通话韵母系统和老挝语韵母系

统可以发现，在数量上，老挝语韵母比汉语普通话韵

母数量多，汉语普通话有３９个韵母，老挝语是２０３
个。而且较之汉语普通话，老挝语韵母存在较为严

整系统的元音长短区别特征的对立；老挝语韵母闭

音节较多，辅音韵尾丰富，有一套比较系统的鼻辅音

与塞辅音韵尾［－ｍ、－ｎ、－、－ｐ、－ｔ、－ｋ］。较之
老挝语，汉语普通话的韵母一是数量相对较少；二是

元音没有长短区别特征的对立；三是辅音韵尾相对

比较简单，汉语普通话中存在舌尖中鼻辅音［－ｎ］
与舌根鼻辅音［－］韵尾，但不存在双唇鼻辅音［－
ｍ］韵尾，更无塞辅音韵尾。
２．汉语一级元音格局与老挝语一级元音格局的

比较

老挝语的韵母主要由元音、元音加元音和元音

加辅音构成。要研究老挝语的韵母系统就不能不研

究老挝语的元音系统。元音格局是元音系统性的表

现，包括的内容可以有元音的定位特征、内部变体的

表现、整体的分布关系等。元音格局主要是指韵母

中的主要元音的格局。石锋认为：“每一种语言或

方言中的元音音位各自形成一个格局，可以在元音

舌位图上直观地表示出来，也可以通过声学实验的

方法，用声学元音图来作分布描写”。［２］依据主要元

音跟韵母中其他成分组合关系的情况将其划分为四

个级别：出现在单韵母中的元音是一级元音或基础

元音；能够带韵头的元音是二级元音；能够带韵尾的

元音是三级元音；既能带韵头，也能带韵尾的元音是

四级元音。［３］我们采用南开大学电脑语音分析系统

“ＭｉｎｉＳｐｅｅｃｈＬａｂ桌上语音工作室”对老挝语一级
元音格局进行实验分析并作图，并将其与汉语的元

音格局进行比较分析。不考虑元音的长短对立，我

们主要考察老挝语的９个单元音：／ａｉｕｅｏ
／和汉语的７个单元音：／ａｉｕｙ／。

从听感上，我们可以感知到老挝语的单元音有

点短促，带有一个塞音特征［?］，老挝语单元音与汉
语单元音的音值差异我们可以得到语音实验数据的

支持。见下图１与图２所示。

从语音格局看，老挝语的元音格局与８个标准

元音的对位非常齐整，与汉语相比，老挝语舌面元音

相对丰富，与国际音标正则元音系统相比，老挝语的

一级元音相对完整，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四方形元

音格局。而汉语元音系统中的舌尖元音／、／在整

个音系格局中特别突出，舌尖元音［］、［］属开口

呼，其分别与舌尖声母［??ｈｓ］、［??ｈ］相拼

合，这些舌尖元音在老挝语语音系统中没有与之匹

配的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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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起点老挝学生汉语韵母习得难点分析及其对策

（一）汉语有而老挝语没有的元音音位及其学

习对策

零起点老挝留学生汉语习得过程中，就韵母发

音而言，汉语里有但老挝语里没有的元音音位是其

学习的难点。归纳老挝语的元音音位，我们可以得

知，老挝语元音音位实际上是由９对长短相对的元

音构成，元音的长短能够区别意义。汉语普通话元

音音位主要有：／ａ／、／ｏ／、／／、／ｅ／、／ｉ／、／ｕ／、／ｙ／、／

?／、／／、／／等十个。对比老挝语元音音位和汉语

普通话元音音位，可以看到，汉语中的／ｙ／、／?／、／

／、／／是老挝语元音系统里没有的。

１．舌面前高圆唇元音／ｙ／
汉语普通话元音音素［ｙ］是一个舌面前高圆唇

元音。发音时，口腔微开，舌尖抵下齿背，舌面前部

隆起和硬腭前部相对，嘴唇拢圆。零起点的老挝学

生在学习此音的时候，往往舌头后缩，用舌面后高圆

唇元音［ｕ］与之相匹配，尤其是在和声母ｊ、ｑ、ｘ相拼

的时候。这种偏误除了［ｙ］发音之外，一直扩散到

以［ｙ］开头的撮口呼。从音位区别特征看，三个主

要元音［ｉｕｙ］的特征相对接近，见下表２。

表２　区别特征对立

舌面 前 后 高 圆唇 展唇

［ｉ］ ＋ ＋ － ＋ － ＋

［ｕ］ ＋ － ＋ ＋ ＋ －

［ｙ］ ＋ ＋ － ＋ ＋ －

从表２可以观察到，［ｉ］与［ｙ］只在［±圆唇］

这一区别特征上存在对立；［ｕ］与［ｙ］只在［±前］

这一区别特征上存在对立。但是老挝学生在学习

［ｙ］的时候基本不会把［ｙ］发成［ｉ］，而时常把［ｙ］发

成［ｕ］，特别是在和声母ｊ、ｑ、ｘ相拼的时候会出现明

显的语音偏误。汉语普通话中［ｉ］和［ｙ］发音部位

是最接近的，我国很多学生学习［ｙ］的时候常常会

［ｙ］和［ｉ］辨析不清。老挝语中没有汉语的撮口呼

音素［ｙ］，也没有以［ｙ］开头的［ｙｙｎｙｎｙ］几个

韵母，而且老挝语中的单元音［ｉ］或［ｉ：］与汉语普通

话的［ｉ］发音非常相似，老挝语中的［ｕ］或［ｕ：］与汉

语中的［ｕ］发音也非常接近。按理说，如果要母语

中的某个音素来匹配汉语音素［ｙ］的话，［ｉ］应该是

个很好的选择。［ｉ］和［ｙ］发音部位基本一致，都是

舌面前高元音，但老挝学生在学习［ｙ］的时候为什

么不选择老挝语中和［ｙ］发音部位接近的舌面前高

元音［ｉ］来匹配，而发音部位靠后的［ｕ］却成为其优

选项？也许是因为，较之舌位的前后，唇形的圆展对

老挝学生而言更直观，可以直接通过观察教师发音

就能体验到［ｙ］是个圆唇音，从而模仿学习。第二

语言习得理论认为二语习得者受母语干扰倾向于用

自己母语（始发语）中与目的语发音相近或相似的

音素匹配母语中没有的音素。从模仿学习这个角度

看，老挝学生选择［ｕ］来匹配［ｙ］是可能的。但问题

的关键在于，汉语中撮口呼音素［ｙ］的声韵拼合能

力相对较弱，老挝学生在习得［ｙ］的时候，零声母音

节中以及和舌尖中音［ｎ］、［ｌ］相拼合时的音素［ｙ］

都能基本准确地发出来，为什么和声母 ｊ、ｑ、ｘ相拼

的时候会出现明显的语音偏误呢？除却在习得［ｙ］

的过程中，圆唇作为其优选项的因素，还可能存在以

下方面原因。其一，因汉语拼音拼写规则所产生偏

误。《汉语拼音方案》中规定撮口呼跟声母ｊ、ｑ、ｘ相

拼的时候，ü上两点省略。对于零起点的老挝留学

生而言，在习得音素［ｕ］后自然会把“ｊｕ（居）”认读

为“ｊ”和“ｕ”的相拼，从而产生偏误；其二，从声母本

身考虑，以“ｊ”为例，ｚ［?］与ｊ［］发音相近，老挝留

学生初级汉语习得者所发汉语 ｚ［?］、ｊ［］的实际

音值为［ｔ］，［４］汉语普通话中，声母 ｚ［?］是不与韵

母［ｉ］相拼合的，所以当零起点老挝留学生在学习

［ｙ］时，更倾向于将同是圆唇音的［ｕ］作为优选项来

匹配［ｙ］，而不是选择发音位置更接近的舌面高不

圆唇元音［ｉ］来进行匹配。在教授［ｙ］音的时候要

强调声母ｊ、ｑ、ｘ、ｚ、ｃ、ｓ的正确发音，配合元音［ｉ］的

练习，从［ｉ］过渡到［ｙ］，让学生体验从不圆唇到圆

唇的过程。

２．卷舌元音／?／
老挝语中没有卷舌音素ｅｒ［?］，在汉语中，［?］

是一个卷舌单元音韵母，同时也是一个卷舌音素。

它是一个卷舌央中不圆唇元音。零起点老挝留学生

在学习ｅｒ［?］时，往往发音不到位，没有卷舌。在教

授ｅｒ［?］的时候，可以先发元音 ｅ［］，再将舌头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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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卷起。

３．舌尖元音／／和／／
汉语普通话中有两个舌尖单元音韵母－ｉ［］和

－ｉ［］。－ｉ［］是一个舌尖前高不圆唇元音，在汉
语普通话中它只跟声母ｚ、ｃ、ｓ相拼。－ｉ［］是一个
舌尖后高不圆唇元音，在汉语普通话中它只跟声母

ｚｈ、ｃｈ、ｓｈ、ｒ相拼。这两个元音的学习，即使中国学
生单独发音都有一定困难，在教授老挝留学生时最

好采用整体认读的方式教授ｚｉ、ｃｉ、ｓｉ和 ｚｈｉ、ｃｈｉ、ｓｈｉ、
ｒｉ。老挝学生在学习这两个音时，由于这两个音音
感相近，更不容易发出来。实际上，发－ｉ［］音时舌
尖比较用力，形成两个舌高点，一个在舌尖，另一个

在舌面后部。舌尖接近上齿背，但不发生摩擦，嘴唇

不圆。发－ｉ［］时舌尖接近硬腭，形成的第一舌高
点比－ｉ［］靠后，第二舌高点比－ｉ［］靠前，咽腔比
－ｉ［］略宽（王理嘉、林焘，２００７：４８）。［５］教学过程
中，可以利用颚位仪绘制颚位图，科学直观地展示二

者舌位的差异，要重视引导学生注意舌位的区别。

（二）汉语和老挝语发音近似的元音音位及其

学习对策

汉语和老挝语发音近似的元音音位主要有以下

几对：汉语的／ａ／和老挝语的／ａ／／ａ：／；汉语的／ｏ／
和老挝语的／ｏ／／ｏ：／；汉语的／／和老挝语的／

／／：／；汉语的／ｉ／和老挝语的／ｉ／／ｉ：／；汉语的／
ｕ／和老挝语的／ｕ／／ｕ：／；汉语的／ｅ／和老挝语
的／／／：／。
１．汉语的／ａ／和老挝语的／ａ／／ａ：／
老挝语的短元音韵母［ａ］、长元音韵母［ａ：］和

汉语元音［Ａ］的发音非常相似。老挝留学生在学习

汉语元音韵母音位／ａ／的时候往往会用老挝语的／
ａ／／ａ：／与之匹配。老挝学生在学习汉语元音音
位／ａ／时容易产生两种不同的偏误。其一，音素 ａ
［Ａ］的泛化。汉语元音音／ａ／实际上包括了四个发
音相近的音位变体［ａ］、［Ａ］、［ɑ］、［］，老挝留学生
在学习汉语元音音位／ａ／的时候比较容易掌握的是
央元音［Ａ］，当习得央［Ａ］后，会将央 ａ［Ａ］的发音泛
化至ａ［ａ］和ａ［ɑ］从而造成语音偏误；其二，用老挝
语的［ａ］／［ａ：］直接匹配汉语的 ａ［Ａ］。实际上，老
挝语的［ａ］／［ａ：］和汉语的ａ［Ａ］在发音上是有细微
差别的。尽管它们都属于舌面低展唇元音，但在具

体发音时汉语ａ［Ａ］的舌位是在口腔的中央，而老挝

语［ａ］／［ａ：］的舌位较之汉语 ａ［Ａ］稍稍向前。如若

老挝学生用老挝语中的短元音［ａ］来匹配汉语元音

ａ［Ａ］时，可以让他发音时时长延长一点，舌头稍微

后缩一点；若其用老挝语中的长元音［ａ：］来匹配汉

语元音ａ［Ａ］时，可让其在舌头稍微后缩一点的同时

音高升高。

２．汉语的／ｏ／和老挝语的／ｏ／／ｏ：／
汉语的［ｏ］和老挝语的［ｏ］／［ｏ：］发音很接近，

都是舌面后半高圆唇元音。若将老挝语的［ｏ］发音

时长稍微延长就是汉语的［ｏ］，或将和老挝语的

［ｏ：］的音高升高就是汉语的［ｏ］。

３．汉语的／／和老挝语的／／／：／
汉语的ｅ［］是舌面后半高展唇元音，它和老挝

语［］／［：］的区别在于汉语的 ｅ［］比老挝语的

［］／［：］舌位稍靠后点，实际发音时老挝语的

［］／［：］更接近汉语ｅ的条件变体ｅ［］。在指导

老挝学生学习汉语元音 ｅ［］时可指导其发老挝语

［］，同时舌位稍微移前并相应延时。

４．汉语的／ｉ／和老挝语的／ｉ／／ｉ：／
汉语的［ｉ］和老挝语的［ｉ］／［ｉ：］在发音上非常

相似，它们都是舌面前高不圆唇元音，发音时都口腔

微开，舌头前伸，舌尖抵下齿背，嘴唇扁平。只要将

老挝语的短元音［ｉ］的发音时长稍微延长就是汉语

的［ｉ］，或将老挝语的长元音［ｉ：］音高升高就是汉语

的［ｉ］。

５．汉语的／ｕ／和老挝语的／ｕ／／ｕ：／
汉语的［ｕ］和老挝语的［ｕ］／［ｕ：］都是舌面后

高圆唇元音，发音时都口腔开口较小，舌头后缩，舌

面后部隆起和软腭相对，嘴唇拢圆，略向前突出。只

要将老挝语的短元音［ｕ］的发音时长稍微延长就是

汉语的［ｕ］，或将老挝语的长元音［ｕ：］音高升高就

是汉语的［ｕ］。

６．汉语的／ｅ／和老挝语的／／／：／
汉语的元音音位／ｅ／的两个变体［ｅ］、［Ｅ］和老

挝语的［］／［：］都是舌面前不圆唇元音，发音时口

半开，舌头前伸，舌尖抵下齿背，嘴唇向两边展开。

只要将老挝语的短元音［］的发音时长稍微延长就

是汉语的［Ｅ］，或将老挝语的长元音［：］音高升高

就是汉语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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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零起点老挝学生汉语韵母习得过程中易

混淆的韵母及其学习对策

在教授零起点老挝留学生学习韵母的过程中我

们发现老挝学生有四组韵母是容易混淆的，它们分

别是ｉɑ［ｉＡ］和 ｉｅ［ｉＥ］，üｅ［ｙＥ］和 ｉｅ［ｉＥ］，ｕɑ［ｕＡ］和
ｕｏ［ｕｏ］，ｉɑｏ［ｉɑ］和ｉｏｕ［ｉｏ］。
１．ｉɑ［ｉＡ］和ｉｅ［ｉＥ］
老挝学生容易把 ｉｅ［ｉＥ］误读为 ｉɑ［ｉＡ］。汉语

中，ｉɑ［ｉＡ］和ｉｅ［ｉＥ］都是后响齐齿呼韵母，区别在于
主要元音一个是［Ａ］，一个是［Ｅ］。教授老挝学生学

习这两个音时要着重强调［Ａ］和［Ｅ］的发音位置。

［Ｅ］的开口度比［Ａ］小，舌位比［Ａ］高。

２．üｅ［ｙＥ］和ｉｅ［ｉＥ］
老挝学生 üｅ［ｙＥ］和 ｉｅ［ｉＥ］的混淆实际上是 ü

［ｙ］和ｉ［ｉ］的混淆。／ｙ／和／ｉ／在汉语里属于不同的
音位，各有其变体。多数汉语零起点的老挝留学生

经过发音训练后能够分辨二者，但也有部分学生容

易将üｅ［ｙＥ］误读为 ｉｅ［ｉＥ］。究其原因还是在于老
挝语中没有撮口呼ü［ｙ］。对于这部分学生，教师要
注意利用唇形的变化对单元音 ü［ｙ］和 ｉ［ｉ］进行辨
证，然后再使其学习复元音üｅ［ｙＥ］和ｉｅ［ｉＥ］。
３．ｕɑ［ｕＡ］和ｕｏ［ｕｏ］
老挝学生常常把ｕｏ［ｕｏ］误读为ｕɑ［ｕＡ］。对于

这样的偏误，教师要注意让学生体验 ｕɑ［ｕＡ］和 ｕｏ
［ｕｏ］动程的不同，发ｕɑ［ｕＡ］时，从韵头ｕ［ｕ］到韵腹
ɑ［Ａ］，明显有从前一个元音滑动到后一个元音的变
化过程；发ｕｏ［ｕｏ］时，有从前一个元音 ｕ［ｕ］滑动到

后一个元音ｏ［ｏ］的变化显然没有 ｕɑ［ｕＡ］明显。再
加上ɑ［Ａ］的舌位比ｏ［ｏ］要低，开口度也要大。
４．ｉɑｏ［ｉɑ］和ｉｏｕ［ｉｏ］
老挝学生容易混淆的韵母还有 ｉɑｏ［ｉɑ］和 ｉｏｕ

［ｉｏ］。二者都是中响三合复元音韵母，区别主要在
韵腹上。对混淆ｉɑｏ［ｉɑ］和ｉｏｕ［ｉｏ］的老挝学生的
教学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其观察并模仿教师发音时

的口型。把ｉɑｏ［ｉɑ］发成ｉｏｕ［ｉｏ］的老挝学生主要
问题是出在发音时动程不够，口型不到位。教师要

擅于发现并纠正此发音偏误。

除以上分析之外，汉语零起点老挝留学生在学

习汉语韵母时往往会受到老挝语长短元音的影响，

易拉长汉语元音的读音。

综上，我们对汉语零起点的老挝留学生汉语韵

母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的不同的偏误要区别性对待，

并有针对性地逐一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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